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省永济市古称蒲坂，传曾为五帝之一
的舜帝的都城，文物古迹甚多。20 世纪 80 年代
后期，我曾有机会在永济访古，印象颇深。十年
前，我又以中华诗词学会会长的身份，受邀出
席山西·永济第二届“鹳雀楼杯”诗歌大赛的颁
奖活动，并授予永济“中华诗词之乡”称号。永
济写诗的人多，有不少普通的职工，整体水平
也很可观。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
底蕴的地方。

我第一次与胡冰同志见面，是他刚到国家文
物局工作时。得知他是永济人，我就说了对永济
的上述印象；又听说他喜欢写作，便相信他在文
博部门会有新的成果。2022年岁首，与胡冰再次
相聚，他说自己已届花甲，即将退休，遂同感岁月
之匆匆；同时，他拿出一沓书稿，说是在文物局的
诗文集，嘱我作序。

胡冰的书叫《河东笔记——一苇所如》，收录
“2018 年 5 月~2022 年 2 月”的诗文。这是他在国
家文物局工作几年来的一种记录，也印证了我对
他这个永济人的期许：果然出了成果。

本书由散文、新体诗、旧体诗词三部分组成。
其中反映的内容，基本上都与文物事业有关，诉
说着作者对文物的认识与感悟，体现着作者对文
物工作的热忱与敬业，可以说是一位国家级文物
管理部门领导者履行职责的形象反映。

文物是什么？文物就是文化遗产，是源远流
长的中华文明的载体与见证，其中蕴含着丰富的
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也昭示着未来。文物
是有生命的，是有灵性的，并为我们今天的新生
活提供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文博部门的
工作对象就是文物，是名胜古迹，是文物的保护、
研究、展示与海内外交流。这无疑是令人欣羡的
职业。这种得天独厚之处，也使文博人对文物有
种特殊的感情，并享受着审美的愉悦；而喜欢写
作的，则会把所见所闻形诸笔墨，供人们了解和
欣赏。例如王冶秋老局长写的《大地新游》一书，
我在 20世纪 60年代就读过，至今还记得他写洪
洞县苏三监狱的文和诗。

喜欢写作的胡冰同志有幸进入有意义、有
趣味的文博部门，自然如鱼得水。他这样述说自
己的写作动因：“壮美的祖国山河，神奇的异域
风光，丰赡的历史遗产，宝贵的精神财富，精彩
的文化故事，崇高的文物事业，无不时刻荡漾情
怀，激励心志，迸发活力，使人常年处于亢奋状
态，好像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儿，想不尽的事
儿，总想倾诉一二。”因此，他在三年半能写出如
此多的作品，就不奇怪了。可以说，这也是文物
的力量。

本书一百四十余首诗歌，其中新体诗二十五
首，旧体诗词即传统诗词一百二十首。作者在每
首诗后都附有“注”，比较详细地说明该诗创作的
缘起、背景，亦即诗的“本事”，这有利于读者对作
品的了解。

胡冰的新诗，想象丰富，富含哲理，往往回
环递进，层层深入，警句时出。《周原的启示》就
是一例：

从茹毛饮血到打造石器，漫漫百万年；
从狩猎采集到甲骨卜辞，悠悠上万年；
从青铜鼎簋到量子纠缠，泱泱五千年。
历史的长河阻隔着，人与兽，文明与野蛮。
而‘礼’字，就像一条船，将那边摆渡到这边。
成礼，需要上万年；
失礼，只在一念间。

《兵马俑》也颇有意味：
是人，千年不作声；
是俑，分明有生命。
面对面，看到了过去的魂灵，
转过身，又感觉是未来的启蒙。
其他如反映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的

《不同与相同》，咏赞“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太
阳神鸟》，感慨蜿蜒万里、历经沧桑的《无语的长
城》，挂念老朋友的《那座城》，写读书感受的《读
书断想》等，都值得品味。

胡冰的旧体诗词，大部分是五七言律、绝；二
十八首词，用了二十四个词牌，其中《踏莎行》《渔
家傲》用了两次，《鹧鸪天》三次，作者似乎是在多

种尝试；多是中调，也有小令（如《忆江南》），又有
长调（如《齐天乐》）；还有一首曲，即《天净沙·初
雪》。他的诗词创作注重格律，讲究平仄。我比较
喜欢他的七绝，如《北宋彩塑》：“千年安坐法兴
寺，只待因缘会有时。对视灵犀何所悟，佛光幽渺
蕴玄机。”又如《再访关帝庙》：“春秋楼下花依旧，
龙凤柏前思未休。千载烟云成往事，余留忠义满
神州。”都是吊古感今，语言晓畅，发人幽思。五律

