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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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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时讯

范仲淹的 《岳阳楼记》，不仅是影响
深远的文学名篇，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的珍
贵文化遗产，可称之为千古绝唱，历久弥
新。如此雄文的形成非一日之功，有其深
厚的思想基础和文化底蕴。从思想性和艺
术性上看 《南京书院题名记》，乃是形成
《岳阳楼记》 的重要基础之一。我认为
《南京书院题名记》 与 《岳阳楼记》 之间
有着内在的传承和发展的关系，现就此问
题略谈一二。

《南京书院题名记》写作背景
商丘地处中原腹地，物产丰富，交通

便利，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殷商文
化之源头，有重视教育之传统，这正如司
马迁在 《史记》 所载：“有先王之遗风，
厚重多君子。”商丘在北宋初年为宋州，
是后周宋州节度使赵匡胤的治所，史称商
丘是宋朝的潜龙之地。公元 960 年，赵匡
胤称帝后，定国号为“宋”。依据宋州在
北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交通优势，
在景德五年 （1005 年） 升宋州为应天府。
大中祥符三年 （1010年） 宋真宗将曹诚捐
资所建的书院诏赐为“应天书院”。大中
祥符七年 （1014 年），升应天府为陪都南
京。此后，应天书院又称“南京书院”。
据清 《归德府志》 记：五代后晋时期的宋
州虞城邑人杨悫 （893—960 年），颇有学
识，热衷教育，应时代所需，在归德军将
军赵直的支持下，于公元 936—974年在睢
阳兴建“睢阳学舍”，成为“应天书院”
的前身。杨悫办学成绩显著，培养了如戚
同文等不少人才。杨悫去世后，其弟子戚
同文继承杨悫的事业，在赵直将军的帮助
下，筑室、教书授徒。《宋史·隐逸·戚
同文传》 载：“戚同文，字同文，宋之楚
丘人。世为儒。幼孤，祖母携育于外氏，
奉养以孝闻。祖母卒，昼夜哀号，不食数
日，乡里为之感动。始，闻邑人杨悫教授
生徒，日过其学舍，因授 《礼记》，随即
成诵，日讽一卷，悫异而留之。不终岁毕
诵 《五经》，悫即妻以女弟。自是弥益勤
励读书，累年不解带。时晋末丧乱，绝意
禄仕，且思见混一，遂以‘同文’为名
字。”《玉壶清话》 载：“戚同文，宋都之
真儒也，虽古之纯德者，殆亦罕得。其徒
不远千里而至，教诲无倦，登科者题名于
舍，凡孙何而下，七榜五十六人。”宋初
的著名人物许骧、宗度、王砺等进士皆出
其门，时声震朝野，世人称之为“睢阳先
生”。戚同文逝世后，被朝廷受赠礼部侍
郎，以彰其功。其二子戚维、戚纶均在朝
为官。“睢阳学舍”失去了主持，教学工
作逐渐中断，学舍停办废弃。

清 《归德府志》 载：“宋应天书院：
在旧城州治东。宋大中祥符三年，邑士曹
诚建学舍百五十楹，聚书千五百卷，招明
经艺者讲习其中。有司以闻，赐额‘应天
书院’，久废。”其意思在大中祥符二年
（1009年），家资雄厚、藏书丰富的应天府
富民曹诚，愿重新恢复睢阳学舍，并邀请
戚同文之孙戚舜宾为主持，首捐金三百
万，在睢阳学社旧址重建学舍 150 间，聚
书 1500卷，并愿悉数捐赠给朝廷。大中祥
符三年 （1010 年），根据曹诚的请求，应
天府上呈朝廷，宋真宗皇帝为之嘉叹，

“面可其奏”。钦命端明殿学士盛度作记，
前参知政事陈尧佐题其榜，表彰曹诚捐资
建 学 舍 之 举 ， 正 式 御 赐 院 额 “ 应 天 书
院”。并在学院立敕赐碑，应天书院由应
天府设提举官直接管理，从此睢阳学舍由

私学变为官办学院。大中祥符七年 （1014
年） 应天府升为南京，“应天书院”又称

“南京书院”。范仲淹在 1028 年撰写此记
时，故以级别较高“南京书院”以记之。
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北宋朝廷逐步加大
对应天书院的投入和管理。

