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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生 活 所 感 去 读 书 ，用 读 书 所 得 去 生 活 。【一周微言】

□ 本报记者 冯圆芳

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
道、南京市委宣传部等联合推出的《品
读中国》“南京文学课”第二课在南京开
讲，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百家讲坛》主
讲人郦波带来“城头虎踞心中龙蟠——
论世界文都与城市精神”的精彩分享。
面对皇皇一部南京文学史，郦波自出机
杼，以三个“两”，拆解文都南京的千年
文脉——两个临川王，两个临川人，两
个“749”（年）。

两个“临川王”均出现在南朝，第一
个即南朝宋的宗室、大名鼎鼎的文学家
刘义庆。他主持编纂的《世说新语》，是
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小说”的代表作，
由一个个小段子组成，长的不过一两百
字，短的只有十几个字，人物形象栩栩
如生，故事情节生动有趣。“我经常讲，
《世说新语》就是最早的微博体。”郦波
诙谐地说。

第二个临川王，是梁武帝萧衍最喜
欢的弟弟萧宏。萧宏又高又帅，可惜是
个绣花枕头，曾主动请缨北伐，半路遇到
冰雹就落荒而逃，导致梁军大败，被时人
讥为“萧娘”。但正是这位“萧娘”，偶然
地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他手下有两名文士，一个是担任行参军
（相当于低级秘书）的钟嵘，写下了我国
古代第一部诗论专著《诗品》；另一个是
担任记室参军（相当于高级秘书）的刘
勰，写下了我国古代第一部文学批评专
著《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的成名与“出圈”，其实
颇有时代色彩。刘勰少时家贫笃志好
学，依靠名僧僧祐，学习儒家和佛家理
论，撰写《文心雕龙》，得到宰相沈约称
赞，授奉朝请，历任临川王（萧宏）记室、
步兵校尉、太子通事舍人。刘勰凭《文
心雕龙》“得到宰相沈约称赞”背后，郦
波说，隐藏着一起著名的“策划案”。

“魏晋南北朝极其讲究门阀士族，
正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庶
族出身、籍籍无名的刘勰想凭才华出名
并不容易，僧祐就建议他，找当时的文
坛盟主沈约推荐。考虑到直接见沈约
会遭门房阻拦，刘勰就扮作商贩，在沈
约家门口摆摊，有一天撞到沈约，就掏
出自己的作品请他指教。沈约随手一
翻，越翻越惊奇，太喜欢这本书了，以至
把它奉为‘睡前读物’。因为沈约的大
力推荐，《文心雕龙》才扬名天下，刘勰
也得以步入仕途，和昭明太子萧统成为
莫逆之交。”

“两个临川王”，串起了魏晋南北朝
时期的南京文脉。除此之外，还有“两

个临川人”也对文枢南京有着再造之
功。郦波介绍，这第一个临川人，就是
列宁口中“11世纪东方最伟大的政治
家”王安石。

“王安石是一个拥有远见卓识、思维
超前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
他主导了熙宁变法，其青苗法、均田法
等，类似今天的农村信用合作社。”郦波
说。不过，对南京这座城市来说，最重要
的还是他和另一位文豪苏轼在南京的相
遇。北宋元丰七年秋，苏轼从黄州至汝
州途中，经过金陵，欣闻故人来，王安石
骑着毛驴，到下关码头迎接，两位昔日政
敌相逢一笑，不仅恩仇尽消，还成就了文
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苏轼见到王安石的时候很不好意
思，说‘轼今日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
石笑着说，‘礼法岂为我辈设哉？’后来
两人在金陵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光，越
来越欣赏对方。王安石对人叹道，‘不
知更百年，方有此人物。’苏东坡也在
《北山》诗中写道：‘骑驴渺渺入荒陂，想
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
已觉十年迟。’可见情谊之深厚。”而此
次相会后仅一年多，临川人王安石就在
金陵病逝。

对南京有着特殊意义的另一个临
川人，就是明代著名戏曲家、文学家汤
显祖。汤显祖曾在南京先后担任太常
寺博士、詹事府主簿和礼部祠祭司主事
等职务，因为工作比较清闲，他结交了
很多热爱戏曲的朋友，受朋友影响，他
在南京写下了《临川四梦》的第一梦《紫
钗记》，由此踏上了彪炳千古的戏曲创
作之路。郦波补充说，汤显祖最负盛名

