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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梦言志：梦见周公

《论语·述而》 篇：“子曰：‘甚矣吾衰
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梦见周公
固然出自对周公人格的仰慕钦服，也体现
了对周公所造述的西周礼乐制度和政治理
想的衷心拥戴和追求。程颐：“盖存道者
心，无老少之异；而行道者身，老则衰
也。”“不复梦见周公”，年老体衰固然是原
因之一，但对其理想信念和意志力量因身
体衰老而有所减弱的忧虑，方为主要因
素。孔子被奉为圣人，孔子所仰慕的周
公，也被赋予“圣格”。“梦见周公”也成
为追怀圣贤、继承道统的典故。

儒家后学奉孔子为圣人。孔子当年
“梦周”，后学则“梦孔”。《后汉书》 记载
了郑玄“梦孔”而知命终之事，刘勰 《文
心雕龙》 自叙“孔子垂梦”之遇。儒门后
学服膺孔圣人格，夜梦孔子不仅有心理情
感之实，也是担当在肩、使命不坠的体
现。《文心雕龙》 中专设“崇圣”“宗经”
两篇，足见尊崇传统既是作者的著作动
机，也是其论文的基本原则。由“梦周”
到“梦孔”，后世儒家人物的价值目标由功
业转移到学术文化，但对价值理想的认可
与接受却没有变化。真正消解儒学尊严者
恰恰是以经典传授为职业的经师教授。

在后世儒者的语用实践中，“梦见周
公”消逝其庄严意味，成为睡梦的借口与

托辞。《后汉书》“文苑传”记载了以“梦
见周公”为昼寝托辞的事迹。边韶为经师，
昼寐，弟子窃语：“边孝先，腹便便。懒读书，
但欲眠。”韶对曰：“寐与周公通梦，静与孔子
同意。”“梦见周公”由此消褪神圣意味，由睡
梦的托辞衍化成睡梦的代指，以反讽的方
式赋予生命本能欲求的正当性。周公梦象
涵摄了生活世界的安闲自适与文化理想世
界的希圣希贤的两重境界。

因梦图治：梦游华胥

《列子·黄帝》 篇起首即交待黄帝养
生、治国所遭遇的困惑。“黄帝即位十有五
年，喜天下戴己，养正命，娱耳目，供鼻
口”，以世俗的声色饮食养身；“又十有五
年，忧天下之不治，竭聪明，进智力，营
百姓”，自任才智以求治。结果，“焦然肌
色皯霉，昏然五情爽惑”，养身适足以伤
身，天下未治反而遗患自身。由此，黄帝
认识到，“养一己其患如此，治万物其患如
此”；遂改变养生治国策略，“放万机，舍
宫寝，去直侍，彻钟悬，减厨膳，退而闲
居大庭之馆”，“斋心服形，三月不亲政
事”。经过数月斋戒，黄帝“昼寝而梦，游
于华胥氏之国”。梦境中，“其国无师长，
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黄帝
因梦寐而晓悟至道，用之养身治物，则天
下大治，自身升仙。

所谓至道即自然之道。“至道不可情

求”，亦不能言告，突出悟道的身体经验性
与认知的默会自足性。黄帝悟道后治下的
社会，“几若华胥氏之国”。由于黄帝作为
帝王和神仙的双重典范，黄帝所梦游的

“华胥国”遂被视为理想社会的范型。辛弃
疾 《声声慢·旅次登楼作》 云：“从今赏心
乐事，剩安排、酒令诗筹。华胥梦，愿年
年、人似旧游。”用“华胥梦”比喻登楼所
见的太平中兴气象，而此气象往往即是历
代士人的政治怀抱和社会理想所在。

在“梦游华胥”的传说中，养生之道
与天下之道想通。《庄子·养生主》 中文惠
王由庖丁解牛而得养生之道，而《列子·黄
帝》 则踵事增华，由养生而推及治天下。
换句话说，即身养而天下治。传统儒家的政
治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身”

