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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枝萧

前段时间，《长相思》小说及电视剧都非常火热。其
实，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长相思》算是一个“老字号”
和“驰名商标”了。

说它是个老牌子，一点不夸张。其最早出处是《古
诗十九首》：“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相去万余里，故
人心尚尔。文采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
结不解。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诗情不露声色，信
手拈来，把对爱人（或友人）的思念比喻成一端绮、合欢
被，新奇而有趣。

到了唐朝，《长相思》迎来了“春天”。李白创作了三
首半《长相思》，之所以有半首，指的是《三五七言》，这
首诗里有“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长相思兮长相忆，
短相思兮无穷极”，如将其命名为《长相思》也无不可。
李白的三首《长相思》，第一首诗通过描写景色、渲染气
氛，抒写男女相思，似有寄意；第二首诗白描了思妇弹
琴寄意、借曲传情、流泪断肠、望眼欲穿的情景，表现了
思妇对远征亲人的深情怀念；第三首诗以花和床为意
象，赋予情感，抒写男主人公对心上人的思念。三首诗
中均有佳句，像“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渌水之波澜”

“赵瑟初停凤凰柱，蜀琴欲奏鸳鸯弦”“昔时横波目，今
作流泪泉”等。

唐代另一位“长相思”诗人是白居易，他不仅写了
《长相思》诗，而且创立了《长相思》词牌，使之绵延千
年。白居易写的《长相思·汴水流》云：“汴水流，泗水流。
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
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长相思》创立后，很快成了词牌里的“明星”，许多
著名词人纷纷加入，形成庞大的“粉丝群”，像冯延巳、李
后主、林逋、晏殊、晏几道、欧阳修、万俟咏、周邦彦、陆
游、刘克庄、刘基、张煌言、纳兰性德等。这份名单很长，
再加上前面提到的诗人，大概能顶半部古代文学史了。

为什么这么多文人钟情《长相思》这个题目呢？以
笔者想来，爱情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情感，这一点对于情
感丰富、细腻的诗人们应该更加认同，这就无怪乎他们
会用最优美的笔触来描绘心目中圣洁的爱情了。

（《西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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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培华

子夏是孔子的高徒，魏文侯、李
悝、吴起等人的老师，孔、孟之间最
有影响和成就的儒学大师；是孔子
身后《六经》的主要传人，经学鼻祖
和《论语》的主编者之一。但是，由于
宋儒片面推崇思孟学派、疑古思潮
盛行等原因，学界对子夏及其开创
的西河学派，长期缺乏应有的认识
和评价。笔者依据20多年的研究，
在此略陈管见。

一

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公元
前507年生于晋国温邑（今河南省
温县），卒于公元前420年～前400
年之间。其先祖世为卜官，故以卜为
氏，六世祖为晋文公名臣卜偃，颇有
家学渊源。他15岁拜师入孔门，跟
随孔子周游列国，患难与共；弱冠之
年任卫国行人（外交官），颇有政绩；
自卫返鲁又任鲁国莒父宰，两年后
回到曲阜协助孔子“作春秋”，并为
其他弟子解疑释惑。

据《论语·颜渊》：司马牛“问君
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司马牛
想到自己“无兄弟”，不免忧从中来。
子夏先以闻于孔子的话开导他，进
而讲道：“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
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
乎无兄弟也！”以仁爱为准则谈君子
修养，创造性地描绘出一幅构建和
谐社会的蓝图。又如：樊迟问仁，子
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
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
者直。”樊迟退，去见子夏，陈述了孔
子的话和自己的困惑。子夏一听便
深刻理解了孔子的话，随即举出舜

“举皋陶”、汤“举伊尹”的历史典故，
在阐发孔子“举贤才”之语的同时，
提出了“选于众”的思想：即举贤才，
需要在众多的待举对象中慎重选
择，只有选中真正的贤才，才能取得
预期效果。这就为孔子的政治思想，
增加了新质。