的《牡丹亭》，虽然并非在南京写就，却
在完稿后被他寄回南京，由南京的朋友
帮忙完成公演，一炮而红，成为当时南
方戏曲界“热搜榜”第一。

两个和“749”有关的年份（公元
749年和公元1749年），同样是打开“天
下文枢”的钥匙。公元749年前后，诗
仙李白第二次来到南京，为这座城市留
下了著名的《登金陵凤凰台》。

有意思的是，郦波介绍，这首《登金
陵凤凰台》其实是李白第一次赴南京途
中，经过黄鹤楼，却发现“眼前有景道不
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因此耿耿数年后
祭出的超越之作，该诗和李白其他一些
作品一起，成为“金陵怀古”诗的发轫之
作。特别是其尾联两句“总为浮云能蔽
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境界上远超崔颢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的思乡之情，被视为大唐士大夫的精神
独白。

崔颢《黄鹤楼》为何能被严羽《沧浪
诗话》誉为“唐人七律第一”？重要原因
在于，《黄鹤楼》是一首打破格律的拗体
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
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
悠。”不拘平仄对偶，正所谓“不古不律，
亦古亦律”，却因此气格高迥。另外，虽
然在写黄鹤楼时李白没能比过崔颢，诗
仙的第一次南京之行同样收获满满，他
在长干里写下的乐府旧题《长干行》，描
绘了商贾儿女之间的唯美爱情，被视为

“古今《长干行》第一”。
与南京有关的第二个“749”，即公

元1749年，则有数条线索交织于此。这
一年，自称“秦淮寓客”的清代文学家吴

敬梓，在南京完成了伟大的讽刺小说《儒
林外史》。同年，曹雪芹开始了“批阅十
载、增删五次”的《红楼梦》创作。江宁县
令袁枚也在1749年“裸辞”，用毕生积蓄
买下废宅“隋园”，更名“随园”，修葺一
新、扒掉围墙，把私家园林变成了一个允
许百姓自由出入的“公园”。这位“美食
博主”还经常在随园开美食party，汇聚

“舌尖上的中国”，写了一部《随园食单》，
成了当时的美食畅销书。

“袁枚在1749年‘裸辞’的意义还
不止于此。大概1760年之后，袁枚开
始招收女弟子，原被视为‘无才便是德’
的女性，第一次获得了公共教育资源，
这也是人类文献有记载以来第一次公
开招收女学生。”郦波说。公元1749年
的故事并没有结束。这一年，18岁的桐
城人姚鼐来到南京准备第二年的乡试，
次年顺利考中举人，“桐城派”大家的故
事由此开端……

两个临川王，两个临川人，两个
“749”，在这堂精彩纷呈的南京文学课
中，郦波教授用几把看似很小的“钥
匙”，四两拨千斤地打开了南京城市精
神中的“虎踞龙蟠”。“北方中原遭遇危
机时，至少有四次，南京成为华夏文明
的救赎之地。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无
数诗人会在金陵怀古，因为这里是华
夏文明内在价值逻辑的重生之地。‘虎
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在
时间的洪流之中，无数人在这里，把个
体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紧紧绑在一
起。只有深切地了解脚下的土地、所
居的城市与族群的文脉，才能真切地
拥抱家国天下的理想。”郦波说。

两个临川王、两个临川人、两个“749”——

虎踞龙蟠，郦波妙释南京千年文脉

□ 本报记者 顾星欣

6月10日，庆祝南京大学建校120
周年“紫玉润光——吕门师徒紫砂精
品展”在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开幕。本
次展览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著名的

“吕氏绞泥”、花器、光素器等技法维度
的紫玉金砂，更可见艺术家们“以匠
心，致初心”的境界。如何把非物质文
化遗产守护好，找到传统紫砂与当代
生活的链接？著名紫砂艺术家吕俊杰
现场向记者分享了自己的理念。

