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纸花如雪满天飞，娇女秋千打四围。五色罗
裙风摆动，好将蝴蝶斗春归。”两个半世纪以前，潍
县知县郑板桥在他有名的《怀潍县》中生动描述了
放风筝的情景。现在，风筝俨然已成为了中国的国
粹。几根竹条和一张毛边纸，轻而巧地扎制在一
起，就能把人所有的情绪从肺腑间捧出，托起，直

送至蓝天白云间！今天，古老的技艺没有失传，仍
影响着潍坊人的生活，从而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
的风筝文化。

作为潍坊风筝会的发起人，已经86岁的孙立
荣老人说起风筝的文化和历史仍旧滔滔不绝。

风筝起源于中国，相传最早的风筝是由古代
哲学家墨翟在山东制造的。据《韩非子·外储说》
载：“墨翟居鲁山(今潍坊青州一带)，斫木为鹞，三
年而成，飞一日而败。”意思是墨子在鲁山研究了
三年，用木头制成一只鸟，飞了一天就坏了。墨子
做的这只“木鹞”其实就是中国最早的风筝，潍坊
也因此成为风筝的发源地。

风筝问世后，首先被用于飞越险阻，测量、传
递信息等军事需要。据说汉朝大将韩信曾利用风
筝进行测量。梁武帝时曾利用风筝传信，但未成
功。南北朝有人背着风筝从高处跳下而没有跌死。
唐朝的张丕被围困时曾利用风筝传信求救兵，取
得了成功。也是从这时起，风筝传向国外。在欧洲
产业革命形势的影响下，中国的玩具风筝在那里
向着飞行器发展。因此，在美国华盛顿宇航博物馆
的大厅里挂着一只中国风筝，在它边上写着：“人
类最早的飞行器是中国的风筝和火箭。”

风筝的另一个发展方向是娱乐。也是唐宋时
期风筝传入民间，成为人们的娱乐玩具。潍坊作为
风筝产地，明代民间出现专门扎制风筝的艺人。随
着放风筝习俗的流行，清代风筝艺术发展到鼎盛
阶段。道光时郭麟竹枝词吟道：“一百四日小寒食，
冶游争上白浪河，纸鸢儿子秋千女，乱比新来春燕
多。”《潍县志》也记载：“清明，小儿女作纸鸢，秋千
之戏，纸鸢其制不一，于鹤、燕、蝶、蝉各类之外，兼
作种种人物，无不惟妙惟肖，奇巧百出。”清末年
间，潍坊已形成了固定的风筝市场，涌现出了一大
批手艺高超的风筝艺人，全国各地的商贾都来潍
坊购买风筝，一时间“花样翻新招主顾，双双蝴蝶

鸢成行”。
现代潍坊风筝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

新发展，赢得了“风筝艺术，潍坊第一”的美誉。
普通的风筝看似简单但也要经过设计、选料、

整形、绑扎、裁剪、绘画、装配、拴脚线、试放等十道
工序，其主要工艺过程可概括为扎、糊、绘、放四部
分，通常称作“风筝四艺”，也有的总结为“扎、糊、
绘、放、风、线”六门技能。

风筝很讲究平衡，只要风筝结构合理，一般放
时利用风力作用就能飞上空中。但相比起来，龙风
筝等一些造型复杂的风筝就要讲究多了。风筝的
头尾大小、风筝的面积、竹篾的厚度、软硬度等都
要考虑在内。

老潍县风筝是由潍县的一些扎彩艺人为了市
场的需求和对风筝艺术的喜爱而制作的，后来又
加上一些喜爱绘画的文人雅士的参与，逐渐形成
了扎工细腻、品种齐全、绘画精细、放飞性能稳定、
题材繁多的艺术风格，其主要题材有人物、禽鸟、
宫灯、八卦等。

更让潍坊人引以为骄傲的潍坊国际风筝会，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已成功举办了28届，每年都
吸引着大批中外风筝专家、爱好者和游人前来观
赏、竞技和旅游。

孙立荣老人回忆说，1983年5月，上海市旅游公
司和上海工艺美术协会联合组织中外风筝放飞表
演交流活动。由于潍坊风筝的巨大影响力，主办方
除邀请美国、日本等国外的风筝艺人参加外，在国
内还单独邀请了潍坊参加。潍坊带去了各式风筝
20只，其中，孙永春父子带去的50节大型龙头蜈蚣
风筝引起了轰动。前来参加交流的美国西雅图风
筝协会会长钱大卫先生，更对潍坊的风筝赞不绝
口，给予了高度评价。

