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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明

王之涣是绛州（今新绛县）人，
属于太原王氏晋阳支脉，是太原王
氏开基始祖王霸的后裔。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
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背诵王之涣的

《登鹳雀楼》，那行云流水、舒卷自如、
意境深邃、妙理哲思的诗句，一下便
把人带进了开阔、广大的境界。

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调至侯
马某部队医院。一天晚上，我同新绛
县的战友闲聊时，无意中得知，王之
涣就是绛州人。于是，引起了我对他
生平的探究兴趣。后来，我淘到一本
1980 年 7 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
版的《新选唐诗三百首》，王之涣的
生平赫然在目：“王之涣，字季凌，原
晋阳（今山西太原）人，后迁居绛郡

（今山西省新绛县）。王之涣擅长‘歌
从军，吟出塞’，是盛唐时期著名的
边塞诗人。他和王昌龄、高适等人交
谊很深，常以诗歌唱和赠答。因为他
的诗‘情致雅畅’‘每有作，乐工辄取
以被声律’；所以，许多作品‘传乎乐
章，布在人口’，流传很广。可惜这些
作品大多失传，《全唐诗》仅录存其
诗六首。”我即刻购买到《全唐诗》
上、中、下3卷，上卷果真仅录存《登
鹳雀楼》《送别》《凉州词二首》《宴
词》《九日送别》6首。

怀着对先祖王之涣的景仰之
情，我专程到山西师大图书馆，查阅
了《旧唐书》《新唐书》《唐才子传》，
发现《旧唐书》《新唐书》无传，《唐才
子传》中所记，也是非常简单。令我
感到欣慰的是，唐靳能所作《唐故文
安郡文安县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并
序》的发现，为世人提供了王之涣的
一些详情。其中记载，王之涣“本家
晋阳，宦徙绛郡”。在一些谱牒书籍
中，我又查阅到，他的五世祖王隆
之，为后魏绛州刺史，他们家就是那
时迁至绛州的。故，绛州是他的出生
地，晋阳是他的祖籍。

侯马与新绛地缘相近人缘相
亲，在新绛战友的陪同下，我前往古
城绛州，探寻他的点滴踪迹。

按照王之涣的生卒年，我首先
探寻了位于新绛县城北街高坡上的

龙兴寺。龙兴寺，始建于唐，原名碧
落观。碧落观改称龙兴寺的第 18
年，王之涣出生。我想，王之涣小时
候一定会经常来此游玩。他走上仕
途，因遭人诬陷诽谤，愤然辞官，闲
居在家 15 年，也一定会来此消遣。
我在龙兴寺里寻寻觅觅，却未发现
他留下只言片语。

站在龙兴寺13级龙兴宝塔旁，
我的思绪翻飞。哪个游子不怀乡？王
之涣亦然。他身在蓟地为官，与友人
于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登高饮酒时，
曾作《九日送别》一诗：“蓟庭萧瑟故
人稀，何处登高且送归。今日暂同芳
菊酒，明朝应作断蓬飞。”在秋风萧瑟
的蓟北，相熟的朋友本来就少，又有
谁能登高送我回归故乡呢？今天还能
聚在一起同饮芬芳的菊花酒，也许明
日你我就像这随风漂泊无定的断蓬
一样，不知道飞向何方。一种催人泪
下的怀乡之情，跃然纸上。

走出龙兴寺，驱车直奔绛守居
园池。这座园池，始建于隋开皇十六
年，是中国北方地区最古老的园林
之一，其布局设计、建造艺术，在园
林史上占有独特的位置，是中国现
存的唯一一座隋代园林。这里是当
年供州府太守和夫人及州府官员休
憩游玩的地方，从这座园池始建，到
王之涣出生，中间相隔90 余年。园
池内，曲径通幽、古朴典雅，亭榭楼
阁错落有致，是一处很适合休闲赏
景的好地方。这样一座可与苏州园

林相媲美的写意山水园林，曾吸引
了无数名流雅士一睹仙境风光。比
他出生晚319年的欧阳修到此一游，
诗兴大发，遂作一首《绛守居园池》，
令这座园池光芒四射。我苦思冥想，
王之涣诗名，不但后世万分景仰，即
使在世时，都已声震海内，何故也没
有为这座园池留下诗句？

