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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共话专家学者共话《《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和和《《书目答问书目答问》》

经典阅读经典阅读 书香溢远书香溢远
本报记者 齐斐斐

读读书书
达人达人

沧州人沧州人··沧州诗沧州诗

赏析：
耿橘主理学，故诗多

理学气。而此诗则是把理
学所讲之“道”作为送别
主题，送上祝福与期望。
因此，若要理解此诗，需
要对其学术主张有个简单
认识。其诗中的方鸣秋，
曾在耿橘做主讲的虞山书
院学习，可视作耿橘的弟
子。周海门，即周汝登，
他是罗汝芳的学生。罗汝
芳是明代中后期著名的思
想家，是《明儒学案》中
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因
此周海门也属泰州学派。
以罗汝芳为代表的泰州学
派深受王阳明心学的影
响，提出“赤子之心”的
说法，认为人人都有赤子
之心，做学问“不在心
中，也不在心外”“只合时
时照管本心，事事归依本
性”。耿橘虽入 《东林学
案》，但其主张却与东林微
有不同。也就是说，耿橘
的学术主张更类同于泰州
学派，如其“求心所在，
不若求心所不在”“要知真
性是我”诸语。

其一，孔宗曾派，谓
圣人之道，其难以穷尽
也。但圣人之道虽难穷，

耿橘却也主张人人都可做
圣人。但前提是要“悟”，
如果没有悟到学问真谛，
那就像车轮上的辐条一
样，不能聚集到中心，这
个中心就是“辏”。这里作
者只不过是把学问的真谛
比 喻 成 了 “ 辏 ”， 如 果

“辏”不成，那一根根的辐
条就散架了。这是在讲为
人做学问要有个中心的思
想信念，所以后两句把

“慎独其严”作为送别的叮
咛送给方鸣秋。他这里叮
嘱自己的学生，要做到

“慎独其严”，那么就可以
“长途万里任君行”了。

其二：是诗人替学生
感到高兴的一首诗。“人传
有道在东扬，我意云何喜
欲狂”。“东扬”，意为东扬
州，即指泰州。学生要去
泰州求学访道了，而且泰
州学派的周海门先生学问
了得，又与自己的学术主
张相近，所以耿橘委实替
方鸣秋感到高兴。“喜欲
狂”，简直是要手舞足蹈的
样子。所以在这种欢愉的
心情下，诗人才写出了

“一叶扁舟二千里，几声嘤
鸟在垂杨”的诗句。

吕永森 齐斐斐

《《送方鸣秋谒周海门送方鸣秋谒周海门》》
二首二首

献县 耿 橘（明）

其一
孔宗曾派亦难穷，

未悟如何辏得同。

慎独其严四个字，

长途万里任君行。

其二
人传有道在东扬，

我意云何喜欲狂。

一叶扁舟二千里，

几声嘤鸟在垂杨。

沧州诗经文化展沧州诗经文化展
在市博物馆开展在市博物馆开展

本报讯 （齐斐斐 邢雨
龙 ）日前，由市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主办，市博物馆、河间
诗经斋承办，河间市诗经文化
研究会协办的“穆如清风 诗
韵狮城——沧州诗经文化展”
在市博物馆开展。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
的开端，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
歌总集。这部深刻影响中国人
的经典诗集，与沧州有着不解
之缘。现在世界上所有传诵的
《诗经》版本，都是从沧州大
地上传播出去的，所以沧州被
誉为“毛诗发祥地”“毛苌故
里 诗经之乡”。

本次展览从沧州与《诗
经》的深厚渊源切入，生动展
现了《诗经》在沧州大地上几
千年来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让
市民在诗经之乡领略到了诗经
文化的独特魅力。

展览分为3个单元。第一
单元为“沧州和《诗经》的

渊源”；第二单元为“诗经文
化在生活器物中的体现”；第
三单元为“《诗经》在沧州
的传承与弘扬”。展览展出了
关于《诗经》的历代珍贵古
籍96部、相关器物206件，以
典籍与实物相结合的方式，全
面展现了《诗经》的丰富内涵
和文化积淀。其中，珍贵典籍
包括明代钟伯敬撰《诗经》、
明代严粲撰《诗缉》、明刻本
王应麟撰《诗地理考》、清代
王鸿绪撰《钦定诗经传说汇
纂》等多部明清古籍善本；代
表性器物有汉代“君子”砖、
明代“穆如清风”环纽青铜
印、清代《钦定诗经传说汇
纂》雕版、清代“关雎”浅
绛人物罐、清代关雎暗八仙
纹鎏金匾等。