交流活动一结束，钱大卫专程赶到潍坊，参观
了风筝展室和扎制现场后，欣喜地说：中国国内四

大风筝产地中，潍坊风筝是最好的，风筝的故乡应
该在潍坊！此后，他向潍坊提出了开国际风筝会的
建议，这一想法立刻吸引了孙立荣等人。在政府的
支持下，宋作升、孙立荣、孙永春、陈寿荣、韩福龄
等人发起成立了风筝协会，开始筹备风筝会。

1984年4月1日，这是一个应该载入潍坊发展史
的日子。

这天，潍坊第一届国际风筝会正式开幕，来自
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19个代
表团参加了开幕式。虽然第一届风筝会很简朴，但
来参加开幕式的市民都非常兴奋，整个场面也非
常热闹。

首届风筝会的成功举办，给潍坊带来了巨大
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尤其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方
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潍坊市决定从当年起，
每年4月1日都举办一届风筝会。后来由于天气原
因，从1992年开始改为4月20日，一直延续至今。

1988年4月1日上午，第五届潍坊国际风筝会
在鸢飞大酒店召开主席团会议，商讨世界风筝都
竞选问题。中国、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
意大利等14个国家和地区的风筝协会负责人，作
为主席团成员参加了会议。美国西雅图风协会长
钱大卫宣读了《提议潍坊市为“世界风筝都”的
倡议书》，主席团成员分别在《倡议书》上签
字。英国风协全权代表弗莱德·瓦特豪斯说：
“潍坊作为世界风筝活动中心和世界风协所在
地，是当之无愧的。”

如今，风筝已经成为潍坊的城市名片，一年一
度的风筝会成了一个国际性的节日，吸引着大批
中外游客。潍坊凭借风筝会已先后与60多个国家
和地区建立了文化交流关系，与110多个国家和地
区建立了经贸合作关系。历年的风筝会无不带动
一席丰盛的“经济大餐”。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
来，潍坊借风筝会招商引资每年均超过200亿元。

在青岛市博物馆一楼西区大厅，两座大佛静立中央，神
态宁静，身姿飘逸，造型优美。这两尊北魏石佛造像，是青岛
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两尊大佛像身高各有一丈八尺
(约6米)，俗称“丈八佛”，每尊佛像重约30吨，距今已有1500多
年。大佛头做高髻，面型瘦削适中，大耳下垂过于常人，深目
高鼻，眉宇间有白毫相，面含微笑，赤足立于莲花座上，莲花
瓣下置四方形须弥座，座的前后刻有许多小佛像。大佛内着
僧袛支，外着方领下垂褒衣博带式大衣，右手前伸，手心向
外。大佛的雕刻技法娴熟，作“施无畏与远印”，衣纹细致柔
和，神态栩栩如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造像艺术的杰出
之作。在一楼展厅内还另有两尊小菩萨造像，各高3米，造型
服饰相同，手的姿势呈对称状，两尊都是阿弥陀佛的挟持菩
萨，一尊是“观世音”，另一尊是“大势至”。

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我国以来，经魏、晋、南北朝至隋
唐几百年间，全国各地大兴佛寺，雕塑佛像蔚然成风。从这
四尊佛像身上，可以明显看出北魏孝文帝汉化政策实施后
反映到佛教雕塑艺术上的风格，因此，大佛造像的建造年代
应在北魏的景明、正始之后至北齐、北周之前。

这四尊佛造像原安放于临淄龙泉寺内。《临淄县志》记
载：“龙泉寺在龙池村西北淄水岸上，尚有石佛四，各高丈八
尺。”“六朝石佛，在龙池村龙泉寺故址，佛高丈余，有荷兰人
见之，谓形容与印度古石佛相同，真齐朝物也，欲购之不可
乃止。”1928年日军入侵山东时，日本人曾两次预谋将佛像
盗回日本，1928年7月24日上海《申报》对此报道说：“临淄县
龙池地方，有石佛两个(应是四个)，成化碑一座，碎碑一方，
在数年前曾有中国败类，拟将佛碑等以三万元之代价售予
日本人，为地方人士闻知，出面干涉，故未成交，此次日本占
据济南及胶济路沿线以迄青岛，龙池适在日本人所谓之二
十里以内，某日人垂涎龙池之古佛碑等已久，乃于本月十五
日，率人将佛碑一并劫取，运至淄河店车站，预备运往日
本……”当时正逢济南“五三”惨案之后，中国人民的反抗斗
争风起云涌，日本侵略者迫于形势，未敢将这批文物盗走，
只将两尊小石像的头盗走。其余用草绳缠裹的石佛和石碑