《咏馕》也颇有风情：“大如蒲叶扇，薄脆溢葱香。
入烤为青白，出坑呈嫩黄。龟兹传技巧，近代显灵
光。文脉千年续，此馕功最强。”还有一些好的对
句，如“云淡天如洗，风和日更辉”（《雁南飞》）、

“星罗山叠彩，玉带水流清”（《独秀峰》）、“哭跪
鸣冤日常景，推拦阻吓奈何天”（《再见信访》）、

“丝路千年传故事，胡商万里奏和弦”（《丝路敦
煌》）等。

胡冰把新诗与旧体诗都收入集中，我认为很
好。现在诗坛上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就是一些新
诗与旧体诗的作者互相看不起，这是不对的。传
统诗词与新诗同是诗歌园地的两枝奇葩，虽诗体
各异，诗性却相同。其用以表达主题的意象意境
多是相通的，许多诗词前辈都是两栖诗人。现在
对新旧诗关系的通达之见多了起来，既写旧体诗
又写新诗的队伍也在壮大。正是适应这种需要，

《诗刊》增设了旧体诗专栏，《中华诗词》《中华辞
赋》也开辟了新诗园地。

集子中十一篇散文，多半是与海内外公务活
动有关的随笔、感想。特点是善于从小处着笔，注
意细节的描述，或有关历史文化背景知识的介
绍。感情充沛，思路开阔，颇富文采。其中《修神庙
的中国人》《三沙之海》《雪域阿里》等篇所记的地
方，我也去过，都在一二十年前，但由于没有留下
文字，有些记忆已变得模糊，这次读胡冰的文章，
就感到亲切，也有新的收获。

书名中的“一苇所如”，取自苏轼《前赤壁
赋》的“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苏子之
意，为任凭小船儿在茫无边际的江上漂荡，越过
苍茫万顷的江面。胡冰之意，当是追求思维的活

跃、文笔的灵动，即作者所云：“所写所记，信马
由缰，文自心生，情由感出。”这也是本书的艺术
特点。

总之，《河东笔记——一苇所如》是一本好
书，我向作者胡冰同志祝贺，也向读者诸君热情
推荐！

《河东笔记——一苇所如》
作者：胡冰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6月
定价：66元

中国书法家协会原主席
苏士澍先生题书“一苇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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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新出了由张书学、
李勇慧整理的《王献唐金石书画题跋辑存》一书。

这是一部堪称厚重的文献性著作，之所以说
其厚重，当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是这部书分上
下两册，开本阔大，字数逾70万近800页次。又朱
墨灿然，版式雅致，印刷精美甚是可观。另一方
面，此部大书为王献唐金石书画题跋文字的首次
汇集，主事者“搜集整理了王献唐先生所藏所见
历代金石文物、书法绘画以及相关著述等所作题
跋精品 500余篇 1000余则，按钟鼎彝器、古代货
币、印玺封泥、刻石碑版、砖瓦陶器、书法绘画、其
他等七大类汇编成册”。如此大体量的内容萃结，
旨在通过题跋这一特殊文字形式，来集中展现王
献唐学术生涯中的不同寻常之处。客观说来，此
书只是“王献唐专题研究”的一个部分，是整理者
为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王献唐全集》，而
先行推出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本书的整理者张书学、李勇慧夫妇均为历史
学博士。张书学是山东财经大学副校长、教授，李
勇慧是山东省图书馆副馆长、二级研究员。多年以
来，两人坚持从事王献唐专项学术研究，可谓成果
斐然。就我所知，他俩先后出版的《王献唐年谱长
编》《王献唐往来书信集》《一代传人王献唐》《王献
唐著述考》等一系列的学术专著几乎都是大部头
之作，尤其是2017年问世的140万文字的《王献唐
年谱长编》，曾在业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我想，他们
辛勤耕耘的每每都能赋以独特内容的这些叙述文
字，皆有如一段段华美乐章，最终一定会汇集成一
部体格完备、金声玉振的交响全篇。

