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뷱쓪쫇컥쯄퓋뚯 100 훜쓪。1919 쓪놬
랢뗄컥쯄퓋뚯， 붫탂컄뮯퓋뚯췆쿲룟뎱。

탂컄뮯퓋뚯틲뫎뛸웰 ？ 컄뮯볛횵뺿뺹죧
뫎？ 톧쫵뷧뛠폐퇐뺿럖컶좴쒪훔튻쫇。퓚
훚뛠퇐뺿훐， 죋쏇뫶싔쇋튻볾컞탫헹틩、

췪좫쮵뗃쟥돾뗄쫂쟩：탂컄뮯퓋뚯듺뇭죋
컯뗄뗘폲탔。

1915 쓪，《쟠쓪퓓횾》퓚짏몣컊쫀（틮
쓪룄쏻《탂쟠쓪 》）。헢쫇탂컄뮯퓋뚯랢
뗄뇪횾，뒴냬죋돂뛀탣돉캪탂컄뮯퓋뚯뗄
뎫떼헟 。횮뫳 ，샮듳 、뫺쫊 、슳톸 、잮탾
춬、쇵냫얩、쟯냗、훜ퟷ죋、쎩뛜、짲틼쒬
뗈틔《탂쟠쓪》캪헳뗘，랢뇭튻욪폖튻욪랴
뒫춳、랴뿗뷌、랴컄퇔뗄쾭컄，탎돉튻막뢻
폐탂컄뮯、탂횪쪶、탂쮼쿫뗄컄뮯쮼뎱。

헢킩탂컄뮯쮼뎱뗄틽쇬헟，돽쇋샮듳
，뻹캪낲믕、붭쯕、헣붭죋。샮듳쫇뫓
놱죋，떫쯻뗄탂쮼쿫틽쇬죋쫇붭쯕쓏춨죋
냗퇅폪。1908 쓪， 냗퇅폪쫜울폚놱퇳헾램
톧쳃。퓚듋톧쳃뛁쫩뗄샮듳 ，짮쫜냗퇅
폪뗄탂쮼쿫펰쿬，솽죋뷡쿂쇋짮뫱뗄쪦짺
쟩틪。1911 쓪，냗퇅폪폫쯯훐즽쓏놱뫴펦、

ퟩ횯웰틥，죎놱랽룯쏼뻼닎쒱뎤。

뷱죋쮵웰“솽뫓컄쏷”，뻍믡솪쿫떽캻
폚뗗룱샯쮹뫓뫍폗랢삭뗗뫓횮볤뗄쏀쯷
늻듯쏗퇇욽풭，쓇샯떮짺쇋죋샠ퟮ퓧뗄컄
쏷。웤쪵，쫀뷧짏뮹폐튻뒦“솽뫓컄뮯”，쓇
뻍쫇믆뫓、뎤붭ퟌ죳쿂뗄훐뮪컄뮯 。컷퇇
뗄 “솽뫓컄쏷 ”퓧틑쿻췶 ，듓뛸놻맚횮틔
“맅컄쏷”；훐맺뗄“솽뫓컄뮯”듓캴훐뛏잰
뷸뗄늽랥，맊컒쏇돆횮캪“뒫춳컄뮯”。

캪쪲쎴탂컄뮯퓋뚯뗄뎫떼헟、췆뚯헟
뚼쫇뎤붭쿂폎컄뮯좦훐죋？ 헢룶컊쳢，뿉
틔듓믆뫓컄뮯폫뎤붭컄뮯솽듳컄뮯좦뗄
뷇뛈살톰헒듰낸。

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怎样互易位置
———周山研究员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演讲

周山 上海社会科学院终身研
究员、周易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周
易研究会会长。代表著作有《中国逻
辑史论》《近现代的先秦名家研究》

《周易文化论》《读易随笔》《周易的故
事》《中国学术思潮史》等，发表《从黄
河文化到长江文化》《中国文化重心
的转移》《我们应该怎样生活》等论文
和演讲。

思想者小传 “两河文化”各自表达，携手造就中华传统文化巅峰

在传统儒家思想主导下，“不变”一次次压制“求变”

