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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泽玉 田可新

  不久前，古曲《高山流水》在中外文化交
流中成为亮点。著名古琴家李蓬蓬女士演奏该
曲的视频，引发了众多传统文化爱好者关注，
迅速登上热搜。从她指尖流淌出来的古琴声，
悠远婉转，令人发思古之幽情。
  《列子·汤问》记载有伯牙、钟子期知音
会友的故事，相传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
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
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
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
之。子期死，伯牙谓世再无知音，乃破琴绝
弦，终身不复鼓。

  白头如新，倾盖如故，中国人十分重视并
渴望拥有独特、真挚、直达灵魂深处的情谊，
子期总能听懂伯牙的弦外之音与心中之志，二
人互为知己的深厚情谊，实为千古友情之至，
因此一直为后世传颂、追慕。
  《史记》中也记载了另一对知己的故事。
管仲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故而对
管仲颇多容忍帮助，之后二人从属于不同的政
治阵营，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
在公子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后，管仲亦被
囚禁。鲍叔牙向桓公推荐起用了管仲，最终帮
助齐桓公成就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春
秋霸业。管仲常言：“吾始困时，尝与鲍叔
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
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
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
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
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
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

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
有，而伯乐不常有。”知音难遇的慨叹纵横千
古，无数文人墨客怀瑾握瑜，不知所示。鲍叔
牙以宽广的容人之心，不以细行废人，挖掘出
襄齐至盛的相国之才，鲍子与管仲二人的相知
相惜为后人所倾羡。
  “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
也”，“管鲍之交”的故事广为人知，鲍叔牙
善于识人、任人以能的本领和甘居人下的胸
怀为后人敬佩、颂扬。其实鲍氏与济南历城
也有很深的渊源。春秋时夏禹后代敬叔，任
齐国大夫，齐侯将鲍邑（今济南历城东）封
给了他，故世称鲍敬叔，其子叔牙也以敬叔
封地为姓，名为鲍叔牙。彼时，齐公族多
宠，嫡庶并行。老百姓都担忧齐国会发生内
乱，是非之地，不可久留。管仲与召忽陪公
子纠逃到鲁国。鲍叔陪着公子小白逃到莒

国。不久，公孙无知发动叛乱，杀了齐襄公。
齐国没有了君主，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争着赶向
齐国抢夺王位。管仲曾与公子小白战于莒，并
射中小白衣带钩，结下相当深的仇怨。鲍叔牙
帮助公子小白平复国乱，化怨仇为惜才，君臣
共济，匡扶天下。
  日前，鲍子书院在济南市历城区鲍山街道
梁王新城纸房村揭牌。鲍叔牙在鲍山街道、梁
王新城一带留下的文化遗迹与传说故事以及相
关文化资源丰沛。基于此，当地率先打出了
“鲍子封邑，梁王新城”的文化品牌，建立起
鲍子书院与梁王新城文化中心，以期成为济南
市传统文化新地标。
  要流传的不只是曾经的故事。“相识满天
下，知心者几人？”知己是一种精神上的相契
和共情，俞伯牙与钟子期的高山流水，管仲与
鲍叔牙的相知相荐，对知己的追求流转千年，
对真情的渴望横亘千古，重情重义的中国人永
远为知己之情所感动。

杂技剧《山水国潮》

晋京展演
  □记者 张双双 报道
  本报讯 5月17日、18日，作为“新时代、新
征程——— 全国优秀杂技剧目晋京展演”首部剧目，
德州市杂技团的原创大型音舞诗画杂技剧《山水国
潮》在北京保利剧院精彩上演。
  《山水国潮》以深受当下青年人喜爱的“国
潮”为主线，整场演出由《百鸟朝凤——— 柔术》
《笑傲江湖——— 飞叉》《荷塘月色——— 蹬伞》《陌
上欢歌——— 草帽》《高粱红了——— 绸吊》《戏梦古
今——— 空竹》《登高问天——— 高椅》《黑陶青
花——— 蹬鼓》《鲤跃龙门——— 地圈》九个杂技节目
组成，展现了九种不同风格的杂技艺术，融入杂
技、舞蹈、音乐、诗词朗诵等多种表演形式，结合
民风民俗等传统元素，深挖传统文化以及德州地域
文化内涵，简约、凝练、震撼、厚重，以现代化视
角解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意义，“中国
味道”浓郁，演出效果美轮美奂。“新时代、新征
程——— 全国优秀杂技剧目晋京展演”聚焦近年来创
新创作的优秀杂技剧目，旨在着力提升杂技创作和
表演水平，促进杂技艺术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

