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阳中石：

泰山代表中华文化的一个高峰

2011 年 10 月 19 日，著名学者、
书法家、书法教育家欧阳中石先生
来到泰安，参加由泰安市书画联谊
会主办的一个座谈会。

83 岁高龄的欧阳中石出生于
泰安，谈及当年老泰城的模样，曾
经居住的街道和上过的小学，他如
数家珍，甚至可以精确地说出每一
条老街位置。“我的出生地在泰安
的望山街，那时候都叫做望山胡
同。1934 年，我开始上小学，府衙门
小学，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所学
校。也许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个
地方在哪了。可是我就是从那里开
始了我的求学之路。”欧阳中石先
生笑着伸出手比划着原来街道的
模样。

欧阳中石说：“我们泰山代表
着中华文化的一个高峰。泰山是一
个标志性的山，中华文化都围在她
周围。”欧阳中石对泰山文化的传
承和发展给予了厚望，他说，如何
承担起泰山文化，让泰山文化发挥
出标志性的作用是泰安人的责任。

“如果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
一定尽到我的力量。”欧阳中石说。

于丹：

生在圣山下，泰安人好福气

2010 年 9 月 15 日晚，继 2008 年
和朱军在泰山之巅“煮酒话泰山”之
后，于丹又一次来到泰山。

于丹回忆说，她第一次见到泰
山是在 19 岁上大学时，与中文系的
同学一起来泰山。半夜从前山开始
攀登，在走十八盘时，感悟到人生的
攀援之道，在黎明时分登上顶峰，觉
得生命的苍茫气象全部浸染在泰山
极顶的万丈朝霞之中。下山之后，感
觉意犹未尽的于丹，又来到泰山后
山，开始重新攀登。她称，在后山，感
受到更加艰难的攀登，胳膊和腿上
被划了很多划痕。后山没有前山那
些庄严的摩崖石刻，更多的是满眼
翠绿秀丽的风景。两次登山，殊途同

归，于丹称，这就好比不同的学术路
径，儒道兼济下便是中国人的人格。

“泰安人是有福气的。”于丹感
慨地笑着说，因为这样一座“圣山”
就在身边，可以随时触摸它，感受
它，让它融入生活，成为生活的一部
分，而不是带着一种崇敬的心理去
膜拜它，这种人与山的亲和力是别
的地域的人不可比拟的。

易中天：

泰山是最有“分量”的山

2008 年 3 月,学者易中天第一次
来到泰山，易先生妙语连篇，通过泰
山巧妙地将历史人物形象展现在了
众人面前。

易中天说：“作为五岳之尊，泰
山是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浓缩。在此
缅怀这些为民族文明作出卓越贡献

的文化名人，我们会感觉他们像泰
山一样的高大凝重。”

来到泰山“孔子小天下处”，易
中天接着说：“泰山不是最高的山，
不是最大的山，泰山也不是最美丽
的山，但是泰山是最有‘分量’的山，
而孔子就如群山中的泰山，他是不
可跨越的。讲泰山，我不行，于丹也
不行，因为泰山太博大了，不是我们
能总结得了的。”

在泰山斩云剑处，易中天话说
诸葛亮：“坐在斩云剑我想起了诸葛
亮，他就好比是一把斩云剑，东汉末
年必须有人一剑斩断乱云，让‘阳光
雨露’重返人间。而诸葛亮身上的忠
诚、敬业和务实，对读书人包括学生
的指导意义也应该特别大。”

“太阳天天升起，清明年年都
有，但我们对先人的缅怀不会改
变。”易中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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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古代帝王封禅
圣地，又是一座历史文化
名山，泰山汇集了众多文
人墨客流连观赏，吟咏赞
叹。从古至今，很多名家
学者都有着浓得化不开
的“泰山情结”。

于丹 易中天

●链接

除了近代一些文化名
人之外，从先秦到清代有六
十四位文化名人来泰山游
览过。其中最著名的有春秋
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政
治家孔子，唐代大诗人李
白、杜甫，北宋政治家、文学
家王安石，北宋金石学家赵
明诚，金代文学家元好问、
党怀英。清代文学家蒲松
龄、姚鼐、袁枚、刘鹗，以及
近代改良运动首领康有为、
梁启超等。

孔子“登泰山而小天
下”，依据这句名言，在泰山
也留下了胜迹多处。一天门
北，有孔子登临处坊一座；
岱顶日观峰南有“孔子小天
下处”；岱顶天街东边路北
有孔子崖，又叫望吴峰；以
东还有孔子遥望曲阜的“瞻
鲁台”；岱顶西北桃花峪猛
虎沟，是孔子慨叹“苛政猛
于虎”之处。泰山经石峪有
高山流水亭。石亭位于暴经
石西侧，以石构筑，小巧别
致。此亭取名“高山流水”，
是以此附会伯牙与钟子期
的故事。万仙楼北路西，有
一方石耸立，光绪年间有人
在这块石头上刻了“拜石”
二字。据说此典故出自宋代
大书画家米芾。。米芾宁拜
石，不拜赃官，传为佳话。后
人将“拜石”二字刻于泰山，
也可惩恶扬善，启迪后人。

··大大家家说说

欧阳中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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