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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依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
往之。”孔子去世后，弟子们住进孔子居堂，后
来人们在这里放置孔子的衣、冠、琴、车、书，作
为庙宇，纪念孔子。西汉以后，历代帝王不断对
孔庙进行扩建，使其成为一处庞大的历史文化
建筑群。孔庙是历代纪念和祭祀孔子的场所。

清雍正黄地彩绘缠枝牡丹纹铜胎画珐琅
五供，是清雍正十年(1732年)颁赐孔庙，用以供
奉孔子。现收藏于孔子博物馆。

铜胎画珐琅五供，包括“香炉一，尊二，烛
台二”。

香炉：口径36厘米，通高70厘米。紫铜胎。平
口，圆腹，圜底，双冲耳，兽蹄形足，下接圆形柱
铜足，以插入供桌之用。通体以黄釉为地，绘缠
枝牡丹花纹，口沿中部饰一圆“寿”字，腹底楷
书年款“雍正年制”。

尊：口径23 . 7厘米，底径27 . 3厘米，通高70 . 5
厘米。紫铜胎。喇叭口，长颈，鼓腹，圈足外撇，
龙形耳。通体以黄釉为地，绘缠枝牡丹花纹，足
上楷书年款“雍正年制”。

烛台：底径29 . 3厘米，通高73厘米。紫铜胎，
双盘连座式。上盘中立烛插，圈足外撇。通体以
黄釉为地，绘缠枝牡丹花纹，足上楷书年款“雍
正年制”。

雍正有多推崇孔子？他认为，“圣人之道，
如日中天，上之赖以致治，下之资以事君”，因
此积极践行儒道。他“尊礼先师”，拜谒孔子，兴
修孔庙，为孔庙题名匾额，通过各种方式展现
自己对先师孔子的尊崇之意。他“研经味道”，
践举经筵，研习儒家经典。他提倡儒学，尤重孝
理，希冀用儒家传统理念化民成俗，教化百姓，
维护社会安定。重视先贤儒士，在位期间数次
增广学额，昭举恩科，开孝廉方正，通过多种途

径广泛搜罗贤才。他宣谕儒学教化，推广以“三
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式理念与价值观，还以各
类学校为媒介，培养教化四民。

此外，雍正在文玩艺术的追求上的完美精
致，在清代皇帝中首屈一指。他对文玩的改造
均提出了极具特色的鲜明观点，并将其付诸行
动，使之变成令自己都无可挑剔的美品。

铜胎画珐琅是金属珐琅工艺品种之一，
是珐琅工艺与金属工艺的复合工艺。现存实
物资料与文献记载证明，我国最早的珐琅器
产生于元代，而画珐琅产生于康熙时期。此
时以生产小件器物为主，器形有盒、炉、
碗、盘、水盂、杯盏、鼻烟壶等十几种，器形小

巧玲珑。
雍正时期的画珐琅工艺益加成熟，彩釉较

康熙时期更加丰富，珐琅彩的运用有所突破。
匠师们所用的珐琅色有自制的和进口的两种。
当时自制的釉料有月白色、白色、黄色、浅绿
色、亮青色、蓝色、松绿色、亮绿色、黑色、软白
色、香色、淡松黄色、藕荷色、酱色、深葡萄色、
粉色、青铜色、松黄色、红色等二十余种。进口
的外国珐琅料有月白色、白色、黄色、绿色、深
亮绿色、浅蓝色、松黄色、浅亮绿色、黑色、深亮
蓝色十种。

雍正时期与技术的成熟相伴随的，就是
除了烧制瓶、罐、盘、碗、杯、鼻烟壶、法
轮等品种外，还出现了大型画珐琅器，清雍
正黄地彩绘缠枝牡丹纹铜胎画珐琅五供就是
其中之一。

在现存可见的雍正朝画珐琅器中，这组五
供是最大的，而且器形敦厚庄重，彩绘花卉生
动逼真，釉色绚丽明快，光泽温润柔和，镀金装
饰效果突出，具有浓厚
的皇家富贵气息，为画
珐琅器中的精品，具有
较高的历史和科学价
值。

雍正把什么颁赐给孔庙

清雍正黄地彩绘缠枝牡丹纹铜胎画珐琅五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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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卢昱 刘芝杰

海岱古诗，千年回响。
在齐鲁大地流淌数千年的厚重文化长河

中，亦有朵朵浪漫涌动。这浪漫在古诗歌的
风韵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千百年来，诗人们笔下的齐鲁文化风貌
如何？近日出版的《历代诗咏齐鲁总汇》
(下称《总汇》)给出一把打开历史文化宝库
的钥匙。12月20日，本报记者专访该丛书的
总编纂、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名誉
院长、学术委员会主任王志民教授，听他讲
述丛书编纂前后的历程，以及在齐鲁文化长
河中涵泳多年的感悟。

