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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学派馆走访记

暮秋日斜的午后，从写字楼出来遛弯儿，爬爬海坦山，一会
儿到达山顶，一幢三层灰砖黛瓦的民国式楼房就在不远处——
永嘉学派馆到了。怀着好奇与憧憬，我走进这古色古韵的建
筑。

永嘉学派从何而来？主要代表人物是谁？他们的主要观
点和历史传承是怎样的？带着这些问题，我在这里寻找答案。

永嘉之学，源溯北宋王开祖、丁昌期等人，兴起于南宋，因
其代表人物多出自温州，温州古称永嘉，由此得名。到南宋，郑
伯熊、薛季宣、陈傅良等形成学派，叶适集前辈学术理念之大
成。时至晚清，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局，注重实效、不尚空谈的永
嘉学派，再次引起时人关注，“朋友圈”不断扩大。曾国藩认为，
永嘉学派“足以通难解之结，释古今之纷”，谭嗣同认为永嘉之
学“可资经世”。

永嘉学派主张“经世致用，义利并举”，重视经史和政治制 度的研究，主张通商惠工、减轻捐税，探求振兴。以叶适
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曾与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以
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并称南宋三大思想流派，在中国
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靖康之变后，宋室南渡为温州
输送了一大批人才。陆上丝绸之路被阻断，进一步促成
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温州一跃成为国际港口，迎来
了历史上的高光时刻。温州涌现和汇聚了一大批能工
巧匠和商贾巨富，人口最多时接近百万。所以，南宋学
者祝穆在《方舆胜览》中说，温州“其人善贾”。此外，温
州“七山二水一分田”，人多地少，单纯依靠农耕，实在
难以解决温饱。

千百年来，永嘉学派所主张的“经世致用，义利并举”
的“事功”思想，引导和启示着后人。特别是崇实重商的
传统，让改革开放之后的温州人求实创新，创造了瞩目的

“温州模式”，不断激扬和滋养着“温州人精神”。
追根溯源，永嘉学派的出现，标志着温州人有了一

套稳定有效的文化心理沉淀，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文化自
信。永嘉学派馆还建了一张横跨馆内外的文旅导流网
络。循着永嘉学派这条纽带，鹿城区海坦山成了有故事
底蕴的文化公园，永嘉“事功之学”的集大成者叶适墓也
在海坦山南麓，离此地两个红绿灯的一箭之地，又有朔门
古港遗址发掘重要成果，“千年商港”温州港，南宋、元代

时曾开辟为国际贸易口岸。跟随着先贤的足迹，
可以轻松去打卡鹿城区各个文化景点。

行走在“永嘉学派”的文化长廊里，有永嘉学
派文化大数据平台帮助梳理，我们仿佛穿行于历
史长河与现代科技的时空中。搭上智云科技，一
批基于文化的数字化设备，巧妙打造了如学派问
答、推开世界的门、八面锋数字剧场等体验感极
强的项目。

炫目的沉浸式投影室，瞬间拉近了观众与永
嘉先贤的距离，感受一系列可听、可看、可触摸的
体验。法国诗人有一句豪语“人生是要死去的，
诗王才可以不朽”。诗王若是不朽的话，文化界
最高的象牙塔，先贤大儒当然也不会死去，教后
代为人处世的道理。临走，我扫描新华智云 AR
明信片，看 3D 叶适讲永嘉之学，零距离地感觉几
千年的历史文化，与我们是一脉相通的。“其学必
测之古，证之今”。

永嘉学派兴起于南宋，重振于晚清，复兴于
当代，它与这温州这座千年商港兴衰共振，其体
现的务实重商、家国情怀、事上理会、经世致用，
仍历久弥新，启迪今人。

□陈中文/摄

苏轼情系玲珑山

相传，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时，对临安县（今杭州市临
安区）的玲珑山情有独钟，常与黄庭坚、佛印禅师相邀上
玲珑山游览，饮酒作诗。北宋熙宁六年（1073）九月间，一
次他出巡到临安，知县苏舜举是他的同年同宗，是夜在私
邸用家酿白酒为苏轼把盏接风，饮酒叙旧。酒逢知己，开
怀畅饮，燃旺诗兴，边叙、边饮、边挥毫，不经意间一篇《与
临安县令同年宗人剧饮》的诗作问世。两人情兴尽致，不
觉天已拂晓，苏轼告别舜举乘兴上玲珑山。

苏轼乘坐篮舆来到距县衙十二里地的玲珑山脚。“篮
舆”是一种木构竹编、两旁开窗、前置搁板的轿子，轿内备
有纸笔，可一路观景书写诗文。生性恤民又爱山水的苏
轼，当然不会坐着轿子上山，他就在山脚的流霞桥落轿登
山。

放眼仰望此山，两峰屹峙，盘空而上，苍岩翠岭，玲珑
剔透，高约二三百丈。过一石门即入山，苏轼沿石级山道
步行而上，蜿蜒曲折，左侧悬崖峭壁，右侧溪涧流水，四周
古木参天。山体盘屈九折，上通绝顶，苏轼题写了“九折
岩”三个大字，后镌刻于崖壁上。历代下来，近旁已有多
处摩崖石刻，这是后话。当苏轼登至半山腰的九折岩前，
岩下道旁正在兴建“三休亭”，苏轼不禁兴趣盎然，驻足眺
望，满山秀色尽收眼底。忽然迎风一吹，昨夜剧饮的宿酒