此次展览活动为期 3个
月，广大市民可前往观展，品
味经典、传承经典、感受经典
的恒久魅力。

本报讯 （记者齐斐斐）
日前，第七届中国对联甘棠
奖最终结果揭晓，献县楹联
作家杨茂东创作的联作《醉
翁亭》“休道一亭微，是前辈
着意安排，山水文章齐到
眼；莫教终日醉，愿诸公无
私劳瘁，黎元禽鸟两关心。”
获评“年度十佳联作”。

中国对联甘棠奖是中国
楹联界最高奖，始设立于
2018年，指导单位为中国国
学研究与交流中心，主办方
为中国国学中心对联专业委
员会。第七届中国对联甘棠

奖，共收到海内外作品 2000
多副，选出十佳联手 10名、
十佳新秀10名，年度十佳联
作10副，百佳联作100副。

献县楹联作家杨茂东，
是中国楹联学会会员，中华
诗词协会会员，河北省楹联
学会学术委员，全国唯一楹
联期刊《对联》编委。多年
来，他坚持诗词楹联等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创作、传播
与弘扬，其诗词楹联作品多
次在全国获奖，并镌刻于全
国多地风景区的标志性建筑
物及山石之上。

献县杨茂东献县杨茂东
获中国对联获中国对联““甘棠奖甘棠奖””

郑权郑权：：寻寻侠记侠记
本报记者 齐斐斐

日前，2024年狮城读书月重要活动
之一“2024年全国公私藏书与经典阅读
（沧州）会议”在市图书馆启动。会议的
主题为：公私藏书书目建设与经典阅读深
化创新——从《四库全书总目》到《书目
答问》。

来自全国图书馆业界、学界，古籍藏
书、出版界等专家、学者齐聚沧州，集思
广益，为引导和丰富书香沧州建设提供了
学术支持和实践经验。

专家共话
《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在清乾隆皇帝的主持
下，由纪晓岚等 360多位官员、学者编
纂，3800多人抄写，历时13年编成。丛书
分经、史、子、集四部类，故名“四
库”。全书共录入3500多种书，7.9万卷，
3.6万册，约8亿字，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
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当年，乾隆
皇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下令分
别藏于全国各地。先抄好的4部分别藏于
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
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
谓的“北四阁”。后抄好的3部分别藏于扬
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珍
藏，这就是所谓的“南三阁”。

围绕主题，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从
不同方面分析了《四库全书》的重要贡献。

山东大学文学院讲席教授、教育部

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
杜泽逊和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工作
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徐
雁，分别从不同角度分享了对《四库全
书总目》《书目答问》 学术研究的实践
经验和成果，引起了参会代表的强烈共
鸣。

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罗琳作了题为
《＜四库全书＞之系列“总目提要”》的
主题讲解。“经”分为书类、诗类等 10
类；“史”分为正史、编年等 15 类；

“子”分为儒家、兵家等 14类；“集”分
为楚辞、别集等5类，全书共44类。阁本
《四库全书总目纲要》即指“北四阁”和
“南三阁”所藏版本。国家版本馆包括北
京中央总馆文瀚阁、西安分馆文济阁、杭
州分馆文润阁、广州分馆文沁阁。

《书目答问》是
“读书界最流行的目录书”

《书目答问》是清南皮张之洞撰写的
一本举要性目录书。《书目答问》一书，
是作者因诸生不知“应读何书”及“书以
何本为善”而为其开列的学习经史词章、
考据诸学、指示门径的导读目录。被收录
的多为重要书籍，所选版本都是从当时大
家经常看到的版本中，取其内容较为完整
且错误少的书为主。

会议中，武汉图书馆研究馆员杜宏英
为大家讲述了《书目答问》的学术思想。

张之洞先辈四世皆为清代地方中下级官
员，家教甚严。他少年时代师从“乾嘉学
派”名家，打下了扎实的汉学功底。他
24 岁作“叙辈诗”， 39 岁作 《书目答
问》，阐发“通经致用”之大义，以西学
为桥梁审视“通经”与“致用”的关系。

《书目答问》的思想内核是“读经宜
读全本，解经宜先识字，读史宜读正史，
正史中宜先读前四史，地理为史学要
领。”张之洞也强调诸生不仅要“通经致
用”，还要“守家法”“读善书”。他提出
选书的原则为：易买易读，不致迷惘眩惑
而已；要典雅记，各适其用；分别条流，
慎则约举。