一直躺卧在淄河店车站任由风吹雨蚀，1930年，青岛四方机
厂原厂长栾宝德听说后，亲自调拨专列将这批石造像和石
碑从淄河店车站运至青岛，安放于当时的四方公园内。

1977年，青岛市人民政府决定，将4尊北魏石佛造像和两
座石碑迁至青岛市博物馆院内供国内外广大游客观赏。
2000年青岛博物馆新馆正式开放，历经风雨沧桑1500年的丈
八佛终于得以在室内保护并展出。

今秋十月，是山东大学一百一十年华诞的纪念
日。在山东大学档案馆里，我见到了被称之为一百一
十岁山大“准生证”的珍贵档案——— 来自于台湾故宫
的原样复制的山东大学第一份档案《试办山东大学堂
折及暂行章程》。

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经历了甲午战争的惨败，清
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战争
的惨败使中国人民真正从睡梦中惊醒，认识到中国要
救亡图存，“不妨以强敌之师”，“取而鉴之”，“举而行
之”，效法日本，实行变法。而要变法自强，关键在于兴
学育才。维新派领袖康有为认为：“夫才智之民多则国
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
军兵，而在穷理劝学。”梁启超也认为，“今日中国之大
患，苦于人才之不足，而人才不足由学校不兴也”，主
张维新变法的根本所在是兴学育才，于是，以康有为、
梁启超等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在以光绪皇帝

为首的帝党支持下，发动了一场维新变法运动。在政
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颁布了一系列维新法
令，推行新政。在文化教育方面，光绪皇帝发布了书院
改学堂的上谕。上谕下达后，全国不少省份都积极行
动起来，纷纷遵旨改书院为学堂，山东省第一个官办
大学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办的。

光绪皇帝有关书院改学堂的上谕发布时，山东
巡抚袁世凯正在家里休假，看到皇帝的谕旨后，回
济南组织有关人员起草了试办山东大学堂的奏折及
暂行章程，于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1901年)上
奏光绪皇帝，奏请先在省城设立大学堂，分斋督
课，其中专斋相当于专科和大学，正斋相当于中
学，备斋相当于小学。尤为重要的是，他还拟订了
《山东大学堂草稿》，分学堂办法、学堂条规、学
堂课程及学堂经费四章，共计九十六节，对于如何
创办省城大学堂作了十分详尽的规定。光绪皇帝于
十月初六日朱批：“知道了，政务处暨各该衙门知
道单并发。”奏陈得到了清廷的照准，于是，山东
首先办起了一个官立山东大学堂，十月正式开学。
这是继京师大学堂之后，在各省最早兴办的官立大

学堂。
袁世凯在上奏折的同时，调蓬莱知县李于锴进行

筹备。是年11月《折稿》获准，在济南泺源书院正式创
办了官立山东大学堂。首任校长是政界闻人唐绍仪(时
称管理总办)。第一批招收学生300人，分专斋、正斋、备
斋，分斋督课。聘请中西教习50余人，后增至110多人，
美国人赫士为总教习。课程设置除经史子集外，还有
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外国语等20多门。学制初为三
年，后改为四年。

伴随着山东大学堂的创立，产生了山东大学的第
一份档案。因此，它被我称为百年山大的“准生证”，是
弥足珍贵的“镇校之宝”。

这份“准生证”在当时产生了积极影响。当年十
月，清学部大臣张百熙将《山东大学堂章程》转发各
省，要求参照办理。许多地方的督抚学政在办学堂时，
就是“仿照山东章程，就本省情形，现有财力”变通办
理的。

山东大学教授马瑞芳在谈到聊斋名
篇《胭脂》时说，《胭脂》既是杰出的
人情小说，也是引人入胜的断案故事。
县令把鄂生断成杀人犯，知府吴南岱聪
明地断明了鄂生之冤，又武断地把秀才
宿介断成凶手；学使施闰章采用心理战
让真正的凶犯毛大露出原形。《胭脂》
曾被戏剧大师梅兰芳改编为《牢狱鸳
鸯》演出。

这施闰章乃真名实姓，顺治十三年
到十七年任山东学政五年。五年中施闰
章做了许许多多有益于教育的事，但使
他名留青史的是他曾取蒲松龄为秀才第
一。蒲松龄一生科举蹭蹬，惟在19岁时参
加的秀才考试中连取淄川县、济南府、山
东省三个第一，这与施闰章的赏识是分
不开的，况且头名秀才比一般考中秀才
更为荣耀，而且随着施闰章的文声日益
高涨，蒲松龄也就越来越显得荣耀。