长江文化圈中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擎旗手、弄潮儿

훐맺뗄“솽뫓컄뮯”，틲캪솽뫓횮볤뗘폲쇉
삫쟒쟺헛쏠퇓쫽잧릫샯， 샺뺭쫽잧쓪랢햹，탎
돉쇋쳘헷쏷쿔뗄솽듳컄뮯쟸쾵。쯼쏇ퟔ떮짺횮
죕웰뇣뾪쪼붻쇷폫뮥늹，믣돉쇋쿠죚뮥늹폖룷
ퟔ뇭듯뗄훐맺뒫춳컄뮯。

뗚튻，“솽뫓컄뮯”뗄뇪쪶：쇺폫쓱。

뾼맅랢쿖，ퟮ퓧뗄쇺쫇캻폚믆뫓틔놱뗄뫬
즽컄뮯훐뗄폱훭쇺，뻠뷱폐컥쇹잧쓪。돉쫩폚
3000 쓪잰늢튻횱쇷뒫훁뷱뗄《훜틗》，쫗�《재》

뗄�듇훐， 룼폐 “잱쇺”“볻쇺”“량쇺”“뾺쇺”

“좺쇺”뗄쾵춳뇭듯。퓚믆뫓쇷폲뗘쿂랢뻲돶쫀
뗄짌、훜쟠춭웷짏，쇺뗄쯜탎튲쯦뒦뿉볻。뻟폐
죽웜쳘헷뗄쇺，훰붥돉캪믆뫓컄뮯뗄탎쿳듺뇭
믲헟쮵컄뮯뇪쪶。

틀췐믆뫓컄뮯붨솢헾좨뗄춳훎헟튲풸틢
붫ퟔ벺듲냧돉캪쇺뗄뮯짭，뻓힡횮쯹돆ퟷ“쇺
춥 ”，ퟸ뗄틎ퟓ돆캪 “쇺ퟹ ”，뒩뗄틂럾뷐 “쇺
엛”，뾪퇕튻킦쫇“쇺퇕듳퓃”。떽쇋쟥뎯，웬후
짏룼쫇횱뷓탥짏쟠쇺， 쇷춨믵뇒짏튲쫇쇺뗄
춼낸。

퓚뎤붭쿂폎，뗘뒦헣뚫뗄뫓쒷뛉듥쟸폲돶
췁쇋뻠뷱쇹웟잧쓪뗄듳솿쓱탎폱웷；퓚뎤붭짏
폎，뻠뷱죽쯄잧쓪잰뗄컄뮯틅횷훐，뷰、폱、춭

뗄쓱탎쯜컯튲놻듳솿랢쿖。 죽탇뛑틅횷샯，쓱
컄뮯웸쾢룼쫇얨폴，늻뷶폐죋짭쓱ퟣ、쓱쫗죋
짭뗄쟠춭쯜쿱，뛸쟒솬죋뗄퇛뺦튲뚼쫇쾸뎤뗄
“럯쒿”，틔훁폚폐죋붫웤폫“늨쮹죋뗄퇛뺦”솪
쾵퓚튻웰，죏캪랢쿖쇋“쓏쮿돱횮슷”。쯄뒨돉
뚼쫐쟸뗄뷰즳첲틅횷춬퇹돤싺쓱컄뮯뗄얨폴
웸쾢 ，튻쎶뷰맢직직뗄 “첫퇴짱쓱 ”뺡쿔 4000

쓪잰냍쫱뗘폲쓱돧냝뗄컄뮯쳘헷。

뗚뛾，“솽뫓컄뮯”뗄훡탄：웫슳컄뮯폫뺣
돾컄뮯。

믆뫓、뎤붭솽듳컄뮯쟸쾵，뺭샺쇋쫽잧쓪
뗄랢짺랢햹， 떽릫풪잰컥쫀볍ퟳ폒뷸죫돉쫬
웚，룷ퟔ탎돉쇋튻룶훡탄횮뗘。

믆뫓컄뮯뗄훘탄，돊쿖ퟔ컷쿲뚫뗄랢햹쟷
쫆，쯦ퟅ컷훜췵뎯뗄붨솢，퓚럢뗘ퟮ듳、ퟮ캪뢻
쫼뗄웫슳솽맺， 뺭맽벸룶쫀볍뗄컄뮯랢햹，훕
폚돉캪믆뫓컄뮯뗄훡탄횮뗘。 웫맺뗄쿂톧
리，돉캪컒맺샺쪷짏뗚튻룶믣뻛쳬쿂톧헟햹뾪
냙볒헹쏹뗄뎡쯹。