2002 年金秋，当得知鹳雀楼又
巍然耸立于黄河岸畔时，我按捺不
住激动的心情，遂驱车前往。在鹳雀
楼内，听导游讲解的、游人吟咏的、
专家品评的，还是王之涣的《登鹳雀
楼》。我攀上最高层，沿着回廊，绕楼
一周，来到王之涣的塑像处。手扶栏
杆，纵目远眺，黄河奔腾，浩瀚无垠
的景象，尽收眼底。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洛阳日
报》上看到一则消息《唐代著名诗人
王之涣葬于洛阳》。文章中说，王之涣
少年时即聪而好学，“不盈弱冠，则究
文章之精；未及壮年，已穷经籍之
奥”。因其父为官，王之涣门荫冀州衡
水主簿之职，但因他“气高于时，量过
于众”而遭人诬陷。王之涣因此拂衣
去官，悠游青山，不再做官。他在家15
年后，有好友“劝其入仕，久而乃从”，
复补文安郡文安县尉。做官时，他以
清白著称。公元742年，王之涣因病
逝于官舍。他这是用生命抒写了一部

“清白为官、公平处事、鞠躬尽瘁、死
而后已”的动人乐章！

（《山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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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丽娟

“操琴司鼓奏皮黄，字正腔圆韵味香。”国粹京剧
的多种伴奏乐器中，胡琴是最主要的。胡琴，也叫京
胡，过去在北京，做胡琴、卖胡琴是个专门行当，叫

“胡琴铺子”。
胡琴铺子不只卖京胡，“二胡、中胡、高胡、板胡、

四胡等，这些拉弦类乐器过去统称‘胡胡儿’，都属于
胡琴类。”相关专家王文生先生告诉记者，老百姓管
胡琴铺子叫“弦子铺”或“胡胡儿铺”。

北京胡琴铺子的鼻祖是文盛斋弦子老铺，清代
咸丰年间就在琉璃厂开店了。店主姓张，河北深县
人，膝下只有一独生女儿，女儿嫁人后不幸早年丧
夫，便回娘家成了文盛斋的女主人，邻里同行皆以

“张寡妇”称之。张寡妇没有文化，但掌管文盛斋后，
很快把小小的弦子铺发展成了行业翘楚。鼎盛时期，
文盛斋占房15间，前面六间是店面，后院三间上房
是店主人自住，其余房间用作库房。

文盛斋的买卖兴盛，还得益于京剧的走红。清末
民初，京剧盛极一时，以至“满城争唱叫天儿”（京剧
泰斗谭鑫培人称“叫天儿”），文盛斋不仅为清朝宫廷
制作乐器，而且吸引了众多票友，铺子的乐器甚至远
销四川、云南等地。

民国初年，新的弦子铺纷纷开张。这些新店的老
板很多都是文盛斋的学徒，如文兴斋、马良正等。据
北京民族乐器厂首任厂长陈韶轩回忆，文兴斋之下
又有陈韶轩、杨宝忠、文声斋等，马良正之下又有友
联社、施子云、史善朋、公和兴等名号。1956年，北京
民族乐器厂成立时，其中一半以上的工人都出自文
盛斋一脉。

名号众多的弦子铺大致分布在琉璃厂和打磨厂
两个地段。王文生介绍：“琉璃厂的琴铺一般比较高
端，多为专业演奏家制琴；打磨厂虽然也有高档琴
铺，但以中低档为主，量大，发往全国各地。”为梅兰
芳伴奏的天才琴师王少卿的胡琴，就是交给琉璃厂
的马良正胡琴铺子攒组起来的。

弦子铺说是铺子，其实像文盛斋那样规模的极
少，多数都是小作坊，往往是一间铺面，连掌柜带伙
计仅两三个人。“伙计”很多都是掌柜的自家兄弟、本
家子侄，他们从河北农村到北京，只图学个手艺，讨
口饭吃。

1956 年，全国手工业推行“公私合营”，胡琴铺
子的手艺人都进入了北京民族乐器厂。如今，北京民
族乐器厂已发展为国内最大的民族乐器生产企业之
一，当年从小作坊里走出的满瑞兴等师傅们，也有不
少成了乐迷们熟知的乐器制作大师。（《北京日报》）

弦子老铺余韵长弦子老铺余韵长

□张恒

宋末元初牟巘《义学记》言：“宋
时天下有四书院，应天府书院为
首。”在应天书院成为天下书院典范
的历程中，范仲淹居功甚伟。从求
学于此到掌学于兹，范仲淹与应天
书院书写了相互成就的佳话。