明道二年 （1033年） 十月，朝廷准许
应天书院设置“讲授官一员”。景佑二年
（1035 年） 十一月，应天书院改为“应天
学府”，官府拨给府学学田 10 顷，作为府
学经费支出。庆历三年 （1043 年），北宋
朝廷又将“应天府学”升为“南京国子
监”，与东京汴梁、西京洛阳的国子监并
列为全国 3 所最高学府，成为北宋重要的
教育基地，为北宋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

《南京书院题名记》的主要内容
《岳阳楼记》 现在可以说人人皆知，

而知道 《南京书院题名记》 者较少，现将
其记的内容简要介绍如下：

《南京书院题名记》 共分四段，约 571
字，是范仲淹现存记中较长的一篇。本记
开篇赞颂了北宋建国伟业和太平社会。如
本记：“皇宋辟天下，建太平，功揭日
月，泽注河汉，金革尘积，弦诵风布。”
随之记述了宋州的“睢阳先生”戚同文乐
于创办教育的情况，如本记“以奋于丘园
教育为乐”。肯定了他创办睢阳学舍所取
得的成就，并对戚同文二位儿子的文德予
以赞评。

第二段记述了应天府人曹诚捐资、捐
书，重建睢阳学舍和宋真宗赞许并赐名，
原宰相陈尧佐题写匾额，如本记“真宗皇
帝为之嘉叹，面可其奏”。

第三段描写了应天书院成立后的社会
影响和办学要求及个人忧乐天下的情怀，
如本记载：“风乎四方，士也如狂，望兮
梁 园 ， 归 于 鲁 堂 。 辛 甫 如 星 ， 缝 掖 如
云。”由于范仲淹在这里学习生活了五
年，记中深深隐藏着自己的学习感悟和人
生体会，如本记载：“经以明道，若太阳
之御六合焉；文以通理，若四时之妙万物
焉。诚以日至，义以日精。”同时也表达
了忧乐天下的情怀。

第四段总结了南京书院 （应天书院）
30年所取得的辉煌成绩和自己对母校愿景
的祝福。如本记：“相继登科，而魁甲英
雄，仪羽台阁，盖翩翩焉，未见其止。”
为表彰这些优秀学才，激励来者，促使本
院永续昌盛，他建议将这些登科英才列入
名册，付之大观，或刻到金石上。同时也
希望戚同文的后代，也有高尚品德的人从
事教育，继承和发展“天下同文”之荣
光。

范仲淹就读和执
掌南京书院的情况

23 岁 的 范 仲 淹 在
知其身世后，愤然从
山东长山辞母来应天
书院求学，并通过 5 年
的苦学。《宋史·范仲
淹 传》 载 ：“ 少 有 志
操。之应天府，依戚
同 文 学 。 昼 夜 不 息 ，
冬 月 惫 甚 ， 以 水 沃
面；食不给，至以糜
粥 继 之 。 人 不 能 堪 ，
仲淹不苦也。”范仲淹
于 大 中 祥 符 八 年
（1015 年） 进士及第，
初 任 广 德 军 司 理 参

军，天圣元年 （1023年） 在南京娶李氏女
结婚立家。南京李氏是名门，其伯父李昌
龄官至副宰相。其家族有 8 位进士，4 位
有传。天圣四年 （1026年） 八月，范仲淹
母亲谢氏去世。按规制范仲淹回南京为母
守丧 （丁忧），天圣五年 （1027），南京留
守晏殊知范仲淹有才华，便邀请他掌教南
京书院。范仲淹应邀后，为实现忠君报国
之志和报答母校的培养之恩，竭尽全力的
组织教学，精心授课。他经常住宿在学
院，督导教学，勤劳恭谨，以身作责，言
传身教。为了提高教学效果，他所授的每
一课，自己先写范文，如 《用天下心为心
赋》《以蒙养心腹》《君以民为体赋》 等。
范仲淹在南京书院掌教期间，正是本院发
展的鼎盛时期，如在天圣五年 （1027 年）
的殿试中，状元王尧臣、榜眼赵概均出自
南京书院，范仲淹为南京书院的发展作出
了巨大贡献。世人总结为先是南京书院造
就了范仲淹，后来范仲淹又成就了南京书
院。到天圣六年 （1028 年），范仲淹为母
守丧期将满时，他怀着对母校的留恋、热
爱和愿景，写了他一生中第一篇记，即
《南京书院题名记》。

