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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大诗人贺知章，越
州永兴人（即今杭州萧山），
他的诗歌浅显易懂、活泼生
动，《咏柳》以“剪刀”比“二
月春风”，譬喻新颖出奇；
《回乡偶书》写尽游子的无
限落寞与感慨；《题袁氏别
业》最见贺知章率性狂放的
本性，诗人与袁氏别墅主人
萍水相逢，闲坐庭院，喝酒
览景，四围林木葱郁，石泉
叮咚，一切赏心悦目。

贺知章好酒，与“醉
八仙”之一的李白相交最
厚，两人留下了“金龟换
酒”的千古佳话。贺知章
在乡村郊游偶遇酒友也
是这样率性，劝主人“莫
谩愁沽酒，囊中自有钱”，
风趣散淡之形象跃然纸
上。明代学者凌宏宪在
《唐诗广选》中评注此诗：
“是一个四明狂客。”

“四明狂客”是贺知章的自号，
也是历代学人对他公认的品评。在
一般理解中，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品
格修养应当是“温良恭俭让”的，作
为一个朝廷高官、风雅学士，放浪形
骸及至于“狂”，似乎不太合适。实际
上，把传统士大夫的生活态度都理
解成谨严庄重，是一种误读。

道家崇尚真性情自不必说，庄
子自由率性，不妨碍其在道德上的
廉洁正直，并且有相当的棱角和锋
芒。儒家也把真性情看作做人与做
学问的基础。孔子说“人之生也直”，
就 是 强 调 人 在 生 活 中 应 奉 行“ 直
道”，展示真性情。《中庸》开篇便强
调“天命谓之性，率性谓之道”，圣人
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将天命转化为
人内在的真实性情，不受任何蒙蔽。

“狂”在孔子看来即是一种士人真性
情的体现，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
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

所不为也。”如果不能与奉行中道的
人在一起，孔子则选择与狂狷之士
打交道。

孟子曰：“孔子岂不欲中道哉？
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张、曾
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也。”狂
者性格外向，不拘一格，狂放激进，
蔑俗轻规；相对来说，狷者多性格
内向，清高自守，独善其身。“狂”与

“狷”一张一弛，是历代大学者追求
的儒家风范。

贺知章的“狂”实际上是追求真
性情，直道而行，有着深厚的中华文
化渊源。汉末魏晋时，社会动荡，对
许多士人来说建功立业已经成为幻
想，儒家经学虽仍为官方学术主流，
但已经不能作为士人们的精神依托，
玄学风气随名士清谈逐渐流行。东晋
南迁后代表人物如王羲之、谢安等，他
们将思辨新风注入中国传统哲学的躯
体，使之产生新的活力，在中国哲学思

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李泽厚先生将魏晋哲学发展称

为“人的觉醒”，以玄学家为代表的
士大夫超越两汉时期对经学、对做
官的一味追求，超越注重外在物质
生活的满足心态，而是叩问个体的
生存与存在、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从
本体论的高度确定人在宇宙中的位
置，建构理想人格。其特点即为对汉代
封建纲常礼教和西汉以来谶纬迷信的
反叛，个人自由、人格独立、精神超脱、
放浪形骸成为一种时尚。“魏晋风度”
则直接表现在审美表达与理论的突破
上，突破了“发乎情，止乎礼义”“厚人
伦、美教化”的限制，提出“文以气为
主”，将人的生命气质个性视为艺术
的中介和核心，“诗言志”不再偏重
于伦理怀抱和道德情怀，而是表现
一种纯个体的生命情感体验，将艺
术的焦点放在不拘一格表现人类真
情之上。

“狂客”们的精神内涵：追求真性情，直道而行

四明山是魏晋山水诗田园诗的
重要沉淀之地，也成了“狂客”们的
精神寄托处。

隋唐大一统之后，魏晋名士云集
的浙东成为重新发现中华文化的重
地，此时的越州已经成为浙东经济文
化的中心，造纸业发达，品茶之风多
奇，青瓷远销海外，是唐朝政府收税来
源的重镇，其影响远大于杭州。人们纷
纷越过钱塘江，沿着浙东运河，追寻魏
晋遗风，游览东南山水，抒发壮志幽
情，从而形成灿烂的“浙东唐诗之路”。
在四明山留下的诗作、遗迹荦荦大端。