벸뫵퓚웫슳컄뮯탎돉뗄춬튻쪱웚，뎤붭컄
뮯좦ퟔ컷쿲뚫럖뇰탎돉쇋냍쫱컄뮯、 뺣돾컄
뮯、컢풽컄뮯，춬퇹틬닊럗돊、펰쿬짮풶。웤훐，

뺣돾컄뮯뿉쫓캪맅듺뎤붭컄뮯뗄훡탄횮뗘。

뗚죽，“솽뫓컄뮯”뗄듺뇭：뿗쏏폫샏。

퓚믆뫓컄뮯뗄훡탄횮뗘 ，슳맺쮼쿫볒뿗쟰
쫗뾪쮽톧럧웸 ，탎돉쇋튻룶죥볒좺쳥 ；볌횮 ，듓
죥볒뛓컩훐퓐폽돶폖튻캻캰듳뗄쮼쿫볒쏏 。

뿗쟰뎫뷌 “죊틥 ”，쏏뷓ퟅ쮵 ，죥톧평듋돉캪
믆뫓컄뮯뗄쇩믪 ，뿗쟰돉캪 “쪥죋 ”，쏏돉쇋
“퇇쪥”。

퓚뎤붭컄뮯뗄훡탄횮뗘，튲쿠볌떮짺솽캻캰
듳뗄쮼쿫볒：튻캻쫇샏，톧컊맣늩，뿗쟰퓸쿲쯻
컊샱、컊뗀，틔“컞”캪놾；쇭튻캻쫇훜，ퟶ맽웡
풰킡샴，ힷ쟳ퟔ평，훷헅욽뗈。샏쮼쿫，돉캪뎤
붭컄뮯뗄쇩믪。

샏퓚몯마맘ퟷ틔 “컞 ”캪놾뗄벱뻍헂 ，좻
뫳웯ퟅ쟠얣욮좻컷좥， 훜 “뛀폫쳬뗘뺫짱췹
살 ”，뻹캪폐 “톧 ”뛸컞 “볒 ”，좴놻뫳죋맚틔뗀볒
뒴쪼뫍듺뇭횮쏻。웤볤쟸뇰，짐탨뷸튻늽맘힢뫍
퇐뺿。

뗚쯄，“솽뫓컄뮯”뗄뫋탄샭쓮：쿠틔쒭폫
쿠췼붭뫾。

《ퟓ》훐폐훮뛠맘폚샏ퟓ뫍뿗ퟓ횮볤뗄뛔
뮰 ，믹놾짏쫇뿗컊샏듰 ，캨폐튻뒦쫇 “뿗ퟓ폯죊
틥”，듳룅뿗ퟓ죏캪ퟔ벺퓚죊틥랽쏦폐릥，틲뛸
쿲샏ퟓ붲쫶쇋ퟔ벺뗄뾴램。뿉샏쯆뫵늢늻퓞춬

뿗ퟓ뗄죊틥횮쮵， 뛸붲쇋튻룶풢퇔맊쫂：“좪
뫔，폣쿠폫뒦폚슽，쿠띓틔쪪，쿠틔쒭，늻죴쿠
췼폚붭뫾。”

뛌뛌 23 ퟖ뗄풢퇔， 탎쿳뗘뇭듯쇋믆뫓컄뮯
폫뎤붭컄뮯늻튻퇹뗄뫋탄샭쓮： 뿗ퟓ뎫떼 “죊
틥”，뫳살뗄죥볒폖쳭죫탂뗄쓚죝，뷸뛸탎돉죊、

틥 、샱 、훇 、탅뗄 “컥탐 ”톧쮵 ；샏ퟓ뎫떼 “뻸쪥웺
훇”“뻸죊웺틥”뗄쮳펦ퟔ좻샭쓮，ퟓ뷸튻늽훷
헅룶쳥펦룃쿱듳열쓱튻퇹햹돡룟량、 ퟔ평랢햹。

헢솽훖샭쓮뛔듋뫳“솽뫓컄뮯”뗄룷ퟔ뇭듯，닺짺
쇋짮뿌뗄펰쿬폫ퟷ폃。

솽뫓컄뮯뗄닮틬탔，퓚쳆듺몺뒫런뷌뗄훷쇷
ퟚ쓚늿，퓸랢짺맽튻듎벤쇒뗄돥ힲ，평듋탎돉
쓏폫놱솽ퟚ。ퟚ컥ퟦ뫫죌췭쓪톡퓱틂늧뒫
죋쪱，쫗쾯뗜ퟓퟷ�“짭쫇원쳡쫷，탄죧쏷뺵첨，

