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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宁夏诗词中的 （之八） 朔 方
张 嵩

朔，从方位上讲指北方，北方寒冷，
生寒气，亦称朔气，故北方又称为朔
方。《十三经注疏》云：“朔，北方也。舍
人曰：朔，尽也，北方万物尽，故言朔
也。”关于北方的寒冷，阮籍《咏怀》：“朔
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乐府诗集·木
兰诗》：“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就
是写照。由朔方又衍生出朔北（长城以
北）、朔土（北方地区）、朔垂（西北边远
地区）、朔门（北方边境之地）、朔庭（北
方异族政权）等等。

朔方一词最早见于《诗经·小雅·
出车》：“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意思是
周宣王命令大将南仲，前往北方筑城，
以防御猃狁的入侵。秦汉之际，匈奴
民族崛起于漠北草原，常常南下劫掠，
边境不得安宁。至汉武帝时为阻止匈
奴南下侵扰，加强边塞军事防备，于元
朔二年（公元前 127年）置朔方郡，郡治
在阴山以南的河谷地带，今内蒙古自
治区杭锦旗以北区域。朔方郡正好位
于西汉王朝国都长安城的正北方，因

此取《诗经》中“城彼朔方”之意。
东汉末年废弃。朔方之名

数百年间多有变化，
唐初改北魏设立

的岩绿县（今

陕西省靖边县红墩界乡白城子）为朔
方县；同时在灵州（今宁夏吴忠境内）
活跃着一支机动军队，称朔方军，是由
汉族与少数民族组成的北部边塞地区
的边防军，主要防御和讨伐后突厥汗
国的进犯。其统帅初称“朔方道行军
大总管”，后称“朔方军大总管”；开元
九年（公元 721年）改置朔方节度使，治
所仍在灵州。今宁夏有朔方之别称应
从唐初驻守“朔方军”始。朔方作为地
名曾数度变迁，但在宁夏的历史上存
在时间最长，现在已演化成为宁夏的
代名词，主要指宁夏北部银川、吴忠一
带，但也并不是确指。顺带说一句，创
刊于 1959年 5月的《宁夏文艺》后改名
《朔方》，在北方地区有着很强的影响
力，从文化的角度来说也算继承了“朔
方”这一名牌。

唐景龙元年（公元 707年），文武兼
备的张仁亶（亦称张仁愿）被任命为朔
方军大总管。按照当时的惯例，行前多
位诗人奉旨以《奉和幸望春宫送朔方军
大总管张仁亶》为题为其送行，其中就
有李峤、李乂、郑愔、苏颋、刘宪等当朝
显贵人物。数十年后唐德宗李适也作
有同名诗，那就成了另外一层意思。

李峤诗云：
玉塞征骄子，金符命老臣。
三军张武旆，万乘饯行轮。
猛气凌玄朔，崇恩降紫宸。
投醪还结士，辞第本忘身。

露下鹰初击，风高雁欲宾。
方销塞北祲，还靖漠南尘。
郑愔诗云：
御跸下都门，军麾出塞垣。
长杨跨武骑，细柳接戎轩。
睿曲风云动，边威鼓吹喧。
坐帷将阃外，俱是报明恩。
唐初的应制诗，语句大多华丽工

整，渲染排场，颂扬皇恩，但也为国家
的统一强大给予厚望，祈愿出边大将
能够建功立业，臣服四夷。“方销塞北
祲，还靖漠南尘。”“睿曲风云动，边威
鼓吹喧。”表述的就是这个意思。张仁愿
在朝廷显宦的祝愿声中到达朔方，果
然不负众望，多次大破突厥军队，后
取漠南，严重削弱了后突厥汗国的实
力，最终使其灭国。朔方军也在张仁亶
的统领下由临时出征开始变为长期
镇军。

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又在灵州设
置朔方节度使，辖今宁夏中北部、陕西
北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首任朔方节
度使为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张说。张说
以宰相身份出任镇将，进一步表明北方
地区对于唐王朝的重要。张说也不辱
使命，多次击退突厥、吐蕃的侵扰，保卫
了北方安全，在朔方这块土地上累立战
功。张说在赴任前写下了《将赴朔方军
应制》一诗，抒发了赴边卫国的决心和
意志。诗曰：