王羲之及其后代居于四明山南
麓为主，今嵊州黄泽镇一带。谢安及
其后代居于四明山东麓，今上虞上
浦镇一带，谢灵运从小就居于祖父
谢玄修建的四明山始宁山居。谢灵
运《过始宁墅》的“白云抱幽石，绿筱
媚清涟”、《登池上楼》的“池塘生春
草，园柳变鸣禽”、《石壁精舍还湖中

作》的“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
等，都是为四明山而作。谢灵运的诗
歌在钟嵘的《诗品》中被奉为上品。

四明山在古越时代名为“句余
山”，山名也是这些晋代名士所改。
他们在如莲花簇拥的山峰间发现了
四窗岩，中通日月之光，相传天气晴
朗时，洞里云蒸霞蔚，会吐出五色霞
光，非常壮观神奇。据黄宗羲《四明山
志》“灵迹篇”载，这就是刘晨、阮肇遇
仙之地。四明山作为濒临大海之山，
所谓“渉海则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
四明天台”，历来多神话传说，像东汉
虞洪在道士山遇仙获大茗，神仙眷侣
刘纲、樊云翘在大岚白日飞升等；四
明山也是道教的洞天福地。两晋名
士则为四明山注入了灵性、魅力与
精神内核，道士葛玄、葛洪，东晋王
羲之、王献之，南朝的陶弘景，都在
浙东开辟道场。而与王羲之、谢安等
十八名士交游的还有以支道林、竺

道潜等为首的十八高僧，长期在浙
东盘桓不去，占山结庐。佛教传入中
国之后，第一个具有中国文化特色
的宗派天台宗就是在这一带产生。

经考证，共有 451 位唐代诗人游
弋于浙东，占《全唐诗》收载的 2200
余名诗人总数的五分之一，留下了
1500 多首唐诗。这是富有特色的山
水文化与士文化相融合而形成的一
条路，这既是地理意义上的路，也是
一条思想与文化之路。四明山在唐
代俨然成为士大夫的一个精神符
号，在浙东追寻魏晋遗风俨然成为一
种时尚。比如李白的《早望海霞边》，想
象四明山上“日出红光散，分辉照雪
崖”，过的是“一餐咽琼液，五内发金
沙”的生活，实际上是胸罗宇宙，思接
千古，超越具体的四明山，从道家层面
为我们营构了“天人合一”的自由境
界、宇宙境界，表达对整个人生、历
史、宇宙的哲理性感受和领悟。

四明山：山水文化与士文化的融合之地

贺知章自称“四明狂客”，既
标示自己的籍贯身份，也蕴含了他
儒道并济、以道为主的精神追求。
他还是浙江历史上第一位有资料记
载的状元，是武则天证圣元年 （695
年） 中乙未科状元。贺知章的回乡
既是叶落归根、故土情深，更是精
神返乡，他对自己的精神归属有着
深刻的自觉：他要回乡当“道士”。
一场大病之后，这种愿望变得越来
越强烈，尽管一家子在长安城生活
安耽，但这阻止不了一位八十六岁
老人的心。唐玄宗最终同意了贺知
章的要求，并亲自赠诗，太子率百
官送行京城门外。

唐明皇在 《送贺知章归四明》
里写道：“遗荣期入道，辞老竟抽
簪。岂不惜贤达，其如高尚心。寰
中得秘要，方外散幽襟。独有青门
饯，群僚怅别深。”李白一连写了

《送贺知章归越》 两首诗相赠。这
场风流盛会上，四明山是最热闹的
名字。皇帝怕他回老家后待遇不
好，诏赐镜湖剡川一曲，还赐贺知
章的儿子为会稽郡司马，便于照顾
老父亲。

因为贺知章对四明山的眷恋，
与宁波有了深厚的渊源。贺知章回
乡时，明州刚从会稽划分出来六
年，当时的州治还在现在的鄞江，

“明州”即因四明山而得名。四明
山间、浙东大地处处有贺知章的传
说。明州州治初建，文化落后，一
位站在盛唐诗坛之巅、对“四明”
有着特殊感情的大诗人自然为明州
百姓所喜爱，并获得强烈的乡土认
同与文化自豪。相传宋绍兴十四年

（1144 年），郡守莫将在贺知章读书
的故地重建“逸老堂”，以祀贺知
章和李白。其后几废几修，现存建

筑为清同治四年 （1865 年） 重修，
称贺秘监祠。

贺 知 章 的 诗 歌 融 合 儒 释 道 思
想，体现“人情人性”，高扬自由洒
脱的平民精神，风格气度雍容、清新
潇洒，感情自然、真挚，发于心底，又
意境深远。同时代的宁波，是一个盛
唐兴起、与传统城市格局完全不同
的江南都市，大运河的出海口与海
上丝绸之路相衔接的商业城市，一
个出产秘色瓷与茶叶等融入新兴中
国文化商品的城市，一个唐宋社会
转型期出现的初生牛犊般的城市，
它需要标示继往开来、多元包容、刚
健进取的新兴城市人文气象。一个
乐 观 向 上 、真 率 开 朗 的“ 狂 客 ”诗
人，和蔼可亲、充满生活气息的邻
家老人，正好为“四明”代言。