提起“吕氏绞泥”，可谓是紫砂史上
的一道耀目华彩。紫砂大师吕尧臣独
创的“吕氏绞泥”融五色入陶土，可谓出
神入化，他也因此被誉为“壶艺魔术
师”。吕俊杰是吕尧臣之子，中国工美
行业艺术大师，首位获得奥林匹克顾拜
旦金质奖章的中国艺术家。这次展览
是吕门师徒为南大120周年专门设计
创作的新品，其中大部分展品将捐赠给
南京大学艺术学院。

“这次展览的初衷，就是让广大青
年学子与传统文化面对面，不仅近距离
欣赏一把把紫砂壶，更要让他们充分感
受到中华文化美在哪，更真切体悟到中
国传统文化的高度、宽度和广度。”吕俊
杰说。

十多年前，吕俊杰就担任了南京大
学特聘艺术家和兼职教授，此后一直用
授课、展览等方式，向青年学子传播紫
砂文化。关于“传承”二字，在他看来有
多重理解，既有紫砂业界师徒手把手传
承技艺，更期待更多青年人传承好中国
优秀的传统文化。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
器，好的作品应该‘道器合一’，蕴含着
传统文化的精髓。”吕俊杰认为，一件作
品成功与否，要看它是否具有原创性和

时代性。要把传统的根脉传承下去，必
须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
予作品以时代元素，如此，才能一代一
代薪火相传、薪火不灭。

怎样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吕俊

杰提倡要在艺术中注入鲜活的生命感
受，融汇古意与今情、传统与时尚。他
有件作品名为《莲华》，为创新表现莲的
皎洁无尘，吕俊杰以绞泥手法，用最简
约的线条来诠释莲的唯美意境。这次

展览中，还有一件由他创作的紫砂精品
《启航》，用无线型造型，让船体显得流
畅而时尚。船上绞泥的手法呈现了缤
纷的感觉，也寄托了引领未来的精神内
蕴。他说，“没有思想的作品只是躯壳，
好的作品应该有语言、有温度、有丰富
的内涵，引人遐想，给人一种‘壶外之
意’的感觉。”

在艺术维度上，吕俊杰提倡紫砂一
定要有流派，充分体现个人风格，让独
立的艺术语言充分张扬个性。本次展
览中，他的一组“唱和之作”系列作品，
就充分展现了不泥于古的理念。这把
壶的把手、壶嘴和盖纽造型是传统的表
达，但器身装饰是一组细腻优美的工笔
画，十分别出心裁。

时代在变，在紫砂艺术中找到传统
文化和当代生活的连接点，这是吕俊杰
一直在思考和践行的方向。

“紫砂艺术和人们生活是息息相关
的。”吕俊杰说，中国人喜欢喝茶，喝茶
最佳的器具以紫砂为首。材质美、造型
美、视觉美、触觉美、功能美，这是紫砂
的特点，“紫砂这门非遗是有温度的，它
不仅可看可用，还能在生活中给大家带
来审美享受。”对于普通人而言，怎样去
欣赏一把壶？吕俊杰的标准是：一把好
壶，首先看上去要“润”，它是好泥料发
出来的微微哑光。其次要看出水是否
流畅，“我们制壶人的标准，就是看这把
壶拿在手中，是否让人感到舒适。”

融入生活，面向青年，传统艺术才
有未来。吕俊杰说，现在不少年轻人热
衷咖啡奶茶，生活中可以各美其美，但
是希望大家也要多了解中国茶文化的
博大精深，了解紫砂艺术的魅力。“这不
仅仅是一种喝茶方式，其中更蕴藏着古
老的哲学思想和做人的道理，对我们人
格的塑造也很有助益。”