《南京书院题名记》 与 《岳阳楼记》
的传承关系。

范仲淹作为一代圣贤，为人类留下了
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其诗、赋、表等文
体较多，而记体散文较少，目前仅发现有
《南京书院题名记》《桐庐郡严先生祠堂
记》《清白堂记》《岳阳楼记》《邠州建学
记》《天竺山日观大师塔记》《景裕重建圣
文宣王庙记》《眉寿堂记》 8 篇。在这 8 篇
记中，《南京书院题名记》 与 《岳阳楼
记》 在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上的传承关系
较为密切。

在思想方面主要表现在“忧乐天下”
上。范仲淹在青年时便有先忧后乐的情
怀，其思想最早见著于 《南京书院题名
记》，如本记：“若夫廊朝其器，有忧天下
之心。进可为卿大夫者，天人其学，能乐
古 人 之 道 ； 退 可 为 乡 先 生 者 ， 亦 不 无
矣。”这与 《岳阳楼记》 中的：“退庙堂之
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
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有
着密切的传承关系，其前者是基础，后者
是前者基础上的升华和提高。《南京书院
题名记》 写于 1028年，而 《岳阳楼记》 写
于 1046 年。这时，范仲淹已是 58 岁，作
者通过 18年的先忧后乐的社会实践，使其
忧乐天下的思想得到丰富、完善、提高和
提炼。故能在 《岳阳楼记》 中写下“不以
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天下之乐而乐”的传世名句。

在艺术方面，《南京书书院题名记》
与 《岳阳楼记》 都巧妙地运用了赋体，实
现了骈散完美的结合，叙事、写景、抒情
与议论结合紧密与议论结合紧密，，融合一体融合一体。。在结构上都在结构上都
表现出层次分明表现出层次分明、、严谨严谨，，立意高远立意高远，，意涵意涵
深刻深刻，，实现内容美与结构美的和谐统一实现内容美与结构美的和谐统一。。
在表现形式上在表现形式上，，大量运用拟人大量运用拟人、、对仗对仗、、排排
比比、、夸张等修辞手法夸张等修辞手法。。特别是句段开头特别是句段开头，，
转折用词有着明显相同传承之处转折用词有着明显相同传承之处。。如前者如前者
有有““然则文学之器然则文学之器”，”，后者有后者有““然则何时然则何时

而乐也而乐也”；”；前者有前者有““至于通至于通 《《易易》》 之神之神
明明”，”，后者有后者有““至于春和景明至于春和景明”；”；前者有前者有

““若夫廊朝其器若夫廊朝其器”，”，后者有后者有““若夫淫雨霏若夫淫雨霏
霏霏”；”；前者有前者有““观夫三十年间观夫三十年间”，”，后者有后者有

““ 予 观 夫 巴 陵 胜 状予 观 夫 巴 陵 胜 状 ”；”； 前 者 有前 者 有 ““ 登 斯 缀登 斯 缀
者者”，”，后者有后者有““登斯楼也登斯楼也””等等。。在夸张在夸张、、
比拟方面运用的十分得体比拟方面运用的十分得体，，如本记如本记：：“聚
学为海，则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淬词为
锋，则浮云我决，良玉我切。”在排比修
辞手法的运用也有奥妙之处，如：“或醇
醇而古，或郁郁于时；或峻于层云，或深
于 重 渊 。”“ 至 于 通 《易》 之 神 明 ， 得
《诗》 之风化，洞 《春秋》 褒贬之法，达
礼乐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书，博涉
九流百家之说者，盖互有人焉。”等用词
准确，概括精练。这对华夏传统文化的概
括非常精辟，堪称传世之典范。这与 《岳
阳楼记》 对洞庭湖自然景观的描写形成鲜
明的对比，成为内部传承关系密切，比翼
双飞的两篇传世名记。

