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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来横吹好”
杜甫好诗太多，选本只能择优录入；比较有权威的选

本选入以后，后来者往往就跟着也选，很容易陈陈相因，致
使其他作品往往不为一般读者注意，近有专家拈出一首过
去不甚知名的《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认为有很大的
意义，“是一首本该引起人们重视却又长期被人们忽视的
杰作”（《杜甫的一首反腐诗》，《中华读书报》），但这首诗究
竟应当怎么理解，却颇可再思。

杜甫诗云：
秋水清无底，萧然净客心。掾曹乘逸兴，鞍马到荒林。
能吏逢联璧，华筵直一金。晚来横吹好，泓下亦龙吟。
据说这首诗的意义在于反腐败，“提醒人们警惕官场

大吃大喝的恶劣风气是该诗的主题”；具体地说，一个姓刘
的“法曹”，一个姓郑的什么官，互相勾结，二人在石门（地
名）宴集，吃一顿花了“一金”，而“一两黄金大约折合五两
白银，五两白银折合五千文铜钱”，再按米价折合成现在的
人民币，就是“43182元 7角 2分”——这么一大笔钱，就这
么被两个官僚吃光了。

又据说，这次大吃大喝“与诗人无涉”——杜甫没有参
加腐败；可是后文又说，“诗人不忍心再看下去，正经端坐
拿起横笛吹奏”，照这么说，诗人还是在这一次宴集的席
上，只是他拒绝吃喝，以吹笛子表示反腐败。

这样来解读杜甫此诗，虽然可以在金圣叹《杜诗解》
（卷一）里找到一点旧说中的依据，但仍不免出人意外。杜
甫参加过的公私宴会多了去了，好像从来没有当场吹笛子
表示抗议。那场宴集杜甫应当是参加了的，不然他怎么写
诗？“晚来横吹好，泓下亦龙吟”，这乐声大约并非出于杜
甫，也没有听说过杜甫在宴会上表演过什么横笛独奏。

“华筵直一金”固然是说这次宴会规格甚高，但究竟相
当于现在多少钱，涉及的麻烦太多，恐怕不容易换算；古人
在诗歌里谈起钱来，往往不能在数学的意义上作刻板的理
解——李白要儿子拿出“千金裘”来换酒喝，那该换多少酒
啊，再大的海量也喝不了；无非表示他的豪情罢了。

而且我们也无从知道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花的
钱是不是公款；如果是他们私人买单，那就无所谓腐败，而
是奢侈豪华。唐朝的官僚，豪华一点大有可能，但我们既无
奈他何，同我们也没有什么关系。

老百姓无比痛恨官场的腐败，反腐败是执政党面临的
一大问题，讲一点古代反腐败的经验教训是非常之好
的——这些都毫无问题，毫无异议；但我以为首先要把古
人的原作是怎么回事弄清楚，不宜勉强立论，尤其不能自
相矛盾。

《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是杜甫早年的作品，那时
他还不像后来那样忧国忧民，那样思想深刻。这首诗未能

进入选本是可以理解的。

“千年意”
安史之乱后，杜甫流亡到四川，临时住在成都郊外一

座庙里；到上元元年（公元760年），他得到朋友的帮助，在
浣花溪畔盖起了几间茅屋——这就是如今成都杜甫草堂
的历史起点。

首先当然是要把房子盖起来，而与此同时杜甫也非常

注意种树种竹种花，四处向熟人讨苗木（当时的术语谓之
“栽”），他兴致勃勃地写诗去讨：

草堂堑西无树林，非子谁复见幽心？
饱闻桤木三年大，与致溪边十亩阴。

——《凭何十一少府邕见桤木栽》
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为送浣花村。
河阳县里虽无数，濯锦江边未满园。

——《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
落落出群非榉柳，青青不朽岂杨梅。
欲存老盖千年意，为觅霜根数寸栽。

——《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栽》
还有些诗是专门去讨竹子和果树苗的，都写得非常坦

率而热烈。桤木木质不佳，只能当柴烧，但容易长大，三年
即可成荫，杜甫特别需要；松树长起来则很慢，从“数寸”的
苗子长起，等它长成需要很多年，而杜甫在成都不过是暂
住，一旦中原形势稳定下来，说走就要走的，为什么还要种
这种树呢？他特别解释说，这是“欲存老盖千年意”，是为后
人打算的。