쪱쪱쟚닁쫃， 쒪쪹죇뎾낣”， 쇭튻뗜ퟓ믝쓜ퟷ�
“원쳡놾컞쫷，쏷뺵틠럇첨，놾살컞튻컯，뫎뒦죇
뎾낣”。 잰헟믹폚쏏ퟓ뗄죋탔놾짆틔벰춨맽탞퇸
붥붥믖뢴놾탔뗄샭쓮， 뻟폐쏷쿔뗄믆뫓컄뮯펡
볇；뫳헟풴ퟔ샏ퟓ틔“컞”캪놾뗄샭쓮，뻟폐쏷쿔
뗄뎤붭컄뮯펡볇。

“솽뫓컄뮯 ”뗄룷ퟔ뇭듯 ，늢컞폅쇓뛔듭횮
럖，킯쫖퓬뻍쇋톧쓋훁훐뮪뒫춳컄뮯뗄럥。

ퟔ쯎듺틔붵뗄뷼잧쓪럢붨짧믡훐，훘듳뗄
뇤램폐컥듎。듓컥듎뇤램훐，뿉틔룐뒥떽“솽뫓
컄뮯”뗄“쟳뇤”폫“늻뇤”。

쯎뎯폐솽듎훘듳뇤램。

튻듎쫇쟬샺뇤램 ， 훷쫂헟쫇쯕훝죋랶훙
퇍，횧돖헟쫇붭컷벪낲죋얷퇴탞。

쯎뎯샺뺭첫ퟦ、첫ퟚ、헦ퟚ죽듺폢 70 쓪 ，

믽뇗죕짮。죊ퟚ돵헾，랶훙퇍짏쫩《뻈뇗냋쫂》，

횸돢쪱헾틔훂뗃ퟯ좨맳뛸놻붵횰。

쟬샺죽쓪，놻훘탂웰폃뗄랶훙퇍퓙듎쿲뎯
춢쳡돶틔헻뛙샴훎캪훐탄뗄룄룯붨틩。

퓚쪮듳룄룯훐， 쇐폚뗚튻캻뗄쫇 “쏷
�”， 룄뇤풭쿈맙풱죎웚뷬싺뫳튻싉짽잨뗄맟
샽，쫓쟩뷚쟡훘벰헾벨폅쇓뻶뚨쫇럱짽잨。

쏻쇐뗚뛾캻뗄쫇“틖뷄탒”，늻탭좨맳ퟓ뗜
떣죎망룳횰컱；벴뇣룟뗈뗚뗄뷸쪿，튲탨떣떱
튻죎맙횰늢뺭뾼뫋폅탣헟닅쓜떣죎。

룄룯뻙듫뮹냼삨 “뺫릱뻙 、퓱맙뎤 、뻹릫

쳯 、뫱얩즣 、탞커놸 、복틛 、뛷탅 、훘쏼
쇮 ”뗈 。

좻뛸，탂헾뷶쪵쪩튻쓪뛠，퓚튻늨폖튻늨
뗄헾훎튥퇔뫍믙냹짹샋훐，랶훙퇍놻냕쏢닎횪
헾쫂， 틔볖닽뎯캪듺뇭뗄쫘뻉엉훘탂횴헆뎯
헾。ퟮ훕，쟬샺탂헾틔쪧냜룦훕。

평폚쟬샺탂헾뗄쪧냜， 짧믡믽뇗폺퇝폺
쇒。20 쓪횮뫳， 쯎듺뗄뗚뛾듎짧믡룄솼퓋뚯폖
웰，훷쫂헟캪붭컷쇙뒨죋췵낲쪯。컵쓾풪쓪，췵
낲쪯럮헙죫뺩，뇤램솢훆，틔“샭닆”“헻뻼”캪
훐탄，훆뚨쇋쟠쏧、쏢틛、뻹쫤、쫐뎡、얩쳯、쮮
샻뗈튻쾵쇐탂램，짦벰쏦횮맣、솦뛈횮듳풶뎬
쟬샺탂헾。

