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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长沙，又来岳麓山下的
岳麓书院。

进得头门，院内草木送香，
旧地重游，内心涌起一阵亲切
感。迎面大门上方是宋真宗赵恒

“岳麓书院”御匾。
大中祥符八年 （1015 年），

宋真宗召见岳麓书院山长周式，
欲拜周式为国子监主簿。国子监
为国家最高学府，书院是民间学
校，皇上亲自下聘，但周式还是
婉拒了，宋真宗乃赐“岳麓书
院”题字，笔酣墨饱，圆满端
庄，显然对岳麓书院及其山长周
式是心存敬意的。

在那皇权至大的时代，宋真
宗的召见和御题对岳麓书院成为
北宋四大书院之一所起的作用，
应是无人怀疑的吧。检视后人对
宋真宗的评价，基本上也还是正
面的，虽然对景德元年 （1004
年） 他与辽国签订的以输岁币求
和平的澶渊之盟不无争议，之后
又做出伪造天书的荒唐事，但他
开创了“咸平之治”，政绩不
凡。在文学和书法方面，他亦达
到颇高的造诣，流传千古的名句

“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
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即出自
其诗作 《励学篇》。如此一位推
崇读书的皇帝给岳麓书院题写院
名，可谓适得其人。

天不作美，开始落下零星雨
点。我兀自站在院内砖地上，心
中再三吟读大门两旁的对联：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这是有典故的。故事说，清

嘉庆年间岳麓书院大修，山长袁
名曜为大门撰写对联，出“惟楚
有材”句让门生们应对，贡生张
中阶对曰：“于斯为盛。”此流水
对意思倒是甚为明白：楚国人才
众多，岳麓书院尤最。然而，两
联出处却有讲究，上联出自《左
传·襄公二十六年》：“虽楚有
材，晋实用之”；下联出自 《论
语·泰伯》：“唐虞之际，于斯为
盛”。此对联虽易解，却来历深
深，甚有气势。

大门两侧，分置一对双面浮
雕汉白玉抱鼓石，为宋明时期
珍品，传说是清道光年间两江
总督陶澍作为钦差大臣查抄江
南大户曹百万财产时发现，转
赠岳麓书院。陶澍出身于岳麓
书院，此举应是他对母校的情
感使然。这对抱鼓石，也确实
在古代艺术品珍藏的意义上增
加了岳麓书院的分量。

雨点渐大，游人有些骚动，
跟随导游走进二门。二门上悬隶
书“名山坛席”匾，系集清代何
绍基字。

何绍基，湘人，曾任翰林院
编修、国史馆总纂、四川学政，
晚年先后主讲济南泺源书院、长
沙城南书院、苏州扬州书院等，
书法、诗词皆名重晚清。

门匾上的“名山”，指岳麓
山，因岳麓山乃五岳中的衡山之
尾。“坛席”一词，表达尊师之
意。两旁对联为：“纳于大麓；
藏之名山。”两联分别出自 《尚
书·舜典》：“纳于大麓，烈风雷
雨弗迷”和 《史记·太史公自
序》：“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
后世圣人君子”。此外，司马迁
在 《报任安书》 中又云：“仆诚
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通邑大都。”《尚书·舜典》 之
“纳于大麓”讲述的是舜经受住
了尧对他的考验，司马迁之“藏
之名山”交待的是《史记》成书
后藏书之处。岳麓书院二门张挂
此副对联，是对书院师徒的一种
期许，亦是一种文化自豪感的宣
示吧。

二门背面，悬“潇湘槐市”
匾。原匾清代即有，为清代学监
程颂万撰书，已毁于抗日战争期
间。现匾为已故全国人大常委会
原副委员长、民盟中央原主席楚
图南所书。

槐市，汉代长安读书人聚集
贸易之地，因有“槐树数百行”
（《三辅黄图》） 而得名，后指
学宫。称“潇湘槐市”，岳麓书
院当之无愧。而补书者楚图南亦
不只是职衔崇隆。

出生于云南文山县城的楚图

南，同时还是作家、翻译家、书
法家和学者，著有小说集和散文
集。翻译方面，上世纪三四十年
代就出版美国惠特曼诗集《草叶
集选》、德国威斯布 《希腊的神
话和传说》、尼采 《查拉斯图拉
如是说》、俄国涅克拉索夫长诗