朝着历代诗歌开掘

从“齐风”“鲁颂”的吟诵者到写下
《诗经·大东》篇的谭国大夫，从孔夫子援
琴而歌“予欲望鲁兮，龟山蔽之。手无斧
柯，奈龟山何”，到杜甫望岳时那声“齐鲁
青未了”的感叹，从李白“兰陵美酒郁金
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
知何处是他乡”的流连，到苏东坡密州打猎
时“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
苍凉，从赵孟頫在趵突泉边“平地涌出白玉
壶”的咏叹，到赵执信在博山群山那“乱峰
重叠水横斜，村舍依稀在若耶”的闲适，齐
鲁大地自古不缺文人与诗歌的碰撞。

“古人写诗，大都是触景生情、情景交
融。去年我们先印了一批《历代诗咏齐鲁总
汇·淄博卷》，被读者一抢而空。有人跟我
说，没想到明清时，他所在的乡镇还有人写
诗词，甚至连村里的一座古桥也出现在古人
笔墨中。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对接，一下子落
地了；今人和古人的联系，仿佛穿越了时
空。”王志民说。

“作为山东的学人，肩负大力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文化资源方
面山东有独特的优势，只有挖掘和阐发好齐
鲁文化的资源，才能够更好地阐发挖掘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谈及编纂丛书的初衷，王
志民介绍道。

“还有一点，我长期从事齐鲁文化的研
究，深深感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资料匮
乏。在研究过程中，经常感觉力不从心。巧
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资料缺乏，学术研究
就缺乏支撑。”王志民说。

早在2001年，王志民和著名历史学家安
作璋先生主编《齐鲁文化通史》丛书时，就
感觉先秦、两汉资料相对来讲比较丰富，两
汉以后资料很少。“两汉以后的很多材料，
都在地理志、风俗志或历史人物的列传里，
这些资料大都是边边角角的。现在看诗歌也
是丰富的文献资料。历史上不同朝代的大批
诗人会来山东，写下诗歌，上到帝王，下到
文人墨客，都爱写诗。水平虽然有高低，但
大都触景生情、言为心声，留下了大量珍贵
的材料。”王志民介绍道。

《总汇》分13卷30册，计1600万字，全
面收集、整理歌咏齐鲁的诗、词、曲等古典
诗类作品近6万首。“它收集的范围能达到
从先秦到明清时期，每一首诗下面都用括号

注出它的来源，出自什么集子，什么出刊，
什么版本，甚至具体到多少页。从排版和体
现的形式来讲，是既规范又舒朗，读者在使
用它的时候非常方便。”王志民说。

“一首诗或几个诗人很难全面体现齐鲁
文化的风貌，但诗歌是最直接、最形象的记
载。要挖掘齐鲁文化资源丰富的优势，必须
朝着历代诗歌开掘。我在编纂过程中经常
讲，要知难而进，诗歌是富含宝藏的一座文
化大山。这次搜集基本上涵盖了大部分的诗
歌，有没有搜尽的，将来发现后可以出补
集。”王志民说。

齐鲁文化自成谱系

今人在搜集古代诗歌，这些诗歌仿佛也
等待着被唤醒。

谓之“总汇”，即囊括集成。“我们编
纂人员力求见前人之未见，录前人之未录，
发前人之未发。”王志民说，在此之前，各
地也都有一些类似地方文化选集类的图书成
果出版，而此套《总汇》则是要求超越性，
要集大成，做到人无我有。

“我们的数据来源，一是类书中收录
的，比如《全唐诗》《全宋词》等。我们编
撰的体例和分工要求每个地方的编撰人员，
必须把所有的书再查一遍，这个工作量是很
大的。”王志民特别感谢来自山东大学、山
东师范大学、齐文化研究院、中国孟子研究
院等15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150余位学者，
是他们历时五年的辛勤付出，才完成这一重
大学术工程。

“为了提高《总汇》的权威性，我们高
度重视文献来源的原始性，尽可能不依据电
子版资料。所搜集的文献尽可能采用经过整
理的权威版本。”王志民介绍道。

“还有不同时期、地域文人的别集。要
想了解某个朝代，不论是不是名人的诗歌，
越是平凡可能越珍贵。不管达官贵人，还是

寒门学士、商人、游侠，要把他们不同视角
的作品收集起来。很多是沉埋在历史深处，
未曾见天日的作品，我们都极力去寻访，甚
至深入明清文人的日记里，文化世家的家谱
中。”王志民说，“还有摩崖石刻、庙宇碑
刻等。在齐鲁各地，有不少没人收录过的诗
歌石刻，没人去整理。这次我们就把散落在
各地的这部分诗歌，按照标准收录下来
了。”

