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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最早的连环画《孔子圣迹图》

独家报道

104、真宗祀鲁 宋真宗泰山封禅，还都途经曲阜，拜谒孔子庙。当初制定的礼仪是只揖
拜，宋真宗认为这样不够尊重，特意酌酒以献，再拜行礼。又拜谒叔梁纥的庙堂。还命大臣分
别祭祀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后又拜谒孔林，并下诏把这次祭祀用的祭器留在孔庙中，追封孔
子为“至圣文宣王”。（完）

“戊戌春初，钱塘黄易刻于济宁节署之
平治山堂”。240年前，浙江钱塘人黄易来到
了济宁，自乾隆四十三年到嘉庆七年去世，
他与济宁的缘分长达25年之久。在济宁市
博物馆，一场《恒在济宁—金石学大家黄易
访碑济宁240周年纪念展》开展，再现了黄
易与济宁的不解之缘。

济宁曾是访碑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因清代中后期，国家需要大量实用人
才，黄易未经科举，却很幸运地得到了举荐，
获得官职。乾隆四十三年，黄易任职河东河
道，与济宁的不解之缘，自此真正开始。

黄易到济宁任职后，结识了当地同有金
石之好的李东琪父子，在他们的协助下，黄
易遍访济宁及邹鲁各地，考证发掘出了许多
佚失已久并有着重要价值的碑刻，引起当时
著名学者钱泳的关注。乾隆五十七年四月
及嘉庆庚申年四月，钱泳两次到济宁造访黄
易，观摩汉碑。黄易向钱泳出示所藏金石图
书，并与李东琪等人在南池与之畅饮数日，
交流切磋金石之学，传为一时佳话。

钱泳在晚年将其历年所临汉碑五十多
种模刻而成“攀云阁”临汉碑，又名曰《攀云
阁贴》共计8集16卷，120块，按千字文“天
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编
目。其字遒劲有力，刚柔相济，极尽伸缩纵
横之变化，尽显汉隶风采，不仅具有极高的
历史价值、书法艺术价值，也为保护济宁汉
碑，传承历史文化遗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

“访碑”是十八世纪相当重要和独特的
一个文化现象，济宁则是当时访碑最活跃的
地区之一。乾隆后期，时任济宁运河同知的

著名金石学家黄易，与当地的探碑人士及其
他金石学者一道，形成以搜寻古碑刻为主要
目的的学术团体。经过他们的努力，济宁的
汉碑发现数量在十八世纪末激增，并通过拓
本、考释、题跋及图绘等途径而广为人知。

清代书法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碑学的兴
起，而碑学和访碑有很密切的关系。同时，
以黄易为主的访碑图，也成为了清代文人山
水的一个新的项目，这两点都是由访碑活动
带动的很有特色的新成就。访碑作为实际
的活动，背后的推动力是乾嘉考据学。乾嘉
考据学、金石学、历史学这些在当时都是不
可分割的整体。古代碑碣不仅仅是历史学
的重要文献来源，其本身也是悠久的中国历
史和文化的象征。当追本溯源、回归原典成
为清初主流学术活动的基本认知模式，研究
历史、寻访古迹不仅是学术的探索，还是怀
旧的精神需求，清初书法嬗变的大环境已告
成熟。学术上的追本溯源、金石学的复兴、
访碑活动的活跃，都促进了审美品位的变
化。

佐理河防之余寻访汉碑

济宁是黄易的第二故乡。在“西泠八
家”中，黄易是唯一在北方为官、居家者，时
间长达25年。他深刻地影响、推动了浙派篆
刻在北方的普及与发展，尤其深刻地影响了
济宁。因为黄易访碑的贡献，济宁汉碑汉画
名声大著。作为乾隆时期的“金石学派”代
表，访碑活动虽不始于黄易，却在他这里达
到了高峰。他的《小蓬莱阁金石文字》等著
述，是金石学的重要文献，对后学产生了巨
大影响。