《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 等
译著。

进入讲堂之际，雨终于放纵
地下了，声大如潮。讲堂的陈设
布置，让人一下子置身于密集的
历史遗迹与信息之中，而讲堂外
的雨声，恰似历史的回声。

岳麓书院讲堂自北宋创立以
来历代反复毁建，现在见到的，
是清康熙二十六年 （1687 年）
重建，同治七年 （1868 年） 大
修而成。

檐下是“实事求是”匾，初
为湖南工专校长宾步程撰写。湖
南工专 1917 年迁入岳麓书院办
学，程书匾于抗战期间被日机炸
毁 ， 1985 年 集 东 汉 摩 崖 石 刻

《石门颂》字重制成现匾。《石门
颂》被誉为隶中之草，对后世书
法影响甚大。“实是求是”典出

《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修学
好古，实事求是”。相对于书
法，“实是求是”的哲学思维更
是意义重大，它后来发展为中国
共产党的思想路线。

讲堂正中，悬挂“学达性
天”鎏金匾。康熙二十六年，康
熙分别给岳麓书院、江西白鹿洞

书院及周敦颐、程颢程颐兄弟、
张载、邵雍、朱熹等理学家祠堂
赐“学达性天”匾。赐岳麓书院
之原匾已失，1984 年集康熙字
重制。学达性天是对宋明儒学的
一种概括，也是对追求天人合一
的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教育精神
的一种阐扬。

长方形的讲台上方，悬挂着
另一块鎏金匾“道南正脉”，系
乾 隆 八 年 （1743 年） 乾 隆 所
赐。

理学自洛阳二程南传，在朱
熹而为闽学，在张栻而为湖湘
学。张栻南宋时为岳麓书院主教
并代行山长职事，朱熹两度讲学
岳麓书院，“朱 （熹） 张 （栻）
会讲”当年轰动儒林，听者达千
人。“道南正脉”四字是朝廷对
岳麓书院的高度评价。

伴随着哗哗雨声，我细读讲

台后木质屏风上刻写的张栻撰
《岳麓书院记》。

文中指出，修复岳麓书院的
目的，不是为了让书生们“群居
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也不
是“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
而是为了“成就人才，以传道而
济斯民”。而已故湖南大学校
友、湖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周昭
怡女士端严圆润之小楷补书则有
相得益彰之效。

浏览讲堂南北两壁所嵌之
“忠、孝、廉、节”“整、齐、
严、肃”大字碑，让人思接千
载，视通古今。“忠、孝、廉、
节 ” 为 朱 熹 手 迹 ，“ 整 、 齐 、
严、肃”四字则为清乾隆时期岳
麓书院山长欧阳正焕所书。

讲堂的多副对联，亦令人目
不暇接，再三回味。其中长联

“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
人，得失安之于数，陟岳麓峰
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
君亲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
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
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系清
代山长旷敏本撰，原联已于抗战
期间被日机炸毁，补书者为湖南
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颜家龙。
此联表达了对儒学之崇信坚执，
别具一种感人的力量。

讲堂墙壁尚嵌多块清代碑、
石、木刻，兼具史料和文物价
值。其中 《岳麓书院学规》 碑，
对今人亦尤多启示，如“时常省

问父母”“气习各矫偏处”“痛
戒 讦 短 毁 长 ”“ 损 友 必 须 拒
绝”“通晓时务物理”“参读
古文诗赋”“读书必有过笔”

“夜读仍戒晏起”等。此碑于
清 乾 隆 十 三 年 （1748 年 ）
刻，岳麓书院山长王文清撰
文。这些条文既是岳麓书院
学规，亦反映着中国古代的
教育思想与方法。

大雨滂沱，阻碍着游人继
续前行的脚步。人们拥挤于讲
堂内，看而又看，思而又思。
讲堂内外，每一牌匾、对联、
碑石、木刻，都是有来历、大
讲究的。来岳麓书院，可谓一
次国学之旅。如此一想，心中
便对身边周围的游人生出许多
好感来。不论他们的国学根底
如何，在这个以金钱衡量效益
的资本和信息时代，肯来这散

