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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看纪录片，喜欢看同代人拍的纪录
片，尽管不尽如人意，有的地方还粗糙，但透
出的气息是同代人的那种气息。那种气息独一
无二，是无法掩盖的，那种气息恰恰是最珍
贵，最真实的。这就是同代人记录的价值。这
是献给未来者的珍贵礼物。

6集纪录片《同心战“疫”》，让我看到
了一幅幅面孔。有熟悉的面孔，他们是钟南
山、张定宇、张伯礼、陈薇、杜斌、焦亚辉等
等；更多的是陌生的面孔，但陌生的面孔里，
我也看到了熟悉的姿态，那是逆行的姿态，透
着坚毅和从容。

看不见的敌人，看得见的战线。有战线，
就有战士的身影。纪录片展现最多的是白衣战
士无畏的身影，厚厚的防护服下看不见他们的

面容，但能看见他们的名字。在黄冈，我曾听
一位护士说：“在防护服上写上自己的名字，
不是为了炫耀，一是方便认人，另外呢，万一
哪天谁倒下了，也能知道倒下的人是谁呀！”
是护士，更应是战士。把每一次经历都当成是
淬炼，有着炽热的情感，痴狂的专注，还有横
到边竖到沿的人生饱满感，他们是“内心有
光”的人，这种光泽能把自己和周边照亮。

然后是志愿者奔波的身影，公安干警坚守
的身影，快递小哥忙碌的身影，治愈患者泪水难
抑的身影，居家抗疫的亲情暖暖的身影。还有最
珍贵的为国捐躯的刘智明等烈士的身影，等等。

纪录片是6集速写，速写出一幅幅可爱的
面孔。这是庚子年中国人的面孔，这是大灾大
难面前中国人的面孔，让人心动，让人难忘。
这些面孔了不起。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在这
里，生命闪耀着夺目的光辉。

我又看到了那些珍贵的画面，一次次让我
潸然泪下，这些弥足珍贵的瞬间，把我拉回到
了那段特殊的日子。

我要说的是，还有一些人的面孔没有出现
在纪录片中，这就是记录者、拍摄者。一个个
珍贵的镜头，都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下来
的。纪录片中没有他们的面孔，但他们无时不
在，无处不在，他们是历史的见证者。在武汉
期间，有作家朋友向我介绍这支纪录片队伍，
因为忙碌，与他们擦肩而过。缘悭一面，十分
遗憾。我向他们致敬。

出现在纪录片中的面孔，毕竟是少数，这
少数面孔，是战“疫”的代表，背后是14亿中
国人的面孔。进一步说，如果细心，你会找到
自己的面孔，每个人都会在纪录片中寻找到自
己的位置，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在场的那种气
息，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瞬间。

这是一部暖心的纪录片，这是历史的草
稿，这是中国人的记忆，这是人类的记忆，这
是滚烫的记忆。

我推荐大家看看这部纪录片。真的，我们
都能找到自己，因为我们面对了，因为我们经
历了，只要细心、静心、用心观看。

可爱的中国，可爱的身影
——— 观纪录片《同心战“疫”》

□ 逄春阶

据北京青年报，鲁迅先生在其散文名篇《藤野先
生》中曾经提到，他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时所记
的“医学笔记”，曾被授课老师藤野先生收去批阅。在
文末，鲁迅先生写道，“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
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
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
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

常去北京鲁迅博物馆的读者可能会发现，在博
物馆内，这批“讲义”却奇迹般地出现，被当作珍贵文
物展览。人民教育出版社在2009年9月出版的义务教
育教科书《语文》八年级下册第10页《藤野先生》课文
注释显示：“那本《解剖学笔记》后在1951年从鲁迅家
藏三箱书中找到，现藏于鲁迅纪念馆（源自1980年原
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员叶淑穗发表的短文补白）。”

7月22日，鲁迅研究学者谷兴云教授发表了《鲁
迅“医学笔记”是“失而复得”吗——— 对仙台讲义问题
的考辨》，认为鲁迅记忆有误，医学讲义并不存在“失
而复得”。9月4日，叶淑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我现在回想起来深感遗憾，此文虽短小，但影响极
大，使这不符合事实的论证，被一些出版的书籍和研
究者所引用，在此我诚恳地向读者致歉。”

“90岁”上海音乐厅

迎修缮后首批观众
据中国新闻网，近日，中国第一座音乐厅“90岁”

的上海音乐厅在经历一年半封闭式修缮后重新开
业。

开放日上午十点，以上海音乐厅员工为班底组
成的重奏乐团“厅默森”于北厅奏响开厅第一曲。作
为上海第一座由中国建筑设计师设计的西方古典风
格建筑，上海音乐厅被观众亲切地称为上海的“城市
音乐客厅”，修缮前每年都上演500多场音乐会并举
办上百场的公益教育活动，是上海观众了解与欣赏
世界顶尖乐团演奏会的重要窗口。

