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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智慧流传至今，有五句《论语》
经典，国人不可不知。”“古时山东沿海出现
海市蜃楼，人们知道海外有文明，山东人想象
力太丰富了！”“我们开发了文创产品‘六朝
魔方’，南京六朝古都对应魔方的六面，孩子
们喜欢。”

今年8月，著名历史学家胡阿祥来济南参加
首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
发展研讨会”，并作为主讲嘉宾作了《坚定
“文化自信”：历史的昭示与地理的依据》的
报告。记者与他对谈后发现，作为南京大学历
史学院教授、南京六朝博物馆馆长，这位书斋
里的历史学者、地地道道的“南京通”，如此
观照现实，如此了解山东。

一本正经地“考据”虚构小说

今年年中，根据小说改编的网剧《长安十
二时辰》热播。一篇“《长安十二时辰》里的道具
是如何穿越的”的文章发表，作者正是胡阿祥。

在文章中，胡阿祥写道，“虽然我没有看
过原著小说，但网剧版的《长安十二时辰》，
总体而言，真的可以作为哪怕专业人士感悟大
唐的参考剧目。”

随后，文章从剧中长安县、万年县，东
市、西市，怀远坊、平康坊等地名的合理性说
开去，又着重追溯“可炸毁整个长安的伏火
雷”的真实“身份”——— 沈括的《梦溪笔谈》
中提到，在今陕北延安一带，有一种石油，过
去说的高奴县出产脂水，就是指这种东西，旧
称延州墨。添加延州墨可以让黑火药威力倍
增，遂造成伏火雷。

面对一本虚构小说，一本正经地“考
据”，还说得有理有据。这不是胡阿祥第一次
为之。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中古文史、中
国历史人文地理、地名学、南京地方史。早在
2016年，他就应山东画报出版社之邀，出版过
一本《胡阿祥解说〈琅琊榜〉》。书中提到，
《琅琊榜》的故事背景是六朝时期的梁朝。剧
中明确写了“大梁帝都金陵城”，多次出现过
城门上“金陵”二字的特写，国姓是“萧”，
与南朝萧梁的情况基本吻合。《琅琊榜》讲到
了金陵，其实就是南京。剧中金陵城郊的风貌
格局也与真实的建康城郊相同。

《琅琊榜》圈粉无数的人物当属梅长苏。
梅长苏在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呢？胡阿祥认
为，梅长苏作为江湖霸主却是文弱书生模样，
具有深孚众望的魅力和料事如神的才智。他的

历史人物原型可能是陶弘景、苏绰。
陶弘景是南朝梁时丹阳秣陵（今江苏南

京）人，隐居茅山。梁武帝常向他请教国家大
事，人们称他为“山中宰相”。这与宗主梅长
苏身跨江湖和朝堂如出一辙。梅长苏玉树临
风，陶弘景也是一位美男子，“身长七尺四
寸，神仪明秀，朗目疏眉，细形长耳”这样的
描述放在梅长苏身上，也相当合适。

苏绰出身关陇名族扶风苏氏。西魏大将
军、丞相宇文泰在关中初建西魏之初，国势弱
小，听说儒臣苏绰有治国安邦、辅佐君王的才
能，便召见他，苏绰也尽心辅佐，二人既是政
治知己也是推心置腹的朋友。

《琅琊榜》是山影巨制，风靡一时；《长
安十二时辰》节奏酷似美剧。两部作品都在年
轻人中引发收看热潮，且都改编自虚构小说。
《琅琊榜》更是一个历史架空的故事。作为历
史学家，为何要“跟风”点评这两部作品呢？

“虽然是小说，但都揭示了历史的规律和
教训。”胡阿祥认为，历史不只是大事年表和

人名，而是绵延不绝的经验，实实在在的智慧。
这些年来，他除了在“象牙塔”里做着高深的

学问，也不断与民众交流：上电视、写专栏、开讲
座、起地名、策划节目……他把这些交流、这类工
作视作自己的使命：吸引更多人的眼球，让更多
人通过历史，了解到自己是谁，自己从哪里
来，继而找到日常生活的智慧。

孔子做的就是大众教育

胡阿祥与山东有“缘分”。
“我与山东多家出版社合作过。”他为山

东画报出版社写《中国地理大发现》《中国国号
的故事》《胡阿祥解说〈琅琊榜〉》，为齐鲁书社写

《清儒地理考据研究》。不仅如此，胡阿祥还担任
山东团省委“青年国学荟”评委，山东卫视《国
学小名士》嘉宾，主持邹城市文物局委托项目
《邾国与封山之阳邹县历史文化研究》。