不妨给小博物馆更多关注

  据光明日报，有统计称，全国有地市级及以下
中小博物馆3198家，占全国博物馆总数的51.7%。中
小型地方博物馆已成为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基础。对
于博物馆来说，大有大的优势，小有小的特色。很
多小博物馆的独特性无法替代，特别是其地方特色
更是值得关注。
  与大博物馆相比，小博物馆在体量和馆藏数量
上都望尘莫及，但小博物馆扎根在民众中间，自有
其价值所在。找准定位，找到突破口，放大特色，
特别是不断提升服务，将自身优势开发得淋漓尽
致，自然能够吸引当地人光顾，甚至能让远道而来
的游客感到不虚此行。
  让独特的文化遗产得到相应的重视和关注，一
方面，需要更多人的探访。事实上，参观小博物
馆，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它们大都有镇馆之
宝，有不为人知的地方特色，值得一看。另一方
面，也需要创造条件让那些有志于活化小博物馆所
承载的文博资源的新鲜血液参与其中，通过建立与
学校、社区等的紧密联系与合作，在为孩子们拓展
新的教育空间的同时，让这些文博资源重新被看
见、被认识、被珍视。

浅社交为何能治愈年轻人

  据中国青年报，从传统的“饭搭子”“麻将搭
子”，到“厕所搭子”“午觉搭子”“摸鱼搭
子”，似乎很多年轻人现在做什么都需要“搭
子”，并且对他们来说，“万物皆可搭”。
  网友戏称“搭子”是“垂直细分领域的朋
友”，但其实，“搭子”关系往往弱于朋友关
系。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前任主任马克·格
兰诺维特在文章《弱关系的力量》中，用4个指标
来衡量人际关系的强弱：时间长度、情感强度、
亲密信任程度、互惠行为程度。“搭子”们之间
并不需要长时间的相处、高频率的互动，只在搭
伴活动时亲密。因此，“搭子”之间的社交是一
种浅社交。
  朋友固然可以给我们多多的情感支持、心理
安慰甚至物质支持，但浅社交、弱关系常常能提
供比朋友更多的信息，这些信息在特定的时候会
产生巨大的价值。格兰诺维特认为，浅社交、弱
关系的分布范围很广，所以更可能充当跨越社会
界限的桥梁。这种支持对于依恋类型不安全的年
轻人来说，尤其有用。一项美国心理学家的研究
认为，依恋类型为疏离型的人，也就是那些在亲
密关系中认为没有办法或没有必要和其他人亲近
的人，会更喜欢具体的建议支持，而非情感支
持。所以，对他们来说，浅社交可能是更舒适
的。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入大城市，这样的
浅社交也会越来越常见。有了“搭子”，我们就
不再是城市中的孤岛。

一部影视作品

如何带火一座城
  据光明日报，从开年爆款剧集《狂飙》带火取
景地广东省江门市，到《去有风的地方》让云南省
大理白族自治州成为旅游热搜榜上的“世外桃
源”，再到如今的综艺节目《澳门双行线》中的地
标打卡热兴起……近年来，影视助力文旅的跨界融
合现象屡见不鲜，不少年轻人正从影视剧中寻找旅
游目的地。
  “影视+文旅”的融合，发源于因地制宜的独
特城市风韵。每一部类型剧的取景选址，都离不开
对城市气质与风俗的综合考量。因地制“剧”，影
视IP内容对城市、乡村的审美空间进行重塑，让作
品体现出独特的地域文化魅力，人们也逐渐不满足
于荧屏上的美景，而是选择亲身走进影视作品构建
的奇妙世界。
  “影视+文旅”的协同发展，也让城市文化不
再是束之高阁的文献资料，而是通过鲜活的影视作
品落地生根，成为全民讨论、全民参与的社会热
点。通过影视作品打造出一张张城市特色名片，不
仅扩大了城市影响力，增加了城市知名度，同时也
展现出中华大地上百花齐放的城市文化，让城市更
有魅力，让中国更有活力。
          （□记者 李梦馨 整理）

