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9月6日 星期五

书坊周刊 A08-10
好 / 读 / 书 读 / 好 / 书 主编：李康宁 责编：曲鹏 美编：陈明丽

□张源

薪火相传教杜诗

作为杜甫研究领域最优秀的
当代学者之一，莫砺锋因对杜诗解
读深刻，被学界同道称为杜甫的

“异代知音”。他出版过《杜甫评传》
《杜甫诗歌讲演录》《杜甫十讲》等
多部杜甫研究相关著作，深受学界
和广大读者喜爱。在众多演讲中，
他也曾多次分享自己在国学大师
程千帆指导下与杜甫结缘的故事。

1979年9月，莫砺锋考上了南京
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开始在程千
帆的指导下学习中国古代文学。此
前，对于中文系的课程，他素昧生
平，对于古代文学研究，更是茫无
所知。

程千帆开的第一门课是校雠
学，第二门就是杜诗。他说：“校雠
学教你们怎样收集材料，杜诗课教
你们怎样分析材料，我的本领都教
给你们了，接下来你们自己读书就
行了。”他还告诉学生们：“如果把
杜诗学通了，那么其他的古诗都能
弄懂。”

程千帆的杜诗课绝对不是作
品选读课，而是一门专题研究的课
程。他开课的目的不是介绍有关杜
诗的知识，而是传授研究杜诗的方
法。由于杜诗在古典诗歌中的典范
地位，杜诗研究也具有方法论的典
范意义。在讲授的内容基础上，后
来程千帆与莫砺锋、张宏生三人合
作，写成了一本杜诗研究专著———

《被开拓的诗世界》。
此书出版三年之后，莫砺锋开

始为研究生讲授“杜诗研究”这门
课程。“薪尽火传”，这是程千帆经
常说起的一句话，既是他对学术事
业后继有人的殷切希望，也是鼓励
莫砺锋讲好杜诗这门课的座右铭。

值得一提的是，莫砺锋讲的大
部分内容与程千帆不同，倒不是有
意要标新立异，而是他觉得程先生
所讲的内容已经写进书里，同学们
只要读书就可以，不用自己再来重
复。莫砺锋根据自己的研究，同时
也根据近年来学术界在杜诗研究
上的新成果，不断地修改讲课内
容。例如关于杜诗“伪苏注”的问
题，最初只是简单地提了一下。后
来他对这个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
研究，写了一篇长达两万多字的
论文，就用了整整一节课的时间
来讲它。“我想这样也许可以让同
学们接触到最新的学术动态，并
得到较好的方法论的启迪。因为
我讲自己亲手做过研究的专题，
总会体会得深刻一些，也会讲得
生动一些。”

“千帆师热爱杜甫，我也热爱
杜甫。千帆师在满头银发的晚年
依然站在讲台上讲授杜诗，我也
决心把毕生精力献给杜诗的研究
和讲授。也许这正是中华传统文
化生生不息的精神的一种体现。”
莫砺锋说。

最喜苏轼《定风波》

除了杜甫，莫砺锋还特别喜欢
苏轼。“我是苏轼的异代粉丝，我觉
得在中国古代圣哲中间，苏轼是最
可敬佩、最可亲近的千古一人。”在
安徽大学2023届毕业生毕业典礼
上，莫砺锋这样说。

莫砺锋认为，读古人的诗词，
最后的阅读境界就是读人，是通过
作品来与作者获得共鸣，达成默
契。他曾到黄州、惠州、儋州去瞻仰
苏轼的遗迹，想到苏轼生平遭受的
艰难困苦，总是悲愤填膺。苏轼谪