过去几年，在全网热播的《国学小名士》

节目中，胡阿祥作为评委之一亮相荧屏，趣解
国学，妙语连珠，在网络上、在青年人中收获
了大量“人气”。

看过《国学小名士》的观众，大多赞赏胡
阿祥趣解国学的“胡式”幽默。节目中，他一
会儿妙解“衍圣公”，一会儿说诗人的诗词是
他们的“自拍”，一会儿说流传下来的名画是
古代的“偷拍”……种种新鲜时尚、贴近年轻
人的提法，让人耳目一新。

在做《国学小名士》这档节目之前，胡阿
祥也是荧屏“熟脸”，曾亮相《百家讲坛》讲
史，颇受欢迎。接受《国学小名士》邀约后，
他很快发现了两档节目的不同定位。

他认为，山东这档《国学小名士》节目，
最大的创新价值是“国学青春化”，使用综艺
手法，通过古诗词创作、歌曲吟唱、明星出题
等形式，培养年轻一代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兴趣。

“文化的传播需要多种形式来帮助实现。
传统文化需要用‘时尚’的语言去表达，这也
从另一个层面体现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和
喜爱。”

让胡阿祥记忆最为深刻的一期节目，是他
为选手解说“衍圣公”的含义。“‘衍圣公’
中的‘衍’有着传承、繁衍的意思，‘衍圣
公’则是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支，从名号间就能
反映出一种文化的传承。”

何为孔子的智慧？胡阿祥说，有五句《论
语》经典，国人不可不知。“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德不孤，必有邻”，
“礼之用，和为贵；道为本，器为末”。

孔子的智慧流传至今，但要想还原两千五
百年前孔子的真实形象，很难。在现在的“孔
子 IP”动画作品中，孔子往往化身为一位智
慧、友善、幽默的老人，循循善诱地讲解礼、
乐、射、御、书、数六艺等儒家文化。胡阿祥
认为，如果孔子只是一副刻板的学究形象，讲
大道理，没有亲和力的教学方式，很难得到众
多门徒的拥戴。孔子被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
表，对中华文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但其最重
要的贡献是他开创了平民教育的先河。

“孔子门徒三千，贤者七十二，其中佼佼
者又当属孔门四科十哲，就是德行科的颜渊、
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科的宰我、子
贡，政事科的冉有、子路，文学科的子游、子
夏。其中言语科仅次于德行科，而宰我、子贡
在当时的年代也是以能言善辩、纵横外交而成
就斐然，这说明孔子很注重对学生的语言和辩
才的培养。”胡阿祥说，《国学小名士》《我
爱古诗词》等类似的节目，都很注重选手的语
言表达和个人发挥，从“言语科”的要求来
看，也是契合了先祖孔子的教育方向。

“如果孔子活到今天的话，他也会来参加
《国学小名士》，因为他做的是大众教育。”
胡阿祥说。

山东人其实浪漫至极

提起山东，第一印象是什么？是孔孟之乡
的文化底蕴，还是梁山好汉的气概不凡？是山
东老乡的豪爽正直，还是山东美食的回味无穷?

齐鲁大地，人杰地灵。国学大师钱穆曾在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说，“中国各地区的
文化兴衰，也时时在转动，相比较最能长期稳
定的应该首推山东省。若把代表中国正统文化
的，譬之如西方的希腊，则在中国首先要推山
东人。自古迄今，山东人最有做中国标准人的
资格。他们最强韧，最活跃，大圣人、大文学
家、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各种伟大典型人物
都有。既能平均发展，还能长时期维持不
坠。”

山东是孔孟之乡，两千余年深厚的文化积
淀，孕育了独具文化特质的山东人：好客，耿
直，善良。胡阿祥对齐鲁文化也兴趣浓厚。在
一次讲座中，他这样说———

“在人们的传统印象里，作为农业民族，
中国人的地理视野比较狭窄。但是，从中国的
一个比较特别的名号‘赤县神州’里，就可以
看出来，山东滨海人们的博大视野。”

“赤县神州”的说法来源于战国末期齐国
人邹衍。邹衍说：“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
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
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
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
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
区中者，乃为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
外，天地之际焉。”

赤县是南方的国土的意思，神州就是神奇
的陆地。“因为滨海一带特别是山东一带经常
看到海市蜃楼，人们知道海外有文明，认为中
国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山东人想象力太丰富
了！”

这段考据严肃却又幽默十足的评价，在现
场引起一片笑声。但在胡阿祥看来，与钱穆所
言“代表中国正统文化”的山东人相对应的另
一面，是浪漫至极的山东人。

然而，胡阿祥也不乏学者的耿直和真诚。
“要当‘两创’先行者开拓者，但实际上空间
还很大，方向还颇多。”他提到，文献集成不
等于研究成果，齐鲁文化不等于山东地域，普
及读本不等于节选注释，回望过去不等于自信
现在……