礼乐逢明主，韬钤用老臣。

恭凭神武策，远御鬼方人。
供帐荣恩饯，山川喜诏巡。
天文日月丽，朝赋管弦新。
幼志传三略，衰材谢六钧。
胆由忠作伴，心固道为邻。
汉保河南地，胡清塞北尘。
连年大军后，不日小康辰。
剑舞轻离别，歌酣忘苦辛。
从来思博望，许国不谋身。
诗作沉雄慷慨，豪气干云。诗中

张说“以张骞自比，立言有体”（清沈德
潜《唐诗别裁集》卷一七），表达了许身
报国的爱国情操。这首诗载《全唐诗》
卷八十八，《乾隆宁夏府志》《朔方道志》
《宁夏历代诗词集》亦收录此诗。其后
兵部尚书王晙接替张说出任朔方节度
使一职，张说又写下了《奉和圣制送王
晙巡边应制》的诗以壮行色。

唐诗中有关“朔方”的应制诗很多，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北方边塞频繁
的军事行动以及社会、民族、人口等情
况。朔方的战略地位在有唐一代也明
显上升，也使灵州成为北方地区重要的
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之一。安史之乱
爆发后，著名军事家郭子仪时任朔方节
度使，统帅朔方军，在平定安史之乱中
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为维护唐王朝的
统一和社会安定做出了很大贡献。透
过岁月的烟云，我们也从中可以窥到历
史上宁夏这块大地上刀光剑影、风云变
幻、王朝盛衰的一幕。

潘存先生虽幼时便是神童、奇才，
但科举、仕途都不算顺畅，三十四岁才中
了广东省的第五十五名，花钱才捐了个
六品的户部主事，从其好友李兹铭的《赠
送孺初道友南归序》中的“授六品之官，
不禄而能活”这句来判断，还是个不发工

资的候补主事，但老先生倒似乎也没因
此而生活窘迫，过得也算自在。

为官二十多年里，潘存先生在忙些
什么呢？其侄孙潘为渊是这样记录的：

“京曹簿宦，公余多暇，益研究经史，淹贯
百家，工诗古文词，而为学务求实际。先
生性好临池，用笔得古人秘钥，能悬臂作
蝇头细楷，凡汉魏六朝碑版，以及唐晋宋
明诸名家法帖，藏庋最富，朝夕摹写，至
废寝食，故所作字，骎骎入古人之室，中
外争宝贵之。日本高丽名士，每不惜重
价购其片楮。杨惺吾孝廉随公使往日
本，寄书旋云，东洋人见先生书，仰之如泰
山北斗云。尝著《楷法溯源》一书，计七
卷，镜六书之渊源，订百氏之讹谬。惺吾
孝廉为集赀，刊于武昌，小学家展转购求，
无不家置一部，视同鸿宝。”先生一直忙两
件事，研究经史，钻研书法，并辑录一本堪
称书法领域扛鼎之作的《楷法溯源》。

《楷法溯源》收集整理了从魏晋到
五代的碑帖达 700多种，全书按《说文
解字》部首序列编排，每一字都举出了
古碑古帖的多个例字。这当然能练就
上文所说的“能悬笔做蝇头小楷”的硬
功夫，做不到严于律己，做不到抵抗诱
惑，做不到高度专注，是下不了这苦功
夫，出不了这细活的。（据《海南日报》）

全国古代书院的山门长得都差不
多，上悬书院名匾，旁立对联，溪北书院
也不例外。天下第一书院——岳麓书院
的山门上高悬宋真宗真迹“岳麓书院”名
匾，左右立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满满的是坐拥这座千年书院的湖南人溢
于言表的自豪。

海南文昌的这座溪北书院山门上悬
的四个字出自杨守敬。杨守敬是著名书
法家、金石家、藏书家，一生著述八十多
种，被誉为“晚清民初学者第一人”，他的
《水经注疏》更是郦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溪北书院与杨守敬结缘，源于他与
潘存的师生情缘。作为学生，他恭敬地
为老师的书院题了名，还在其中与他的
老师一起，玩了一个值得玩味的专属于
文人的文字游戏。

杨守敬和他的老师潘存一样，都是
书法大家，这“溪北书院”四个字，便充分
体现了他的汉隶书风，用笔松散，尤以

“溪”字的长横为典型。但如果您是个细
心的人，会发现这匾上的“書”少了一横。

因为杨守敬是书法大家，所以没人
会认为是错的，都认为这里一定有什么故
事，有什么玄机。毕竟这样一来，顿时就
有了古代文人的风雅了。据比对杨守敬
其他书法作品中的“書”字，发现他在书法
作品“行仁义事，读圣贤书”中的“書”并
没有缺这一横，再找来其他的，也是如此，
原来这不是习惯性省略，而是特意为之。

