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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依盟
本报通讯员 林 虎

“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
惊蛰唤醒的春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一位才子
笔下，被用来比喻“文若春华，思若涌泉”，
也被用来赞美洛神“荣曜秋菊，华茂春松”，
令人心向往之。

这位才子便是三国时期的文学家曹植。曹
植曾任东阿王，他杰出的文学才能和丰硕的文
学成就，早为世人所公认。但对于他死后的墓
葬问题，尚有许多事情不为人所识。一般认
为，曹植葬于东阿县鱼山，但也不断有人提出
质疑：全国有若干处曹植墓，比如河南的淮阳
（古陈地）、通许县的七步村，安徽的亳县
（古沛国谯地、曹植原籍）、肥东等地，墓前
都刻石立碑。

鱼山，海拔不高，气势不壮，实属一座小
山丘。称它为山，倒应了刘禹锡《陋室铭》中
的一句话：“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汉武帝
刘彻亲临黄河决口处，作《瓠子歌》曰“……
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吾山
平兮巨野溢，鱼弗郁兮柏冬日……”《水经
注》谓吾山即鱼山。在聊城市博物馆，有块汉

砖（左图）是镇馆之宝。这块汉砖佐证了曹植
埋葬于鱼山这个历史事件。

时间轴拉回到1977年，当时对鱼山曹植墓
又进行了一次全面考察。终于，文物工作者在
曹植墓墓门高约3米许的右上方，1 . 45米宽的
墓壁中，发现一阴刻铭文砖，砖色青，质坚
硬，长43厘米、宽20厘米、厚11厘米，重14 . 2
公斤。砖的三面有铭文。汉砖，与画像石同为
汉代墓室建筑材料，一方面是墓室结构的一部
分，另一方面又是一种艺术的装饰品。汉砖上
的雕饰，包罗万象，繁复美观。无论是彩绘或
是浮雕图像都生动活泼，线条灵活；其中表现
的故事都是当时社会的缩影。

此砖铭送北京故宫博物院，经顾铁符先生
考释，认为铭文“太和七年三月一日壬戌朔十
五日丙午兖州刺史侯昶遣士朱周等二百人作毕
陈王陵各赐休二百日别督郎中王纳主者司徒从
掾位张顺”一共56个字。意思是说，魏明帝太
和七年（青龙元年）三月一日壬戌朔至十五日
丙午，兖州刺史侯王昶，派遣了朱、周两姓等
二百人从事修建陈王陵（曹植墓）的工作。凡
参加修建工程者，竣工后，每人准许放二百天
的假，不再去服其他的劳役。督修：郎中王
纳；主持：司徒从掾位张顺。

因此，从这段铭文记载来看，曹植埋葬鱼
山，是毋庸置疑的。曹植墓砖铭的有幸发现，是
考证曹植确系葬于鱼山西麓的重要依据，记载
着曹植遗骸迁葬时间及修建陵墓的具体过程。

曹植墓由甬道、前室、后室三个部分组
成，出土的文物大都是陶器，还有一些是石

器，如石圭、石璧等，并无什么贵重物品。两
汉时期，厚葬成风，汉墓是有名的奢华。但看
此墓葬的“寒酸样”，似乎有点儿与墓主人的
地位不相符，这是为何？

从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曹操在丧葬问题
上进行了大胆改革，一反汉朝和汉以前那些达
官贵族无限制的厚葬习俗，提倡薄葬。《三国
志·魏书·武帝纪》载：“令民不得复私仇，禁
厚葬，皆一之于法”，通令全国。魏文帝曹
丕，在丧葬问题上继承父志，倡导薄葬，并且
带头实行薄葬。由于曹氏父子的积极倡导，汉
魏之际的墓葬，少有极奢者。可见，曹植墓薄
葬，也在情理之中。