居黄州后，不但心情凄苦，而且生
活艰难。他被迫开荒种地，可惜黄
州官府借给他耕种的那块荒地本
非农田，面积虽有四十多亩，打下
的稻谷却不够全家二十多人的口
粮。当莫砺锋读到《苏轼八首》《寒
食雨》等描写艰难生计的作品时，
既感辛酸，又生遗憾。“我遗憾的是
我不能像如今的年轻人那样学会
穿越！要是我学会穿越的话，我一
定立马奔赴北宋的黄州，去帮助苏
轼种地。”

到了公元1082年，苏轼听从黄
州当地朋友的劝告，决定自己买块
好地来耕种。三月初七清晨，两个
朋友来到苏家，陪同苏轼前往二十
里外的沙湖去置买田地。途中突遇
风雨，既没有雨具，又路滑难行，两
个朋友狼狈不堪。只有苏轼不慌不
忙，从容淡定。他足蹬草鞋，手持竹
竿，步履坚定，冒雨前行。因为他知
道风雨是暂时的，不久就会雨散云
收。果然，下午他们返回时，天空早
已转晴。

苏轼此行没有买成那块稻田，
却催生了苏词名篇《定风波》，其中
的警句便是“一蓑烟雨任平生”。

“一蓑烟雨”四字淡淡说来，其实不

仅指在自然界中不期而遇的斜风
细雨，也包括“乌台诗案”那种政治
上的狂风暴雨，苏轼一概以平常心
看待之。

《定风波》不是艺术水平最高
的苏轼词，也不是最好的苏轼黄州
词，但是莫砺锋格外喜爱它，视它
为人生格言。

我们普通人像花瓣飘落一样
来到世间，只能顺从命运的安排，
无法回避人生道路上的各种坎坷
或挫折。换句话说，我们在人生道
路上总会遇到一些风风雨雨，总会
暂时处于人生的低谷甚至逆境。既
然无法回避，那么如何应对？苏轼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光辉的典范。在
莫砺锋看来，“一蓑烟雨任平生”既
不是消沉，更不是放弃，而是以淡
定从容的态度对待眼前的困境，以
坚韧不拔的精神继续走向未来。

苏轼写出《定风波》的四年后
重返朝廷，仍然一如既往地直言进
谏，面折廷争。再过三年他赴任杭
州知州，仍像在徐州抗洪一样勤政
爱民，疏浚西湖。直到苏轼去世前
两个月，刚从海南归来、九死一生
的他，还请友人代购毛笔一百支、
宣纸二千幅，准备创作更多的书画

作品。“我衷心祝愿大家像苏轼那
样始终以‘自强不息’的积极态度
来对待人生，有所作为。我也衷心
希望大家遇到人生坎坷时以‘一蓑
烟雨任平生’的格言自我勉励，从
容应对。”

“站在山口的导游”

2017年11月25日，在“纪念刘永
济先生诞辰130周年学术报告会暨

《刘永济评传》出版座谈会”上的发
言里，莫砺锋专门谈到了“我们今
天怎样继承传统”的话题。

如果说动植物的生命奥秘在
于一代一代地复制基因，那么文化
的生命就在于某些基本精神的代
代相传。一种观念也好，一种习俗
也好，一定要维系相当长的历史时
段，才称得上是文化，那种人亡政
息的观念或习俗是称不上文化的。

中华传统文化历数千年之发
展，在近现代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
战。西方文化的强大压力，激进思
潮的无情冲击，使传统文化在相当
长的历史时段内举步维艰，借用陈
寅恪的话说，就是“今日之赤县神
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以

传统学术文化为安身立命之本的
前辈学人始终追求理想，始终坚持
真理，实现了传统学术文化的薪尽
火传。

莫砺锋认为，时至今日，举国
上下都认识到应该继承发扬优秀
的中华传统文化。这种继承首先要
落实在以传统学术思想为主要内
容的观念文化，也就是中华传统文
化中蕴含的意识形态、价值判断乃
至思维方式，这是列祖列宗遗留给
我们的最宝贵的软实力和正能量。