发着古人幽思的岳麓书院一拜或
一游，实在难得。

导游是一位眉眼清秀的潇湘
人样貌女子。她说，岳麓书院现
在是湖南大学的一个学院，书院
的导游很多都是毕业于湖南大
学。说话间神情颇为自豪。

长沙多暴雨，在岳麓书院遇
到的这场雨，算是让人领教了。
观览完书院讲堂，雨不仅没收
歇，反倒越下越大，如注如泼。
无法继续前往更多景点，只好进
入书院的书店翻翻书，内心却惦
记此次未能重游的胜迹。首先想
到的是爱晚亭。

出岳麓书院后门不远，便是
与安徽滁县醉翁亭、杭州西湖湖
心亭、北京陶然亭公园陶然亭并
称中国四大名亭的爱晚亭。爱晚
亭由岳麓书院山长罗典始建于清
乾隆五十七年 （1792 年），原名
红叶亭。“爱晚亭”之名为湖广
总督毕沅根据杜牧诗句更改。

但有一传说则与此相左。故
事说清代文学名家袁枚年轻时到
长沙，登门拜访罗典。但罗典认
为袁枚为人放荡，作文亦另类，
且收女学生，故心生厌恶，托病
不见。袁枚吃了闭门羹走后，罗
典竟叫人水洗书院门前台阶，以
驱除邪气。袁枚离开长沙前，写
诗吟赞岳麓山景物，唯 《红叶
亭》一首只抄录杜牧的绝句《山
行》，且故意漏抄两个字：“远上
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

停 车 坐 枫 林 ， 霜 叶 红 于 二 月
花。”罗典听闻，愕然之后连
道 “ 惭 愧 ”， 即 令 门 生 摘 下

“ 红 叶 亭 ” 匾 额 ， 改 亭 名 为
“爱晚亭”并亲题新匾，此后
对晚辈多予护爱。

相对于毕沅改亭名的正史，
我更喜欢这则传说，因为它刻画
了罗典古板而又知错即改的可爱
性格。或许，这也是岳麓书院传
统和精神的某种隐喻？

这一掌故如同一条隐隐约约
的线，让人联想线上的一些点。
岳麓山腰、白鹤泉后，由花岗石
圆形基座和矩形尖碑组成的蔡锷
墓及墓主生平，便浮现脑海……

蔡锷 1882 年生于湖南宝庆
（今邵阳市洞口县）。1911 年武
昌起义成功，蔡锷在云南领导新
军起而响应，任云南军政府都
督 。 1913 年 被 袁 世 凯 调 至 北
京，此举兼笼络与看管之意，然
起初蔡锷对袁仍抱好感，认为袁

“宏才伟略，群望所归”。
1915年5月，袁与日本秘密

签订 《二十一条》，并酝酿称
帝。作为早年即矢志推翻帝制、

“流血救民”的革命军人，蔡锷
心中愤怒之火被点燃。同年 11
月，蔡锷以治病为由离京赴日，
12 月 19 日辗转抵达昆明。12 月
12 日，袁世凯在北京宣布承认
帝制，国号“中华帝国”，年号

“洪宪”。讵料仅仅 13 天，12 月
25 日，西南边陲云南即爆发讨
伐复辟逆流的惊天怒吼，蔡锷与
唐继尧等发动护国战争。

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的蔡
锷，1916 年春组织指挥四川战
役，牵制袁军主力，乃全国反帝
制运动的中流砥柱。同年3月22
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是年
9 月，蔡锷东渡日本疗治喉癌。
11 月 8 日，年仅 34 岁的蔡锷病
逝于日本福冈。北洋政府于岳麓
山举行国葬，蔡锷成为民国史上
国葬第一人。蔡锷就读长沙时务
学堂时的老师梁启超，不仅撰写
挽联——“知所恶有甚于死者；
非夫人之恸而谁为？”深沉赞美
蔡锷的崇高精神境界，更在追悼
会上指出蔡之讨袁是“为国民争
人格”。

蔡锷 16 岁考入的长沙时务
学堂，是 1897 年由维新派创办
的湖南第一所新式学校。戊戌变
法失败，时务学堂几经改名，
1903 年与岳麓书院合并为湖南
高等学堂。1926 年，在岳麓书
院旧址成立了湖南大学。千年学
府岳麓书院，开启了现代转型。

岳麓山声名远播，乃因岳麓
书院；岳麓书院千年犹盛，乃因
名师高徒。不能说蔡锷出身于岳
麓书院，然而回顾岳麓书院的迁
变，无法不让人想到蔡锷。历史
上的蔡锷，此刻岳麓山上风雨中
的蔡锷墓，就如此不知不觉串起
了今番对岳麓书院的游访……