以上两例说明：子夏在孔门求
学的后期，已经成为孔子事实上的
助教。他为司马牛、樊迟解疑释惑的
言论，表现出一个大思想家、教育家
的潜质和思想深度；他对孔子思想
的继承和发展，实发端于孔门求学
的后期，被列入孔门“四科十哲”绝
非偶然。

二

作为孔、孟之间的儒学大师，子
夏为孔子服丧三年期满之后，回到
家乡温邑，在北流黄河之西的广阔
地域设教授徒，长达半个世纪。魏文
侯、魏成子、李悝（即李克）、吴起、田
子方、段干木、公羊高、穀梁赤等，众
多名流出其门下。史称：“子夏居西
河，教弟子三百人，为魏文侯师。”

《史记·魏世家》记载：“文侯受子夏
经艺，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
也。秦尝欲伐魏，或曰：‘魏君贤人是
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
也。’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可见子
夏影响之大，堪称名震诸侯。在子夏
的教育影响下，魏文侯、李悝等人对
魏国的治理，可说是孔子“内圣外
王”之道的第一次成功的实践，使魏
国在战国初期成为在经济、政治、军

事、文化等方面最为强盛的诸侯国。
子夏开创的西河学派，与魏国同时
崛起，互相促进，相得益彰。其成就
和影响，在当时的文化教育界独树
一帜。

三

子夏是孔子身后《六经》的主要
传承者，经学的开创者，是当之无愧
的经学鼻祖。先秦所谓“文学”，大致
相当于今之古文献学。作为孔门“文
学”高徒，子夏在西河教授期间，继
孔子之后整理和传授古文献，对《六
经》做出初步的分章、断句和必要的
解释，创立了诠释儒家经典的“章
句”之学，即最初的经学。经过子夏
及其弟子、后学一代代薪火相传，形
成了一批解经之作，如《春秋三传》

《子夏易传》《毛诗故训传》《韩诗内
传》《仪礼·丧服传》等。汉代立于学
官的多家经学，都把自家的学术渊
源追溯到子夏。东汉名臣徐防上疏
曰：“臣闻六经，定自孔子；发明章
句，始于子夏。”子夏“发明章句”开
创经学，在中华文明史上的意义不
可低估。

古文献是文明的载体。我们说
中国拥有五千年一脉相承的文明
史，究竟凭什么呢？在很大程度上，
凭的是孔子、子夏等人在“周衰，礼
乐废，诗书缺”的乱世中勇于担当，
以文明传承为己任，下功夫搜集、整
理、传授下来的经典文献。倘若这些
经典失传，或者没有贴近经典的经
学，夏、商、周三代文明将茫无可寻，
所谓五千年文明史也会大打折扣。

子夏整理和传授古文献的功
绩，可以说是仅次于孔子，是其他孔
门弟子难以比并的，其他学派的学
者更难以企及。其他如墨、道、法、阴
阳等学派中人，要想卓然自成一家，
就不能不学习古文献、不能不师从
儒家。因此，子夏不仅对荀子及汉儒
经学一派有深远影响，对于法、墨、
道、杂、阴阳等其他学派，也起到了
某种程度的催生或助长作用。他无
疑是继孔子之后，为战国时代百家
争鸣局面的形成，做了奠基性工作
的文化巨人。

四

子夏是《论语》主编者之一。汉
儒郑玄说及《论语》领纂者，两次都
提到子夏。有论者以《论语》载有孔
子对其批评、告诫为据，排除其主编
的身份，显然是低估了七十二贤的
道德水准。我们知道：在《论语》之前

只有官书，没有私家著书。囿于历史
惯性，孔子生前及逝世后的一二十
年间，孔子言论仅有个别零散记录，
绝大多数内容仍以口头形态珍藏在
弟子们记忆中，而没人想到“著于竹
帛”汇集成书。《论语》实诞生于孔门
弟子授徒的需要，这里简述如下：