（作者单位：宁波市文化艺术
研究院）

贺知章与宁波的精神连接和深厚渊源

周忠和

“打招呼”是社会现象，更
是人情社会关系学的一部分。延
伸到本来最讲究“客观、公平、
公正”的科研评审领域，其危害
之深，殃及之广，不得不让人唏
嘘。

科研评审过程“打招呼”可谓
形形色色，无孔不入。从传统的面
传口授、上门汇报，到电话、电子
邮件，再到短信、微信。直言不讳
者有之，拐弯抹角者也有之。

据我所知，大多数的学者从
感情上对“打招呼”是鄙视的，然
而遇到利益相关的情况时，很多
人还是随了“打招呼”的大流。“理
由”最常见的似乎有两点：别的人
打了招呼，自己不打就会吃亏，不
能享受到公平的待遇，于是打招
呼是“逼上梁山”，属自保行为，当
然也不觉得理亏；打招呼表示对
评审者的尊敬，或者表示对这件
事很重视。

第一条“理由”似乎不难理
解，个人无法改变大的环境，但

“公平”外衣下忽视了那些没有能
力或者坚决不打招呼的人；第二
条“理由”就令人费解了，评审者
真的需要被打招呼而获得自尊心
的满足？现实中即使有这样的情

况，通常也是少数，而且不要忘了还
有那么一些评审者是一直很反感打
招呼的。当然，对少数人来说，不需
要为“打招呼”找任何理由，因为
在他们眼里，学术圈如同名利场，
恰恰是这少数人裹挟着大多数人，
一同进入了一个难以破解的怪圈。

对“打招呼”不以为然，不是因
为他们觉得“打招呼”好，而是认为
他只是在公正地介绍候选人的情
况，没有什么不妥。事实上，科研评
价中，同行（尤其是小同行）的评价最
不该缺位，而交流与讨论又是其中十
分重要的一环，遗憾的是我们当今
的评价中恰恰欠缺了这一点，因此
才有了我们今天最为熟悉的反“四
唯”。鉴于这一现状，十分有必要科
学界定“打招呼”与同行 （或评审
人） 间交流意见之间的界线。也要
考虑候选人是否获得了相同的机会。
这恐怕需要精心的制度设计。

宣传教育是我们首先想到的办
法，主管领导苦口婆心提要求，一
遍遍宣讲纪律，研究人员发倡议或
在承诺书上签名，然而如果止步于
此，收效甚微也就不足为怪了。制度
是改变文化最重要的抓手，建立好
的规则，并确保规则得到遵守，规
则破坏者受到应有的惩戒，是最为
关键的。

（来源：文汇报）

科研评审
如何破解“打招呼”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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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话新聊

桂晓燕

标题上的这句宁波老话，直观
地看，是说娘比爹更疼爱孩子。爹
手里的钱财，子女想要的话，还有
一些难度；娘手里的就不一样了，
子女想要，做娘的二话不说，“速郎
一样”拿出来；当然啦，要是自己手
里有，那就更爽了，爱啥时拿就啥
时拿，爱怎样花就怎样花！

其实，这只是这句老话的表层
意思。“爹有勿如娘有，娘有勿如自
有”，其更深一层的含义是这样的：
爹有钱给你也好 ，娘有钱给你也
罢 ，都不如你自己挣来的钱有意
义。自己挣来的每一个铜板，都凝
结着自己的心血、汗水，甚至泪水，

都体现着劳动的价值和自立自强
的精神。这才是最光荣、最宝贵、最
可靠的财富，是父母的钱财无法取
代的。

笔者读过的一个故事，正好生
动地阐释了这层含义。话说一户人
家有个宝贝儿子，从小娇生惯养。
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拿起书来就
头痛。老爸看到儿子“文勿像读书
人，武勿像救火兵”，以后怎么能在
社会上立足呢？后悔以前对儿子太
过娇宠，下决心要做儿子的规矩，
让他到社会上去见见世面，练练筋
骨，学一点做人做事的本领。于是
对儿子说：“你已经长大成人了，要
学会挣钱养活自己。今天你就出门

