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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春旺

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名篇《荷塘月色》
诞生于1927年7月，首次刊登在《小说月
刊》上，至今仍为高二学子必修之课。此
文如诗如画，对我而言，它不仅仅是一次
视觉的享受，更是一次心灵的触动。

多年前，我曾漫步清华园，与荷塘月
色有过一次美丽的邂逅。荷塘中的荷花
在月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娇艳，荷叶上
的露珠闪烁着晶莹的光芒。我沉醉在这
份宁静与美景中，仿佛步入了朱自清先
生笔下的世界，对书本中的知识有了更
为真切的体验。

1975年，我踏入新绛中学的校门，将
这篇散文作为必修课程进行了学习。那
时，我仅从书本上领略其内容与意义，补
充着知识点。未曾想到，时隔49载，朱自
清之孙朱小涛先生4月8日亲临新绛，为
百年三晋名校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走近
朱自清》文学思想报告会。我有幸聆听了
朱小涛先生的生动讲述，深入了解了朱
自清先生那年那月所经历过的鲜为人知
的事，再次感受到了荷塘的宁静与荷花
的娇艳、领悟了月光的柔情与夜色深邃
所蕴含的美，对《背影》尤其是《荷塘月

色》，有了深刻的理解和感悟。
在新绛中学百年建校校史馆参观

时，朱小涛先生亲笔题词：“希望新绛中
学，多出几个朱自清。”这是对新绛中学
广大学子的殷切希望。

报告会上，绛州澄泥砚传承人、中国
工艺美术大师蔺涛向朱小涛先生赠送了
一方极具纪念意义的礼物——《荷塘月
色砚》。这方砚台，不仅是对朱自清先生
作品的致敬，更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表
达与传承。

当天下午，60 多名作家组成的采风
团与朱小涛先生一同来到绛州澄泥砚文
化园，饶有兴致地参观了木版年画、铁
艺、青铜器、玉器、砖雕等非遗展馆，随后
移步绛州澄泥砚珍品馆。在这里，每一方
砚台都在诉说着千年的历史故事。蔺氏
一门三父子以大国工匠精神和文化传承
精神，让失传 300 多年的绛州澄泥砚重
新复活，焕发别样的光彩。

绛州澄泥砚作为四大名砚之一，其
特殊的历史意义和渊源不言而喻。与其
他三砚不同，绛州澄泥砚是唯一陶制的，
需要经过“过滤陈泥、揉泥、制胚、雕刻、
烧制、水磨、抛光、设计包装”等十多道环
节，生产周期长达一年左右，仅澄滤就需

十多遍，陈腐需 6 个月，阴干 3 个半月以
上，成品率仅在 30%左右，精品率低于
8%，珍稀品更是凤毛麟角。这足以证明，
其工艺之艰难、烧制之长久。

在二楼展厅，展陈着造型各异的《荷
塘月色砚》系列作品，每一方砚台都独具
特色，仿佛一个个微缩的荷塘月色景观。
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传统画卷，
令人叹为观止。

值得一提的是，《荷塘月色砚》与清
华大学有着深厚的渊源。2011年，为庆祝
两岸清华大学百年校庆，重达14吨的我
国首个巨型石雕绛州澄泥砚，在北京清
华大学落成，为校庆献上了一份厚礼。它
是蔺涛及其团队耗时3年精心制作而成，
包括 100 方造型各异的《荷塘月色砚》，
与清华大学荷塘月色景观相映成趣。

从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到绛
州荷塘月色系列砚的制作，再到朱小涛
先生的生动描述，这一系列元素共同编
织成了一串串璀璨的珍珠链，独具匠心。
虽然《荷塘月色》和绛州名砚在形式上和
内容上有所不同，前者是一篇文学作品，
后者是一种传统手工艺术品，但它们在
更深层次上，表达了对自然和生命的热
爱与敬畏，体现了工匠精神和对传统文

化的传承，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们都彰
显了人类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珍视，让
我们更加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
内涵和独特魅力，欣赏到了这种跨领域
的艺术之美。

如今荷塘月色已成为清华园的一道
亮丽风景，吸引着无数游客驻足观赏。而
绛州系列《荷塘月色砚》，则为校园增添
了别样韵味。一园一砚映成趣，名校名砚
相得益彰。虽然月色依旧，昔人已离去，
但留下名篇耀千古，荷塘碧波忆自清。

荷塘月色之美，绛州名砚之工。荷塘
与泥砚相伴，月光与汾水共长。让我们用
月光照亮前行的道路，用砚台书写大美
新绛的华章。

绛 州 荷 砚 韵 清 华

□原国保

说起卜子夏，脑海里自然会想起，子
夏是孔子门下七十二贤人、儒门十哲，以
及子夏西河设教的故事。至于子夏祠、子
夏墓，一直无缘前往。前些天，受朋友之
邀前去东辛封村，我们一起参观了子夏
祠，拜谒了子夏墓。

（一）

子夏祠堂位于河津市阳村街道东辛
封村文化广场西北，松柏苍苍，庄严肃
穆。环院展板上的子夏生平介绍，把我们
带到了春秋战国那段尘封的岁月。卜子
夏，祖籍河南温县，早年家境贫寒，因出
生时天际商星发亮，父亲遂为之取名

“商”。子夏少时勤奋好学，14岁时离开家
乡，奔赴鲁国首府曲阜（今山东曲阜），欲
拜孔子为师。他到鲁国后，方知三年前孔
子已带弟子出游，当时正在卫国。他立即
调头赶赴卫国首府帝丘（今河南濮阳西
南）拜孔子为师，开始了孔门求学生涯。