黄易的访碑与治理运河是相得益彰的，

这使得黄易在访碑济宁的基础上，能够以开
放的胸襟和兼收并蓄的态度看待访碑一事。

黄易为官济宁后，在佐理河防之余，他
的一大业余爱好便是寻访当地的汉碑。黄
易在济宁任上，为治理河防，遍查运河两岸
县志和水系图，亲自勘查运河两岸河防及河
道疏浚状况，深入研究黄泛区河道排水泄洪
与运河的关系与综合治理方案。黄易的访
碑活动，实际上与其开展的水利河防工作密
切相关，因为他必须深入研究地理环境及水
利沿革、历史人文等情况。对于地理的关注
和精深的专业知识，为黄易访碑提供了巨大
的帮助。

黄易的实践活动是与其他人共同商议、
协作完成的。他有孤鸣先发的一面，同时也
是一个群体——金石家、收藏家的代表人
物。在这个群体中有翁方纲、钱大昕……其
中多数都有官职。他们经常聚会讨论观摩
品题，访碑寻古，传递书信和拓本，集思广
益。从这个群体中，可以看出黄易为官济宁
运河同知，勤于政事之余，以一颗赤诚之心，
广泛结交，从高官名宦到布衣学者，从地方
望族到艺术家，也因此无意间构筑了金石学
的山左高地。

黄易参与的访碑活动，有其独特之处。
亲自到古代石刻所在地调查、观摩石刻原
件，捶拓并以图文方式记录石刻地点和时代
背景。对于石刻，黄易很少据为己有，而是
就地保护或建议当地官府进行保护。尤其
发掘武氏祠一事，意义重大。不仅在金石学
家中独树一帜，走在前列，而且应用了几近
于近代考古学的方法。

发掘武氏祠堪称中国文化盛事

在济宁，黄易开启了海内外对汉碑汉画
的研究之旅。清乾隆五十一年，黄易发掘、
保护了嘉祥武氏祠石刻群，在学术界又一次
引发了著录和研究汉画像的热潮。

位于济宁市嘉祥县的武氏祠及其墓群，
是东汉时期山阳郡的武氏家族墓地。早在
乾隆三十七年，黄易得到一部《武梁祠堂画
像题字唐拓本》。这部《武梁祠堂画像题字
唐拓本》，经故宫博物院马子云先生鉴定，实
为宋拓本。因朱彝尊跋内有“传是唐人拓
本”，故一般称为唐拓本。黄易《小蓬莱阁金
石目》对其有著录：“武梁祠堂画像题字唐拓
本，八分书。此拓明唐襄文公顺之收藏，流
传海宁马仲安、扬州马秋玉、汪雪礓家。雪
礓因易搜得原石以此见赠”。黄易因其“古
香可爱，为之心醉”。

乾隆五十一年八月，已任运河通判的黄
易，途经嘉祥县，翻阅《嘉祥县志》，发现武氏
祠，将湮埋数百年的武氏祠石刻发掘了出
来，并在原址建室保护，榜曰“武氏祠堂”。
其发掘经过被黄易记录在次年所写《修武氏
祠堂记略》里：“九月亲履武宅山，历代河徙
填淤，石室零落。次第剔出武梁祠堂画像三
石，久碎为五：‘孔子见老子’一石；双阙南北
对峙，出土三尺，掘深八、九尺始见根脚；‘武

斑碑’横阙北道旁，土人云数十年前从坑中
拽出。武梁石室后东北一石，计七石，画像
怪异，无题字；有断石柱，正书曰‘武家林’。
其前又一石室，画像十四石；祥瑞图石一。
复于武梁石室北剔得祥瑞图残石三。此三
种前人载籍未有，因名之曰‘武氏前石室画
像’‘武氏后石室画像’‘武氏祠祥瑞图’。又
距此一、二里，画像二石，无题字，莫辨为何
室者”。

武氏祠是迄今已知出现时间早、延续时
间长、配置规律严谨的汉代画像石刻群，而
且类型齐全，墓室、祠堂、碑、阙、画像石一应
俱全，是全国五个画像石分布区中，汉画像
石艺术发展最高的第一区域。