有趣的还不止这，进山门，过内院，中

轴线上的第二处建筑便是讲堂，这也是书
院里最为重要的部分，是日常老师讲课之
所在，跟现在的教室是同种功能。上悬

“讲堂”名匾，是潘存亲笔所书。巧合的
是，“讲堂”的“講”字同样少了一竖。

海南出版社付梓的《楷法溯源》上册
第213页，共收录了“講”字的四种写法，分
别采自《法根师碑》《道因法师碑》《兖公颂
碑》以及更多人熟悉的《多宝塔碑》，其中，
《道因法师碑》《多宝塔碑》中的“講”字，没
有中间那一竖。然后，找来《道因法师碑》
和《多宝塔碑》，查到其中的“講”字。

缺一横笔的“書”和缺一直笔的“講”
字，到底是师生应和还是残缺之美？今天
大概难有定论。但后人更愿意认为，这是
中国书法史上意义深远的两个残缺字，是
潘存及其学生在告诫后人：作为师长，毕生
有讲不完的学；作为学生，毕生有读不完的
书。学海无涯，要刻苦自励、孜孜不倦，由
此也可见一代名家潘存的良苦用心。

是另有深意还是残缺之美？A
溪北书院新修院墙的大门，匾额仍沿用杨守敬的字迹。

“文昌溪北书院有两个字是错的！”——在网络上搜索这句
话，能查到十数篇言之凿凿的文章，细数溪北书院的匾额上“書”
字少一横和讲堂的匾额上“講”字少一竖。百年书院真有两个错
别字吗？

潘存书法影响深远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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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北书院匾额“讲堂”。

这是在“山东手造 济宁好礼”文创旅游商品展上展出
的来自潍坊市的传统工艺品“泥叫虎”（6月27日摄）。

当天，“山东手造 济宁好礼”文创旅游商品展在山东
省曲阜市举行，来自山东省 16 个地市的 100 余类 2000 余件
文创旅游商品在展览上展出。 新华社发

中国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新时代文学实践点授
牌仪式日前在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高虹镇石门村文化礼
堂举行，杭州市临安区被授予全国首个中国作家“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新时代文学实践点。

中国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新时代文学实践点是
中国作家协会和各团体会员单位共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顺应时代要求、呼应人民期待
而设立的。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表示，中国作协将
从临安开始，陆续推出一批“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新时
代文学实践点，为广大作家“深扎”搭建平台，为广大作家
面向社会提供文学服务提供必要的载体。

中国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新时代文学临安实践
点授牌后，“国之大者·生态临安”主题采访活动正式启
动。阿来、彭学明、柳建伟、杜学文、侯志明、艾伟等一批国
内知名作家将先后前往临安博物馆、天目山自然保护区、
天目月乡村落景区、青山湖景区，实地探寻临安的文化之
源、自然之源、发展之源、生态之源。 （据光明网）

新华社西安电 继在秦始皇帝陵“百戏俑坑”出土的“仰
卧俑”上发现多枚指纹后，指纹学专家近期又对这些指纹进
行了比对，发现这件陶俑的制作工匠应为青少年。

据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副院长周萍介绍，修复人员在对
“仰卧俑”进行保护修复时，在其腹部表面彩绘之上发现三
枚连续的指纹痕迹。专业鉴定机构的指纹学专家对三枚指
纹进行了数据采集和专业分析，经比对这三枚指纹与青少年
指纹特征高度相似，可知制作这尊陶俑的工匠应为青少年。

此外，在“百戏俑坑”发现的这些陶俑衣服上有大量彩
绘，研究人员采集了大量纹饰信息，对彩绘颜料进行分析
检测，构建了百戏俑纹饰信息数据库，并结合文献资料，复
原百戏俑服饰。周萍表示，以百戏俑为实物资料，秦始皇
帝陵博物院将开展秦代百戏乐舞研究，逐步构建秦时期的
百戏乐舞体系。

“仰卧俑”出土于秦始皇帝陵K9901陪葬坑，这座陪葬坑
因出土了几十件姿态为百戏表演的陶俑，而被称为“百戏俑
坑”。“仰卧俑”被发现时残破非常严重，由数十块残片组成，
头部及双手缺失。经专业人员历时 9个多月的修复，这尊陶
俑呈现出脚前掌及双膝着地、身体后倾呈仰卧状的姿势。