子夏从拜师之日起，就追随孔子开
始了漫漫周游列国之旅。十余年间，他们
跋山涉水，行程万里，辗转在黄河以南、
长江以北及汉水以东广袤地区，先后访
问了卫国、曹国、宋国、郑国、陈国、蔡国
和楚国。师徒一行蒙谗于卫，受惊于宋，
踟蹰于郑，绝粮于陈，漫游于楚，历经千
辛万苦。在此期间，子夏勤学好问，刻苦
学习“六经”（《诗》《书》《礼》《乐》《易》《春
秋》），同时，周游列国途中的所见所闻，
使他遇于目而触于心，激发了他对社会、
人生的深刻思考，为他后来传承和发展
儒家思想奠定了坚实基础。

公元前484年，子夏结束了跟随孔子
周游列国的游离生活，因德才兼备，孔子
推荐他担任鲁国莒父宰。子夏向老师请
教施政之策，孔子主张“仁政”，并告诫子
夏：“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
小利则大事不成。”开始，他用孔子的“礼

仁”学说管理社会事务，注重以德服人，
广施仁政。但在施政实践中，他发现社会
治理仅仅依靠道德说教远远不够，必须
制定规章，依法管理。于是，子夏坚持德
治与法治相结合，很快莒地政通人和，百
业兴旺，他也因此受到百姓爱戴。

孔子晚年欲对“六经”进行系统整
理，子夏毅然放弃仕途，历时六载，协助
孔子完成了“六经”的整理编纂工作。其
间，子夏不辞劳苦，长途跋涉，和师兄弟
们到东周国都洛邑的国家资料库查资
料，深入民间搜集素材，鉴别分类，理顺
章句，整理编册，成为孔子强有力的助
手。子夏发明章句，为后人研究儒学及古
代文献著作提供了指引和便捷，对中华
文化的赓续传承和社会文明进步都起到
了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

（二）

孔子逝世后，卜子夏守孝三年。公元
前476年，受晋国魏地卿大夫魏驹（桓子）
及其孙魏斯的邀请，他来到龙门西河（现
河津市阳村街道东辛封村）定居下来，开

始了长达55年的教学生涯。卜子夏在西
河开设学堂，各诸侯国学子慕名纷至沓
来，拜其门下。其中，魏国学子近水楼台，
就近入学受教，西河一带品学兼优的寒
门子弟更是可以享受免费教育。这一善
举，充分体现了儒家“有教无类”的办学
理念。

在教学实践中，卜子夏既继承了孔
子的儒家思想，又创造性提出了“学而优
则仕，仕而优则学”的观点，鼓励学生“博
学笃志，切问近思”，倡导“经世致用”，教
育弟子学用结合、学以致用。在学习方法
上，卜子夏启发学生“日知其所亡，月无
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一时间，西
河成为当时各诸侯国的教育文化中心，
西河也成为莘莘学子心中的神圣殿堂。

春秋战国时期，面对诸子百家彼此
诘难，相互争鸣的盛况，卜子夏坚持理性
思考，倡导学术自由，兼容并蓄。他首开

“儒法兼容”先河，对促进春秋战国时期
诸子百家文化思想繁荣与融合，推动历
史发展进程无疑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
卜子夏西河设教，授徒三百。魏国中兴之
主魏文侯，以贤闻名于世的田子方、段干

木，法家的李悝、吴起，儒家的公羊高、谷
梁赤，墨家的禽滑厘等活跃于春秋战国
时期的风云人物，都出自卜子夏门下。魏
文侯依子夏“囤土充仓”之策智退强秦的
故事，虽历经两千余载，至今仍是西河百
姓茶余饭后的趣谈。

（三）

吕梁巍巍，见证了春秋战国魏秦争
雄的风云激荡；黄河泱泱，仿佛向人们吟
唱西河学堂的书声琅琅。子夏西河设教
历时半个多世纪，即使遭受晚年丧子的
巨痛，毅然矢志不渝，潜心经史，教书育
人。他把心中那份兼济天下、造福苍生的
执着与抱负，深深播撒在了西河这片热
土。公元前 420 年，子夏去世后，葬于西
河（今河津市阳村街道东辛封村）。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镶嵌在
复旦影壁，成为复旦大学的百年校训；

“四海之内皆兄弟”作为 2008 年北京奥
运会迎宾词，诚邀全球宾朋；“日知其所
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走
出国门，高悬于美国芝加哥文化中心。子
夏祠堂正殿，仰望子夏雕像，我们一行人
神情庄重，向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
虔诚地敬香，深深地鞠躬。

阳春三月，春风和煦。子夏墓陵，冬
青吐绿，银杏孕黄。“二千年教泽长流，莽
莽神州，道统固应在东鲁；七十子门墙并
列，彬彬文学，师承今尚说西河”。西河设
教，功在当代，惠及千秋。受西河遗风的
熏陶，隋唐大儒王通讲学“龙门书院”和

“文中子洞”，教诲弟子千人，为大唐培养
了魏徵、李靖、房玄龄、杜如晦、陈叔达十
多位将相之才；金代宰相李复亨在东光
德设帐授徒，培养了八百弟子；明代理学
大师薛瑄在河津老城南街兴办“南书
院”，开坛讲学，教衍河汾。如今热闹的

“子夏文化节”、遍布河津市区各处的子
夏书屋，无不向世人彰显着这方热土厚
重的文化积淀和勃勃生机。

悠 悠 西 河
——探访河津子夏祠、子夏墓

子夏祠堂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