“家”’“国”终至“天下”，共有四个循序递进
的层次。相较于后者，前者由“身”而直接进
到“天下”，由日常经验之身到社会政治理想
的实现，打破等级层阶，更突出天下之主的
示范性。所谓治理天下的权力，因其出于
养生之道而非天授，故而更强调对生命的
尊重和对感性经验的重视。

据梦论道：庄周梦蝶

《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胡
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
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
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

则 必 有 分 矣 。 此 之 谓 物 化 。”“ 庄 周 梦
蝶”这个寓言形象地表达了哲人对于个体
生命存在形态的困惑与思考。梦既是实现
生命形态转化的方式，也是转化发生的境
界。物态各有其内在规定性，由一种形态
变成另一种形态，即所谓“物化”。蝶
变、蝉蜕，固然属于物化。对人而言，由
无到有，由生到死，生命形态发生转换，
也属物化，而梦仅是物化的象征。既然生
命形态能够转化，则取消了物之自性，为

“齐物”之旨构设了生态叙事的基础，而
庄周梦蝶的寓言也就成为“齐物论”的鲜
活呈现。

寓言的物化叙事背后，隐藏着个体意
识的确证问题，即物化的同时心是否化的
问题。就“自喻适志”与“不知周”言，
蝴蝶显然具有自我意识，则肯定物化而心
亦化。然就整个叙事言，醒来后的庄周尚
存有梦境中的感觉和记忆，则表明物化而
心不化。庄周梦蝶寓言所蕴含的形神问题
的悖论，呈现了古人对于生命存在问题复
杂性的深切感受与体验。“庄周梦蝶”通过
叙事赋予“梦蝶”意象多彩多姿的形态和
迷人的魅力，成为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主题
意象。

梦象话语贯通了日常经验中的身体感
觉与意义世界中的哲理体悟，而说梦者凭
借其切身感受、感觉经验和直观印象参与
了对世界的理解，并进而建构和表达客体
的意义。

（作者为韩山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郭嵩焘 （1818-1891），近代中国首位
驻外使节，著名思想家。百余年前，与其
二弟郭崑焘、三弟郭崙焘有“三珠树”之
美誉，是曾国藩、胡林翼及李鸿章争相延
揽的才杰之士。曾国藩夸赞他们是栋梁之
才，并根据他们的学问与才能的高低排

序：“论学则一二三，论才则三二一”。大
哥的学问做得最好，但二弟、三弟的行政
能力和办事才干却优于大哥。此语近于戏
谑，但郭家兄弟不以为意，反引以为傲。

郭家培养出如此优秀三兄弟，有秘诀
吗？秘诀是有，却是公开的秘密。因为郭
嵩焘把它写进了《湘阴县图志》，供世人资
鉴。这个秘诀就是父亲郭家彪训示子女们
的 《守愚诗》：“世人顾我笑，谓我性拘
迂。我笑谢世人，巧者拙之奴。人生各有
役，安命乃良图。争先趋捷径，足不履康
衢。荆棘能挂身，难免颠蹶虞。适口必肥
甘，菽粟或嫌粗。腐肠生疾病，属餍胡为
乎。请看鸡鸣起，舜跛两途殊。勿损人为
智，勿私己为愉。欺人即欺心，方寸千崎
岖。欺心即欺天，造化焉可诬？人自习为
巧，我自安其愚。情以愚而厚，气以愚而
孚。性愚故能定，貌愚故能腴。守愚果愚
哉，吾亦见真吾。”守愚就是要做到不私
己、不损人，不欺人、不欺心，保持愚
拙、不事巧伪，以诚待人、气质敦厚。守

愚的人表面上看来是愚笨，实则修的是道
德与文章、高洁品质与独立操守。

郭嵩焘 30岁时中进士，步入仕途，先
后担任过广东巡抚、福建按察使等职，官
声较好，但却在驻外使节一职上落到个

“世人欲杀”的结局。在一些外人的眼中那
就是“愚笨”。一“愚”是他在当时普遍保
守和排外的环境中接受朝廷委派，出任驻
英公使。临行前，好友相劝，他却说：“苟
利于国，不敢避就。”二“愚”是他把自己
的日记 《使西纪程》 寄回国出版，想让士
大夫“开开眼界”，遭到毁板。三“愚”是
他好奇心太重，主张当局学习西方经济、
外交制度，被指责为“汉奸”。其实，他若
按部就班，敷衍了事，就不致于声名尽
毁。但这种做法利己不利国。近代中国需
要这样开眼看世界的“守愚”者，他是在
为近代中国谋一条生路。