中国作家全国首个新时代
文学实践点落户杭州临安

秦始皇帝陵“仰卧俑”
制作者为青少年

近日，由南开大学文学院推出的短视频版《唐诗三百
首》正式上线。短视频每集两三分钟，由专家学者讲解、诵
读唐诗，让更多人关注和了解诗歌，感悟古典文化之美。
该项目由南开大学中华诗教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叶嘉
莹领衔，多名专家学者参与录制。

近年来，诗词相关内容的短视频受到欢迎，许多创作
者聚焦诗句背后的历史故事、文学典故进行讲解，用音乐、
舞蹈等丰富形式呈现经典诗词。此次推出的短视频版《唐
诗三百首》聚焦唐诗经典选本，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诠释经
典，以音频、视频等形式立体化传播，计划讲解、诵读 313首
唐诗，增强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据《人民日报》）

短视频版《唐诗三百首》推出

“年华易老，技·忆永存——第四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成果展映月暨工作回顾展”系
列活动，日前在南开大学图书馆逸夫馆开幕。这也是“非
遗进校园 传承在南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阅读推广系
列活动”之一。

活动在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司指导下，由国家图书馆和
全国 182家图书馆联合主办，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
心承办，包括线下展览和线上展映两部分，将持续至 8月
30日。

展览精选了理论研究、口述历史、篆刻艺术、系列丛
书、刺绣云锦、书画装裱、岁时节气、陶瓷漆器、手作技艺、
国乐雅音、舞蹈之美和南开传承等 12类 50余册图书，线上
展映的 115部纪录片是从 872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记录工作项目中精选出来的优秀成果，呈现了非遗之美和
非遗保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其中 20部为首次发布。

（据《天津日报》）

“年华易老，技·忆永存”
非遗展进校园

距今几十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手斧、古
老的楔形文字泥版、两河流域独特的青金
石饰物……近期，190余件叙利亚文物漂洋
过海来到中国，讲述着古老的“丝路文明”。

6月 25日，“邂逅·美索不达米亚——
叙利亚古代文物精品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
向公众开放，本次展览由中国文物交流中心
和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联合主办，
并得到了叙利亚驻华使馆的大力支持。

本次展览共展出 196件/组精美文物，
记者在展厅看到，展览分为“曙光”“变革”

“争霸”“融合”“对话”五个单元，横跨叙利
亚的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以及
希腊、罗马和伊斯兰时代，描绘了长达50万
年的文化图景和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展

览介绍，叙利亚地处亚非欧三大洲的十字
路口，各种文化在此交流融合，从而形成了
独具一格的叙利亚文化。叙利亚拥有3500
多处古迹，犹如一座裸露在蓝天下的博物
馆，其文化多样性谱写了一部壮丽的史诗。

据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策展人祁钰介绍，
本次展览的一大特点就是展出的叙利亚文物
均来自大马士革国家博物馆、阿勒颇博物馆
等9家叙利亚博物馆，重点展品包括祭拜者
雕像、亚述壁画、青金石项链等，策展环节侧
重对该地区不同时期文明特点的梳理介绍，

“在展览中，观众可以发现，这么多文物陈列
在那里就能了解该地区文明的多样性”。

此外，本次展览还展示了来自西安
碑林博物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敦煌研究院等 3 家国内博物馆的藏品。
我国和叙利亚交往历史悠久，中国史书先
后将在古代叙利亚地区建立的国家称为

“条支”“大秦”“大食”等，本次来自国内
的几件文物，包括《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拓片、刻花纹石碑等，展示了中叙两国历
史上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展现了中国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传统友谊。

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组织策划了叙利
亚古代文物主题展览来华巡展，“邂逅·美
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古代文物精品展”
是该展来华巡展的第三站。此前，“‘叙’
写传奇——叙利亚古代文物精品展”于
2021年 8月 4日至 11月 7日在深圳市南山
博物馆展出，“文明的万花筒——叙利亚

古代文物精品展”于 2021年 12月 30日至
2022年 5月 8日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展
出。系列巡展为中叙两个古老文明之间
的文化交往注入了新活力和新内容，为促
进中叙两国文明交流互鉴、相互启迪提供
了一个新的人文交流平台，也让中国观众
可以从不同角度感受亚洲文化地缘相近、
文化相亲，和而不同、和谐共存的特质，为
助力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
体提供了重要的人文基础。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 10月 8日。
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展览部主
任顾恒说，本次展览展期较长，主要是为
方便疫情期间观众可以更好地参观这批珍
贵文物。 （据《光明日报》）

190余件文物讲述“丝路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