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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周刊

古代宝鸡人的艺术修养

编者按 ：目前，第九届陕西省艺术节正在我市如火如荼地进行，戏曲、话剧、舞蹈等艺

术佳作轮番上演，为我市带来了浓浓的艺术气息。宝鸡这块土地与艺术颇有渊源，周公制

礼作乐，通过礼乐制度规范社会秩序，体现了当时的时代文明。周人讲究，君子要掌握“六

艺”，其中就有对音乐等艺术门类的修养要求。周原大地上，有不少注重艺术修养的文雅人

士，我们不妨探寻一二。

秦人弄玉 ：音乐带来好姻缘
本报记者  张琼

一说到秦人，我们大多会联

想到勇武好战、奋发进取等词

语，其实不论古今，每个人都有

他的性格侧面，秦人也不例外。

秦穆公的女儿弄玉就非常喜欢音

乐，颇爱吹笙，最终与擅长吹箫

的萧史结成姻缘，演绎了笙箫合

奏、乘龙跨凤的爱情佳话。

作为秦国公主，弄玉爱上音

乐，与秦人对音乐的喜爱氛围有

关系。上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

我市多地出土了与秦人音乐有关

的文物，太公庙村发现秦公钟、秦

公镈，秦公一号大墓发现多组石

磬……可见秦人对音乐的喜好。

相传，弄玉在周岁抓周时，

抓住了别国进贡的一块碧玉，不

舍放手，秦穆公为其取名弄玉。

弄玉长大后容颜美丽，且能歌善

舞，擅长吹笙，秦穆公专门为她

修建了宫殿凤台，供弄玉居住。

秦穆公视弄玉为掌上明珠，想为

女儿安排一桩美满婚姻，但很多

王公大臣、贵族子弟弄玉都看不

上，她一心想找一位音乐知音 ：

“能与我唱和者，方是我夫。”一

晚，弄玉梦到一位英俊青年吹

箫，箫声动听优雅，引来飞禽聆

听，弄玉对这个青年产生了思慕

之情，并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

秦穆公派人多番寻找，终于在华

山找到了擅于吹箫的萧史。后来

弄玉萧史结为夫妻，两人笙箫和

鸣，引来龙凤，成仙而去。

这个美好的神话故事不仅存

在于《列仙传》《东周列国志》等

书籍中，在凤翔县萧史宫村也有

这对音乐眷侣的故事。据传，萧

史原是一位太史令，因得罪权贵

而出走，闲暇时喜欢吹箫自娱，

箫越吹越好，悦耳动听。一天夜

里，萧史吹箫被雍城内的弄玉听

到，弄玉对这段箫声如痴如醉，

以为是仙人所奏，便思念成疾。

秦穆公为了女儿，三次派人寻找

吹箫者，终于找到了萧史，两人

结成连理。

雍地萧史弄玉的佳话从西汉

时期开始流传，至今仍被人们所

津津乐道。弄玉与萧史的爱情故

事里，音乐是不可或缺的纽带，

艺术跨越了社会地位和生活环境

的差异，使两个陌生的年轻人在

音乐世界里，相互欣赏和珍爱，

达到了心灵上的契合，这样的爱

情怎不让人羡慕。 

东周师旷 ：精通音律成乐圣
  本报记者 麻雪

在扶风县法门镇马家村一方土

崖边，有一块文物保护碑，石碑上刻

有“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师

旷墓”“春秋时代”等字样。说起师

旷，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他是谁，但

是，说起“阳春白雪”，便知晓者甚

广了。“阳春白雪”原意是指一首高

雅的乐曲，与通俗的乐曲“下里巴

人”相对，后来，词义逐渐延伸，成

为高雅艺术的代称。而葬在周原故

地的师旷，便是“阳春白雪”的创作

者，堪称一代“乐圣”。

据记载，师旷是春秋时期晋国

人，是一位乐师，相传他是盲人，但

却博学多才，善弹琴，辨音力极强。