在草堂周遭的各种花木中，杜甫最为关心爱护的就是
那几棵小松树，诗中有“新松恨不高千尺”（《将赴成都草堂
五首》其四）之句。在四川时杜甫曾一度离开成都，返回后
诗中特别提到“入门四松在”（《草堂》），而略见萎黄，于是
专门写了一首《四松》诗，其后半道：

敢为故林主，黎庶犹未康。避贼今始归，春草满空堂。

览物叹衰谢，及兹慰凄凉。清风为我起，洒面若微霜。
足为送老姿，聊待偃盖张。我生无根蒂，配尔亦茫茫。
有情且赋诗，事迹可两忘。勿矜千载后，惨澹蟠穹苍。
那时老百姓日子还很难过，无人照料的松树有点亚健

康是不奇怪的，而诗人仍然着眼于千载之后，很发了些有
意味的感慨。为眼前的利益多动脑筋固然是必要的，如果
也能有一点“千年意”，则可以脱出平庸，走向高尚，并且富
有诗意。

“能事不受相促迫”
杜甫诗《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开头四句云：
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
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
艺术创作自有其特点，很难完全按事先指定的时刻表

完成，最好不要一味硬催。金圣叹《杜诗解》卷二解释这几
句道：

（妙手写景）有时或立地便写出来，有时或迟五日十日
方写出来，有时或迟乃至于一年、三年、十年后方写出来，有
时或终其身竟不曾写出来。无他，只因妙手所写，纯是妙眼所
见，若眼未有见，他决不肯放手便写，此良工之所以永异于俗
工也。凡写山水，写花鸟，写真，写字，作文，作诗，无不皆然。

……
乃有世间食肉肥白富贵大人，遣一价（仆人），持半幅

刺（名片），要置室中，日三饮食之余，辄督取笔研置其前，
使速为我作，又时时敕一人敦趣之，成一节半节皆立报。嗟
乎，此时则与栏中豕何异，尚安能出其妙眼妙手，为君家效
死命哉！

作画不能乱催，从事其他艺术创作和科学研究也是如
此，何时拿出成果来，往往难以限时限刻。“成一节半节皆
立报”，则相当于规划项目之分阶段填表检查之类，尤其令
人精神紧张，“妙眼妙手”容易因此而痉挛不舒，饮食再好，
也未必能有好成果拿出来。

韩愈在《师说》中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
惑也。这话既用“传”“授”“解”三个字阐明了传
统中教师高高在上的地位，更是简明扼要地总
结了中国过去几千年来人们对待教师这一职业

“究竟何为”的看法。如果说这种定义在基础教
育阶段还可能有一定指导意义的话，在高等教
育领域，它无疑正在面临着颠覆性的挑战。

如今，我们身处网络化的时代。网络化带
来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带动了教育的网络化
和教育的国际化。现如今，一台电脑，一个摄像
头和一根网线，就可以把一个人与整个世界联
结起来。在教育的网络化时代，美国一马当先，
利用其在世界上技术领先的绝对优势，不仅将
传统的远程教育推向了新的高度和广度，更使
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时代——网络大学的时
代，已经大踏步地向我们走来。

特龙先生曾经是斯坦福大学的名教授，但
在 2012 年的 1 月份，他辞去了斯坦福名牌大学
教授之职，投身去建设了自己的网络教育公司。
他大胆地预言说，50年后，世界上只会剩下区区
10所大学在搞高等教育了。这话当然有点危言
耸听，但近3年来，美国名校推出的一些别具特
色的网络公开课或网络学习平台，在让人们看
到未来美国高等教育发展轮廓的同时，也在一
定程度上，使人们对教师这一职业的性质、功能
与定位产生了不小的质疑。

我们知道，无论是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哈佛
大学还是麻省理工学院这样的世界名校，抑或
是诸如特龙先生所建设的盈利公司，他们所要
建设的网络课程，都被统称为免费的“大规模网
上课程”（Massively Open Online Courses），简
称为MOOCs。而正是MOOCs，正在引发美国
高等教育的巨大变革。所谓 MOOCs 所提供
的，是我所称之为的“三名主义”：名校、名师和
名课，且全都是免费的！换句话说，通过网络，
任何人都可以聆听世界名校的大师级人物的精