高山流水觅知音

  □ 本报记者 卢昱

　　130年前，著名历史学家顾颉
刚先生在苏州出生。100年前，顾
颉刚30岁时发表的《与钱玄同先
生论古史书》一文中，集中表达
了 他 的 “ 层 累 地 造 成 的 古 史
说”。此后，顾先生的历史学研
究以由其引领的“古史辨”运动
及七大卷《古史辨》为代表，直
接促成了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
结构性转向，奠定了中国现代史
学的基础。
　　同时，顾先生兴趣广泛，一
生保持着旺盛的好奇心，在民俗
学、上古神话学、故事学、宗教
学、民族学、边疆地理学等领
域，亦皆可谓开风气之先。
  顾颉刚与山东的缘分很深。他出生
时，父亲顾子虬正在山东武定府知府潘子
牧家教读，一年工资加到70千文，他懂得
生活的艰难，除了剃头之外，一钱不用，
都寄回家；同时用功读书，以期上进。那
时祖父为顾颉刚算命，命里缺土、缺金，
加上排行是“诵”字，因此起名“诵
坤”，字曰“铭坚”。稍长后，顾子虬取
名字相反的古义，又起了一个号叫“颉
刚”。
  1927年夏，胡适曾评论说：“我与傅
斯年的性格是向外发展的，顾颉刚的性格
是向内发展的。”此话说得不错，顾颉刚
头脑里永远装着许多问题，不停不歇地思
考学问、工作和生活，剖析他人和自己。
在顾先生“其心也诚，其志也坚”的治学
历程中，与齐鲁大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尤以1931年在山东的游历最为密切。
　　这种向内发展背后是大学者忧民忧国
的情怀，在顾颉刚游山东的日记中足可
见。 1931 年，顾颉刚与同事组成燕京大学
考古旅行团。“旅行目标，一方面为校中
图书馆及小型博物馆搜购文物；另一方面
则以连年天灾人祸，历史文化之遗存必受
摧残，将调查其损失及现状。”所到之处
有：河北之定县、石家庄、正定、邯郸、
魏县、大名，河南之安阳、洛阳、陕州、
开封、巩县，陕西之潼关、西安，山东之
济宁、曲阜、泰安、济南、龙山、临淄、
益都、青岛等。
　　在山东，顾颉刚看了曲阜三孔，到泰
安游岱庙及蒿里山；在济南看了趵突泉，
“泉在市场中，适新遭火灾，触目皆枯椽
焦柱。泉有三潭，向上喷吐，势极猛，周
约三尺，此他处所未睹者也”；之后，他
到山东省图书馆，见到馆长王献唐，并由
其陪同参观。看完馆藏的汉画石、鼎彝、
书画及善本书之后，顾颉刚评价说：“以
王馆长之勇猛精进，数年以后必将蔚然为
北方文化重镇矣。”
  顾颉刚一行还游龙洞、千佛山。在千
佛山，顾颉刚看到民生之艰，“以离城
近，进香者多，故寺院甚新，路亦平坦。
丐又多于泰山，每登数级，即遇其一。”
在看到不多的几处佛像和石刻后，顾颉刚