去找活干，挣不到钱不要回家来见
我！”过了三天，儿子回来了，手里
攥着一沓钱，递给老爸：“瞧，这是
我挣来的！”老爸看也没细看，拿过
钱来一把塞进火苗熊熊的灶膛！对
儿子说：“这不是你挣来的，还想骗
我？再出门干活挣钱去！”又过了三
天，儿子又攥着一沓钱回来了，又被
老爸一把塞进灶膛⋯⋯直到第三
次，老爸还是把儿子递过来的钱一
把塞进灶膛。就在这一瞬间，意想不
到的一幕发生了！只见儿子猛一下
扑上前去，不顾一切地将手伸进燃
烧着的灶膛，去抢救那几张钞票！吓
得老爸赶紧去救他！最后手倒还好，
但是钞票早已化为灰烬。儿子委屈

地说：“我承认前面两次，钱都是我
妈给的，但这次真的是我自己辛辛
苦苦挣来的哦！”

为什么这个儿子会有这样的
变化？因为“爹有勿如娘有，娘有勿
如自有”。娘给的钱，来得容易，失
去也不会感到心痛；只有自己实实
在在付出过，才懂得珍惜来之不易
的劳动成果。

现在社会上有一些富二代，因
为爹有娘有，他们也大大的有。当
然啦 ，如果他们的父母是合法致
富，取之有道，作为子女沾光有钱
也无可厚非，别人管不着。但是请
注意，你有钱不必显摆炫耀，因为
这钱又不是你自己通过劳动挣来

的。开一句玩笑话，只不过是你投
胎时额角头亮了一点，碰巧投到了

“钱多多”家里。事实上，即使是建
功立业的富一代，不少人也是很低
调的，何况是二代三代，就更没有
必要张扬了。我们不妨来看一位真
正的富二代，比尔·盖茨的女儿詹
妮弗。她被称为“史上最平凡的超
级名媛”，不拼爹也不炫富。不穿名
牌服装，不背名牌包包，待人谦和，
朴素自然，就像一个普通的邻家小
妹。这与比尔·盖茨良好的家教是
分不开的。比尔·盖茨认为孩子不
应该依赖父母，支持他们靠自己的
本领赚钱。比尔·盖茨的这番话说
得多好：“我们将把大部分财产捐

赠给慈善基金组织。我们会帮助孩
子们找到他们真正感兴趣的东西，
并让他们去尝试，而不是直接把大
量金钱放在他们的手上。如果我们
这样做，他们可能会一事无成。”

在我国，古往今来的许多有识
之士，在如何对待子女和财产的问
题上，也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例如，
林则徐就不主张留钱给子孙。他用
一副对联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子
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
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
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总之，不
留钱给子孙，让他们自力更生。

我 想 ， 无 论 是 比 尔 · 盖 茨 ，
还是林则徐，他们大概都没有听
说过“爹有勿如娘有，娘有勿如
自有”这句宁波老话；然而他们
的 观 点 ， 却 与 这 句 老 话 不 谋 而
合 。 说 明 阿 拉 宁 波 人 的 这 句 老
话，真的是很有道理。

爹有勿如娘有，娘有勿如自有

读读 史史

贺秘监祠贺秘监祠 （（资料图资料图））

贺知章像贺知章像

漫画角

施立平

上月，一位学生家长为了给
孩子送被子，强行要求开车进校
园，遭到学校保安朱师傅拒绝，
几经周折，最后这位家长想通
了，将车子停在边上，步行进入
校园（《宁波晚报》10月10日）。

校门是学校实施封闭式安全
管理的一道重要关口，是校园安
保工作的重点区域，学校根据实
际情况拒绝外来车辆进校园或谢
绝社会人员进学校是合理的，社
会人员理应理解、配合。学校

“门难进”，是学校安全管理制度
得到刚性执行的体现，值得称

道。
将学生的安全放在第一位的学

校，更令人敬重。学校在执行安全
管理制度时，是对事不对人的，作
为社会人员遇到这类“门难进”，
并不失体面。校园“门难进”，似
乎给当事人带来些许“不方便”，
但这种“不方便”，与学校在防患
于未然上所得到的“方便”相比，
何轻何重，一目了然。

学校的安全责任众所周知，也
因此，社会人员除应尊重学校的安
全管理制度外，还宜为学校安全工
作多营造些守望相助的氛围，多做
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从而共同为下
一代创造更加安全的成长环境。

这类“门难进”值得称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