在具体工作展开当中，编纂组强调“撒
网捕鱼”，在文献的使用上扩大视野，坚持
“以中为主，兼顾域外”。如烟台卷的编纂
过程中，工作人员特别关注了域外相关文献
资料。像明代朝鲜使臣，他们由海上循长山
列岛到蓬莱登陆，经龙口、莱州等地北上、
进京，队伍庞大，人数众多，时间也非常
长。在此过程中，他们常常是以日记和诗歌
的形式记录和描写沿途的山水风景、人文景
观、民族风情、农业耕作、热情好客、事由
惆怅等。这些诗歌也是搜集整理的对象。
“最终，工作人员通过对韩国现存古代文献
的搜集，选取了其中200多首诗歌收录在
《总汇》之中。”王志民说。

各地文化皆有自己的知识谱系。有些地
方在先秦时期还比较重要，但后来逐渐衰败
了。齐鲁文化的特点是从古到今，长盛不
衰，自成谱系。这是一个完整、系统的知识
谱系。《历代诗咏齐鲁总汇》将它展现了出
来。

王志民说，将时间、地点用诗歌的形式
串联起来，更能看清齐鲁文化的脉络。“齐
鲁文化，确实值得穷其一生来研究。这二十
年来，我把全部精力用在齐鲁文化的研究和
开拓上。齐鲁文化不一样，山东是特殊的。
孔子只能诞生在山东，只有齐鲁的沃土才能
培养出像孔子这样的参天大树。”王志民说。

20多年来，王志民先是编选《齐鲁文化
通史》，纵向梳理齐鲁文化的脉络；之后，
他又主编《齐鲁历史文化丛书》（全套100

册），收录历史人物、文化典籍、历史现
象、历史名人等，挖掘齐鲁文化的闪光点；
后来，编纂《山东区域文化通览》丛书，由
点到面地讲述山东各地的文化；再后来，他
深感优秀传统文化中家族、家风的重要性，
编纂《山东文化世家研究书系》。“我还牵
头进行了山东历史文化遗址现状与保护研
究，以及《孟子文献集成》的编纂工作。这
几年编纂齐鲁古诗词，我更感到需要深入挖
掘齐鲁文化的紧迫感和使命感。”王志民
说。

让读者找到自己的乡愁

诗词是经，诗人是纬，诗人们用诗词织
就一幅齐鲁文化的恢弘画卷。

反观整理出来的诗歌，王志民颇为感
慨。“诗歌作为重要的文化资源，开拓了齐
鲁文化研究的领域。这次收录的诗作的作者
来自不同阶层，有相当多是外省人来山东留
下的作品。在中国历史上，区域、家族对文
人的影响，在南北方的体现是不一样的。实
际上，不同文化地域的人用不同视角观照齐
鲁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人
们可以从诗歌中更深入、具体地认识齐鲁文
化辉煌灿烂的发展历程，这样反过来还有利
于齐鲁文化走出去。”

诗歌最能打动人心和塑造灵魂。通过诗
歌对故乡山水风景、人文景观、风俗民情的
描写和歌咏，能够唤起人们对家乡山水、民
情、人物的亲切感和认同感。“很多诗歌一
直是活的，在民间的口头相授中。有的平民
诗人，写自己的村子的情况，这种诗词太珍
贵了，是绝无仅有的资料。虽然诗歌是形象
化的作品，但通过这个窗口，能让我们走进
历史人物的内心。”王志民说。

诗言志。“从诗歌中，我们还看到历史
上山东人的文化面貌，看到他们的精气神，
为我们提供丰富、直接的文化营养。”王志
民说，“这次的整理对于文化的保护、开
发、利用提供了厚实的文化基础。现在有的
地方，为了旅游开发，重修不少建筑，但有
些缺乏依据，甚至无中生有造假。通过这次
总汇，在文人诗歌中，能更细致地认识当时
面貌，提供多角度的参考，为修复提供依
据。”

在古今中国，县域是最接地气的文化层
面，以县域为基本单位的地方文化建设具有
更广泛、更根本的意义和价值。然而在现实
的文化建设当中，多地对于以县域为基本单
位的地方文化缺少认知。有人会觉得是身在
此山中，茫然无所知，从而使乡情、乡愁失
去了根系。

“《总汇》的编辑是以县级为基本单
位，从古代典籍方志、谱牒碑刻中广泛地收
集、分类、编辑。通过这些诗歌作品的描
写、歌咏，重现和聚合了一个地方的文化风
景，让读者找到自己的乡愁，也为以县域为
单位的文化建设提供了珍贵的基础性文
献。”王志民说。

越是本地产生的文化，越有认同和归属
感。“我现在已经在想，在‘十四五’期
间，做一些普及化的工作，比如精选诗歌总
汇里面作品，进行注释、鉴赏、分析，让老
百姓能看懂；包括让这些诗歌走进课堂，进
一步培养中小学生爱国爱家乡的情怀等。”
王志民说。

千百年来，诗人们笔下的齐鲁文化风貌如何？收集整理古典诗类作品近6万首的《历代诗咏

齐鲁总汇》丛书给出了答案———

看齐鲁的“古诗词画像”

□记者 王世翔 报道
《历代诗咏齐鲁总汇》依据山东现有行政区划，参考历史沿革和地理特点，分为1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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