品课程！
为此，传统大学或者说实体大学——也就

是有校园的大学来说，有一个问题是必须要面对
的：如果学生能够免费在网上获取高水平的学术
资源，那么高等院校就必须要向大家说明，他们
所能提供的课堂教学与文凭有什么样的价值？
换句话说，人们为什么要远离家乡、远离亲人，还
要付出学费（甚至是高昂的学费）来上大学呢？

回到现实中来，我们会发现，除了诸如哈佛
大学这样的世界顶级名校外，几乎所有的大学
都需要思考三大问题：大学该怎么办？学生该
怎么学？教师该怎么教？

我曾经向我的本科生提出过一个问题：现
如今，当你们可以在网络上通过 wikipedia或者
google或者 baidu，或者怀抱《大英百科全书》与

《大美百科全书》都可以轻松搞定一切基础知识
的时候，那你们为什么还要辛辛苦苦考大学、上
了大学还要辛辛苦苦地早起晚睡地学习呢？

而作为教师，当学生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
网络公开课，获得世界一流大学的一流师资的
一流课程，那作为讲授同样课程的老师，该怎样
去面对这一尴尬的局面呢？而且，当学生通过
网络可以在轻点鼠标的瞬间，一切知识都一览
无余、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的时候，作为教
师，还怎么能够再花时间去向学生传授他们能
够轻易获得的知识呢？

因此，无论教师还是学生，现在都必须改变

对知识传播方式的看法，改变我们对大学观念
的认识，改变对教师职能的理解。惟如此，我们
才能在网络化时代，在网络大学的时代逼迫下，
为高校、为教师，更为学生找到各自的但又会是
殊途同归的出路。

站在教师立场上看，我以为，网络化时代所
改变的是，教师再也不像过去那样是知识权力
的拥有者了。我们都知道，在历史上，学生不跟
从教师学习，知识就有可能断代。但在今天看
来，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换句话说，
现实不仅改变了师者的身份，更使教师走下了
神坛，其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能也被彻底解构。
是的，教师不仅要回归其普通人的身份，更需要
与学生一道，共同面对网络化所带来的现实难
题。

相对于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这一经典定
义，我更喜欢“教学相长”的古训。而且，就个人
经验而言，在教书过程中，与学生一同成长，我
从中获得不仅是一种乐趣，更是感受到了一种
力量。

虽说我个人一直以为，教师就是普普通通
的人，从事教师职业与其他职业一样并无本质
的区别，但我依旧有个体会——教师是个特殊
的职业，无论一个人是如何走上教师岗位的，无
论喜欢还是不喜欢，可能都需要把这份“职业”
当做“事业”那样去看待。

在我看来，“职业”与“事业”区别在于，在一

个人的一生当中，可以从事多个“职业”，因为那
是人在这个社会上生存的基本保障；用通俗的
话讲，“职业”就是一个饭碗。所以，你可以热爱
所从事的职业，也可以不热爱。而视为“事业”
者，人就会心向往之、不会过分计较代价而总是
甘愿付出心血。我所以说“教师”是个特殊的

“职业”，是因为这个“职业”需要更多的责任
感。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一个从事一般职业性
质工作的人，工作时间若是迟到一会儿不大要
紧，甚至一天不来，可能影响也不会太大；但若
是教师，哪怕是迟到5分钟，就会影响到数十位
乃至上百位学生的学习。我想，这就是教师职
业的特殊性所在。也因此，这份职业就要求教
师有更多的投入。

当然，除了上课准时、教书育人而外，作为
大学教师还要进行学术研究。我们都知道，无
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有纯粹在学术研究机构
中从事研究的人们，他们被称作是研究者或者
学者。他们从事学术研究，人们总认为理所应
当，对此不会有疑问，学者本身也不会有意见。
但对于教师而言，很多人，甚至包括教师自身，
似乎都很容易去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从事
学术研究？

我以为，如果人们承认高等教育中，教学、
学术和社会服务乃是大学的三大功能，那么，大
学教师从事学术研究，就应该是天经地义之
事。但天经地义并不一定能够说服人，包括当