嘉庆七年二月二十三日，黄易由于感染
湿疾，卒于山东运河同知护理运河道任上，
享年59岁。在济宁的25年间，黄易得碑聚
友，知交四方，造就了济宁金石学的繁盛。

黄易，寻访济宁汉碑25年开启武氏祠发掘
图文 本报记者 崔璐

都说山东人喜欢吃煎饼卷大葱，是有
人喜欢，却也不一定卷大葱。

煎饼好吃，做起来也很容易。小时候，农
村的人家都有铁鏊子，备好糊子，有专门加工
的，一般用小麦，也有加玉米高粱的。母亲总
是起得很早，用两只大铁桶挑着去加工糊
子。等我们起来上学时，糊子已经打回来了。

打好了糊子，把鏊子放在平整的地方，
就可以烙煎饼了。舀一勺糊子，放到烧热
的鏊子上，快速的用竹尺顺着边缘平整前
推。糊子热气腾腾延伸着，不一会就成了
又干又薄的煎饼。等煎饼的边干了，翘起
一个角，母亲就用竹尺顺着翘边慢慢地往
里伸，突然手一扬，再用尺子一搭，一张又
脆又香的煎饼就摊好了。

当然要眼疾手快，手操竹尺，眼观煎
饼，慢了就要烙糊锅了。要是面糊推得不
匀，就会厚一块薄一块，甚至有的地方没有
面糊。这样烙的煎饼不好看，也不好吃。
烙得熟练了，用不了一勺面糊能摊一张煎
饼，面糊越少煎饼就越薄。尤其是在清冷
的冬天，常围在母亲的身边，看她摊煎饼。
鏊子下烧着红红的柴火，映照得热乎乎
的。闻着新鲜喷香的煎饼味，那感觉别提
多好了。虽然好多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

来，仍然历历在目。那冒着热气、香味的煎
饼，从母亲手里一张张翻飞着落到煎饼筐
里。现在虽然有了各式各样的煎饼机，煎
饼味道也更多样了，有小米的、高粱的等，
机器烙的也更均匀和平整，但总觉得摊的
煎饼不如母亲手工做的香。

离开了家乡，就更加留恋回味煎饼的
味道。前几年到成都去送儿子上学，在当
地总也寻不到面食，就更找不到煎饼的踪
迹了。基本都是米饭，即使小吃摊上，也会
有一竹筒米饭，价格便宜，却吃着总觉得不
过瘾。也许是吃习惯了，这并不是说米饭
不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煎饼已经不单
纯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生活的习俗。

同样是煎饼，家乡的煎饼也和别处的
味道不一样，总觉得家乡的味道好。拿一
片从老家带来的煎饼让人品尝，别人永远
也品尝不出家乡煎饼的好，反而会说，不都
一样吗。一样吗，这时，你不要怀疑，也不
需要失望。当然不一样，家乡的味道是外
人无法感知的，也许是吃习惯了吧。虽然
煎饼的成分区别不大，但好味道也许同原
料和技术无关。

家乡的煎饼香在心里，香在梦中。不
用说，也说不清。

家乡的煎饼香在心里梦里
张开鹏

5月8日，由中国孟子研究院、中国孟子学会、邹城市人
民政府主办，国际儒学联合会、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北京大
学哲学系等单位协办的《〈孟子〉七篇解读》首发暨《中庸》解
读开讲仪式举行。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孟子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
任、特聘儒学大家陈来，开启《中庸》解读活动的第一场。他
在题为《中庸的地位与影响》的讲座中，详尽阐述了《中庸》是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儒家阐述“中庸之
道”并提出人性修养的教育理论著作，是中华民族的古典哲
学，曾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也为世界文化
宝库贡献了篇章。

《中庸》之书历史形成的最早记载，见于司马迁的《史
记》。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司马迁就明确做了记载，子思
作《中庸》。司马迁是伟大的历史学家，《史记》又是伟大的历
史著作，所以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司马迁明确的记载和肯
定，就是对子思的著作和著作的时代，做了明确的指示。

在先秦的中庸思想，中庸这个词也可以分解为“中”和
“庸”。在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庸的思想，不是到子思才出现
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有关于中庸，特别是“中和”概
念，在中国文化的历史中，是有传承的，也有很古老的历史。
比如说“易之中道”。易就是《周易》，这本书里面，有几个概
念是常用的，比如说中行、中正、中道，在《周易》里面是常
见。这些概念的出现，就表示在《周易》这本书里面，中是很
重要的理念。