当时编纂《书目答问》时，张之洞有
“不录”原则：“凡无用者、空疏者、偏僻
者、淆杂者不录，注释浅陋者、妄人删改
者、编刻讹谬者不录。”对于流传广泛的
书籍，他提出要选择精校本、通行版本、
近代刻本、现存的明代刻本等较好的版
本。

《书目答问》自刊刻以来便受到中国
读书人的追捧，成为150余年来的“常销
书”。教育家梁容若说该书是“读书界最
流行的目录书。经营国学书买卖的商人学
徒，也人手一编。”

纪晓岚研究方兴未艾

纪晓岚出生在沧州，去世后安葬于沧
州，与沧州有着深厚的渊源。沧州纪晓岚

研究会会长李兴昌为大家介绍了多年来沧
州纪晓岚研究的丰硕成果。

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沧州的一
些文化学者就对纪晓岚展开了研究和探
索，并取得了一定成绩。2003年初，沧
州纪晓岚研究会成立后，纪晓岚研究的社
会关注度和参与度逐渐提高。

多年来，研究团体通过搜集、挖
掘、考证纪晓岚遗迹、遗物、文字资
料、纪晓岚家族人物、纪晓岚师生关
系、有关墓志碑刻等，出版了《正说纪
晓岚》《真实的纪晓岚》《纪晓岚与四库
全书》等纪晓岚研究丛书。自研究会成
立以来，共计编辑会刊 《纪晓岚研究》
82期、近600万字。

研究会提出并研讨了纪晓岚的法律
观、阅微草堂笔记与启蒙性、异化问题、
纪晓岚与现代性思考等新论题，出版了
《纪晓岚研究论集》《阅微草堂笔记解析》
等学术专著。

同时，研究会为助力地方文旅发展、
打造纪晓岚文化园及纪念馆、中小学纪晓
岚文化墙，为开发餐饮服务、文创产品等
方面提供文化支持，实现了研究成果的有
效转化。

沧州市图书馆馆长宋兆凯介绍了市图
书馆纪晓岚专题文献馆建设与资源利用情
况。

2013年，沧州市图书馆新馆建成开
馆，专门建设了以纪晓岚为主题的专题文
献馆。专题文献馆现收藏文献 4574种，
5395册。馆藏重要典籍有《文津阁四库
全书》 500册、《文渊阁四库全书》 1500
册和《续修四库全书》 1800册。其另有
清代和民国版有关纪晓岚的多部著作；有
研究纪晓岚及著作的文献；有研究《四库
全书》的各种文献；另有 2005年制作的
根据《阅微草堂砚谱》收录拓片复制的
99方端砚；有当代书法家张海、沈鹏，
史学家史树青、孙轶青等200余人创作的
与纪晓岚有关的书法作品。

多年来，市图书馆为各界专家、学者
提供《四库全书》系列丛书的文献资源，
组织编撰了《四库全书的沧州印记》，对
纪晓岚生平和《四库全书》及《大清一统
志》有关沧州的文献做了系统梳理。

市图书馆开办的“经典读书班”由市
图书馆特藏部主任吴树强担任讲师，他以
较深厚的古典文献研究功底，为读者讲授
了《四书章句集注》《阅微草堂笔记》《说
文解字》中的重点内容。截至目前，“经
典读书班”已举办100余期，累计参与读
者5000余人次。

之后，2024年公私藏书与经典阅读
（沧州）会议特别活动“图书馆人之夜”
拉开帷幕。丰富的内容让大家感受到了沧
州文化独特的魅力。

郑权走上文学写作这条路，看似偶
然，实则必然。偶然是因为每一次他开始
创作都是机缘巧合，受他人启发；而必然
则是因为他对文学的兴趣爱好、对创作的
渴望，注定了要走这条路。

31岁的郑权是黄骅人，现就职于沧
州海事局。从上高中时，他就创作了第一
部中篇科幻小说《死亡列车》。几年后，
他的长篇穿越武侠小说《天雷——寻侠传
说》出版发行。