施闰章是宣城(今属安徽)人，号愚
山，顺治进士，出身于书香门第。祖、
父皆当世理学名家。其父在施童年时去
世；其叔施誉学识渊博，世称砥园先
生。施闰章自幼即在叔父教养之下发愤
读书，孜孜不倦；稍长，擅作诗赋、古
文。进士及第授刑部主事后，他奉使广
西，遍游粤西诸山水，开拓了胸襟。后
朝廷选学使，他参加御试，名列榜首，
于是，39岁的施闰章擢调山东学政按察
司签事。

施闰章是清初杰出的文学家。其文
师法北宋古文大家欧阳修、曾巩，绵密
流畅；诗尊李白、杜甫，被誉为“尊唐
派”首领，与当时山东诗人宋琬齐名，
号“南施北宋”。时人汤斌在《愚山施
公墓志铭》中说：“公知名海内者垂四
十年。”稍后的文艺评论家袁枚在《随
园诗话》中称宣城自古“多诗人，梅宛
陵之后，本朝愚山先生其最著者也”，
可见其在文坛上的地位和影响。施闰章
生当明末清初的动乱之世，兵祸频仍，
赋税繁多，民生凋弊，苦不堪言。他继
承了汉乐府民歌与杜甫的现实主义传
统，以诗歌深刻地反映现实，如在《上
留田行》中展现了一幅惨绝人寰的血腥
图景。

施闰章尤工五言诗，其诗集中有五
古、五律各900余首，颇有影响。与他
同时代的著名诗人王士祯在《摘句图》
序中说：“予读施愚山侍续五言诗，受
其温柔敦厚，一唱三叹，有风人之旨，
其章法之妙，如天衣无缝……至于清词
丽句，迭见层出。”由于王士祯尤爱其
五律佳句，特意将名句摘录汇编成《摘
句图》，以“资艺苑谈助”，竟辑录施
句82联之多。

施闰章任职山东期间，监察御史程
某巡按山东，看到当时趵突泉的颓废之
状，就将自己的俸钱拿出来，命人浚泉

修桥，并让施闰章全面负责这项工程。
于是，施闰章先带领工匠们“疏壅决
滞，所去沙石成邱，剑拔雷轰，复泉之
旧”，然后又以杉木修桥，并“施丹涂
漆，辅槛以砖。桥下横置联锁，饮马者
不得至。禁民毋亵污。凡楔桷垣甓之颓
缺漫漶者，皆治而新之。又为桥于潄玉
亭前”。三个月后，工程告竣，当地百
姓都“踊跃来观”，极一时之盛。

施闰章在地方主试中不受请托，惟
才是举，博得世人赞佩。五年后，施迁
江西布政司参议，分守湖西道。他勤于
吏政，关心民间疾苦，遇疑狱反复推
求，常至夜稍怠。又于暇日修景贤、白
鹭洲两书院；集士子亲自讲学，大兴学
风。不久，因裁并监司而去职返乡，湖
西“父老夹道焚香泣送数十里”，他作
《别湖西父老》三绝句以谢。封建时代
的官吏能得到人民如此厚爱，难能可
贵。从此，施闰章乡居10年，朝廷召试
博学鸿词，授翰林院侍讲，纂修明史，
复转侍读。他向以著述见长，此时益自
奋勉，名声日显，于是“四方名士负籍
问业无虚日”，而“公一一应之”，终
积劳成疾，书未竣而逝，享年66岁，世
人皆以“国家失此良史才为可惜”。

施闰章另赴高就后，蒲松龄屡就乡
试不中，回想起施闰章对他的提携之恩，
就更加感激施闰章对他的垂青。于是，蒲
松龄就借《胭脂》这个故事，大张旗鼓地
夸赞施闰章的“爱才护才”。

在《胭脂》附则中，蒲松龄直接出
来说：“愚山先生，吾师也。方见知
时，余犹童子。窃见其奖进士子，拳拳
如恐不尽。小有冤仰，必委曲呵护之，
曾不肯作威学校，以媚权要。真宣圣之
护法，不止一代宗匠，衡文无屈士已
也。而爱才如命，尤非后世学使虚应故
事者所及。”这真是一篇真情告白。

然而，自施离鲁后，不仅二人并无
见面机会，而且康熙十八年《聊斋》大
体成稿，只在小范围内传播。四年后，
施闰章溘然仙逝，很可能生前并未能一
睹学生终其一生的成果。