在《尚书》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做“允执厥中”，后人就把
它简化为“执中”。但是孟子认为这个思想可能更早，根据孔
子的赘述，在《论语·尧曰》篇里面记载，在尧的时代，已经开
始讲“允执厥中”了。所以从尧、舜、禹到汤，就开始有“执中”
的概念。什么是“执中”呢？应该说跟《周易》所讲的，“中正”
的观念很接近。但是在《尚书》里面讲的“中”，它更强调中正
不偏。所以在《尚书》里面，特别讲无偏无倚的思想，不能偏
左，也不能偏右，不能偏上，也不能偏下。所以在《尚书·洪
范》中，“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从中能
看出来，《尚书》里面所讲的包含了中正之道的意义，但是更
具体地表达了无偏无倚的一种“中”的思想。

这种思想，在《尚书》里面上升为一种德行。说“中”不仅
是道，而且也是德。比如说中正之道，中正之道是治国理政
的根本原则。在《书·酒诰》：“尔克永观省，作稽中德”。《周
易》之书里面讲“中道”，《尚书》里面讲“中德”，“中”不仅仅是
治理国家的一个根本原则，也是从庶人到天子的一种基本德
行。所以在《尚书》里面，这个“中”字虽然没有《周易》里面出
现那么多，但是从出现的历史来看，从尧舜禹一直往下，可以
说历代天子，都非常重视“中”的把握。这是古代，特别在政
治领域，对“中”这个概念的一种重视。

《论语》里面，明确把中庸作为重要的德行。“中庸之为德
也，其至矣乎”。意思是说至德最根本、最重要的德行。这句
话是对《尚书》的“中德”做了明确的发展，而且和《尚书》做了
呼应。从孔子开始，除了把中庸作为至德以外，强调“中”的
无过不及的。《论语·子路》：“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
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
做不到中庸的话，就会变得要么激进要么保守。激进就是敢
作敢为、无所顾忌，保守就是谨小慎微、踟蹰不前。所以《论
语》不但继承了《周易》里面讲的“中行”的观念，而且把这个

“中行”和“过犹不及”联系在一起。什么是“中行”？中行就
是过犹不及。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就是中行，也可以说发
展了不偏不倚的这种思想。但是比较起来，我们说不偏不倚
的这种思想，不如过犹不及在人生实践上我们体会得那么亲
切。

《礼记·丧服四制》里记载，“道之不明也，贤者过之，不肖
者不及也”。讲述的是贤能的人超过了标准，无能的人达不
到标准。超过了变成四年不行，两年不及也不行。所以贤者
不得过，不肖者不得不及，此丧之中庸也。这也是秉承了孔
子的中庸思想，是用过犹不及来显示中庸中行的意义，代表
一个恰当合理的标准之度，是对度的一种把握、一种呈现。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中，是最恰当、最合理的，也包括人生
的其他方面。这表明，到孔子这个时代，已经明确的成为一
种实践的智慧，这是儒家的一种实践的智慧。所以在《礼记·
中庸》篇里也明确讲了“知者过之，愚者不及”，都明确把这个
思想提出来。

《中庸》的中心思想是儒学中的中庸之道，通过开掘个
体身心修为之维，将外在事物和天地大道相合相生，显示了
中国哲学的思辨性和践行性。朱熹于开篇就说：“此篇乃孔
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
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
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
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中庸之道主要是
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
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
诚、至道、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创“致中和天地位焉万
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崇尚天人合一，主张安分守
己，提倡积极入世，倡导政治伦理，推崇明哲保身及重视后
天教育等方面，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化，影响了一般世人修
身、做事的原则。

《中庸》是儒家的重要道德准则，正是这一点上，显示出
“中庸”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位置，它对古代儒家思想体
系的完善和儒学教育的延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
文化博大精深，又颇有许多独到之处，这些都与儒家所推崇
的经典《中庸》的影响分不开。在新的历史时期，研究《中庸》
精神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庸对中国发展
具有深远影响

图文 本报记者 赵星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