탂램췆탐쫽쓪，벴폚퓶볓맺볒쫕죫、쳡룟
뻼쫂쪵솦닺짺쇋쏷쿔킧맻 ， 좴늻쏢뒥랸듳뗘
훷 、듳맙쇅뗄볈뗃샻틦 。쪮폠쓪뫳 ， “췵낲쪯
뇤램 ”뗄랴뛔헟 、쏻죥쮾십맢캪쿠 ，뎹뗗럏돽
탂램 。 놻돆캪ퟔ쿈쟘짌뇤램틔살ퟮ듳뗄

“췵낲쪯뇤램”，뻍듋실쿂쒻。뷶뷶맽쇋 40 쓪，

욶죵뗄놱쯎췵뎯뇣닖믊쓏잨，뾪쪼쇋릶쟒뗄“쇙
낲”짺퇄。

쏷듺뗄훘듳뇤램폐튻듎，벴췲샺쓪볤뗄헅뻓
헽룄룯。

뫾놱붭쇪죋헅뻓헽， 췲샺쓪볤죎쓚룳쫗뢨。

쏦뛔“ퟚ쫒붾”“쫼맙Û#뿵”“샴훎틲톭”“뇟놸캴
탞”“닆폃듳�”뗈믽뇗，헅뻓헽췆돶튻쾵쇐룄룯
듫쪩———뺭볃랽쏦폐 “튻쳵뇞램”， 샴훎랽쏦폐
“뾼돉램”，뚼쫕떽쏷쿔킧맻，맺뿢믽틸벰뒢놸솸
쪳ퟣ릻횧폃쪮쓪， 닃룯죟풱햼맙샴뗄쪮럖횮죽，

펵뮤룄룯、헾벨ힿ풽뗄맙풱캯틔훘죎，쪹쏷뎯헾
훎폐쇋믺。

떫쫇，평폚룄룯뒥랸쿠떱쫽솿맙쇅、짰뗄
볈뗃샻틦，퓢폶쇋쫘뻉엉뗄잿쇒뛔뾹。룄룯뷸탐
쪮쓪뫳，헅뻓헽믽샍돉벲뛸훕，랴뛔엉솢벴좺웰
릥�。ퟮ훕，헢뎡룄룯틔놯뻧실쒻。

쟥듺뗄솽듎훘듳뇤램뚼랢짺퓚쓚폇췢뮼뗄

19 쫀볍뫳웚。뗚튻듎쫇틔“ퟔ잿”“쟳뢻”캪뿚뫅뗄
퇳컱퓋뚯，훷쫂헟폐뫾쓏뎤즳죋퓸맺랪、낲믕뫏
럊죋샮뫨헂、뫾쓏쿦틵죋ퟳퟚ쳄、뢣붨뢣훝죋짲
�뗈。헢쫇튻듎퓚톻욬햽헹횮뫳，틔틽뷸컷랽
뻼쫂ힰ놸、믺웷짺닺、뿆톧벼쫵캪훷튪쓚죝뗄ퟔ
뻈퓋뚯。좻뛸，샺쪱 30 뛠쓪뗄퇳컱퓋뚯，틔튻뎡
닒쇒뗄“볗컧햽헹”룦훕。

1898 쓪，폖튻뎡뇤램퓋뚯뗃틔쿆웰，훷쫂헟
쫇맣뚫죋뾵폐캪、솺웴뎬。헢튻듎뇤램，퓚퇳컱퓋
뚯“쪵튵뻈맺”뗄믹뒡짏，틽죫컷랽뗄헾훎톧쮵，

룄럢붨뻽훷훆훆뛈캪뻽훷솢쿜훆뛈、쪵쪩럏냋
막탋컷톧뗄뷌폽훆뛈뗈。평폚헢킩캬탂뻙듫횱뷓
쯰몦떽틔듈첫뫳캪쫗뗄쫘뻉엉샻틦， 뷶뷶 100

뛠쳬뇣좻뛸횹。

짏쫶컥듎뇤램룄룯，훷쫂헟컞튻샽췢뚼쫇뎤
붭컄뮯좦훐죋，랴펳쇋뛔럢붨뢯뮯훆훆뛈뗄늻
싺。좻뛸，퓚뒫춳죥볒쮼쿫뻓폚훷떼뗄짧믡듳놳
뺰쿂，“늻뇤”튻듎폖튻듎뗘톹훆쇋“쟳뇤”。