雨仍无稍减之势，而闭院时
间将至。我们一行人到大门口边
避雨边等车。

望着眼前纵情倾泻的雨，望
着院内外雨中摇曳的香樟树，我
问导游是否湖南大学毕业？

她笑而不答。或许她认为这
是不言自明，也或许她为自己的
学历感到惭愧。而这一切，皆因
岳麓书院。

枇杷晚翠，这是 《千字文》 中的句子，
描述的是秋冬时节枇杷树叶依然翠绿的自然
景象。

《千字文》写于1500年前南朝的梁武帝时
期，由文学大家周兴嗣从王羲之书法中选取
不重复的1000个字编纂成文。将1000个不重
复的字写成文理通畅、对仗工整的韵文，本
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更何况这篇文章
还蕴含着中国人文历史发展的哲理。此文一
出，其所集书法即成为时人及后人习练王羲
之书法的范本，其文辞则成为幼童启蒙的教
材。许多书法名家还把精心写就一幅千字文
作为自己书法艺术流传后世的重要载体，传
至今日的作品版本不下十数种。

枇杷对生长环境要求较高，多产于南
方，直到今天都不是一种大众化的水果。在
古时，它如荔枝一样为北方人所少见。因
此，在惜字如金的 《千字文》 中写进枇杷，
让人有些意外，或可理解为枇杷有幸吧。

虽然从小就常见枇杷树，但是我对枇杷
晚翠的景象并无特别的记忆。印象中的枇杷
树总是那个样子，春夏秋冬不分季节的深
绿。印象深刻的是它黄橙橙的果实，三五
个、七八个甚至十数个一串，当然也有零散
的，带着绿叶，满满地装在竹筐里。竹筐有
水缸大小，为市井中常见，多用以盛装米面
果蔬及各种生活杂物。这印象再延伸开来，
便是长长的巷子，被岁月染灰的白墙，绵绵
细雨，斗笠蓑衣以及叫卖声。

这种印象产生于 20多年前的一个特定阶
段。在这个阶段之前，枇杷虽常见却不常
吃，因为家里没有买水果的生活概念和经济
能力，而学做顽童小贼与同学翻垣攀树偷摘
的几个青黄不定的枇杷也如那时的年华一般
青涩，不值得追忆。在这个阶段之后，枇杷
的美味已经难敌北方水果甚至是进口水果的
诱惑，而诱惑在一定程度上来自心理上的优
越感和追求时尚的心态。只有在那个特定阶
段，天空最纯净，心灵最朴实，囊中自然也
最羞涩。那时的印象，如同一幅画，或者几
幅景象相近的画。

看不清窗外是否还下着细雨，只是檐上
滴水仍“哔哔剥剥”不停地打着地面和楼角
的芭蕉叶。偶尔有一两串自行车铃声，还有
时远时近的布谷鸟啼。

悠然间，响起一声闽语：“枇杷喽——”
再响起时，声已渐远。

“枇杷！枇杷！”她说。
跑下楼来，雨丝如发。站在大门外，侧

望小巷深处，还看得见担子。
“枇杷！”我大声喊。挑担人停下来回身

张望，又摘下斗笠用力甩着雨水。
“多少钱呢？好像不够黄呀！能便宜一点

吗？”
然后交钱，捧着枇杷和满心的欢喜回

去。我们俩看看对方，发丝凝雨，雨水流下
面颊，却也比挑担人身上蓑衣滴下的雨滴温
暖。

其实若问那时的枇杷味有多美，实在是
无从回味了。枇杷好吃，对我而言却难臻至
甘至美的境界，只是看到她喜欢，就觉得它
应当是甘美的。

离开家乡这些年，每到这个季节，若有
南来的亲友询问需要带些什么，我总会告诉
他们带些枇杷。虽然此物在如今的北方也不
罕见，但总有一个情结，相信从南方带来的
就是比在北方市场上买的好吃。这个习惯也
为许多亲友所熟知，因此有时他们索性就不
问了，直接带来就是。而我们见到这南来的
枇杷，仍然是满心的欢喜。

再过二十多年，见到枇杷我们还会这样
欢喜吗？如果是，那可真是枇杷晚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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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丝牵挂 天涯无不同
近在咫尺莫言愁
游子水中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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