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3月31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杜文景 美术编辑 马立莹

电话:(0531)85193527 Email:dzrbwhb2023@163.com文化8

大众报业集团（大众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37-0001 邮发代号：23-1 社址：济南市泺源大街 2号 邮编：250014 发行电话：4006598116 报价全月 45.00元 零售价：3.00元 广告许可证：鲁工商广字第 01001号 广告部电话：85196701/6708 开机 4：30 印完 7：10 大众华泰印务公司(大众日报印刷厂)印刷

  窦文涛标志性的“茶馆式”话语风格，在
《锵锵三人行》的娱乐场域中本是有效沟通策
略。但当这种策略平移至大学讲坛，就显得捉
襟见肘，让人生出隔靴搔痒之叹。
  3月9日，窦文涛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
发表演讲。其中，以倪瓒的《秋亭嘉树图》为
例展开了审美话题。我原以为窦文涛要谈山水
画呢，没想到他却大谈特谈倪瓒画上的诗。倪
瓒的诗，在中国诗坛哪有什么地位，窦文涛却
啰里啰唆，避重就轻，舍本逐末。我失望地
想，画骨诗皮，窦文涛点评倪瓒，点错了
地方。
  倪瓒这位元代画坛的“高士符号”，其存
世诗作不过百余首，本质上是文人画“诗书画
印”传统中的程式化产物，其存在价值在于补

全艺术品的文化完整性，而非独立的文学成
就。《秋亭嘉树图》题款是：“七月六日雨，
宿云岫翁幽居，文伯贤良以此纸索画，因写秋
亭嘉树图并诗以赠”，倪瓒的题画诗是：“风
雨萧条晚作凉，两株嘉树近当窗。结庐人境无
来辙，寓迹醉乡真乐邦。南渚残云宿虚牖，西
山青影落秋江。临流染翰摹幽意，忽有冲烟白
鹤双。”这首七律的平仄固然工稳，但“南渚
残云”“西山青影”的意象组合不过是对王维
诗境的拙劣模仿，“寓迹醉乡真乐邦”的抒怀
更显空洞浮泛。诗中“临流染翰摹幽意”的匠
气表述，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自然天成
相差不可以道里计；“忽有冲烟白鹤双”的结
尾，更像是从《诗经》“鹤鸣九皋”中借来的
意象。当这般中规中矩的题画诗被捧为杰作，
要么是窦文涛审美判断失准，要么是诗歌鉴赏
能力太弱。
  我请教过几个山水画家，他们对倪瓒的
画都有很好的评价。我也请教了DeepSeek。

《秋亭嘉树图》作为元代文人画典范，其革
命性恰在于对绘画语言的纯粹性追求，比如
近景坡石以渴笔淡墨勾勒，远景山峦借留白
构建空间纵深，亭中空无一人却尽显天地苍
茫。这种“无人山水”的美学突破，本应成
为解析其艺术价值的核心切口。然而窦文涛
却执着于题画诗中“风雨萧条晚作凉”“忽
有冲烟白鹤双”之类的平实诗句，试图在文
学维度建构审美高度，这无异于在敦煌壁画
前背诵导游词，是顾左右而言他的话语空
转。不过，他从“忽有冲烟白鹤双”说到了
日本松尾芭蕉的俳句《古池塘》，他对俳句
的理解我还认同。
  选择在倪瓒并不擅长的诗歌领域深耕，折
射出某种隐秘的文化不自信。在短视频时代的
审美扁平化浪潮中，文字阐释仍是主持人最拿
手的阐释工具。当面对倪瓒画作中那些需要静
观体悟的枯淡之美，文字话语的苍白无力迫使
解读者转向更易把握的文本领域——— 毕竟分析

题画诗的平仄对仗，远比阐释“逸笔草草”的
审美现代性更具安全感。
  这种认知倒错，既掩盖了倪瓒“不求形
似”的艺术革命对当代抽象绘画的启示，又模
糊了诗画关系中“视觉优先”的本质事实。当
《秋亭嘉树图》在窦文涛演讲中沦为配图版倪
瓒诗集时，我们不仅误读了艺术史，更在方法
论层面退回到“文人画即文学插图”的陈旧范
式——— 这无异于用油画的标准来衡量中国
水墨。
  我早年听过著名山水画家陈我鸿先生两年
的山水画研究课（也看过他的山水画创作），
又读了几部山水画欣赏的书，觉得山水画针线
太多，越来越不敢说话。我从网上买了《秋亭
嘉树图》复制品，在这幅画前，或许沉默是最
好的态度，不是用语言覆盖画面，而是让笔墨
与心灵直接对话。换言之，让艺术本体直接撞
击感官：让诗的归诗，画的归画，让杰作在时
间的长河中自我显影。

