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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一几一榻设一几一榻 架书数百卷架书数百卷
——从欧阳修《非非堂记》
谈宋代文人士大夫书房器物及意境

吴圣超

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进士及第，同
年五月，任两京留守推官。次年，他在办公厅修整
后，在“其西偏”构筑一堂，命名为“非非堂”，并撰写
《非非堂记》，文曰：

“权衡之平物，动则轻重差，其于静也，锱铢不
失。水之鉴物，动则不能有睹，其于静也，毫发可辨。
在乎人，耳司听，目司视，动则乱于聪明，其于静也，
闻见必审。处身者不为外物眩晃而动，则其心静，心
静则智识明，是是非非，无所施而不中。夫是是近乎
谄，非非近乎讪，不幸而过，宁讪无谄。是者，君子之
常，是之何加？一以观之，未若非非之为正也。

予居洛之明年，既新厅事，有文纪于壁末。营
其西偏作堂，户北向，植丛竹，辟户于其南，纳日月
之光。设一几一榻，架书数百卷，朝夕居其中。以
其静也，闭目澄心，览今照古，思虑无所不至焉。故
其堂以非非为名云。”

非非堂座落在新厅西边的一隅，四时花卉，修
竹掩映，流水萦绕，曲径通幽；欧阳公谓堂内布置一
几一榻，架书数百卷，简而精，素而雅，或有琴挂于
壁上，知己者知音，文士亦以此为情怀之抒发。窗
明几净，纤尘无染，了了数物，然后虚室而能生白。
欧阳公文章言简意深，其生活起居亦如此。《非非堂
记》中“以其静也”为要旨，静而后能安，能虑，能得，
文士皆以修身为本。

几通常为香几，其为礼器，敬天祭神，等级甚
高。宋时，焚香已成为日常，净室静心。每逢中秋，
小姐、夫人常设几于庭中，焚一炉香，是名拜月。欧
阳公虽未道出几上所陈之物，可想而知必设香炉。
欧阳公收藏研究古代碑刻铭文，青铜器皿，为北宋
三大金石学家，著有《集古录》，古代名器始有传。
或许此几上应是商周时期的青铜香鼎，宋画中亦屡
有所见。有言：好古者情深义重，欧阳公奖掖后人
的仁心与“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的胸
襟，为人所敬重。王安石在《祭欧阳文忠公》一文中
评价他“生有闻于当时，死有传于后世”。

榻有坐榻、卧榻之分，狭而长，无围栏。唐制多为
壸门造型，箱体结构，至宋时，又有插肩榫鹤膝腿榻
出现，也是从壸门榻演变而来。欧阳公朝夕居其中，
理应为卧榻，倦时便可小憩于榻上。宋太祖曾言与南
唐使者徐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闻者惊叹。
卧榻之名也因此典故而为更多的世人所知晓。榻在
汉时就流行于贵族官僚阶层，为尊者、长者的用具。
《世说新语》有记载东汉太守陈蕃招待名士徐稚的故
事，陈蕃尝于壁上挂一榻，但有徐稚来，则命人取下，
请其坐榻上。礼贤下士，传为美谈，此榻应为坐榻，下
榻之名由此而来。榻在宋代为主要的家具，常设在客
厅正中或书房内，与屏风组合使用，可坐可卧，主人
时邀贵客共坐一榻，或对弈，或宴饮。

欧阳修作为一代文宗，解经修史，诗词文章，自
成一家。其堂内架书数百卷，为学不遗余力。堂内
器物甚少，惟其书多，充实学问，涵养天机，此间却
是熠熠生辉。

宋初休养生息，以俭立国，风尚绵延数十年，至
仁宗时期，社会渐趋富有安稳，但隐患时现，外有强
敌环伺，内有朝政颓靡之象，遂文人士大夫奋起振
作，忧国忧民，立匡时济世之志。欧阳公所布置之
非非堂，器物疏朗简要，意境幽远深沉，其精神可见
一斑，为这一时代之缩影。

□相关链接

慈溪“思绥草堂”
亮相纪录片
《穿越时空的古籍》

近年来，聚焦古籍的纪
录片、综艺节目不断涌现，并
频频获得预期之外的关注。
今年1月份登录B站的《但是
还有书籍》第二季首集就聚
焦古籍，在网络上取得了9.4
的超高分好评。去年中央电
视台综合频道推出了《典籍
里的中国》，借助舞台话剧和
古今对话，节目网络视频播
放量迅速破亿次。其中有一
集讲述王阳明《传习录》，由
辛柏青扮演的王阳明和 400
年后的现代人撒贝宁跨越时
空进行对话，将《传习录》在
明代的创作环境、王阳明和
弟子徐爱之间的点滴故事生
动呈现。此外，如《中国影像
方志》《古书复活记》等节目
也让古籍深入人心。

今年3月，又一部纪录片
《穿越时空的古籍》在西瓜视
频上线，观众目睹学者和艺
术家修复古籍、演绎古籍内
容同时，也让原本束之高阁
的古书逐渐鲜活，截至目前，
播放量已达数千万。