事人。比如，很多人就认为，对于教师而言，搞
好教学就可以了，不必非要搞学术研究。我们
也经常看到，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教师从事科研
与学术研究，主要还是迫于来自学校方面的要
求乃至压力和自身申报职称等现实的需求。当
然，无论是学校对教师提出科研的要求，还是教
师考虑自身申报职称的需要，这些都无可厚
非。但我想追问的是：作为教师，除此之外，我
们是否还能寻找到从事学术研究的内在动力？

就个人体验而言，从事学术研究，是我看待
这个世界和人生的一种表达方式。就像音乐家
通过音符、画家通过画笔、舞蹈家通过身体、作
家通过文字来表达自己对世界的认识一样，作
为一名讲授和研究文学的教师和学者，我是通
过对文学和文化文本的阅读和阐释，把自己对
世界可能是微不足道的部分认知传递给学生，
把世界上一些优秀的文学与文化文本译介到中
国，把自己喜欢或认为需要进行研究的重要作
家及其作品撰写成学术文章与同行进行交流，
以此来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

在网络化时代，在网络大学的时代，我进一
步的思考是：大学教师从事学术研究，将成为未
来生存的一条必由之路。惟有从事学术研究，
才能使自己对知识做出不同于他人——特别是
不同于那些名校名师名课——的认识，才能有
不同于他人的思考，也才能与学生共同探讨所
面临的问题。这样的学术研究，将会促使创新
性学术成果的出现，大学才不会被“名校名师名
课”所统辖，更不会让其来代替所有教师和学生
去思考问题。学术研究，是一个在真理的道路
上不断思考、不断追寻、不断追问的过程。这，
应该成为大学教师的生活方式，也是当代教师
在网络化时代不被历史淘汰的最佳生存方式。

大学是思想交集的场所。走下神坛的教
师，实际上步入了一个更大的平台，进入到了一
个更广阔的世界。

教师教师，，走下神坛何处去走下神坛何处去
□郭英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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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坛上，李国文是我最敬重的师长。
一因其人：30年前我贸然致信请教，他给我的回信抬头称“文兄”，吓我一大跳。谦恭

如此，大家之风。
二因其文：小说不必说了，著作甚丰，就是那些闲散文字，也无不令人肃然起敬。早年

执掌《小说选刊》，时有短评文字如时下微博然，三言两语，切中肯綮，蕴藉隽永，激励后进，
孤心苦诣。近十余年来，他坚持不懈于报刊专栏随笔，我更是每读必击节。缘故也有两个：

一因其干净：心地澄明，字字妥帖，各得其所，该说的说得充盈饱满，痛快淋漓；不必说
的半句废话没有，空白处让你跟着会心一笑。读其文如至其家，窗明几净，一尘不染，连厕
纸也码得如同刀切。

二因其锋利。于说古论今、嬉笑怒骂中，对中国文人弊端痛下针砭，揭露真相，剖析劣
根，毫不留情。这类文字，很容易读出鲁迅的味道。像我这样混迹文坛的下等角色，领教这
些文字，总不由得面红耳赤，虚汗直流，如芒在背，如坐针毡。恼羞之余，恨其尖酸刻薄，但
仔细想想，还真是那么回子事，“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枚乘《七发》）。固执的人虽不
以为然，也只好噤若寒蝉。而稍有些明智的人则有可能“涊然汗出，霍然病已”（同和）。

李国文总让我想起鲁迅，虽有无数不同，但至少还有一点很相似，即字体。以鲁迅的尖
锐凌厉，很难想象他的字会写得那么温柔敦厚；而以李国文高大壮阔的“硕儒”身材，也很
难想象他的字会写得那么工整娟秀。所谓“刀子嘴豆腐心”，此可佐证之。

在物欲横流、人格沦丧、假话真说、嘻哈风行的时世，这样方正刚直的文字也许有些寂
寞，但正因为此而显得尤为可贵，让人觉得社会良心一息尚存，从而对生活增加一点信心。

敬重之心敬重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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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不得礼堂的位置，更记不得礼
堂属于哪个部门，却记得在那个礼堂
里，与汪曾祺先生擦肩而过。

18 年前，在北京东城区一个小礼
堂里参加《中国作家》杂志举办的文学
颁奖活动，那一天见到许多名闻遐迩
的知名作家，有王蒙、唐达成、林斤澜、
章宗锷、陈昌本、汪曾祺、杨匡满、王
朔、徐坤等人，对于一名文学爱好者而
言，这些人如同股民眼中飘红的阳线，
光彩照人，夺人耳目。