找到传统紫砂与当代生活的链接

说起南京第一楼，若论高度，应
是鼓楼紫峰大厦，若论见证改革开放
史的重要性当数金陵饭店。可是，若
论文化，则非豁蒙楼不可。

豁蒙楼位于南京市玄武区鸡鸣
寺内，鸡笼山东北端，是两江总督张
之洞为了纪念其门生、戊戌六君子之
一的杨锐而修建。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
戌政变发生后，杨锐被捕，张之洞曾
打电报给盛宣怀让他恳请王文韶设
法营救杨锐，又发电报给直隶总督荣
禄，请荣禄转奏“愿以百口保杨锐”，
但为时已晚。杨锐遇难，张之洞十分
痛惜。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张
之洞再度署理两江，忆及与杨锐在
鸡鸣寺彻夜长谈，无限哀思，于是倡
议建楼以纪念杨锐。张之洞出资，
鸡鸣寺和尚操办，清光绪三十年
（1904年）斯楼成，张之洞题匾曰：
豁蒙楼，并注“豁蒙楼成嘱题匾，用
杜诗‘忧来豁蒙蔽’意名之。”此后，
张之洞又在《金陵游览诗·鸡鸣寺》
诗中再次提及：“一朝闢僧楼，雄秀
发其祕……素有杜老忧，今朝豁蒙
蔽。”并自注云：“余以金施寺，僧闢
寺后经堂为楼，尽伐墙外杂树，遂为
金陵诸寺之冠。”

辛亥革命元老刘成禺（字禺生）
在其所著《世载堂杂忆》中，收有《豁
蒙楼》一文，记载了豁蒙楼的由来。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时任
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来南京署理两
江总督时，与其任四川学政时的得
意门生杨锐某夜“同游台城，憩于
鸡鸣寺，月下置酒欢甚，纵谈经史
百家、古今诗文，憺然忘归，天欲
曙，始返督衙”。“此夕月下清谈，及
杜集‘八哀诗’，锐能朗诵无遗；对
于《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一篇，后
四句‘君臣尚论兵，将帅接燕蓟，朗
咏六公篇，忧来豁蒙蔽’，反复吟
诵，之洞大感动”。光绪二十八年

(1902年)，张之洞再次出任两江总
督，重游鸡鸣寺，“徘徊当年与杨锐
尽夜酒谈之处，大为震悼，乃捐资
起楼，为杨锐纪念，更取杨锐所诵

‘忧来豁蒙蔽’句，曰‘豁蒙楼’”。
张之洞有《鸡鸣寺》诗曰：“城外

湖皓白，湖外山苍翠。”可见登斯楼视
野极阔。因为，清末民初，南京城市
发展重点尚在城南，民国黄金十年首
都建设也重在新街口一带，据记载：
其时，南京西部尚是一片未开发之
地。故而从豁蒙楼上望去，可见玄武
湖光、钟山紫气、九华塔影、逶迤古城
墙，此间目之所及，能达江北浦口、城
南白鹭洲。因此，是为南京登临望景
的绝佳处。《首都志》载为：“俯踞山
巅，目极千里，真大观也。”

此楼引来无数文化名人登楼
怀古。从豁蒙楼对联中可以看到，
题写对联的有曾国藩、梁启超、曾
国荃、陶端斋、徐淮生、茗山法师、
罗正纬、傅文山等，他们或成诗社
或呼朋引类，往往于重阳来登此
楼，观景、开尊，品茗、赋诗。以至
于发出“豁蒙楼茶叙，俯视北湖，田
田碧叶，出水芙蕖，掩映山光，招来
游子，扁舟容与，何必西湖”的感
喟（伍仲文《曼珠杂记》）。

1934年，南京诗史上曾经掀起
两次小小的高潮，一次是在玄武湖举
办的“上巳修禊诗会”，参加人有80
多位，另一次就是在豁蒙楼举办的

“重阳登高诗会”，计有诗人103位参
与赋诗，是晚清以来盛况空前的一次
全国性诗坛雅集。

其实，早在这次豁蒙楼重阳登高
雅集之前，这里就早有文化大家的赋
诗活动。1929年元旦，豁蒙楼上有
一次“七老联句”。“七老”分别是黄
侃、陈汉章、王瀣、胡俊、胡光炜、汪国
垣、王易。他们都是南京大学的教
授，是年元旦，风和日丽，他们登楼，
饮酒赋诗。每人一句，写于纸上，留
存至今，现珍藏于南京大学图书馆。