另外，坐落在东阿县鱼山西麓的曹植墓，
历来为人所敬仰。慕名前来凭吊、拜谒的海内
外文人学士，接踵而至。或咏诗篇，或赋祭
文，散见于多种史志资料。据《东阿县志》
（清道光九年本）记载，到鱼山谒墓并留有题
咏者，南北朝有庾肩吾，唐有李商隐、王维，
明有苏廉、黄哲，清有吴伟业、赵执信、王士
祯、张若需等十余人。

一块砖佐证历史，一段历史一个人。王士
祯有诗云：“昔诵君王赋，微波感洛神。今过
埋玉地，重忆建安
人。名岂齐公干，谗
宁杀灌均。可怜才八
斗，终古绝音尘。”
寻古探幽，“鱼山景
观”倒是个不错的踏
青之地。

□记者 彭辉 报道
本报讯 “我们的原创歌曲《牛转乾坤》录制

成功了，我们唱出了弘扬‘三牛’精神的第一
声！”2月15日正月初四傍晚，曲波给记者打来电
话，话语中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兴奋与激动，“大舜
牵着牛，教我种丰收。牧童骑着牛，耕读传千秋。
牛蹄深深写眷恋，痴爱大地留，牛角弯弯挑星斗，
豪气冲霄九……”在电话中，曲波情不自禁地哼唱
起来。

原创歌曲《牛转乾坤》，由齐鲁文化名家、中
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理事、国家一级作词曲波作词并
策划创录，中国音协理事、江苏省文联副主席、国
家一级作曲王咏梅作曲。这是两人继春节前成功推
出接地气、感人心的春节公益歌曲《就地过大年》
之后，再次联袂推出的以弘扬“三牛”精神为主题
的原创歌曲。

曲波告诉记者，主创团队克服了种种困难，以
最短的时间完成了业内人士都认为不可能的大编制
的电声加管弦乐的歌曲录制，可以说，参与歌曲创
录的50多名文艺工作者，正是在以实际行动，学习
践行了“三牛”精神。

原创歌曲

《就地过大年》《牛转乾坤》

相继推出

36部优秀作品打造

国家级“云端”艺术盛宴

据新华社，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1年全国
舞台艺术优秀剧目网络演播活动近日启幕，为广大
观众奉上国家级“云端”艺术盛宴。

本次演播活动紧紧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题主线，重点推
出围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
展史创作的优秀作品，其中，既有“以小见大”记
录脱贫攻坚伟大历程的彩调剧《新刘三姐》、豫剧
《重渡沟》、花鼓戏《桃花烟雨》等，也有聚焦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民族歌剧《天使日记》；既有革
命题材作品如话剧《三湾，那一夜》、民族歌剧
《沂蒙山》、芭蕾舞剧《八女投江》等，也有现实
题材作品如民族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音乐舞
蹈史诗《天山》、京剧《七个月零四天》等。

演播活动推出36部优秀作品，精选自文化和旅
游部近年来实施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
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
工程、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时代交响———
中国交响音乐作品创作扶持计划等，涵盖了京剧、
昆曲、地方戏曲、话剧、儿童剧、歌剧、舞剧、音
乐剧、交响音乐会、民族音乐会等多个艺术门类。
全国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有剧目参演。

参演剧目均为免费观演，以文化和旅游部门户
网站为播出主平台，36台剧目全剧视频3月2日晚同
步上线，4月15日晚同步下线。快手App“文艺中
国”每天19:30进行同步演播。

译林出版社首次推出

完整“鲁尔福三部曲”中文版
据北京日报，今年正值“魔幻现实主义”小说

流派开山鼻祖、墨西哥文学大师胡安·鲁尔福逝世
35周年，近日，记者从译林出版社获悉，译林首次
推出完整的“鲁尔福三部曲”中文版，包括《燃烧
的原野》《佩德罗·巴拉莫》《金鸡》三部代表
作。