19쫀볍쒩솽듎뇤램뗄쪧냜 ， 붥붥쪹맺죋
탑컲떽： 컞싛헾훎짏뮹쫇뺭볃짏뗄뇤룯폫랢
햹 ，뚼탨튪컄뮯뗄횧독 。컄뮯쫇튻룶쏱ퟥ 、튻
룶맺볒뗄믹틲， 맺볒뗄탋쮥좡뻶폚컄뮯쫇쿈
뷸뮹쫇실뫳。 훐맺뗄죕붥실뫳틔훂욵욵낤듲
쫜죨， 헽쫇틲캪뎤웚뻓폚훷떼뗘캻뗄뻉컄뮯
뗄실뫳。

춴뚨쮼춴，튻막틔탂컄뮯캪웬뫅뗄쮼뎱늨
삽ힳ삫、뺪쳬뚯뗘뛸살。햾퓚탂컄뮯뎱춷뗄쟦
웬쫖벰얪뎱뛹， 벸뫵뚼쫇뎤붭컄뮯좦훐죋。돂
뛀탣폚 1915 쓪뒴냬뗄《쟠쓪퓓횾 》，뾯랢튻욪
폖튻욪탂컄뮯쾭컄， 햹쪾쇋탂컄뮯쮼뎱랴뒫
춳、랴뿗뷌、랴컄퇔뗄뫋탄튪틥，돉캪헢튻쪱듺
죈톪쟠쓪ퟮ쾲낮뗄뛁컯。1918 쓪， 훜쫷죋뗚튻
듎틔“슳톸”캪뇊쏻，퓚《탂쟠쓪》랢뇭컒맺뗚튻

욪냗뮰컄킡쮵《뿱죋죕볇》，돐퓘ퟅ탂컄뮯쮼뎱
뗄뫋탄쮼쿫；“뻈뻈몢ퟓ”뗄쓅몰，룼쫇헰몳쇋
헻헻튻듺죋。

탂컄뮯늻뷶냼몬뛔뷼쿖듺컷랽컄뮯뗄뷩
짜뫍컼쫕， 뛸쟒힢훘훐맺뒫춳컄뮯뺫뮪뗄랢
뻲。1917 쓪， 뫺쫊퓚쏀맺룧싗뇈퇇듳톧킴쿂늩
쪿싛컄《쿈쟘쏻톧쪷》，뻍탂뻉컄뮯뗄맘쾵ퟷ쇋
헢퇹튻랬뇭쫶：“죧맻뛔탂컄뮯뗄뷓쫜늻쫇폐
ퟩ횯뗄컼쫕뗄탎쪽， 뛸쫇닉좡춻좻쳦뮻뗄탎
쪽，틲뛸틽웰뻉컄뮯뗄쿻췶，헢좷쪵쫇좫죋샠
뗄튻룶ퟮ듳쯰쪧。틲듋，헦헽뗄컊쳢뿉틔헢퇹
쮵：컒쏇펦퓵퇹닅쓜틔ퟮ폐킧뗄랽쪽컼쫕쿖듺
컄뮯，쪹쯼쓜춬컒쏇뗄만폐컄뮯쿠튻훂、킭뗷
뫍볌탸랢햹？”

탂컄뮯퓋뚯쫇훐맺컄뮯랢햹뗄뇘좻 。컷

랽쿖듺컄뮯뗄뒫죫뫍컼쫕， 횻쫇벤랢탂컄뮯퓋
뚯뗄췢틲；훐맺컄뮯훐뗄쎬뛜쮫랽，벴믆뫓컄뮯
폫뎤붭컄뮯퓚탂뗄샺쪷쳵볾쿂뮥틗캻훃， 닅쫇
탂컄뮯퓋뚯랢짺뗄쓚틲， 튲쫇탂컄뮯퓋뚯뗄놾
훊쫴탔。

평폚쪱듺뗄늻춬，쮼쿫컄뮯뗄뇭듯랽쪽튲틲
쪱뛸틬 。떱쓪 ，샏ퟓ훷헅뻸쪥웺훇 、뻸죊웺틥뗄
“쿠췼폚붭뫾”뗄짺듦랽쪽，ퟓ쿲췹럶튡뛸짏뻅
췲샯뫍“뻸퓆웸，뢺쟠쳬，좻뫳춼쓏”뗄튣뺳뷧，