不给窦文涛评倪瓒点赞
□ 逄春阶

自今以往，业有定纪

　　何谓“礼”？有人仅将其理解为日常
生活中的文明行为规范。实际上中国古代
的礼，堪称华夏文化的源头，无所不包。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的文化，是
“礼”的文化；中国古代的政治，是
“礼”的政治；中国古代的历史，是
“礼”的历史。简言之，中国传统文化的
特征，与“礼”息息相关。
　　由于年代久远，几千年的风风雨雨，
礼学的发展轨迹越来越模糊，再加历史上
数次冲击，礼学像一个被打破的瓷器，碎
片散落在中华几千年的文化厚土中。礼学
的经典著作因缺乏整体性，已成了一道玄
机重重的关卡，既挡住了学者探索的脚
步，也让古代礼制与现代文明渐行渐远，
终成断层。
　　沈文倬先生研究的，正是经典的“三
礼”——— 《周礼》《仪礼》和《礼记》。
其中《仪礼》在“三礼”中成书最早，而
且首先取得经的地位，是礼的本经。但该
书之难，连古人都不敢轻易尝试，《四库
全书总目提要》指出：“其书自明以来，
刻本舛讹殊甚……盖由《仪礼》文古义奥，
传习者少，注释者亦代不数人，写刻有讹，猝
不能校，故纰漏至于如是也。”可以说，礼经
是一门不折不扣的“绝学”。
　　那在明末清初，山东人张尔岐为何走
上这门“绝学”研究之路？其实，张尔岐
并非先知先觉者，他的学术觉醒有迹可
循。他很早就志于学，但并非一开始就志
于“正学”。据他自述，年轻时，为学兴
趣广泛，一度对道家学说及方术十分着
迷，精研天文、阴阳推步、太乙、奇门、
六壬、风角、云物之占，等等。他与村民
打成一片，经常“杂坐田父酒客间，剧谈
神仙、方技、星卜、冢宅不绝口”；还由
于常常预测准确，有先见或前知之明，遐
迩闻名，至今济阳民间还流传着他撒豆成
兵的各类传说。
　　在而立之年，张尔岐已为日后研
究学问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他
意识到自己的学业存在一个问
题：“学此不成，去而之
彼，彼又不成，以又有夺彼
以 去 者 ， 不 仅 彼 之 夺 此
也。癸未前学固如此其不
一也。”这种学无系统、
学无计划的弊病难以达到
精深的目的。此时的张
尔岐，知学有所归，归
于经史，乃痛下决心，
“自今以往，业有定
纪，不敢杂”。

置身古人的世界

　　一旦确立了以经史为正的治学方向，
便意味着张尔岐学术之路的觉醒，他要承
担起士人的社会责任。以前，他喜欢与人
大谈术数；此后，他“平居与人言，绝口
不言术数”。他遍读群经，尤对“三礼”
（《周礼》《仪礼》《礼记》）有着独到
的见解和深厚的造诣。
　　张尔岐提出，士人治经研礼，首先要
探究古人苦心著述本旨，从古人著《仪
礼》等书包含着的自然秩序、人伦纲常、
典章制度、言行举止、风俗民情等内容
中，可以找出适合社会发展的模式，用以
匡正明末以来社会秩序的混乱和疏学风气
的泛滥。
　　张尔岐在谈到阅读《仪礼》时感慨：
“当我最初读这部经典时，远远地看到它
散发出的光辉，认为如果不是周公或孔子
这样的圣人是无法写出这样的作品的，完
全不能理解其中所说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等到我努力不懈地深入阅读，并在心中默
默记忆和体验这些内容之后，书中人物的
一举一动、礼仪姿态仿佛就在眼前可以看
见，他们所展现出来的忠诚厚道、温柔恻
隐的情感也似乎能够亲身感受到。即使这
些道理不能直接应用到日常生活中，但每
当沉浸于其中时，就会仿佛戴上礼帽、垂
下绅带，置身于古人的世界中，忘却自己
身处偏远之地，以及对这些高尚品德的无
知与不熟悉。”因而，他希望读《仪礼》
的世人，不要畏其难读而退却。
　　张尔岐的后半生，三十多年如一日，
没有一天不读书，没有一天不记笔记。因
为家中不甚富裕，不能具膏烛，他就烧着
柴火，在火堆前读书，常至深夜，而闻鸡
即起的情况更是常见。生活艰难到这种地
步，毅力坚强到如此程度，也是罕见。六
十六岁那年春天，他虽然患病，依然坚持
对《春秋传议》一书研究编著，直到冬天
去世。
　　在张尔岐身后，同样奋力攀登礼学高
峰的，还有沈文倬先生。沈文倬（ 1917
年— 2009 年），字凤笙，江苏吴江人。先
后师从沈昌直、金天翮、姚廷杰三先生受
文史之学，最后从曹元弼先生专攻“三
礼”之学，成为其关门弟子。沈文倬一生
勤于研读经典、勤于著述，但对于发表文
章和出版著作极为谨慎，直至八十余岁时
才出版了自己第一部著作《宗周礼乐文明
考论》，仅收录论文14 篇，却在当时学术
界引发强烈反响。他的一位学生回忆：
“每次上门请益，先生几乎无一例外，坐
在那间简陋的书房里，而桌上总是摊着
书。他那一摞线装的《四部备要》本《仪
礼正义》，原本就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黑
字，又被他批满了密密麻麻的红字。”
　　沈文倬读古书喜加标点和批注，以为
这是读书的好方法，故标点过的古籍为数
不少。此次全彩影印的沈文倬批注《仪礼
郑注句读》一书，批注有五种颜色：红色
过录历代诸家注文，绿笔校汉木简甲本，
黄笔校汉木简乙本，赭笔校汉竹简丙本，
黑笔为沈文倬案语。可见先生治学之
严谨。