胡安·鲁尔福被誉为“拉美新小说的先驱”，
曾获得墨西哥国家文学奖、比利亚乌鲁蒂亚文学
奖、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二十世纪四
五十年代，以鲁尔福为代表的“先锋派”作家锐意
创新，直接促成了六十年代拉美“文学爆炸”的空
前繁荣。鲁尔福与奥克塔维奥·帕斯、卡洛斯·富恩
特斯并称墨西哥文学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三驾马
车”，虽然创作不多，但已足以成为二十世纪拉美
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称赞鲁尔
福为“拉美文学王国中最早的国王”。他的《百年
孤独》经典开篇灵感就来源于早十余年出版、鲁尔
福的作品《佩德罗·巴拉莫》。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鲁尔福的文学作品被很
多西语学者和研究者争相译介。进入版权时代后，
译林出版社竞得独家版权，开始进行系统译介。
2021年新版“鲁尔福三部曲”完整囊括了目前鲁尔
福基金会可授权的虚构作品，其中，《燃烧的原
野》是众多文学爱好者的心头挚爱，此前绝版多
年；《佩德罗·巴拉莫》被加西亚·马尔克斯倒背如
流，各版本加印不断；《金鸡》是鲁尔福百年诞辰
纪念版在中文世界的首度引进，收录十五篇鲁尔福
文学国度的璀璨遗珠。

据新华社，嫦娥五号带回来的“土特产”，你
可以在国博一睹究竟了！近日，“月球样品001号·
见证中华飞天梦”展览开幕式暨捐赠入藏仪式在国
家博物馆举行，月壤正式成为国博的又一份珍藏。

展厅里，水晶容器中的月球样品在灯光下熠熠
生辉。围绕着月球样品，同时展出探月工程相关科
技实物40余件，辅以大量图片资料、动态图片和视
频资料。

国博讲解员介绍，展览系统回顾中国探月工程
取得的辉煌成就，全面展示中国人民实现“上九天
揽月”梦想的伟大奋斗历程。

2020年12月17日，嫦娥五号返回舱安全着陆，
带回了1731克的月球样品，首次实现了我国地外天
体采样返回。月球样品主要为月壤，即覆盖在月球
表面的“土壤”，包含微细的矿物颗粒、岩石碎屑
和玻璃质微粒等。

据悉，开幕式结束后，展览向公众开放参观，
未来还将赴各地巡展。

（□记者 张依盟 整理）

月球“土特产”亮相国博

听汉砖说曹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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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清雍正年间，曾是山东最大的书院———

走，去看复建的“泺源书院”

□ 本报记者 田可新
实习生 朱洪秀

识文断字，诗书礼义，这是中国古代读
书人的追求。在千百年的历史流转中，承载
着文明和思想火花的“书院”应运而生。
“书院”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
式，不少享有盛名。这其中就包括了济南的
“泺源书院”。

跨越千年的文化“明珠”

据湖南大学中国书院研究中心主任、博
士生导师邓洪波所著《中国书院史（增订
版）》统计，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留存过的书
院至少有7500所，“为中国教育、学术、藏
书、文化、出版等事业的发展，对学风士
气、民俗风情的培植、国民思维习惯、伦常
观念的养成，为中华文明的传播作出了重大
贡献。”

想来，书院的历史已逾千年。袁枚《随
园随笔》中提到“书院之名，起于唐玄宗之
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省外，为修
书之地”。但“书院”之名实则始于唐中叶
贞元年间，官方设立的丽正书院和集贤书
院。此等书院的职责包括收集整理、校勘修
订图书，供朝廷咨询，兼作皇帝侍读、侍
讲，类似宫廷图书馆。宋代时，范仲淹执掌
南都府学（即应天书院）直接推动了书院的
兴起。庆历新政后，盛极一时。然至于明
代，魏忠贤尽毁天下书院，兴盛一时的书院
就此没落。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朝廷
正式明令各省创建书院，并采取鼓励态度，
强调“黜浮崇实，以广国家菁莪棫朴之化，
则书院之设，于士习文风，有裨益而无流
弊”。到了清朝末年，由于整个封建教育制
度的衰败，并且伴随着近代新式学堂的诞
生，古代书院才逐步改为学堂。