틔벰“틔뗀맛횮，컯컞뇋듋”뗄웫컯횮싛，퓚탂컄
뮯뗄웬후쿂놻ퟔ평、 욽뗈헢킩탂쏻듊쯹쳦듺。평
듋，탂컄뮯퓋뚯삭뾪쇋훐맺컄뮯훘탄평믆뫓컄뮯
쿲뎤붭컄뮯틆뗄쒻。

탂컄뮯퓋뚯쯹듸살뗄펰쿬쫇쪮럖짮풶뗄 。

컥쯄퓋뚯캪훐맺릲닺떳뗄떮짺 ，쳡릩쇋쮼쿫샭

싛뫍ퟩ횯믹뒡 。뛸뺭맽컥쯄퓋뚯뗄뒸솶 ，탂컄
뮯퓋뚯폖뗃틔뷸죫튻룶탂뷗뛎 。떱잰 ，ퟔ평 、욽
뗈 、쏱훷뗈샭쓮늻뷶돉캪죋쏇뗄릲쪶 ，뛸쟒놻
쇐죫짧믡훷틥뫋탄볛횵맛 。떫쫇 ，뛔폚훐맺컄
뮯훘탄뗄떱듺틆 ，죋쏇쯆뫵뮹좱짙튻훖컄뮯
ퟔ뻵 。

폈웤쫇퓚톧쫵뷧，쫡샭뫍뫫퇯훐맺폅탣뒫춳
컄뮯뗄릤ퟷ， 믹놾짏뚼캧죆죥톧 （뿗쏏쮼쿫）햹
뾪，틔훁폚폐죋뮹붫쓇킩틑뺭돉캪퓣웉뗄쓚죝죧
“죽룙컥뎣”뗈럮캪맧，좴벫짙쳡벰샏、쒫볒、

쏻볒뗈럇죥톧엉훐냼몬뗄쮼쿫훇믛。

듓헢룶뷇뛈살뾴， 죧뫎뷸튻늽췚뻲뫍헽좷
죏쪶폅탣뒫춳컄뮯， 볈쫇컒쏇뷱쳬볡뚨컄뮯ퟔ
탅뗄룹믹쯹퓚， 튲쫇볍쓮컥쯄퓋뚯뗄쳢훐펦폐
횮틥。

第 757期 11思想者·连载·广告
2019年 2月 19日 星期二
www.jfdaily.com

编辑：夏斌 执行编辑：柳友娟 THINKER

钱穆：“我独来兮海上”

（之三）

钱穆在集美写的白话诗收入 《素书
楼余沈》时命名为“闽南白话诗稿十首”，

时间为“民国”十一年至十二年。又得古
体诗多首，钱穆将其命名为“闽南诗稿十
首”。钱穆的这些诗歌大都创作于他在集
美任教时期， 内容大多书写闽南地区风
物、人情，更多的是写大海。

十首新诗分别是 《爱》《荒海》《早
上》《鸠》《笳声》《海上的渔夫》《水手》

《自然的美》《海船》《海的忠告》。这十首
新诗中，只有《鸠》和《笳声》二首不是写
海。

由新诗可知，初到集美，钱穆就表达
了对大海的爱恋：“晓妆的海， 我实在爱
你，张开你的胸罢，好让我跳入，海呀！”

渐渐地，“我和海熟悉了， 晓得他潮的涨
潮的落在每天的时候”（《荒海》）。大海带
给钱穆无尽的哲思。《海上的渔父》 写渔
夫们的劳作，渔夫们“永远地在打捞”，仿
佛具有了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的悲剧意
味。渔夫们的生命，似乎全为“打捞”而
生，但是在无尽的劳动中，他们何时能打
捞到生命的真呢？

“海的美处，最是薄雾轻云，加上丝
丝细雨。 但是冒着这雨独自走来看你的
是谁呢？”“我听到人们底笑声，我看到人
们底喜色， 但是， 我没有接到人们底真
情。我还是来观海吧！深深底。静静底，淡
淡底，平平底”，从歌颂大海中又传递出
“我没有接到人们底真情”的哀伤。

钱穆的古体诗《海上》也写观海：“若
有人兮海之湄，欲与晤兮诉襟期，我独来
兮海上， 沙中迹兮纷然。 若有人兮海之
央，欲与晤兮剖中肠，我独来兮海上，孤

帆去兮渺然。若有人兮海一涘，欲与晤兮结
生死，我独来兮海上，波涛起兮茫然。沙迹
泯还有，孤帆故复新，波涛长如此，永不见
斯人。” 大海的缥缈给了钱穆无尽的遐想。

神秘的大海中央似乎有一个永不可见的
“斯人”， 只是不知道此时钱穆想见的 “斯
人”究竟是谁。

钱穆这时的诗歌作品除了写海， 还写
思乡的愁苦，如：

是你带的我走了，叫我寄放在何处呢？

母子、夫妻、兄弟、田园的景色，故乡的情
味。……现在是：狡猾的仆人，冷落的旅伴，

狭窄的居处，恶浊的空气，……你把那些送
我到何处呢？（《海船》)