独精三礼，卓然经师

　　张尔岐的代表作《仪礼郑注句读》和
《春秋三传辨疑》，被后世学者誉为“经
学之津梁”，对清代乃至后世的经学研究
产生了深远影响。
　　《仪礼郑注句读》一书，张尔岐耗时
近三十年，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对《仪
礼》及郑玄的注释进行了详尽的句读和阐
释，使原本晦涩难懂的古文变得易于理
解，为后人学习《仪礼》提供了极大的便
利。这部著作还考证校订了监本和唐《石
经》中的脱漏与错误，补充脱漏、改正错
误多达数百处，为后世学者在古籍整理和
考证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同时期的著
名学者顾炎武评价该书“根本先儒，立言
简当”。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张尔岐临终
之前犹念念不忘：“《仪礼》欠一净本，
若于一二年内能为之，吾无所憾。”如此
执着精神，实在令人感佩。
　　《仪礼郑注句读》一书于乾隆八年济
阳高廷枢刊刻行世，后被收入《四库全
书》，自此产生广泛影响，整个清代的
“十三经读本”中《仪礼》部分大都采用
张尔岐之说。
　　沈文倬先生对张尔岐的文本进行多维
度的解读。首先，他破译了礼典与礼书的
关系，考定了礼经的成书年代。通过对经
书史书、出土器物、鼎彝铭文三者相结合
的研究，确定礼典的实践先于文字的记录
而存在；礼，本指典礼，礼经即《仪
礼》，《周礼》则是职官专书；古代的典
礼，除了留存的经书所记，不少已经亡
佚。其次，他对礼经文本进行了详尽地考
订和考释。考订了《仪礼》的文本；论定
了《仪礼》汉简本的属性；考定了汉简
《服传》与《仪礼》其他各篇之间的关
系。第三，他对礼学和经学的源流予以确
切而清晰的考证和梳理。第四，讨论了
《仪礼》与《周礼》之凿枘、违异等难
题；解析了典礼、曲礼与礼制的关系；探
讨了两周礼制；阐发了“礼”的本质意
义。最后，综合大量的史料，并结合以实
物取证等方式，基本上复原了宗周礼乐文
明的面貌（包括礼经文本中未予记载的佚
礼）。
　　沈文倬始终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整
体，必须文史哲综合会通，通盘考察，不
可割裂。数十年来，他自甘寂寞，敝屣名
利，潜心治学，像蜘蛛结网般，以“三
礼”为中心，以上述学科为径，向四周伸
展，层层外扩，经线越伸越长，网越织越
大，几乎覆盖了整个中国人文社科领域。
　　张尔岐四十五岁时，在章丘第一次结
识顾炎武。两人一直保持着诗书往来，互
尊为师。顾炎武亲自为张尔岐的著作《仪
礼郑注句读》撰写序言。顾炎武曾在《广
师》篇说：“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
如张稷若。”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最
为精审，顾炎武来到山东，抄录一部带到
山西，并作了序言。
　 “卓然经师”，这句话颇有见地。这
样的评价，同样可以授之沈文倬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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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著名经学家、浙江大学古