郭崑焘、郭崙焘的事迹虽然不显，但
他们是湖南数任巡抚的高级幕参和湘军的

“财神爷”。当年湘军四处征战，缺粮乏

饷，后勤物资跟不上。郭嵩焘在曾国藩的
支持下创设湖南厘金总局，推荐二弟佐治
湖南厘金总局，三弟督办岳州厘务。湖南
每年厘金收入大约在百万两，湘军开往省
外作战，基本上是厘税在支撑。郭崑焘、
郭崙焘才干如此出众，仕途显达也并非难
事。曾国藩、胡林翼对他们十分欣赏，多
次招其帮办军务，但二人均辞不就。郭崙
焘解释说：“出而随俗，苟且任事，则负初
心。若事事求实际，则精力稍欠一分，功
效即亏欠一分，国与民交承其敝，故不为
也。或乃指为高尚为怀，岂可知我哉？”他
们只做事不做官。

古人云：“势利纷华，不近者为洁；近
之而不染者为尤洁。”郭家兄弟身处名利场
中，却能够不为之动心，固守“真我”，不忘
初心，品格自然高洁。“守愚”家训惠泽郭家
后人，道德与文章俱佳之士代有人出。所谓
的“愚”更多是一种大爱，一种对国家的忠
诚，对时事的远见，对生活的通透。

（作者为湖南科技大学副教授）

◎家风家训

“守愚”的郭氏家族
□ 胡忆红

郭嵩焘像郭嵩焘像

◎美在生活

梦亦有道，梦亦可道
□ 殷学国

梦蝶图 刘贯道（宋）

日前，由文化部艺术司、中国艺术研
究院音乐研究所组织编撰的 《中国工尺谱
集成》（10 卷本） 出版，让传统音乐有

“谱”可依。
“工尺谱”（“尺”音“chě”） 是世

界上最早发明的乐谱之一。唐代已出现大
量手抄卷子，以后绵延不绝，明清时期开
始出现印刷乐谱。目前，各地民间乐社仍
然使用，但大量抄本辗转相传，未有印
刷，消失与损毁情况堪忧。为此，文化部
艺术司、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于
2010 年启动了 《中国工尺谱集成》 的编

撰，目前《中国工尺谱集成》已完成10卷
的编撰工作。

《中国工尺谱集成》的价值主要体现在
三方面：

一是历史价值。民间手抄谱本由民间
乐师依照师傅嫡传的墨本、父辈祖传的曲
本，辗转续抄，代代相传，是民间音乐的
活态传承，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根据艺
人演唱、演奏的乐谱，可以用来译解谱字
写法完全相同的千年前的乐谱，从而恢复
古曲原貌。

二是学科价值。谱本不但抄记了大量

的曲目，还在封面、扉页、封底，记下了
传抄时间，有些还写有序言、曲目题解
等，内容涉及宫调技术、民间信仰、乐社
历史、乐师名录等，是研究一个地区民间
乐社发展及相关问题的主要材料。

三是人文价值。中国民间工尺谱大多
没有封面，年代不详，但从纸张规格方面
鉴定，都有百年以上历史，多为传世孤
本。留存至今的谱本，无疑讲述了一部传
承者与保护者的故事。由此可以理解音乐
与民众生活的关系，理解音乐在民间仪式
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及价值所在。