公元1011年，22岁的范仲淹辞
别故里淄州长山（今山东邹平），前
往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求学应天书
院。这座始于五代后晋的私学，刚
于两年前造舍聚书、招生复学，并获
赐朝廷匾额。因继父“既加养育，复
勤训导”而在少时留下“划粥断齑”

“书台夜雨”等苦读佳话的范仲淹，
如今更是珍视机会发愤苦读，“昼夜
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
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
也”，终至“大通六经”，四年后举进
士，开始仕宦生涯。

十年之后，范仲淹再次来到应

天书院，这次他换了身份。公元
1026 年，范仲淹丁母忧寓居应天，
受时任知府晏殊邀请，出掌应天书
院。此间所作《南京书院题名记》

（应天府公元 1014 年升南京，应天
书院又称南京书院）集中反映了范
仲淹的教育改革思想与实践：教学
理念上经、文并重，主张讲义乎经、
咏思乎文，经以明道、文以通理；教
学内容上博约相济，主张通《易》之
神明、得《诗》之风化、洞《春秋》褒贬
之法、达礼乐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
王之书、博涉九流百家之说；教学目
标上不唯科第，既培养“有忧天下之
心”的卿大夫，也培养“能乐古人之
道”的乡先生；教学制度上严立规
矩，“夜课诸生，读书寝食，皆立时
刻”。范仲淹“常宿学中，训督有法
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给学生出
题必先作答，以准确把握难易和效
果。一时间，求学者云集。书院培
养了大批能臣大儒，“宋人以文学有

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
也”。公元1043年，书院升国子监，
后屡建屡废。2003 年启动原址复
建。

掌学应天书院前后，范仲淹的
教育思想不断成熟，这背后是对当
时文风、学风、考风、政风之弊的深
刻洞察。在公元1025年的《奏上时
务书》中，范仲淹针对“修辞者不求
大才，明经者不问大旨”等积弊，条
陈救文弊、复武举、重科第、革赏延
等举措，其在书院倡经以明道、文以
通理正对此而言。公元 1027 年又
作《上执政书》，进一步强调慎选举、
敦教育，主张考试“先策论以观其大
要，次诗赋以观其全才”“先于都督
之郡，复其学校之制”。公元 1030
年又两次上书晏殊，阐述“宗经、劝
学、育材、善国”的体系化教育思想，
主张培养明经籍之旨、练王霸之术
的人才。这些思想后在“庆历新政”
中皆有体现。 （《学习时报》）

范仲淹：掌学应天府 创书院典范

□罗保传

在宋朝历史上，欧阳修推荐了许多真才实学的
人，堪称北宋第一伯乐。“唐宋八大家”中，宋代有五
人均出自他的门下，而且都是以布衣之身被他提携
而名垂青史。

“三苏”能有如此成就，与欧阳修的赏识有很大
关系。当年，苏洵带苏轼、苏辙进京应试时，遇见时
任翰林学士的欧阳修。欧阳修读了苏洵的《衡论》等
文章后赞不绝口，向皇上推荐，苏洵自此走上仕途。
后来，苏轼、苏辙兄弟也被欧阳修慧眼识珠。

曾巩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屡次名落孙山。后
来，他借进京赶考的机会，给欧阳修写了一封信《上
欧阳学士书》，希望欧阳修将其收入门下。欧阳修读
完他的文章后非常欣赏，发现曾巩是一位不可多得
的人才。为了鼓励这位落魄的读书人，欧阳修给曾
巩写了一篇《送曾巩秀才序》，后将其收入门下。曾
巩没有辜负欧阳修的期望，无论是在中央做官还是
在地方为政，都留下了历史美名。

曾巩以文相识王安石，并结为挚友。自登欧阳
修门后，曾巩向欧阳修举荐了王安石，王安石在欧阳
修的推荐下得以入京为官。尽管后来欧阳修与王安
石二人政见不合，但其友谊却一如既往。公元1072
年，欧阳修去世，王安石知悉后写下祭文，肯定其文
学成就，称赞他高风亮节。

除此之外，名臣包拯、政治家韩琦、贤相文彦博、
涑水先生司马光，这些风云人物都曾得到过欧阳修
的鼓励和推荐。《宋史·欧阳修传》这样评价他：“奖引
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团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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