上海音乐厅由原有建筑文保区域和移位后新建
建筑非文保区域两部分组成，即“文保区域”和“非文
保区域”。“文保区域”严格依照“修旧如旧”的要求进
行保护修缮，维护建筑原有风格，对剧场舞台设施设
备更新、提升声学效果。“非文保区域”则重新装饰装
修，对空间功能布局作合理调整，以服务更广泛的音
乐表演艺术的需求，为市民提供更优质的艺术服务。

第十八届

北京国际图书节举办
据人民日报，9月5日，为期5天的第十八届北京

国际图书节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作为2020年中国
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主展区之一，本届图书节将
与第十五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同期举
办，并首次以线上线下双展联动的方式呈现。

据介绍，图书节共设13个展区，包括精品主题出
版物展、出版国际交流贸易展、数字出版体验展、“土
地·岁月·人民”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主题摄影展、北京
中轴线和历史舆图文化展等。同期开放的线上展览，
通过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云平台，进行图书、文
创、文旅、文博促销、直播带货等文化惠民活动。

第十五届

中国长春电影节启动
据新华网，第十五届中国长春电影节近日在吉

林长春启动，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
量”为主题，将举办“金鹿奖”评奖颁奖、电影论坛、电
影展映等五大单元主体活动。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半
个喜剧》《误杀》《黄大年》《那时风华》《大路朝天》《我
的喜马拉雅》《如影随心》《春潮》等15部作品入围，参
与角逐“金鹿奖”最佳影片奖、最佳男女演员奖等10
个奖项。“金鹿奖”评委会由导演丁荫楠担任评审主
席，导演丁晟、演员咏梅等共同担任专业评委。

影展单元作为电影节重要组成部分，将展映4K
修复版《蝴蝶梦》《日落大道》，2K修复版动画片《哪
吒闹海》等经典影片。本届长春电影节首次增加国际
影展单元，展映片目包括来自戛纳、柏林、威尼斯、多
伦多等全球知名国际电影节的获奖及入围影片。

2021年“东亚文化之都”

终审结束
据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近日，2021年“东亚文

化之都”终审活动在北京举行。太原、绍兴、敦煌、淄
博、烟台市5个候选城市代表围绕“东亚文化之都”城
市创建工作及城市文化体系建设、城市发展规划等
方面进行陈述与答辩。记者了解到，最终评审结果拟
于2020年12月在日本北九州市举办的第十二次中日
韩文化部长会议上正式公布并授牌。

据悉，“东亚文化之都”是实现中日韩文化部长
会议成果、服务国内文化和旅游建设，加强对外文化
旅游工作的重要抓手，也是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发
展战略全面实践、落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倡议的具
体举措。该项工作自2013年启动以来，三国已有21座
城市获此荣誉。当选城市将以“东亚文化之都”名义
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和旅游活动，通过各领域交流
合作与经验共享，带动城市和市民更积极地参与东
亚区域文化合作，带动城市文化建设，激发城市活
力，扩大城市的国际知名度、美誉度，切实实现以文
惠民，以文兴城。

（□记者 刘一颖 整理）

鲁迅“医学笔记”有新发现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阳明先生身后，阳明学经王门弟子的继
承发挥或重新诠释不断发展和传播。这段历
史大致从16世纪30年代开始，至17世纪40年
代为止，有一百多年。

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
省尼山书院承办的“阳明学系列公开课”
上，著名阳明学研究学者、复旦大学教授吴
震在阐释阳明学历史发展状况及阳明学的传
播与作用时介绍，阳明学经阳明后学的继承
与发展，在整个晚明时期可谓风靡一时，大
有取代朱子学正统地位之势。以阳明先生第
一代大弟子的学说和思想为主来观察可以发
现，阳明后学着重关注的问题主要包括“无
善无恶”“现成良知”“归寂修正”“满街
圣人”等，他们在这些问题上各抒己见、深
度阐发，使阳明学在多个层面上产生了很有
意义的变化与发展。

“无”是良知最根本特质

嘉靖六年即公元1527年的9月，朝廷一
旨征召，让原本在浙江老家安心讲学的王阳
明，踏上了前往广西平乱的漫漫征途。这
次，他其实是带病出征。次年，王阳明去
世。

出征前夜，在浙江会稽天泉桥上，王阳
明与弟子钱德洪、王畿有一场思想对话，史
称“天泉证道”，或称“天泉证悟”。所谓
“天泉证道”，就是围绕“四句教”展开了
非常激烈的思想论辩。“四句教”指王阳明
的四句话“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
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这是王阳明晚年对自己为学宗旨的一个概
括，也是经常对门人弟子讲解的一项非常重
要的内容。