传统音乐有“谱”可依
□ 郭 佳

《中国工尺谱集成》

从较早的《灵枢》《素问》，到张仲景

《伤寒论》、王叔和 《脉经》，再到孙思邈

《备急千金要方》，传统医学关于梦与身体

关联的认知有以下特点：一、梦象与身体

器官有着对应关系，二、阴阳五行之说统

合梦象的生理、心理和精神诸层面，形成

释梦的话语系统。传统医学通过身心调息

来化解外界不良诱因的观念，暗合生活美

学的实践理念——理论与实用合一，借助

自我的“自然力”改善自我。

今年 4 月，中国—希腊
文化交流与文化产业合作年
启动。目前，希腊文化体育
部长利蒂娅·科妮奥尔都正
在中国进行为期一周的访
问。出访前，笔者在希腊采
访了她。

希腊文化体育部长利蒂娅·科妮奥
尔都在全世界面前的亮相，是在希腊
雅典 2004 年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在主
题为 《寓言》 的开幕式表演伊始环
节，她第一个出场，手拿一个白色的
大理石头像，缓慢朗诵出希腊诺贝尔
奖诗人乔治·塞菲里斯的诗句：“夜半
醒来，发现手中捧着一只大理石头
像，双手发麻，却无处安放……”

这是塞菲里斯对希腊人背负的古
希腊文化重负的一种形象表达。这也
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同一个问题：面
对厚重如大理石般的历史，我们该如
何把厚重的传统转化为富有生命力的
现实？在出访中国之前，我们在希腊
著名的艾彼达夫鲁斯古剧院附近的古
运动场，见到了利蒂娅·科妮奥尔都女
士。她的衣服似乎永远带着一抹鲜艳
的红色，她说：“这种红色是东方中国
的颜色，我喜爱这样的颜色。”北京
2008 年奥运会前夕，中国摄影家邓伟
在雅典卫城脚下拍摄她时，她的身上
就是这种中国红：一条红色的丝绸围
巾，挥舞在希腊爱琴海的艳阳之下，
成为对中国2008年奥运会的深长祝福。

利蒂娅·科妮奥尔都是希腊国宝级
演员，在舞台上塑造过美狄亚等一系
列希腊戏剧史上的精彩形象。她有着
深厚的理论素养，在牛津大学、纽约
大学和上海戏剧学院讲授并指导古希
腊戏剧的表演。谈到戏剧，她进入自
己的专业领域：“古希腊戏剧和中国的
京剧都是把音乐、诗歌和舞蹈融为一
体的艺术，我们两国在戏剧舞台上有
如此多的相似之处，也有如此多的迥
异之处，这构成我们对话和交流的意
义和原因。我已经开始在上海戏剧学
院教授古希腊戏剧，我在寻找着这两
个古老文明在戏剧舞台层面的对话和
交流。”

利蒂娅·科妮奥尔都十分看重此次
中国之行：“中国和希腊是两个并行存
在的伟大的古代文明，这两大文明的
相互交流必将使得我们互惠互益。中
文是一种迷人的语言，她可以把我们
带回到无数个世代以前的人类记忆，
她可以丰富我们人类的感受经验。我
尝试着开始学中文，我想用这样一种
语言与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交流。”

她说她的汉语启蒙老师是著名翻
译家罗念生的孙女罗彤。作为 《古希
腊戏剧全集》 的翻译者罗念生、排演
过 《美狄亚》《晚餐》 等一系列古希
腊、现代希腊戏剧的著名导演罗锦
鳞、拥有着“乾合文化中心”的文化
传播使者和以新近的 《俄狄浦斯王》
回归希腊戏剧导演事业的罗彤……罗
家三代人构成着中国和希腊之间的一
个文化传承的家族序列。利蒂娅·科妮
奥尔都的中文之旅从罗家开始，正可
谓“得天独厚”。

此次利蒂娅·科妮奥尔都的中国之
行从上海到东西方文明的交融之地
——敦煌，再到中国首都北京。这是
一程踏着“一带一路”路程的文化探
寻之旅，是一程从戏剧、壁画进入一
门异国语言的探索之旅。我们祝愿利
蒂娅·科妮奥尔都女士的中国文化和汉
语的学习之旅带领她进入一个新的人
生体验之境。相信，一个学会中文的
希腊文化体育部长，将把中希两个文
明古国的文化交流事业推到另一个更
高更宽阔的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