原牧之先生在本书序言中称“王献唐先生，
山左三百年罕有之大贤”。张书学、李勇慧所面对
的正是这样一座横亘齐鲁大地犹如泰山般的学
术高峰，二十余年至今，他们始终以虔诚的问学
之心“钩玄探隐，殚精竭虑”，成为当下王献唐主
题研究的重量级专家和权威人物。从这一点上
说，如果将张书学、李勇慧视作为王献唐的“异代
知己”，亦恰如其分。

一个多世纪以来，一代学人王献唐的生平业
绩人们多已熟悉，然而对于他的毕生历史性贡
献，我依然觉得有必要再做一个概要阐述。在此，
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自己的肤浅认识。

首先，在王献唐的一生之中，他对于搜集、保
护、整理山左乡邦文献和各类文化遗存可谓竭尽
全力事必躬亲，换言之，在王献唐灿烂人生的每
一个历史阶段，但凡所见，他皆深入生活悉心勘
察，甚至不顾体弱年迈时时出入田野考古现场以
获取第一手资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广袤齐鲁
大地传统文化的一砖一石一瓦一木，想来都与王
献唐这个名字戚戚相关。

其次，是对我国文字学、文献学、历史学等系
列学科的深入研究，且多有创见每有著述，其涉
及内容之广和文字总量之大，信为同时同类学者
间所罕见。这一现象，尤其对于当代学术研究领
域富有前瞻性借鉴意义。

再次，是对近代图书馆学、博物馆学以及考
古学建设的开拓之功。作为山东地域传统文化的
继承者和传播者，王献唐可称鞠躬尽瘁居功至
伟。作为山东文博事业的奠基者，王献唐一生为
邑地场馆的可行性发展更是身体力行不遗余力，
客观上为山图、山博日后走向科学性系统性管

理，倾尽了心血。这一切，人们都能
够从已经面世的信札和大量留存资
料中得到翔实印证。

最后一点，是王献唐表现在金
石篆刻和书法绘画领域的不凡艺术
造诣。他能书能画能刻，这是一种具
有典型意义的完全归属于学人一脉
的难能实践方式，此般由丰沛学养
而至的别样风采，与以此为计的寻
常书画家在表现手法上自是大相径
庭，在思想境界精神内涵上，更是不啻天壤。尽管
王献唐在创作上起步很早，但因为终身耽湎于学
术之道，而作为消遣方式的他的传世作品自然有
限，正出于这个原因，他的片纸只印往往被人们
视为世间瑰宝，也便在情理之中了。

当然，对于王献唐来说，上述这几个话题都
是紧密相连的，也是常人难以做到的。放眼百年
长河，能在近代学术史范畴内形成自己独特学术
体系的，真可说是凤毛麟角。

就王献唐已呈系统化的学术研究而言，或可
以用一个“博”字来概括——博览群书而博学不
倦，博通文史而博闻强记，博采众家之长而博识
历代菁华，博富担当之心而博爱家国情怀。在此
基础之上，王献唐还能够做到一个“深”字。丰碑
大碣向来是世人争相研究的，王献唐在关注这些
传世名品的同时，也将视角转移到不为人所重视
的领域，虽然是残砖断瓦，竹头木屑，皆或发微阐
幽，征引文献，或参考侪辈成说，继而形成自己的
考释结论，言他人所未言之处，考前人所未考之
物，摩挲研究，乐此不疲。此即王献唐数十年如一
日的由扎实学术里程而至的博大精深之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南方藏家马国权为
《近代印人传》稿件，专程到济南大明湖拜谒王献
唐。当时王献唐虽已抱病休养，但依然坚持为马氏
所携铜器拓片题跋留念。马国权写道：“先生为余
扶病作长跋，记此簋出土时地甚详，皆并世学人所
未及者，博识至足令人佩仰。治印特其余事耳。”今
天，人们在《王献唐金石书画题跋辑存》上卷中，有
幸可以目睹这一题跋件的全貌，并知其时为1959
年。与王献唐同时完成题记的还有著名历史学家
顾颉刚、考古学家郭宝钧，并有于省吾、唐兰、胡厚
宣、徐中舒、张政烺、徐森玉、王福庵、黄葆戉、张鲁
盦、沈尹默、谢稚柳等一流古文字学家和书法篆刻
家。此件题跋大幅可谓“群贤毕至”，此中，以王献
唐的题跋文字篇幅最长，考证也最为确切详尽，难
怪马国权会发出“并世学人所未及”的由衷之叹。