有些失望：“久闻千佛山名，以为佛像必
多，搜之竟不再见。叩之寺中人，亦无以
答。”之后，顾颉刚还到城子崖访谭国故
城，去捡拾“石陶器”等文物，居然能
“得石斧一，黑陶碎片若干”。接着又踏
访了平陵故城。
  可惜在济南时，顾颉刚未能与老友王
祝晨相见。早在1926年，王祝晨被军阀张
宗昌撤职后便想把“山东民俗集成”整理
成册。王祝晨在二中、一师担任校长时，
鼓励学生寒暑假回乡收集山东各地民间故
事、民间传说、民间风俗礼仪、民谣、民
谚、民间游戏方法与游戏玩具等等，他以
每日十小时到十二小时的工作量来整理、
手抄出六大门类，并与顾颉刚书信来往研
究出版之事。
　　此后，顾颉刚一行出临淄故城东门，
游黔敖墓。下午到青州，观文庙，又到衡
王府，看石牌楼、胭脂井、四松园等遗
迹。上南门，望云门山，循城墙，步至东
门，游文昌宫，观大齐碑。由城外至北
门，看东阳故城。进北门，游万年桥、玄
武庙，看龙兴寺钟。还到范公亭，看井亭
及明清诗石刻，游城隍庙。
　　5月18日晚，顾颉刚到达青岛，此后他
的日程安排得很满，会友、访古。5月21日
晚七点半，顾颉刚在青大演讲《黄河流域
访古之经过》，向青大的学子介绍他一个
多月来在黄河流域访古考察的经历，历时
一小时二十分钟。从顾颉刚的日记记录来
看，他行程东西几千里，演讲的内容就近
取材，在旅行中的见闻随手拈来，跨越上
下五千年，以期激发学生对历史地理、考
古访古的学术兴趣。可能在座的青大学子
对考古、文物并不是很感兴趣。这对顾颉
刚来说，则有些怅然若失，他在日记中写
道：“我究竟不是一个能演讲的人，今日
费时虽多，但听众无甚兴味。先走者甚
多。我想，即以此为我演讲的末次吧。”
　　顾颉刚一路考察，所见先民之遗产，
“或建筑之伟，或雕刻之细，或日用器皿
之制造，或文字图画之记录”，莫不惊心
动魄，但“何意此二三十年中竟受急剧之
破坏，及我之身将沦胥以铺”。这次旅
行，所见的古迹古物残毁的情状，固然大
可伤心，但真正使顾颉刚最伤心的倒不是

这些，而是国计民生的愁惨暗淡
实况。
  不难看出，此行之后，对顾颉
刚思想的冲击，足以影响一生。作
为一个“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
之手”的学者，顾颉刚久居都市，
已习惯了现代化生活，对于现实的
民间本来是孤陋寡闻的。此行使之
对中国社会有了更新的认识。
  5月29日，顾颉刚回到北京，
仔细回味旅程，彻夜未眠。尤其
是，他所见民生惨痛状况，感受到
强烈的刺激：“他们许多人还度着
穴居的生活。自虎牢以西，土质甚
粘，山又无石，所以容易开洞……
我们为了休息，进过多少乡村人
家，我用了历史的眼光来观察，知

道炕是辽金传来的风俗，棉布衣服的原料
是五代时传进中国的棉花，可称为最新的
东西。其他如切菜刀，油锅之用铁，门联
之用纸，都是西历纪元前后的东西，可以
说是次新的……然而他们所受的压迫和病
痛却是二十世纪的，官吏和军队要怎样就
怎样，鸦片、白面、梅毒又这等流行，他
们除了死路之外再有什么路走！”
　　对于“亡国”之说，因当时帝国主义
的侵略已成国民常识，顾颉刚自然早有此
种恐惧；然而对于“灭种”，生活在城市
的顾颉刚以前没有这种感觉，但在这次亲
历华北农村之后就清楚地体悟到了。几天
后，他回到学校里，看着大家无忧无虑的
容颜，不禁对朋友说：“你们不要高兴
了，中国人快要灭种了！”人家听了，只
觉得他言之过重。即使相信了他的话，也
只有作同情的一叹。从此以后，顾颉刚觉
得在研究学问之外，应当做些事了。
　　就是这一年的秋天，“九一八”事变
爆发，东北三省沦陷。别人悲愤填膺，顾
颉刚则认为这是我们中华民族起死回生的
机会。“我以为如果没有这件事，我们的
国家是亡定了，我们的民族是灭定了，再
也翻不起来了。现在固然已到肺病第三
期，但留得一口气，毕竟还有起死回生的
一点希望。日本人性急了，没有等我们绝
气就来抢我们的产业，激起我们的自觉心
和奋斗力，使得我们这一点希望能够化成
事实，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我们应该捉
住。如能捉住这个机会，帝国主义便真可
打倒，中华民族便可恢复健康了。”作为
学者，顾颉刚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他以为
当时最要紧的任务，是抓住这个机会唤醒
民众。
  华北之行，也让他人生的自我选择彻
底定型。他幼年读贤书，颇有范仲淹“以
天下为己任”的大志，但到年纪稍长之
后，深知世界情形的复杂和一己知识的短
浅，觉得自己这一生只配研究学问，而毫
无“用世”之心。此行之后，即便对社会
诸方面感到不满意，他总以为自有贤者能
者担当责任，不必以自己不适合的才能投
入其中，弄得于世无益，于己有害。所以
十余年来，虽然国事“如沸如羹”，他始
终专注于自己的研究工作。

顾颉刚的齐鲁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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