籍研究所教授沈文倬批注的《仪礼郑

注句读》一书问世，备受学界关注。

　　沈文倬批注所用底本为同治十年

金陵书局刻本《仪礼郑注句读》。

《仪礼郑注句读》作者为清初经学

家、济阳人张尔岐，他对《仪礼》经

文及郑玄注进行分章和句读；并对贾

公彦疏进行筛选，取其能解释郑注的

内容予以保留，其他内容予以删汰。

从张尔岐到沈文倬，虽两人隔空三百

年，却用毕生心血钻研乏人问津的

《仪礼》，甘当中华文明和古老传统

的守望者，为中华文明赓续提供了源

源不断的动力。

全国短道速滑冠军赛

山东男子接力夺冠

□记者 于晓波
通讯员 宫尚文 刘丹 报道
本报讯 近日，在2024—2025赛季全国短道

速滑冠军赛上，我省队员通力合作，一举夺得男
子5000米接力金牌。男子5000米接力颇具戏剧
性，场上的4支队伍在最后4圈展开激烈争夺，反
复交替领先位置。最终虽然黑龙江队率先冲过终
点，但因犯规被取消成绩。冠军被我省安凯、李
鑫宇、宋柯睿、张心喆、孙闻岐以07：14 . 149的
成绩夺得。

全国雪车和钢架雪车锦标赛

我省青年选手夺4金

□记者 于晓波
通讯员 宫尚文 张志远 报道
本报讯 近日，在北京延庆结束的2024—2025

赛季全国雪车和钢架雪车锦标赛上，我省钢架雪车
运动员于国庆获得青年组男子单人第一名，成年组
第五名。雪车项目，我省石曜隆搭档国家队队友获
得青年组男子双人车第一名，随后又搭档国家队队
友获得成年组男子四人车第一名。魏鹏、匙翔宇搭
档国家队队友获得青年组四人车第一名。此外，我
省队员还在其他项目中斩获多枚奖牌。

2025FISE 冠军争霸赛澳门站

崔宸曦勇夺冠军

□记者 于晓波 通讯员 亓雷 报道
本报讯 日前，国际滑板赛事2025FISE冠军争

霸赛澳门站举行。我省运动员崔宸曦，经过两天四
轮的紧张比拼，战胜国际国内一众强手，勇夺女子
专业组冠军。

十五运乒乓球（成年组）资格赛

山东女乒小组第一进入决赛

□记者 于晓波 报道
本报讯 3月26日，十五运乒乓球（成年组）

资格赛在宁波进行。在团体比赛中，山东男团因
为在2024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获得男子团体第
三名，根据十五运竞赛规程可直接进入决赛阶
段；山东女队王晓彤、孙艺祯、范思琦、徐奕在
比赛中取得四连胜，以小组第一名的成绩闯入决
赛阶段。单项比赛中，范思琦、孙艺祯进入前十
六名，王晓彤进入前二十四名，获得女子单打决
赛资格。此外，在混合双打中，我省2对进入决
赛，分别是进入前十六名的于子洋/范思琦、刘
丁硕/孙艺祯。

国家女篮短训营名单公布

我省张子宇入选

□记者 于晓波 报道
本报讯 近日，根据中国篮协公布的名单，本

次国家女篮短训营主教练为宫鲁鸣，运动员包括张
子宇（山东）、郑茗（北京首钢）、罗欣棫（江苏
南钢）、徐娜（上海开元）等8人。其他增补运动
员将在WCBA联赛半决赛结束后另行通知。

2025 年全国射击冠军赛

我省名将齐迎夺男子飞碟多向冠军

□记者 于晓波 报道
本报讯 近日，在福建省三明市清流飞碟靶场

举行的2025年全国射击冠军赛（飞碟项目）暨国家
飞碟射击队亚洲杯选拔赛上，淄博籍选手齐迎以44
中与对手打平，最终，通过“单决”获得男子飞碟
多向冠军。

省中小学生U系列武术比赛

助力我省武术进校园

□记者 于晓波
通讯员 王子傲 郭晨宇 报道
本报讯 近日，2025年山东省中小学生U系列

武术比赛暨武术进校园试点单位武术交流系列赛
（东部赛区）选拔赛落幕。山东省首届中小学生U
系列武术比赛，首次采取线上模式，来自全省16个
市41 7所学校61 5 7名学生参与，总参与人数达
6984人。

我省体育消费惠民补贴活动启动

每月发放1 . 5万张消费券

□记者 于晓波 通讯员 司湘湘 报道
本报讯 3月27日，省体育局、中国银联股份

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决定：从2025年4月至2026年3
月，在全省范围（青岛除外）开展2025年体育消费
惠民补贴活动。活动期间消费者在云闪付APP“好
运山东”专区领取、核销惠民优惠券，享受体育服
务类消费补贴政策。

烟台体彩走访慰问退役老兵

□记者 于晓波 通讯员 赵智 王丹 报道
本报讯 近日，烟台招远体彩办及牟平体彩办

走访慰问为国家解放事业作出巨大牺牲和贡献的退
役老兵牟占廷老人，向他表达最深切的关怀与敬
意。体彩工作人员聆听牟老讲述那段波澜壮阔的革
命岁月，感受到了革命前辈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厚情
感和无比忠诚。通过这次活动，烟台体彩工作人员
更加坚定了在公益事业上不断前行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