那一年，王朔、徐坤还是青年作
家，眼下我们一同进入中年。而那一
年的中年人，当然老去，其中唐达成、
章宗锷、林斤澜、汪曾祺已消失在岁月
风尘中。

莅临会议的作家都值得注目，我
偏偏对汪曾祺有特殊的好感。那一
天，我来得很早，坐在空空荡荡的礼
堂，与朋友们闲聊。身后传来嚓嚓的
声响，是脚步声，我本能地回头张望，
看见一位瘦瘦的老头缓缓走来，我一
眼认出，是汪曾祺。汪曾祺戴一顶礼
帽，手执拐杖，上身穿一件黑色的夹克
衫，步履有些蹒跚，艰难地向前移动。
我站起来，看着汪曾祺从我的身边经
过，轻轻说了一声“汪先生”。汪曾祺
听见了，看了我一眼，点点头。

他坐在我的前排，拐杖放在两腿
中间，双手扶着，目视前方。

我们不能继续闲聊了，我们担心语言的噪音有损汪曾祺的
健康，就默默地等待。但是，在我们阅读史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
汪曾祺作品，以及近在眼前的汪曾祺，无法让我们安然。我斗胆
凑过去，问：汪先生身体好吧？

他还是点点头。
我又说：汪先生的书法很古雅啊。
汪曾祺笑一笑，没有说话。
我觉得，眼前这位老人的气场很足。这种感觉源于两点，

一、汪曾祺的小说、散文，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文学高度。他的
小说、散文，平实、质朴，语言如黄酒般醇厚，是学问养出来
的，个人风格十分显著。我几乎读遍了汪曾祺发表的文章，在
他淡雅的笔调里，感受一种别样的才情。二、汪曾祺有丹青之
爱。彼时，我的书法多次参加全国性展览，也在《北京晚报》
等媒体发表关于书法的随笔，对书画有本能的关心，自然会心
汪曾祺的“另一支笔”。

出席会议的嘉宾陆续进入礼堂，我依旧在汪曾祺的身后与
他搭讪。我说：“我也写字。”

“哦，写字好哇。”他下意识地回头看了我一眼，“写什么
字啊？”

我告诉他，我写汉碑、魏碑。
“哪个碑啊？”显然，他不满意我的笼统回答。
是的，汉碑、魏碑是由众多的名碑组成，我的笼统回答，显然

是对他的书法修养的不敬。我告诉他，汉碑写《张迁碑》《礼器
碑》《乙瑛碑》，魏碑写《张黑女》。

他思忖一会儿，说：“好碑，有骨力。要临帖，还有读帖。读
帖也重要啊。”

我说：“以后请汪先生指点。汪先生的字才是好字。”
他笑笑，谦逊地说：“过去的一点底子，比不上老先生们。”
他说的老先生们，一定是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沈从

文们。他们的书法有专业水准。
当时，我在媒体供职，在与汪曾祺的交谈中，我突发奇想，何

不请他为我们的报纸写一句话呢。于是，我把自己的想法和盘
托出。没有想到，汪曾祺痛快地答应了。

会议即将开始，王蒙、唐达成、陈昌本等人已经在主席台就
座。主办方对老作家十分重视，请汪曾祺等人坐到前排。在他
准备向前排移动时，我把自己的名片递给他，同时说了几句客套
话。汪曾祺看了一眼我的名片，风趣地说：我没有这个。

在汪曾祺往前排走去时，我突然发现他的脸颊黯淡、沉黑，
斑白、稀疏的头发从帽檐旁逸斜出，一副饱经沧桑的样子，让我
感叹岁月易老，生命无常。

一个月后，我接到汪曾祺寄给我的题词，信封上是他的亲笔
字，钢笔书写，笔画有颤动的痕迹，但，遒劲依然。题词写在三裁
的宣纸上，记得是两句旧诗。署名工整，印章清晰。

两年后，好酒的汪曾祺终于倒在酒中了，去宜宾五粮液集
团采风，他瘦弱的身躯没有能力抵挡酒精的侵扰，无奈地铩羽
而归。

去年，我们去宜宾五粮液集团采风，途中还在讲述汪曾祺的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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