“中国的政治体系具有一种独特的智慧：
民心政治。在传统观念中，百姓受制于君王，君
王受命于天，而天的意志却又由民众决定。相对
于‘三孔’，‘三孟’门可罗雀，令人感慨。历史上，
朱元璋下旨删减《孟子》为《孟子节文》，所删80多
篇。为何提倡仁政学说、民本思想、民贵君轻的
《孟子》命运如此多舛？”——— 胡阿祥每每沉
思，都觉“惋惜”。

“两创”实践中，山东很多文创企业“瞄
准”孔子IP开发文创产品。身为南京六朝博物
馆馆长的胡阿祥，也对他们开发的文创产品颇
为自豪：青瓷羊、瓦当纹冰箱贴、陶女俑挂坠
U盘、竹林七贤紫光檀纸扇……最受欢迎的是
“六朝魔方”，众所周知南京是六朝古都，六
朝正好对应魔方的六面。“我们每年要办魔方
小达人比赛，孩子们特别喜欢。”

为中国人说“中国”

东汉刘熙在其所撰写的《释名》中提到，
“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
所以之义。”意思是，《释名》是为了辨明上
至天地阴阳、下至宫室车服种种名称的“所以
之意”——— 为什么是这个名字？

人有姓名，有字号，有称呼；国有国号，
有名号，有称谓。胡阿祥认为，“名称学”是
传统中国一门包罗万象的富有趣味的学问。胡
阿祥认为，从闻“名”这个独特的视角，可以
看到传统文化高度凝聚的精华，以及中外交流
的活跃。

古往今来，中国的名号有许许多多。这其
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国”。最早的、组字成
文的“中国”两个字，出现在约3100年前一件
名为“何尊”的青铜器上。周朝何姓贵族为了
记载父辈们和新王周成王功绩而铸造，尊内底
部铭文中出现了“宅兹中国”4个字，这也是
“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宅兹中国”
的意思是“居住在世界中央的国家”。

除此之外，中国的名号还有很多，华夏、
中华、禹迹、九州、四海、海内、天下……为
什么叫华夏？胡阿祥说，这里的“华”通
“花”。花，是六朝后才出现的字，六朝之
前，植物开花都叫“华”。所以，“华夏”其
实就是像花一样灿烂的夏朝。

在百家讲坛的一期节目中，胡阿祥曾娓娓
道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 “夏”
的来源。

蝉是昆虫，却能蜕变、转生，周而复始，
这样的神秘现象，象征着生命的延续不断。同
时，蝉也象征着高洁，餐风饮露、居高鸣远。
启以蝉形的夏字作为国号，大概正是看中了蝉
所代表的这些神秘而美好的意义。

“我在《百家讲坛》主讲了‘国号’‘国
之名称’等多个系列节目。”胡阿祥说，他从
1994年动笔写《中国古今名号寻源释意》，到
2017年完成《吾国与吾名——— 中国历代国号与
古今名称研究》著作多部，在这个领域断断续
续地耕耘了24个年头。

“通过国号、名号，我们可以以独特的角
度深刻理解我们的国家、民族，我们悠久的历
史，丰富的文化以及汉字的魅力。由中国概念
的演变，我们又可以明了这样的史实：中国的
历史是中国境内各民族——— 无论文化高低、地
域远近，是汉族抑或非汉民族——— 共同缔造
的，中国的版图是由中原和边疆共同组成的，
现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继承和发展。”

“文化的传播需要多种形式来帮助实现。传统文化需要用‘时尚’的语言去表达，这也从另一个层面体现着我们对传统统文
化的自信和喜爱。”

胡阿祥：让传统文化“潮”起来
□ 本报记者 赵琳

一个人的名字，或许有职业性，或许有地
域性，或许有时代性，总脱离不了其所处的时
空。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教授“阿祥”，
都是一个不那么“和谐”的搭配。

很多人好奇“阿祥”为什么是个大学教
授。“一看我的名字就不是北方人，阿祥，是
江浙一带的名字。但是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很多
叫德贵、桂山……”谈起名字，胡阿祥打开了话
匣。

胡阿祥并不是本名。“我本名叫胡海祥，
小名叫阿祥。”胡阿祥说，宁波人都叫小孩子
“阿什么”，所以大人都叫他“阿祥”。再加
上小时候长得胖嘟嘟，老师也喊“阿祥”，等
到填毕业证书的时候，阿祥顺手写上了“胡阿
祥”，就这样一直用下来，反倒成了大名。

高等学府里的“阿祥”，师从名门，专攻
历史，但讲史从不“正经八百”。用他自己的
话来说，有时是“胡”说历史：变个角度，换
个说法。历史不是花枝招展的，历史在他眼里
却必须是引人注目的。“不然，谁还会去看中
华的历史呢？”

回想起小时候，胡阿祥说，自小喜欢历
史、地理与文学，也真的很幸运地学习了历史、
地理与文学三个学科。但是因为“背功不好”，他
在中学时的历史成绩其实很一般。他对历史的
浓厚兴趣，源于中学时发生的一件事。