何处金陵第一楼
□ 毛贵民

淮河入洪泽湖的右岸，有一个
叫龟山的古老山村，地属淮安市洪
泽区老子山镇，与盱眙接壤。龟山
村因山得名，山形似巨龟浮于水
面。小山包并不起眼，却与上古大
禹治水的传说有关，而据鲁迅先生
考证，这里囚禁的一个上古神兽，更
是《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原型，这一
切是怎么回事呢？

现在的龟山村曲径通幽，不过
历史上这块弹丸之地，城池众多，
寺庙林立，在这附近有魏武城、项
王城、小儿城等，著名的寺庙有淮
渎庙、安淮寺等。这个人文荟萃、
僧侣膜拜的胜境，不断有文人墨客
吟咏题诗。苏轼有《龟山》诗句：

“身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
头。”米芾有《龟山寺晚钟》诗句：

“危峰高耸接云楼，落霞映照夕阳
村。”可以遥想当年的庙宇连绵、殿
阁雄伟。

远古时代，人们将自然现象归因
于神灵，设神祠敬奉名山大川。淮渎
即淮河，由此建有淮渎庙。淮渎庙南
北朝以前便有，明代嘉靖年间重修，
吏部尚书唐龙（1477-1546）撰文的
《重修淮渎庙记》碑保存至今。该碑
记述了大禹治水擒拿水怪巫支祁的
传说及泗州建淮渎庙的经过。碑文
引用了《古岳渎经》一段文字：“禹治
水，三至桐柏，获水神巫支祈，形犹猕
猴，力逾于九象，命庚辰扼而制之，锁
于山之足，淮水始安。”

站在龟山下，淮水涛涛，浊浪排
天。遥想上古时代，淮水泛滥，水神
巫支祁占据水中，他形状像猿猴，力
量超过9头大象，他召唤着风雨雷
电，与大禹作对。大禹十分震怒，召
来夔龙、桐柏山君，才制服了巫支
祁。大禹怕巫支祁继续作乱，就让
人用大铁索把他锁起来，关押在龟
山脚下的支祁井，淮水终于才得以
安宁。这个神话传说，反映了上古
先民治理淮河的艰辛情景。

支祁井在龟山西南脚，当地百
姓又称“水母井”，南宋诗人张禧写
诗道：“长淮日夜赴东溟，千里龟山
一抹青。神禹尚疑疏凿在，支祁空
锁水云腥。”乾隆皇帝下江南，曾经
过支祁井，当他翻开井盖时，竟被翻
滚的水面吓得魂飞魄散，以为水怪
现身，赶紧合拢井盖。

《西游记》孙悟空的真实原型，
学界众说纷纭，鲁迅在《中国小说的
历史的变迁》一文中说：“我以为《西
游记》中的孙悟空正类无支祁。”巫
（无）支祁到底跟孙悟空产生了什么
联系呢？

大禹治水擒拿巫支祁的传说，
从古本《山海经》开始，在唐人传奇
《古岳渎经》、《唐国史补》等史料中，
历史中不断被演绎着。古本《山海
经》说巫（无）支祁是水兽，《古岳渎
经》说是猿猴，《唐国史补》说是青猕
猴，这些都与孙悟空的“人设”相
似。此外，大禹治淮水时，将巫支
祁擒住镇于龟山脚下，与孙悟空大
闹天宫后被如来镇压在五行山下
的情节颇为相似，孙悟空所用如意
金箍棒，也叫定海神针，也与大禹
治水时测定江海深浅的定海神针相
似。

同样生活在淮水流域的吴承
恩，想必对龟山大禹治水降伏巫支
祁的民间传说比较熟悉，他根据历
史上人们对这个故事的不断增饰，
在笔记、话本、元杂剧相关记叙的基
础上，经过再创造，完成了《西游记》
这部伟大的文学巨著。

当然，吴承恩笔下重新塑造的
孙悟空，早已与兴风作浪的水妖不
同。他大闹天宫时的不畏强权、敢
于抗争，后来西天取经道路上的嫉
恶如仇、坚韧不拔，以及他本真和
自然的生命意识，都散发出一种光
辉独卓的气质，更富有一种时代精
神，时至今日还一直深受着百姓的
喜爱。

淮安龟山，
跟孙悟空有关系吗

□ 杨 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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