通过以上实例，使人们除了能够进一步看到
王献唐在学识上的广度和深度之外，更能体会他
的一丝不苟的学者风范。

在此基础之上，我想着重就王献唐对近现代
印学研究领域卓有贡献的专门话题，谈一谈自己
的有限感受。

世人对于王献唐相关印章专学的全面了解，
大都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首次见到的《五
镫精舍印话》一书。

“五镫精舍”是王献唐的斋馆之名，《五镫精
舍印话》是他的一部印学专著，作于一九三五至
一九三七年之间，其时王献唐适四十岁上下。全
书涉及印史、印谱、印章形制、印文考释及印章鉴
赏与辨伪等印学等话题，计179篇245千字。文篇

中所展现的对各类印章源
流梳理、古文字个案研究和
古代典章制度的探讨，皆具
很高的学术价值。作为由齐
鲁书社编辑的“王献唐遗
书”系列之一，此书于 1985
年上半年出版之后，即在域
内生发热烈反响，如今更成
了印学研究的必读文本。

《五镫精舍印话》的可
贵之处，正在于书中所讨论的不仅仅只是单一玺
印问题，而是把玺印作为核心议题，旁征博引，广
为涉猎，同时将古玺印文字及其特殊形制与历史
文献互为印证，在识真的同时也提出辨伪话题，
在审美的同时也牵带考辨之说。所以说，此书虽然
涉及我国传统印章的方方面面，但绝非一般印章
启蒙的通俗读物，作者正是站在考古专学的历史
维度，运用实物参证之法，系统地阐述了与古代印
学密切相关的一系列具体问题。譬如书中所列举
的“汉魏六朝印章字数例证”“鉨印款式之演变”

“摹印与缪篆”“封泥”“异国文字印”“汉官印体制
之异”“顾氏集古印谱”“十钟山房印举”“簠斋精
鉴”“齐鲁各家藏印”以及“印谱著录之编选”“高南
阜六印山房记”等典型文篇，不论章节之短长，皆
引经据典每出新见，可谓见微知著不一而足。

从王献唐所有的著作及其各类序跋题记看，
所涉稽古内容几乎无所不包，这一些，人们可以
从《王献唐金石书画题跋辑存》得窥全豹。在此需
要提出的是，著作中所展现的能够充分关联并辨
析时代性文字特征的文篇，多有可读之处。

在王献唐一生之中，经他寓目的古玺印数量
之巨，手拓历朝历代印章之多，个人收藏玺印之
精，鉴别水准之高，在民国时期的齐鲁地区公推
无出其右。正是因为眼界既宽眼光独到故而独具
慧眼，以致在赏鉴活动之中往往能一语中的，立
断真伪优劣。许久以来，王献唐每每遵循从形制、
材质、文字以及出土地点和收藏过程等诸多视
角，来审度印章的特性所在，问源头活水，求木之
本末，有感而发地留下了大量的序跋题记文字，
或长篇大论，或惜墨如金，如今读来倍感亲切良
多受益。古代印章的品类之多面貌之广本不难想
象，由此，人们自可领略作者在这一领域的由熟
稔鉨印文字而至的专擅之优，同时更显现出王献
唐本谙于完整古文字系统的难能之能。可以说，
王献唐对古玺印的研究与认知，已至犹入千军万
马阵中而纵横捭阖又游刃有余的自由王国。

纵观王献唐印学研究特征，他的以文物实体
为经，以源流并举为纬的历史唯物主义治学观，
正是支撑自己完整学术精神之所在。和《五镫精
舍印话》一样，这些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和日积月
累自成语汇的印学文论，除了泽被后学，也从另
一个角度映照出这位旷世人物的非凡学养和思
想光芒。 （一）

《王献唐金石书画题跋辑存》
作者：王献唐
整理：张书学 李勇慧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7月
定价：598元

我于1991年1月从学校被调入绍兴市文
化局任局长，由此开始接触文物工作，几乎干
到退休。当时局里设有文物科，科里只有一位
从市文管会借调来的工作人员，就是高军同
志。应该说高军不仅是我的老同事，还是我文
物工作的启蒙老师。

我们工作的那个年代是非常特殊的年
代。我们党已从“以阶级斗争为纲”成功跨入
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阶段，大规模的经
济建设热潮正在全国如火如荼地掀起。同时