胡阿祥出生在安徽桐城。这里诞生了名闻
天下的“桐城派”，绵延清代文坛200余年。在
桐城这样一座小城里，到处都是历史的痕迹。

有一回，他和小伙伴在山野里玩，不小心闯入
龙眠山的一座荒坟中。当地人说，这座被破坏
大半的荒坟里，安葬着桐城知名的清朝大学士
张廷玉。

张廷玉和他的父亲张英，被桐城人称为
“父子宰相”。张英、张廷玉父子，为官清
廉、人品端方。清朝康熙年间，张英的家人和
邻居在宅基地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于是家人飞
书京城，向张英求助。张英看后，回了一纸家
书———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
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这段美谈被记录在《桐城县志》中，并被
桐城人津津乐道几百年。年少的胡阿祥，也从
老人口中听过许多回。一天，山下的村民告诉
他：当年，宰相坟因为历史原因被破坏，但棺
材板和骨殖并未遗失，而是被村民冒险悄悄保
留在家中。又过了些年，当地政府修复宰相
坟，村民便把保存完好的骨殖和棺材板捐了出
来，重建了这处历史景观。

这让少年胡阿祥无比震撼：原来历史对现
实的影响力竟有那么大，一位去世几百年的古
人竟然可以被普通村民如此缅怀。

历史，讲的是往事，落点却是现实。胡阿
祥说，如果大家以为，历史不过是故纸堆中的
故事，或是茶余饭后的消遣谈资，那就错了。
唐太宗李世民留下过“以史为鉴，可以知兴
替”的名言，《资治通鉴》是明清两代几乎每
一任皇帝的必读书，康熙帝更是在《资治通
鉴》上留下了一百多处批注……那么多伟人追
问历史，是因为史书中记载的因果，往往能够
成为今人的参考。

但在卷帙浩繁的历史典籍中，要想快速提

炼出“历史的智慧”，并不容易。在记者看
来，胡阿祥就是适应现代社会表达方式，能够
为普罗大众所接受的历史的“说书人”。

胡阿祥师从历史地理大家谭其骧先生、文
史大家卞孝萱先生，在历史地理学和魏晋南北
朝史领域，他是国内顶尖的研究者。他在南京大
学的历史课场场爆满，一座难求。有学生偷偷录
了片段传到网上，累计播放量高达百万次。

国内许多人了解到胡阿祥，最初是通过
《百家讲坛》。这档节目在历史爱好者中引起
轰动，有人评价：“胡阿祥老师讲得太好了，
能够把人目不见睫的东西挖出来。”

在为公众普知、传播历史这件事上，胡阿
祥赫赫有名。他曾三度登上《百家讲坛》，担
任《国学小名士》评委，撰写《胡阿祥解说
〈琅琊榜〉》，三次名列“高校名人网络热度
榜200强”。

胡阿祥如此受欢迎，因为他是一位非常特
别的学者：在这样一个被认为“埋首于故纸
堆”的领域中，他却始终都要关注现实。“我
所做的，是要让青年人看过来。”胡阿祥说，
他希望能让年轻人把目光稍微投向历史、投向
读书“那么一点”，让阅读成为日常，让历史
照进现实。

“我自己已积累了两万多本书了，是一种
财富，相当于坐拥书城。”胡阿祥说，读书是
一件很好玩的事。比如，他每出一本书，都会
让出版社留出“毛边”，签上名、盖上章，寄
给朋友进行交流。

“‘毛边’很珍贵啊！晒着太阳，清茶一
杯，拿一把裁书刀，读一页，裁一页。”胡阿
祥的话语间，都是满足。

■ 记者手记

少年“海祥”，教授“阿祥”
□ 本报记者 赵琳

旅美大熊猫贝贝
将回中国

中国旅美雄性大熊
猫贝贝定于美国东部时
间19日启程回国。按照
双方协议，在美大熊猫
将在4岁时回中国。

英国一海滩
雨后变成血红色

英国德文郡，由于大
雨冲刷附近的红色悬崖，
Peppercombe海滩和海水
一夜之间变成了血红色，
把去海滩散步的居民吓了
一大跳。

比利时“撒尿小童”
戴上“呼吸机”

比利时布鲁塞尔，著名
的“撒尿小童”于廉雕像戴
上“呼吸机”纪念世界肺炎
日。目前，肺炎仍是世界上
最致命的儿童杀手，平均每
39秒就有一个儿童的生命被
其夺去。

印度大象踩死5名村民
逃跑近2周后被捕

印度一头名叫“本-拉
登”的野生大象被捕获。
当地官员称，这头大象曾
经袭击村庄，导致5名村民
被踩死，它的残暴让当地
人寝食难安，终于在它逃
跑近2周后被捕。

胡阿祥到山东开办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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