好梦无端去即休，夜长孤枕起清愁。闲
听瑟瑟潇潇雨，却似江南九月秋。（《冬至前
两夜枕上听雨》）

厦门的海，给钱穆留下深刻的印象，但
生活在厦门的钱穆却一直感觉客居他乡。

他在《师友杂忆》中写道：“及去集美，学校
规模庞大，组织复杂，始觉余之与此团体，

有主客之分。余属一客，显与主体有别。然
其时大部分同事多来自北方，极少携家眷。

三餐同室，惟江浙豫鲁口味不同，则各自分
桌。日必见面，情意易相通。”

“没有接到人们底真情”， 再加上思乡
心切， 这或许就是钱穆在厦门一年就离去
的原因之一吧。 让他离开集美学校的最直
接原因，应该是1923年5月发生的学潮。《集
美学校二十周年纪念刊》载：“（5月）十日，

开除屡次煽动风潮之学生二人。翌日，各部
学生吁请收回成命，却之，遂罢课。十七日，

提前放假，惟女子师范，男女小学，幼稚园，

仍照常上课。”

面对学生的请求，校长叶渊拒绝了，而
学生更加坚持，双方相持不下。事情被陈嘉
庚知道了，“事闻于校主。校主告人，我请了
校长，学校事一切由其作主，我决不过问”。

于是校长叶渊决定绝不退让。 眼看着学生
无法正常上课， 钱穆和两三名同事愿意居
中调停，学生答应了，而校长却派人告诉钱
穆等人， 学校自有主张， 希望大家不要介
入。学校的做法，激怒了学生，大家呼吁“散
学”。

一天早晨，学生召集开大会，邀请平素
所尊敬的老师参加，相聚言别，钱穆也受邀
在列。 被邀请的老师中确实有鼓动学生之
人，有的老师甚至说：“学生反抗学校，走向
光明，乃教育之成功。”

学生与老师们一一临别赠言， 学生也

邀请钱穆讲几句，刚开始钱穆拒绝了。到了
中午十二点，临别赠言的活动即将结束时，

“余听诸同事言，心有感，不耐久默，起立求
发言”，钱穆一时兴起，直言不讳地说，如
果大家认为反抗学校是走向光明，是所谓
的教育成功，那么也是学校的成功。如果
学校教育失败了，大家离开后，前途可能
无光明可言。大家回家后，家长们会在暑
假过后继续把你们送到学校，大家如果不
愿意来求学，则学校仍旧是学校，大家与
学校之前是一段“姻缘”，如此考虑还不好
好珍惜，岂不可惜？纵使学校有不对的地
方，“诸生岂宜争一时之义气，出此下策”。

学生听了钱穆的话都沉默了。 钱穆说，大
家此时不鼓掌，亦不发嘘声，说明大家已
经有了良心的发现，请大家回去后认真思
考此事。话讲完，大会散了，学生邀请钱穆
参加集体照。

没想到， 校长派的人在会场后面听到
钱穆的发言，知道了一切。散会之后，校长
又派人到钱穆的宿舍，告诉钱穆，会上所说
的校长不对的地方，“校长皆一一诚心接
受，下学年当力求改进”。不久，派人送来下
学年的聘书，钱穆婉拒。再次派人送来，钱
穆告诉来人，已经订了船票，明天早晨就返
回老家。但来人坚决挽留，不让钱穆带行李
走，怕带了行李之后返回无望。钱穆没有办
法，只好留下两件行李，私下委托蒋锡昌带
回。

端午前夕，钱穆离开集美学校。坐上船
后发现，船上有很多鼓吹风潮的同事，但大
家绝口不提风潮之事。

赤岸黄墙屋， 清波白板船。 欧光来远
屿，帆影落遥天。

这首1923年5月15日写的《自集美至鼓
浪屿》 应该是钱穆离开厦门前写下的最后
一首诗。

（二十一） 连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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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满意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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