莫砺锋指出，学术研究当然要
有创新精神，但是从文化史的大视
野来看，也许我们更应该强调传
承。比如，孔子是中华文化的开山
祖师，但是孔子自许的格言却是

“温故知新”和“述而不作”。他以韦
编三绝的精神钻研易经，他整理诗
经，“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
得其所”。再如，朱熹一生著述丰
富，但他倾注最多心血的著作是

《四书章句集注》《诗集传》《楚辞集
注》，反复修订，死而后已。“我们应
该学习孔子、朱子的榜样，将传承
文化视为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传
统文化本是生生不息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长江大河必将在华夏
大地上永远奔流。”

在他看来，学者当然应该坚持
板凳不厌十年冷的精神，但是与此
同时，也不应把自己束缚在学术象
牙塔内。“我们应该分出部分时间
与精力从事普及工作，为社会大众
编写有关古代文学的普及读物，包
括作品选注和常识介绍。让社会大
众都认识到古代文学的光辉灿烂，
都产生对古代文学的阅读兴趣，这
是我们应尽的社会责任。”

在《莫砺锋演讲录》新书发布
会上，莫砺锋还针对公众阅读唐宋
诗词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假如你喜欢古典诗词的话，
最好的阅读对象就是唐宋时代的
五言诗、七言诗，以及唐宋时代的
词。”莫砺锋说，不能光读唐朝的诗
不读宋朝的诗，也不能光读宋词而
不读唐五代词。“要全面阅读，因为
唐宋两个朝代是中国古典诗词最
黄金的时代，诗词两方面都成就突
出。”他表示，“宋诗不光多，还好，
北宋有苏东坡，南宋有陆放翁，他
们两个人的五言诗、七言诗，放在
唐诗第一方阵中，跟那些著名的唐
代诗人相比，也毫不逊色。”

在阅读唐宋诗词时，莫砺锋建
议要选择好的选本、好的版本，但
也不要对此特别迷信。而《全唐
诗》，他认为普通读者不需要全部
通读。“五万多首诗，我是从头到尾
一个字一个字读过的，读下来以后
深切感觉到，《全唐诗》里面也有一
些烂诗。里面最烂的诗，比我本人
写得还要烂，你干吗去读？但是它
里面的好诗非常好。所以普通读者
读各种各样的唐诗选本就可以
了。”

读了唐宋诗词，最后要学会理
解。莫砺锋认为，虽然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理解自由，阅读诗词从最根
本的意义上讲是个人行为，但也要
注意一些基本的阅读背景，比如诗
词背后的典故、历史背景等。他建
议读者多看看学者的研究成果，深
耕古典文学的学者比普通读者更
专业，参考他们的研究成果，有助
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诗词原作。“我
经常说我实际上就是导游。如果
说唐宋诗词是一座气象万千的名
山，我愿意当一位站在山口的导
游，来为游客们指点进山路径与
景点分布。如今我已75周岁，我愿
意在这方面再做一些自己力所能
及的事情。”

（作者为书评人）

【相关阅读】

文史学者、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莫砺锋虽然常常自嘲“拙于言辞”，但他的演讲
词被发到网上，读者总是争相转发，流传很广。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新书《莫砺锋演讲
录》，就是他34篇精彩演讲的结集，收文包括《百年千帆》《请敬畏我们的传统》《传统与经典》《唐
宋诗词的现代意义》《谁是唐代最伟大的诗人》《诗圣杜甫》《千古苏轼面面观》《我们是读南大中文
系的人》《迎接人生的一蓑烟雨》等，其中既有解读古典诗词的，也有谈论治学方法的，还有怀人忆
往的，内容丰富，引人入胜。

学者莫砺锋：
演讲里的人文求索

《莫砺锋演讲录》

莫砺锋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杜甫诗歌讲演录》

莫砺锋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被开拓的诗世界》

程千帆 莫砺锋 张宏生 著

凤凰出版社

莫莫砺砺锋锋


	A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