“旧城改造”悄然出现，逐渐升温形成轰轰烈
烈的拆建大势。沉睡地下的文物遭到疯狂盗
挖和猖獗走私。在这种情况下，文物保护的情
势严峻而紧迫。中央及时确定了“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的文物工作方针。我们配合基本建
设进行考古发掘，在城市更新中保护古迹遗
址，并借势建设各类纪念馆、博物馆。总之，既
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又要全力保护文
物；既要与自然的损毁相抗争，又要与人为的
破坏作斗争；再加上法制建设不健全，全社会
对文物保护认识还有待提高，文物工作的难
度是极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护和抢救的
形势渐趋缓和，利用的需求随之得到重视。中
央又及时提出了“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
管理”的工作原则，最终将文物工作方针完善
为“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
理”，并写进了《文物保护法》。行政执法主体的
确立和文物执法队伍的建设强化了文物安全
保障机制。特别是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后，
对统一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民众对文物保护
工作的认识，改善文物工作的条件和环境，发
挥了很大的作用。博物馆免费开放等重大举
措促使文物博物馆工作更加自觉地服务于社
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发挥作用。伴随改革开放
的深入和经济全球化的出现，文物工作的理
念和方法也逐渐与世界接轨。文物的内涵和
外延扩展为文化遗产，一批新技术、新方法被
引进运用，国际交流和合作有助于全面提升
我国的文物保护能力和保护水平。进入新时
代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被提升到关乎
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高度，“让文物活起
来”蔚然成势，考古发掘研究和博物馆展示教
育等工作受到党中央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

我做这些粗略回顾，无非是想说我们个

人的工作经历都脱不开历史进程的大背景。
相对于历史背景的宏阔，任何个人的体验，无
论喜悦、欣慰、无奈、委屈……都是渺小以至
微不足道的，都是历史必然的折射。但是正因
为有了个人置身其中的喜怒哀乐真切体验，
宏大的历史叙事才不至于空泛。

高军比我更早地参加文物工作，更晚退
休，一干便是四十余年，矢志不移，从一而终。按
他自己的说法是“择一事，终一生”。其间曾有几
次选择的机会，都被他果断地放弃了，可见他
对文物工作的感情是根植于心底的热爱。作为
职业的文物工作者需要有勇于抗争、甘于寂
寞、勤奋钻研、踏实苦干的品性。有了热爱，自然
就敬业。于是乎职业成就了人，人成就了事业。
在高军身上我看到了这种因果关系。高军结合
工作需要做了许多研究工作，重点是绍兴史迹
研究、地方名人研究、区域文化研究等，并且勤
于笔耕，撰写了许多文章和好几本专著，还主
编了不少专业书籍。高军在具体工作中主持了
一大批博物馆、纪念馆的建设和名人故居、历
史街区的修复工程，从编写方案到施工建设，
场场硬仗，累累硕果。作为行政管理者，高军更
是承担了文物调查、考古发掘、古建维修、博物
馆展陈、文物执法等日常而繁复的组织工作，
在大型国际学术活动中的协调能力尤其令人
称道。总之，高军凭自己的业绩成为具有正高
职称的文物专家，成为在全省文物系统中具有
相当影响力的地市级资深局长。

在《守望纪程》中高军选用了十篇文章，还
按编年罗列了一部分工作内容，其实这些只是
他40余年文物生涯纪实的一个缩影。粗略地阅
读已引起我浮想联翩，既想起了波澜壮阔的时
代背景，也重温了绍兴以至浙江文物保护工作
的一件件并未远逝的往事，一个个曾经的真实
场景。我突然想到，高军的这本书也不妨当作

“史”和“志”来读的，因为其中留下了绍兴文物事
业数十年间的许多很有价值的信息。当然，高军
自己的初心只是对来路作一个梳理总结，以此
给职业一个交代，给自己的人生一个交代。这也
对，再热爱的职业于人生而言也总是阶段性的，
有这本书给自己职业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
号，退休之日就能心安理得地“相忘于江湖”了。

《守望纪程》
作者：高军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9月
定价：120元

《河东笔记——一苇所如》序言
郑欣淼

《守望纪程》序言
鲍贤伦

集成金玉 镕作文章
——从《王献唐金石书画题跋辑存》说起

刘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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