附：《南京书院题名记》

皇宋辟天下，建太平，功揭日月，泽
注河汉，金革尘积，弦诵风布。乃有睢
阳先生赠礼部侍郎戚公同文，以奋于丘
园教育为乐。门弟子由文行而进者，自
故兵部侍郎许公骧而下，凡若干人。先
生 之 嗣 ， 故 都 官 郎 中 维 、 枢 密 直 学 士
纶 ， 并 纯 文 浩 学 ， 世 济 其 美 ， 清 德 素
行，贵而能贫。

祥符中，乡人曹氏，请以金三百万，
建学于先生之庐。学士之子，殿中丞舜
宾，时在私庭，俾干其裕；故太原奉常博
士渎，时举贤良，始掌其教；故清河职方
员外郎吉甫，时以管记，以领其纲。学士
画一而上，真宗皇帝为之嘉叹，面可其
奏。今端明殿学士，盛公侍郎度文其记，
前参子政事陈公侍郎尧佐题其榜。

由 是 风 乎 四 方 ， 士 也 如 狂 ， 望 兮 梁
园，归于鲁堂。辛甫如星，缝掖如云。讲
义乎经，咏思乎文。经以明道，若太阳之
御六合焉；文以通理，若四时之妙万物
焉。诚以日至，义以日精。聚学为海，则
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淬词为锋，则浮云
我决，良玉我切。然则文学之器，天成不
一。或醇醇而古，或郁郁于时；或峻于层
云，或深于重渊。至于通 《易》 之神明，
得 《诗》 之风化，洞 《春秋》 褒贬之法，
达礼乐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书，博
涉九流百家之说者，盖互有人焉。若夫廊
朝其器，有忧天下之心。进可为卿大夫
者，天人其学，能乐古人之道；退可为乡
先生者，亦不无矣。

观夫三十年间，相继登科，而魁甲英
雄，仪羽台阁，盖翩翩焉，未见其止。宜
观名列，以劝方来。登斯缀者，不负国家
之乐育，不孤师门之礼教，不忘朋簪之善
导。孜孜仁义，惟日不足。庶几乎刊金石
而无愧也。抑又使天下庠序规此而兴，济
济群髦，成底于道，则皇家三五之风，步
武可到，戚门之光，亦无穷已。他日门人
中绝德至行，高尚不仕，如睢阳先生者，
当又附此焉。

范仲淹范仲淹《《南京南京书院题名记书院题名记》》
与与 《《岳阳岳阳楼楼记记》》 的传承关系的传承关系

□ 赵 杰

12 月 2 日，夏邑县老年体协在长寿文化广场举行老年人舞龙艺术表演，来自县直
机关和乡镇的 12个代表队的 60余名队员，各自显身手尽展老年人风采。

本报记者 韩 丰 摄

11 月 29 日，来自江苏省无锡市的国家正高级工艺美术师朱彬 （左二） 在商丘古城陈家
大院与我市茶友、壶友交流紫砂文化。11 月 25 日至 29 日，朱彬携弟子五人走访商丘多
地，传播紫砂知识，受到普遍欢迎。 本报记者 吴 涛 摄

11 月 28 日，记者看到，归德府城穆氏四合院南明清
建筑基址考古发掘项目正在进行考古发掘。

该项目从 10 月 15 日开始考古发掘，由河南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睢阳区文物局负责考
古发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杨文胜研究员担任
考古领队。

商丘古城已有四千多年历史，现存地上的归德府城于
明朝弘治十六年 （公元 1503年） 破土动工，历时八载，于
明朝正德六年 （公元 1511 年） 竣工，距今已有 500余年的
历史。现存归德府城之下同时叠压着明朝弘治十六年之前
元朝时期修建的归德府城、北宋时期的应天府南京城、隋
唐时期的宋州治所宋城、秦汉时期的梁国国都睢阳城、周
朝时期的宋国都城等多座都城、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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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戴文杰） 最近，枣红马关于海子诗学
研究的学术论文 《神圣的折磨——论海子原始意象的现代
主义演绎》《幻象的生存——再论海子原始意象的现代主
义演绎》分别在《南腔北调》杂志 2021 年第九期、第十期发
表。对此有专家称，论文创造性地挖掘并发现了诗人海子
诗歌创作的密码系统，这是海子诗歌学术研究的新收获，对
于当下诗歌创作与研究具有极大的启示性和普遍价值。