他的小说展现的是他自己的武侠梦，
也蕴含着大众所追求的“侠”精神。

从画小人书到创作中篇小说

从小学起，郑权就爱创作。那时候
他的同桌是一个爱画漫画的女同学。每
天，看着同学笔下那个多彩的、活灵活
现的世界，他也沉浸其中，学着画了起
来。起初，尽管画得并没有什么艺术成
分，但郑权却感觉像打开了一扇窗，可
以表达自己的内心。在父母的带动下，
他读了很多中外名著，受益匪浅，特别
是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
样炼成的》，让他感触很深。根据书中的
故事内容，又加入了自己的理解，他竟
画成了一版小人书。直到现在，他的父
亲还对这本小人书津津乐道：保尔·柯察
金从小过着艰苦的生活，但他画的是一
个戴着狗皮帽的地主在鞭打着保尔拉
磨，这样的“艰苦”画面就有了中国的
色彩。

初中时代，郑权又有了自己喜欢看的
书——武侠小说。他说，当时家中的几本
武侠小说让他沉迷其中无法自拔。他喜欢

里面快意恩仇的江湖、跌宕起伏的情节，
偶尔也会被一些幽默段子逗得捧腹大笑，
这样的文字令他十分着迷。于是，他也想
写出自己的作品，把内心的故事写到书
里，给自己笔下的文字赋予一段生命。

到了高中，面对沉重的学习任务，偷
看网络小说成了郑权唯一的消遣。那时他
便接触到了一个全新的文学种类——修
仙小说。很多人认为修仙小说看完会很
爽，一路顺风顺水的剧情把主人公直接
送上人生巅峰。但在郑权看来，这样的
剧情却十分虚假，主人公没有一点儿挫
折，别人稍有不从，就大杀四方。逐渐
地，他厌倦了这样的剧情，认为充满坎
坷与挫折的人生才是精彩的人生。于是
他果断放弃了自己在初中已经书写过半
但文字稚嫩的作品，开始了全新的创作
之路。高中期间，他完成了第一部中篇
科幻小说《死亡列车》，为他的长篇穿越
武侠小说《天雷——寻侠传说》开了个
好头。

大学期间写作长篇小说

进入大学后，郑权进入了长篇小说全
面创作期。

谈到他所写的这本《天雷——寻侠传
说》，郑权说这是源自他的一个梦，一个
能让他进入到其中、亲身去感受江湖的快
意恩仇和武侠神秘魅力的梦。之所以选用
第一人称，也是想让自己能够在写作的过
程中更加投入其中，为自己编织一个理想
中的梦境。

在郑权上大学那几年里，穿越题材的
电视剧层出不穷，为观众打开了视觉艺术

里一道新的大门。在现实里无法实现的东
西，人们用魔幻的手法实现，让古今的文
化有一个不一样的碰撞，让现代人可以
有机会去亲身感受古代，即便是在荧屏
上。可是后来，穿越题材的作品千篇一
律，不是“宫斗”，就是在“宫斗”的路
上，穿越的题材逐渐收窄，越来越多的
文字、影视作品也只是注重经济收益，
内容缺乏新意。郑权在那个时候就想要
跳出这一框架，写一部与众不同的穿越
小说，再加上武侠又是他的最爱，所以
穿越加武侠的《天雷——寻侠传说》由此
而生。

寻找“大侠”

“人不能忘记初心”，郑权对这句话的
理解很深刻，他把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写到了小说中。

这部小说讲了一个穿越寻侠的故事。
小说的主人公紫冰——紫大侠本来是一名
现实生活中的高中生、一位武侠迷，却机
缘巧合地被天雷击中，穿越到了明朝。就
这样，一个满脑子行侠仗义、惩恶扬善的
文弱书生走上了寻侠之旅，行走于明朝的
江湖间。他在寻侠的过程中，还遇到了与
自己志同道合的红颜知己兰婷。虽然他只
是一介书生，并没有什么武功，却靠着聪
明才智，联合武林各大门派，和邪恶势力
经历一场又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最终战
胜了邪恶。

小说的主人公，穿越到心心念念的武
侠世界中，经历了风风雨雨，见惯了打打
杀杀，但始终想要去找寻真正的大侠，找
到能够匡扶正义、锄强扶弱的人。而最终

他发现，他所寻找的“侠”并不是某一个
人或某一个门派，而是一颗饱含着热情、
正义的侠义之心，而他自己最后也得到了
这样一颗心返回到现实中来。他明白了侠
之大者，并不需要有什么高深的武功，也
不需要多么德高望重，在车上为老年人让
座的是侠，为贫困学生捐款的是侠，路见
不平及时报警智取的也是侠。

怀揣着“武”的梦进到小说中去，带
着“侠”的心回到现实中来。目前，郑权
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但他那颗追求

“侠”的心依然强烈。工作之余，他一如
过去，努力用自己的笔书写着行侠仗义的
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