作为王阳明非常有名的弟子之一，王畿
非常聪明，非常有哲学头脑，也非常善于思
辨。王畿认为，“四句教”只是一种“权
法”，只是方便之说。王畿陈述了自己的推
论过程，假设“无善无恶心之体”这句话是
真理，完全正确，则“有善有恶意之动”之
“意”也是无善无恶的，因为“意”是心之
发动，既然“心体是无善无恶”的，那么随
着“无善无恶心之体”所生发出来的“意”
也应当是无善无恶的。如果说“意”是无善
无恶的，那么第三句话“知善知恶是良知”
也应当改变，即作为意志体的良知，它也应
当是无善无恶的。由此继续向下推论，既然
良知是无善无恶的，那么“格物”之“物”
也是无善无恶的“物”。所以，王畿就得出
了“四无说”，也就是说，“意”从心开
始，“心”“意”“知”“物”四者全都是
无善无恶的。

钱德洪对王畿之“四无说”极不赞同。
钱德洪表示，心之本体虽然是无善无恶的，
但每一个人作为一个现实的存在，都不免受
到社会某种习心习俗的影响，于是在意念发
动之上，必然会展现出有善有恶的情形，所
以《大学》所讲的“格”“致”“诚”
“正”“修”这套功夫是非常重要的，是一
种恢复心之本体的根本性的功夫，如果按照
王畿所讲，什么都是无善无恶的，那么“功
夫亦不消说矣”，儒家“格物致诚”真心诚
意的功夫都无须做了。

在这个问题上，钱德洪和王畿各不相
让，谁也说服不了谁，自然只能让老师王阳
明仲裁。王阳明说：“吾教法原有此两种。
四无之说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说为中根以
下人立教。”王阳明表示，自己原来就有两
种教法，一种是针对“上根人”，就是绝对
聪明的那些人，这一类人可以直接从良知即

心之本体悟入，所谓“一悟本体，即是功
夫，人已内外，一齐俱透”，王畿所理解的
正是针对“上根人”而讲的这套教法；另一
种是针对“中下根人”的，这类人是指那些
不是特别聪明的人，需要通过后天不断努
力，才能够达到一定程度的领悟，另外，这
类人容易受外在因素的影响，如果受到外在
的、物质的诱惑，就会使本心受到遮蔽，或
者让本心遭到扭曲，必然需要做一些“为善
去恶”格物的功夫，钱德洪所理解的则是这
套教法。

所以，王阳明特别告诫两人，要“相资
为用，不可各执一边”，每个人讲得各有道
理，但不能固执己见，应当互相取益，取长
补短。

最后，王阳明还是转回到自己的观点上
来。事实上，王阳明一直强调“良知本体，
本来无有”的思想立场，也就是说“无”才
是良知最根本的特质，良知本体就是太虚，
从结构上来讲，从良知本体的结论来推理，
王畿从“无”处立根基，即是功夫的一种顿
悟之学，在这一点上，王阳明实际上是表示
认同的。从理论上来讲，阳明心学关于“有
善有恶”“无善无恶”等问题的讨论，不是
简单地在争论人性论意义上的善恶问题，而
是指向人心本体的一种精神境界。对于内心
充满良知的人来讲，那些声色名利的世俗诱
惑，犹如过眼烟云，一过而化，不受牵累。
这种心态就是“无”，就是本体的状态，也
就是致良知功夫所要追求达到的理想境界。

主张“童子捧茶即道”

关于“现成良知”，也是阳明后学非常
关注和重点探讨的一个问题。

阳明先生谈良知，一方面继承了孟子关

于良知的一些思想观点，另一方面在理论上
有更进一步的发挥，最主要表现在强调良知
的见在性观点上。什么是“见在”？用今天
的话来讲，所谓“见在”，实际上是一个时
间概念。这里“见”可以读作“现”，这两
个字是通用的，因此，“见在”就成为和过
去、未来构成一套时间序列的一个概念，确
切地说，它是一个时间概念，所指就在当
下，就是现在。

关于良知的见在性，《传习录》记录了
王阳明三句话，对此进行概括。一句话是说
“只存得此心常见在，便是学”。什么是做
学问？只要做功夫，要使心保持“见在”这
个状态，这就是做学问了。这样说理由何
在？在王阳明看来，过去的事情已经发生
过，未来的事情无法预料，如此说来，过
去、未来的事，去想又有什么用处呢？正所
谓“思之何益”？其实，没有什么用处，
“徒放心耳”，整天回忆过去，整天梦想着
未来将要发生什么事情，这只是一种“放
心”的状态而已。