枣红马，本名李传申，曾用名释然，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河南省诗歌学会副会长、商丘市作家协会主席。曾经
出版文学评论著作四部，长篇小说两部，发表中、短篇小
说多篇。作品荣获省社科奖和省“五个一工程”奖。退休
之后，他一手进行小说创作，一手进行文学评论，取得了
诸多的骄人成就，对于海子的评论是他关于现代诗学研究
的成果之一。枣红马这两篇学术论文选题站位高端，理论
思想先进，学术研究精深。《神圣的折磨——论海子原始
意象的现代主义演绎》 运用现代心理学精神分析学说探寻
海子诗学的心理结构，在学术中不但论证缜密，而且充溢
激情，写得荡气回肠。《幻象的生存——再论海子原始意
象的现代主义演绎》 运用现代主义哲学分析海子“幻象的
生存”诗学结构，得出的理论结论达到了诗学理论的哲学
层面。论文在 《南腔北调》 连续发表之后，受到了读者和
有关专家的好评。文学博士、中日文学研究专家、新华社
《参考消息》 驻日驻美原首席记者何德功认为，评论“有
深度，有激情，是海子诗评中难得的佳作”。河南省作家
协会副主席、河南省诗歌学会会长、著名诗人张鲜明认
为，“著名诗歌理论家枣红马 （李传申） 从海子的原始意
象出发，以幻象诗学为理论框架，创造性地挖掘并发现了
诗人海子诗歌创作的密码系统，及其精神生存的终极价
值。枣红马的这一研究，以整个宇宙为诗学空间，对世界
整体的现代生存意识进行深入思考，触及到了诗学最原始
也是最本质的命题，因而对于当下诗歌创作与研究具有极
大的启示性和普遍价值。”

《南腔北调》 杂志创刊于 1981 年，是一家原创性文艺
评论性质的大型学术期刊，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产生了广
泛的国际国内影响。该期刊由河南省文联主管主办，全彩
印刷。有文化学者对其总结出了三大特点，即“地域文化
的归属性，学术研究的高端性，印装精美的观赏性”。该
杂志重视稿件质量，轻视世俗关系，不少作者反映，在出
版界它是难得的一方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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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外文局主办，
外文出版社承办的“读懂中国”丛书 （第二辑） 发布会
12月 1日在广州举行。

“读懂中国”丛书于 2019年底启动第二辑的编辑出版
工作，着重就百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及成就、中国
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一带一路”、区域性经济、发展
中的民族企业和疫情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等国内外关注
的焦点问题邀请国内权威专家学者撰写，并通过更多的
国外作者来解读中国。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郑必坚表示，中国
的发展和进步永远是进行时，中国的改革和开放永远是
进行时，“读懂中国”的事业也永远是进行时，期望国际
社会理解和尊重中国人的独特历史经验和开拓前行的崇
高心愿，并以这样的视角来“读懂中国”“读懂中国共产
党”。

丛书作者之一、中国 （海南） 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迟福林说，在我国打造高水平、制度型对外开放格局的
背景下，“读懂中国”丛书的出版具有其时代价值、历史
价值。“读懂中国”丛书从多角度解读中国，让国际社会
从“了解中国”到“读懂中国”，成为讲好新时代中国故
事的重要载体和平台。

作为参与丛书撰写的外国专家，印度尼西亚战略与
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基金会副主席尤素夫·瓦南迪说：“我
读了‘读懂中国’丛书第一辑，并被该系列中富有深度
的观点和知识所折服，因此，我把它视为在理解中国问
题上的百科全书和学习伙伴。”

“读懂中国”丛书是由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和
中国外文局共同策划组织编辑、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一套
面向全球读者的国情解读丛书。丛书第一辑于 2018 年启
动，推出中、英、日文版共 40 余部作品，并以版权输出
形式，被翻译成德语、波兰语、韩语、阿拉伯语、印地
语、马来语等在国外出版发行。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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