“后劲”立刻涌了上来，虽然山景更好，却是脚力绵软，一
时醉意顿生，颇感疲惫。只见路侧横卧一巨石，长近一
丈，阔约三尺，高一尺余，平平展展，似一天然石榻，便在
石上小憩。绿荫蔽日，凉意沁人，不觉倚石而眠，呼呼酣
睡。睡梦中被一阵悠扬悦耳的琴声惊醒，环顾四周，却原
来是身旁的合涧泉水琤淙作响，扰了美梦。苏轼书写了

“东坡醉眠石”五字镌刻于此石上，民国时被人铲去重刻
成“醉眠石”三字，实为一件憾事。

此时日已西斜，苏轼忙赶至玲珑山寺（今卧龙寺）旁
侧的九仙山无量寺投宿，对此情此景仍无限眷恋，留下了
诗作两篇。一名《登玲珑山》：“何年僵立两苍龙，瘦脊盘
盘尚倚空。翠浪舞翻红罢亚，白云穿破碧玲珑。三休亭
上工延月，九折岩前巧贮风。脚力尽时山更好，莫将有限
趁无穷。”一名《宿九仙山》：“风流王谢古仙真，一去空山
五百春。玉室金堂余汉士，桃花流水失秦人。困眠一榻

香凝帐，梦绕千岩冷逼身。夜半老僧呼客起，云峰缺处涌
冰轮。”苏轼醉酒题字留诗，传为美谈。

苏轼对玲珑山何止钟情于山水，更有一段刻骨铭心
的不了情。元祐四年（1089），第二次到杭州任知府，他结
识了钱塘歌妓琴操。这是一个美貌聪颖的妙龄女子，知
书达理，多才多艺，对佛学也颇有研究，还因改过秦观的

《满庭芳》词而名噪一时。她虽身在勾栏，却不染淤泥。
苏轼很赏识她，极生爱怜，一心想劝她及早从良。一日荡
舟西湖，苏轼以语点化，琴操如梦初醒，大彻大悟，看破红
尘，毅然削发为尼，来到玲珑山修行，以晨钟暮鼓、青灯黄
卷伴终身。

苏轼懊悔了。他曾一次次策马青灯古佛旁，想劝慰
她还俗，无奈琴操意绝一心向佛，只得感叹失望而归。八
年时光流失，当闻知苏轼再次被贬至海南儋州，天涯海角
相望，琴操茫然若失，郁郁闷闷，不久香消玉殒，一位才女
终于魂断玲珑山林，年仅二十四岁。

苏轼被贬北归后才得知琴操的消息，已是暮年的他
悲痛不已向隅而泣，只说了一句：“倒是我害了她！”苏轼
还为她补写了墓碑，可惜现已无处可觅了。幸好在《泊宅
编》《东坡笔记》中记下了这一段轶事，得以流传。

后人沿袭苏轼情系玲珑山的意境，在当年醉眠的合
涧泉边的岩壁上镌刻了“琴声”二字，这或许蕴涵泉水琴
韵和隐喻琴操的双关意思吧。

1986 年，有关部门重修了琴操墓，墓以块石浆砌水泥
粉刷，墓后砌成环拱，墓前立一墓碑，上镌“琴操墓”三字，
供人凭吊。

“醉眠石”迄今石存字留，“琴声”依旧，卧于幽静山林
中简陋的“琴操墓”魅力经久不衰，博得文人墨客的垂青，
历代名人雅士络绎不绝，怀古凭吊，赋诗作文。如明代文
人郑日近有《吊琴操墓》诗：“不复云鬟与锦缠，却来此地
误参禅。山前多少玲珑石，只许苏公一醉眠。”现代作家
郁达夫也留下了“山既玲珑水亦清，东坡曾此访云英”的
诗句。

我辈不妨也登玲珑山，效仿风雅一番，踏访诗人足
迹，探古寻幽，体验身临其境的情景，享受宋韵文化的韵
味。

提起富阳，人们便会想起传世名画《富
春山居图》。而富阳出产的元书纸，同样为
世代文人墨客所钟情。“京都状元富阳纸，
十件元书考进士”，从北宋起，这“一张纸”
就被选作“御用文书纸”。

11 月 18 日，在杭州市富阳区大源镇蒋
家村，举行了浙江省传统文化促进会考察
元书纸传统手工制造座谈会。元书纸 2018
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
同时是非遗项目。

元书纸非遗传承人朱中华介绍了元书
纸传承的设想，以及现在面临的人才、场地
等困境。富阳区宋韵富春元书纸研究院执
行院长寿毅介绍了研究院筹建的背景，迫
切性、必要性，以及筹备工作的进展情况和
今后开展工作的思路。

浙江省传统文化促进会会长、浙江省
文旅厅社会组织党委委员、文化类党总支
书记薛年勤表示，把这上千年的古法竹纸
制作工艺传承下来、保护好、发展好，不是
一个人的事情，也不是一个村的事情。这

“一张纸”不仅是一个传统产业，也是一张
“金名片”。

座谈会上，薛年勤及顾祥森、王济民、
许群等专家纷纷为这一非遗文化的保护传
承献计献策。比如把古法制纸变成乡村传
统文化旅游，推进传统非遗文化和旅游深
度融合发展；在生产场景上把手工制作转
为数字化可视化智能化，给人带来美的享
受、互动和体验；集社会力量推动传统手工
艺的传承和保护等等。

会上进行了关于设立“浙江省传统文
化促进会传统手工纸文化传承专业委员
会”的可行性分析。与会者还实地参观了
土法造纸、线装古籍制作等工艺过程。

□陈洪标

□吴齐正

■文化走笔

传承好富阳
“一张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