孔子去世后，一些孔门弟子在
授徒时，起初只是凭个人记忆引用
孔子，随着“教然后知困”的加深，逐
渐萌生出汇编乃师言论集的想法。
当此想法和需要日益强烈，才可能
将合作编纂《论语》之事提上日程。
但这时，前期弟子多已去世，中后期
弟子也陆续步入老年。在发起和共
同领纂的过程中，仲弓、有若、子游、
子张等相继去世，比较长寿的子夏、
曾参在后期发挥了特殊重要的作
用。从《论语》中有若、曾参皆称“子”
等情况来看，在曾参去世后，补充、
调整、誊清定稿者，是以有若、曾参
门人为主的鲁国再传弟子。其中收
录子夏、曾参语录颇多，则是对他俩
在后期接近成书阶段所起重要作用
的一种肯定。可以设想，要将个别弟
子零散记录的，众多弟子记忆中孔
子口述的、具体行为表现的、具有一
定不确定性的思想材料，编写成确
定的文本，需要做多少广泛搜集、反
复琢磨、系统梳理、由此及彼、由表
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创造性
劳动啊！使《论语》比较全面、准确地
记录孔子思想，成就这个在中华文
明史、世界文明史上不朽的经典，子
夏和曾参功莫大焉！全体《论语》编
纂者功莫大焉！如果没有他们的巨
大付出，事实上存在过的孔子的思
想学说，就有可能像子产、叔向、晏
子那样，因为缺乏比较及时的传述、
整理和完善，而湮没在历史长河中，
剩下的只是一些零散的，甚至是面
目全非的记述。

五

春秋战国是一个百家争鸣，思
想文化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

子夏、曾子等人传承和主持编
纂的中华元典，积淀了中华文明的
底色与特色，凝聚着最可宝贵的民
族性格，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
统。

子夏作为儒学大师，承上启下
的大教育家和思想家，为传承和主
持编纂中华元典发挥了无可替代的
作用；对中华文明史的突破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奠基，民族精
神的积淀，民族性格的塑造，作出过
特殊重要的贡献。 （《光明日报》）

□许可

丝绸织物、马匹走兽、香料酒水、奇珍异果，都随着
驼铃声行走在丝绸之路上。

自丝绸之路开辟以来，沿途往来的商贾、官员、使
团绵延不绝，这条路上的消费图景在不断出土的文献
记录中逐渐清晰了起来。

不论代购鞋子、分摊餐费，还是购买马匹、租赁骆
驼，都要用到货币。在丝绸之路上，除了绢帛等丝织品
可以用来充当等价物外，金属钱币也很早就参与了进
来。

古代世界欧亚大陆主要有两大货币体系，即中国
货币体系和希腊货币体系。而这两种体系之间的交流
互通，正得益于陆上丝绸之路的开辟。

比如，新疆和田地区发现有30多枚外国货币，其
特征十分明显：图案为马或骆驼，铭文为希腊文和佉卢
文，这是典型的贵霜帝国钱币。后来，和田地区还出现
过汉佉二体铭文钱，就是受到这种外来钱币的影响，只
是把希腊文改成汉字而已。

1897年，俄国人在我国新疆发现了东罗马帝国的
银币。从那时起到现在，新疆、宁夏、山西、陕西等地已
经出土了近百枚东罗马钱币。而在远隔万里的广东省
遂溪县边湾村，也发现了20枚波斯萨珊银币。

这些外国金银币，主要是在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
墓葬或遗迹中发现的。其中，部分金币上有钻孔，表明
它们并非现实中流通的货币，而是作为饰品，缀在衣物
上随葬的。

吐鲁番文书中的《随葬衣物疏》中，就提到随葬品
中有“铜钱”“手中铜钱”等，即指死者手中握着传统的
铜钱入葬。而高昌地区发现的《衣物疏》里还提到“金
钱”“白银钱”，这分别指东罗马金币和波斯萨珊银币。
可见新疆地区的先民在下葬时使用了来自东西方两大
货币体系的钱币。 （《解放日报》）

古丝绸之路钱币体系的交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