风筝：飞上云端的文化
□ 王清林

蒲松龄“座师”施闰章
□ 高文秀

■ 海岱一方

■ 文化头条

■ 群贤毕至

山东大学“准生证”
□ 刘旭光

■ 图上齐鲁·镇馆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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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尺书闲话

□ 责任编辑 于岸青

丈八佛：见证抗日风云
□ 周巧云

施闰章，顺治十三年到十七年任山东学政。五年中，施闰章做了许许
多多有益于教育的事，使他名留青史的是他曾取蒲松龄为秀才第一。

《水浒传》中有两个做得非常成功的
副手：前期是辅佐晁盖的宋江，后期是辅
佐宋江的卢俊义。宋江不居功自傲，甘坐
第二把交椅，辅佐晁盖把梁山事业搞得红
红火火；卢俊义审时度势，不仅让宋江顺
利坐上第一把交椅，保住了自己的第二把
交椅，还让众人服服帖帖。当好副手也是
一门学问。

宋江上了梁山，晁盖为报宋江私放之
恩，让宋江坐第一把交椅。但第一把交椅
不是晁盖的私物，宋江即使有心取而代
之，也不能贸然接受。宋江刚上梁山，寸功
未立，如果他坦然接受，必遭好汉们的置
疑。宋江不仅没有接受让位，而且行事低
调，在晁盖面前十分谦恭，对众兄弟礼遇
有加，他不辞辛劳不断带领人马出去攻城
略地，树立了无人能比的威望，赢得了众
位弟兄的支持，且不居功自傲，为自己积
累了足够的资本。照理说，晁盖死后，副手
宋江可自然接替。可晁盖挨了史文恭一箭
后，对宋江说：“贤弟莫怪我说：若哪个捉
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宋江武
艺平平，生擒史文恭，根本没有可能。如果
霸王硬上弓，这不是宋江的风格，也不能
让众位兄弟心服口服。既不能违背晁盖的
遗训，又想水到渠成的转正，这需要高妙
的技巧和手腕。当然，这也是他没有立即
攻打曾头市为晁盖报仇的原因，也是他千
方百计赚卢俊义上山的缘由。他必须找一
个在梁山没有根基的人，既能完成复仇大
业，又没有资格与他争高论下。

于是，卢俊义被赚上山是必然的。卢
俊义一上梁山，宋江就让他替晁天王报了
仇。宋江非要让卢俊义坐第一把交椅。卢
俊义是聪明之人，他知道，仅凭这一点人
家白送的功劳就安然接受是万万不可的。
底下全是宋江的患难弟兄，自己就只有一
个燕青，如何在梁山安身立命？所以他只
能推让，给宋江充分的理由，让宋江坐第
一把交椅。

为了表示自己对晁天王遗训的充分
尊重，宋江主张用抓阄的方式，与卢俊义
分别领兵攻打东平府和东昌府，谁先赢谁
当头。宋江认为，光有民意还不行，还需要
天意，他要确保自己的绝对权威。

此时，卢俊义面临的是一场必须打
输的战争，而且必须输得像模像样没有
破绽。可事不遂人愿，宋江攻东平府遇
阻，本跟着卢俊义的吴用听说后怕宋江
输了，立即别了卢俊义，去帮宋江。宋
江胜了，戏演得很逼真，既有民意，又
有天意，他理所当然坐了第一把交椅。
卢俊义也欢欢喜喜坐了第二把交椅，众
人也信服，毕竟是他捉住了史文恭，替
晁盖报了大仇。

宋江和卢俊义这两个副手都不同寻
常。他们善于适时表达自己的声音。如
攻打祝家庄前，杨雄和石秀来报信，当
时晁盖要把两人拉出去杀了，这做法很
轻率。宋江及时发话，劝说了晁盖，并
亲自上阵，赢得了众兄弟的敬重。上司
也有考虑不周之时，在管理理念等方面
同正职保持一致是应该的，但在一些具
体细节和原则性问题上，副手要懂得换
位思索，适时提出自己的建议与看法，
否则便是溜须拍马。副手还要协调好各
种关系。晁盖被史文恭射死后，兄弟们
都发誓要报仇，也认为宋江可以取而代
之了，这都说明宋江在上下关系的协调
方面做得是相当到位的。

做个好副手很难，太能干不行，功高
盖主会有被封杀的危险；太窝囊不行，唯
唯诺诺只会让人瞧不起。在正头面前必须
学会服从，副手高明之处就是让正手感到
自己很高明。善于做副手，才有望成为优
秀的“一把手”。

这样的副手

不寻常
□ 张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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