泉畔书香满溢

济南的书院文化亦是由来已久，丰富多
彩。据《济南通史·明清卷》记载，清康熙
年间以后，各地书院纷纷建立，到清末，在
山东创办的书院有130所，济南地区的书院
多达30余处。包括济南书院、尚志书院、龙
章书院、景贤书院等等。

最著名的是泺源书院。泺源书院始建于
清雍正年间，时任山东巡抚岳濬奉“省会之
地仍各建书院，以作育人才”御旨，并得银
千两，将都指挥使司旧址（今省府前街和芙
蓉街之间）改建成泺源书院。

这是全国二十二所官办书院之一，也是
当时山东最大的书院。后任山东巡抚准太经
理泺源书院时，制定了《训课条规》，提出
“为学莫先于立志，为学莫要于寡欲，为学
当敦实行，为学当秉虚衷，为学当勤讲读，
为学当慎交”，旨在让学生立志笃行，明德
静心，肩负起治理国家和百姓的重担，也正
是秉承着“为国储才”的办学宗旨，诸多饱
学鸿儒会聚于此讲学传道。

咸丰、同治时期，匡源出任泺源书院山
长。匡源，字本如，号鹤泉，山东胶州人。
道光二十年（1840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
士，同治元年（1862年）任赞襄政务王大
臣。“北京政变”后被罢官。同治三年
（1864年），应其门生山东巡抚阎敬铭之
聘，出任泺源书院山长。匡源延揽一批硕儒

担任讲席，又亲自传道授业，颇受生徒的拥
戴。匡源主持泺源书院长达十七年之久，从
学弟子多至数千人。

咸丰七年（1857年）十月，何绍基应山
东巡抚崇恩之聘，主讲于泺源书院。何绍基
先生以书法著称于世，精通金石书画，济南
大明湖历下亭楹联杜甫名句“海右此亭古，
济南名士多”，即其所书。在此执教之时，
何的生活可谓典雅细致、颇富诗意。咸丰九
年（1859年）三月，何绍基于书院寓所新凿
小池，引隔壁巷子中的芙蓉泉池之水注之，
清甘可饮，时有春燕飞集池上，何绍基遂题
之为“燕来泉”。

藏书家缪荃孙也在这里授课。讲到缪荃
孙，这位“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
还曾作《泺源小志》，全文6000余字，详细
而生动地记述了泺源书院的历史沿革，还讲
到了书院内设格局、房舍的安排、周围景致
等等。比如小序中有写“号舍分东西：东号
为文、行、忠、信等四号，房四十九间；西
号为温、良、恭、俭、让等五号四十五间，
足容二百余人”“讲堂五楹，檐前额曰：
‘为国育贤’。嘉庆甲子，巡抚铁保题堂正
中额曰：‘海岱钟灵’”“西出有门，拦门
一垂柳，大合抱，微风拂面，绿荫参差，下
为苇荡，约数百武，水光清涟，上方有亭，
署曰‘秋水’”……精致灵巧的文字，既彰

显了盎然的志趣，也将书院中这一份书香满
溢的清雅、淡然传递了出来。试想一下，在
这恬静淡然的书院里，有绿柳、清泉相陪，
有琅琅书声相伴，或向老师们请教学问，或
与同侪畅谈辩论，或吟诗作赋抒发感想，是
多么美妙啊！

泺源书院的教学也是极具特色。一般采
用的是个别钻研、相互问答、集众讲解三点
相结合的方法，老师们十分注意对学生在读
书和研究学问方法上面的指导，鼓励学生提
问及论辩。很多文章都讲过这样一件事———
清代理学家沈起元在主讲之时，将师生之间
的答疑解惑整理为《泺源问答》一书，其中
提到的书院师生之间的关系虽然相对自由松
散，但尊师重道、关爱学生的传统却是从来
没有改变。曾求学于此的清人李廷芳还记得
沈起元与学生论辩的场景——— 先生剖析疑
义，自十三经、二十四史，旁及诸子百家，
爬罗剔抉，细入毫芒，纵贯源流，讨研得
失，引人深思；先生长于经史研究，平时屋
内到处都是经史书籍；先生研究经史如痴如
醉，除非与客人谈论学问，未尝一刻忘记校
勘经籍……