其中第三记《家谱里的
人生》将镜头对准了宁波慈
溪一位私人藏家，有“中国家
谱收藏第一人”之称的励双
杰。1993 年，励双杰在慈溪
周巷的姚北古玩市场淘古
书，突然看到一部32册的《上
虞西华顾氏家谱》，误打误撞
走上一条人生的“岔路”。“当
时，对方讨价1000元，并不是
一笔小数目……我脑子不知
怎么想的，觉得家谱是特别
神奇的东西，我就想要。钱
付给他的时候，整个手都在
抖。”励双杰说。

从那以后，励双杰一直
在跟家谱打交道，翻着那些
质朴的纸张，读着那娓娓道
来的有关家族祖先的故事，

“感觉一部家谱就是一部演
变着的历史，特别有意义”。

目前，励双杰的“思绥草
堂”已收藏 1949 年前的家谱
原件近 2.5 万册，包含 400 多
个 姓 氏 ，其 中 80% 都 是 孤
本。他本人出版了专著《慈
溪余姚家谱提要》《中国家谱
藏谈》，长篇小说《阳谋》等，
还主编《思绥草堂藏稀见名
人家谱汇刊》，获2012年度全
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

近日，励双杰在忙一件
大事，思绥草堂将因地块拆
迁而搬家。据了解，在得到
慈溪白沙路街道文化站的支
持后，思绥草堂将搬进该街
道新设的传统家训文化展示
馆。届时，除了专门的储藏
空间外，还会有对外展示、提
供交流的场所。

一幅横向流动的《千里江山图》
上，标注了“涑水”“濂溪”“玉山”等若
干个古地名。数百个衣袂飘飘的儒
生，正在图上缓缓挪动，像是在“赶
路”。他们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
方的行程，代表着他们的求学历程和
所属学派。

这是北京大学人工智能专业学
生马源和她的同学们向首届“北京大
学数字人文作品展”所提交的展品
——用JavaScript完成的H5习作，
取名为“《宋元学案》知识图谱可视化
系统”。

《宋元学案》是余姚学儒黄宗羲
的未竟之作，由其子孙后学耗费140
余年完成，是了解和研究我国宋元时
代学术思想史的必读书目。在余姚
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收藏有一部国家
一级善本古籍《宋元学案》手稿本，虽
非完本，但在版本学上具有重大意
义，也是一部由“梨洲文献馆”进入余
姚市文保所收藏的古籍。

梨洲文献馆在余姚知名度很高，
为当地有识之士姜枝先等人在1954
年为“挽救文脉”创立，地点在龙泉山
上王阳明讲学过的“中天阁”，为收
集、存放解放初期余姚各地散落的书
籍、文物提供了一方园地。

梨洲文献馆的古籍和梁弄五桂
楼藏书，是余姚市文保所古籍的主要
来源。2016年，借古籍普查和典籍数
字化之便，该所在网上推出“梨洲文
献馆古籍资源库”，提供族谱、志书、
珍贵古籍、姚江名人著作等四部分内
容的索引，为余姚“文献名邦”的称号
加上现代注脚，也使馆藏文献的影响
力进一步扩大，催动了相关研究进
程。据余姚市文保所所长李安军介
绍，“今年，我们有计划将梨洲文献馆
恢复到线下，进一步为读者提供方
便，也欢迎更多社会力量的参与。”

同样是在研究转化方面，近年，
天一阁博物院古籍地方文献研究所
主任李开升成果不断，《明嘉靖刻本
研究》《古籍之为文物》等读物相继出
版。

“‘嘉靖本’是中国雕版印刷史上
极具特色的古籍版本，其所使用的

‘宋体字’构成今天电脑‘宋体字’的
直接来源。”李开升介绍，因天一阁主
范钦是嘉靖时人，天一阁因此也成为
收藏“嘉靖本”的主要单位。“几天前，
还有字体设计师来天一阁汲取设计方
面的灵感”，在李开升看来，这也是让
藏书里的文字“活起来”的一种方式。

屠呦呦曾提及，在她的研究遭遇
瓶颈时，在东晋葛洪的中医古籍《肘后
备急方》中看到一句话：“青蒿一握，以
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就是这个

“绞”字给了她启发，让她敲开了提取
青蒿素以治疗疟疾的奥秘之门。

最新发布的《意见》特别提出，要
挖掘古籍时代价值，加快古籍资源转
化利用，其中蕴藏大量的空间和可能
性。在围绕古籍的基础工作已基本完
成的当下，如何进一步实现古籍的“活
化利用”“活态传承”，让藏书里的文字
真正活起来，无疑考验更多人的智慧。

加强研究、活化利用
让藏书里的文字
“活起来”

C
周文矩《重屏会棋图》（五代），图右为壸门榻，屏风

前为插肩榫鹤膝腿榻。

天一阁古籍书库。天一阁供图

■宋韵文化简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