第二句话“今日良知见在如此”，什么
意思呢？王阳明说，“吾辈致知，只是各随
限所及。今日良知见在如此”。也就是说，
每一个人做致良知的功夫就看今天所知，把
这个良知扩充到底就够了，“明日良知又有
开悟”，今天做良知把它扩充到底，明天良
知有所知的话再把它扩充到底，如此一天一
天不断地致良知，才是“精一功夫”。

第三句话是“良知无前后，只知得见在
的几，便是一了百了”。简单来讲，这句话
是说，良知本体的存在，是没有前后之分
的，“见在的几”意味着良知就是“见在
的”存在这个地方，只要去做，去认识，去
把握，然后把它扩充到底，就一了百了。这
就是良知的“见在性”。

根据古代词典释义，“当下”含义是当
时、见在。宋代以后一直到清代，现成、见
在跟现在这几词实际是可以互相借用的，或
者说是通用的，因此讲“见在”，强调的就
是现在，而强调现在，就意味着强调的是现
成。

在阳明心学中，良知的见在性所特殊强
调的，就是良知的存在是即刻、圆满、当
下、具足的，是现实圆满的。它具有见在
性，即现成性，也具有遍在性，即普遍性，
到处都有，到处都存在，良知在这个地方存
在，当然在那个地方也存在，每一个人的当
下都有良知的存在。这也是王阳明在强调良
知时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当然，这个观点
也引发阳明后学很多的争议。

比如，王畿认为，老师王阳明所讲的良
知“正指见在而言”，这个观点从理论上高
度概括的话，“见在”两个字就可以讲透
了，因为“见在良知与圣人未尝不同”。

泰州学派的创始人、代表人物王艮，是
赞同“现成良知”说的。王艮认为，“百姓
日用即道”，原因就在于，良知作为一种本
体的存在，是“见见成成，自自在在”，实
际上就是“见在”。也正因此，王艮不讲高
深的理论，强调“以日用见在指点良知”，
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来教老百姓致良知的
功夫。王艮甚至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童子
捧茶即道”，意思是说，在茶馆里喝茶，有
个童子端着茶杯给长辈、给客人敬茶，整个
过程循规蹈矩，捧着茶走过来，茶杯里的水
一点都不会洒出来，把茶端到面前放好，这
样一个过程就蕴含着“道”，这个行为过程
就表明这个小孩子懂道理，心里面是有良知
的。类似于这样的日常生活中，都有道的存
在，都有良知的存在，这就是良知的现成
性。

阳明后学中，还有一部分学者被称为修
正派。这些学者认为，良知无所谓现成，要
通过修正而始全，也就是说，如果不作修正
功夫的话，良知不可能得到全面的发展和呈
现。

另有一部分学者被称为归寂派。这一派
学者，有一位代表人物罗洪先。罗洪先的观
点更为激进，也更为绝对，他反对王畿的
“现成良知”说，认为“世间哪有现成良
知”？根本没有那么简单，要下“万死工
夫”才行，“良知非万死工夫，断不能生
也，不是现成可得”。

“现成良知”或者“见在良知”在整个
阳明后学，或者说在阳明心学的思想发展历
史过程中，是最为引起争议的一个观点。综
合起来观察，“现成良知”“见在良知”强
调良知的见在性、普遍性等等，这正是阳明
良知学的基本道理、基本原理之一，不能否
认。如果对这一点不能认同的话，就意味着
对阳明学之根本的不认同。

另一方面，坚持良知见在、良知现成，
是否必然会导致对良知功夫的忽视？其实这
是将两个领域的问题搅在一块儿了，因为当
阳明强调“良知见在”的时候，是从本体论
这个角度出发的，而如果说良知本体是一种
先天的、现实的存在，也并不意味着在功夫
论的问题上，在日常生活里面良知的功夫都
不需要做了。

总而言之，这个“现成良知”说的要义
之所在，可用王阳明的一句话加以归纳，就
是“良知只是一个，随他发见流行处，当下
具足”。那么什么叫做“发见流行”呢？意
思是说，因为良知是现在的存在，所以永远
处在“发见流行”的过程当中，即良知是一
个过程，是一个时间，它在过程里面存在，
在时间里面存在，因此，良知永远处在“见
在”的过程当中。而“当下具足”又是什么
意思呢？“当下具足”指良知本来是一个现
实存在，是自足的，是无所亏欠的，是无需
假借的，是不依赖于他人的，是可以当下呈
现出来的，这正是现成良知。

阳明后学主要探讨什么？

王阳明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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