在如此开放、包容、诚挚、严谨的治学
氛围中，泺源学院培养了大批著名的学者和
专门人才。比如清代著名学者、藏书家周永
年，生而好学，“竭数十年博采旁搜之力，

弃产营书”，筑贷书园，积书十万卷，供人
阅读抄写，成立“儒藏”，提出“儒藏
说”，“俾古人著述之可传者，自今日永无
散失，以与天下万世共读之”，他还建有
“林汲山房”，藏书达五万卷，绘“林汲
山房图”。比如中国近代金石学家、收藏
家和书法家王懿荣，同时也是发现和收藏
甲骨文第一人。他泛涉书史，嗜金石，撰
有《汉石存目》《古泉选》《南北朝存石
目》《福山金石志》等。还有王寿彭、法
伟堂等等。

去年秋在济南市图书馆可见

近代以后，泺源书院改制成为新式学
堂。在山东大学堂更名为山东高等学堂，并
迁址于杆石桥西（现山东省实验中学）后不
久，泺源书院旧址改为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
校，开创了国内省级师范教育的先河。

2014年12月29日，“山东泺源书院”在
其旧址——— 济南市历下区省府前街红尚坊8
号楼注册成立，泺源书院旧址所在地位于现
在的济南市历下区泉城路221号，此地先后
为明代都指挥使司、泺源书院、山东省统计
局旧址。

2020年1月，山东省政协常委孟鸿声提
交《关于重建泺源书院——— 补续泉城济南
近世文脉的建议》，引起山东各界的广泛
关注和讨论。“泺源书院作为山东大学前
身，是济南近世文脉的主线，重建泺源书
院对‘推进济南-泰安-曲阜文化带’建
设，弘扬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孟鸿
声接受采访时表示。泺源书院始于清雍正
年间，曾于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各朝
多次重修扩建，藏书丰富，经费充足，教
舍规模宏大，吸引了大批的优秀教师和省
内向学的学子，逐渐发展成为山东最大的
书院。泺源书院以“明德新民”为教育理
念，以“弘扬古学，砥砺学术”为学术旨
归，对山东的学术发展，特别是金石考古
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据了解，孟鸿声还协同谭宏熙、刘书
龙、徐学炳等学人著述《泺源书院志》，该
书为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从泺源书院
的历史沿革、书院人物、书院教学、书院艺
文、书院藏书和经费、书院祭祀等六大方面
入手，搜集整理与泺源书院相关的文献史
料，并参照其他书院志的史志体例进行梳理
和归类。其中书院人物部分整理收录相关历
史人物200多人，并作人物小传；书院教学
部分收录校对书院学规3部，收录校对书院
课艺（四部）的序言、目录并作提要，收录
校对《小题新编》（两部）的序言、目录，
收录校对《泺源问答》序言四篇并作提要；
书院艺文部分收录校对和泺源书院相关的书
院文、书院记、书院诗上百篇；书院藏书和
经费部分收录道光版《济南府志》中泺源书
院藏书目录并附录泺源书院刊刻的相关书目
的书影……

如是的推动，很快得到了相关部门的积
极回应。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2020年10
月29日，泺源书院正式复建开放。市民在济
南市图书馆地下一楼，便可看到复建后的泺
源书院展厅。济南市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复建的书院占地约100平方米，展柜
中共摆放了600余种相关文献，其中古籍文
献330余件（册）。

“还要注重放大书院的‘内核’中的巨
大能量。”有专家表示，作为中国古代文化
中独特的一个环节，充分汲取优秀传统文化
养分的书院文化，在中国文脉传承中发挥了
不可替代的作用。

泺源书院旧照。（资料片）

自复建开放以来，不少市民前往济南市图书馆展厅了解泺源书院的过往。
□田可新 王晓倩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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