据清代《重修凤翔府志》记载 ：“师

旷冢，旧志，扶风县北二里漆水之

弯。”由此看来，志书中的记载与如

今的文物保护石碑都在告诉人们，

这片沃土之下，埋葬着一位古时了

不起的大音乐家。

记者在当地采访时了解到，距师

旷墓不远的法门寺曾珍藏了一块七

音碑，也称“校音碑”。据传，七音碑是

师旷亲手所做，碑上有一些奇怪的小

圆孔、小条纹，敲击时可发出如音乐

一般悠扬的声音，可是这块碑在上世

纪六七十年代损坏了。

另外，从一些记载可知，师旷

不仅是位大音乐家，还是位品德高

尚的人，是春秋时期晋国国君的贤

臣良士。如《史记》记载，晋悼公问

师旷治国之策，师旷答道 ：“唯仁

义为本。”

师旷是晋国人，那为何死后会

埋葬于扶风？这里为何会有他的墓

冢？清代一些志书中都提到师旷墓

“在漆阮”。“漆阮”在哪里呢？漆，指

漆水，其流域涉及今天的麟游、凤翔、

岐山、扶风、武功、杨凌等地 ；“阮”

是指商末周初时期的一个诸侯国，后

来，周文王征服了阮国。推测，师旷可

能为阮国后裔，死后其族人将其归葬

故里。

其实，扶风还流传着师旷很多故

事、传奇，如同以古琴弹奏出的“阳春

白雪”一般，优雅动听、余音袅袅，在

这里缠绕不绝……

汉代马融 ：讲学大儒善鼓琴
本报记者  麻雪

扶风县的绛帐镇是个历史文

化深厚的地方，它的名字“绛帐”就

很有故事。因为汉代的名儒马融讲

经论道的时候，常在高台上挂一个

绛色大帐故而得名，这便是“绛帐

传薪”的典故。但是，很多人知道马

融是名儒，才高博洽，却不知道他

的雅好——“善鼓琴，好吹笛”，可

谓是一位有艺术修养的大儒。

《后汉书·马融列传》记载，

他“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

拘儒者之节”。马融喜好鼓琴和吹

笛，可见除了作为一位大儒有着

深厚的诗书礼仪修养之外，马融

更懂器乐，热爱艺术。正因如此，

他的授课方式也显得与众不同、

独树一帜。

他继孔子之后开创了当时最大

的私学办学规模，东汉著名的学者

郑玄、卢植等，都出自他的门下。马

融“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

后列女乐”。也就是说，他讲经论道

的时候，会在前面挂一个绛色大帐，

在里面设女乐，轻歌曼舞。学生们在

艺术氛围里，感受儒家文化的魅力，

可见马融讲课很有吸引力。

马融将授课与乐舞结合在一

起，虽然目前没有相关记载说这种

乐舞是否精彩，但是，从他本人喜好

和对艺术的追求来猜测，应该是雅

致的。其实这二者结合，一方面体现

出授课者所讲内容很具吸引力，考

验听者的专注力 ；另一方面也体现

出“礼乐”的结合。

扶风是周原故地，这里是周代

“礼乐”文化的发源地，其形式内容

包括礼仪、音乐，礼和乐相辅相成，

构成了一个完整有序的社会文化制

度，影响深远。作为一位大儒，马融

所讲授的课程范围，应该在“四书五

经”范围，更会受“礼乐”文化的影

响，尤其是《诗经》《礼记》，本就包含

着诗歌、音乐、礼仪等内容。

据记载，马融满腹经纶、多才

多艺，更主张博采众长、融会贯通。

这与我们现代提倡的复合型人才

“不谋而合”。由此可以想到，授课

与乐舞的结合，也是他“融会贯通”

知识与艺术的一种体现，并且这种

融会贯通还能检测出授课者和听

课者的“课堂氛围”好不好，真可谓

是一举多得。

明代王纶 ：铁胆御史文采扬
本报记者  张琼

吟诗作赋，是我国古代许多官

员的艺术特长。明朝时，今扶风县天

度镇天度村所在地出了一位“铁胆御

史”——王纶，他为官清廉，抨击宦官

刘瑾、扫除蜀地匪患，受到明武宗颁

旨嘉奖。同时，王纶也有很高的艺术

修养，天度村《王氏族谱》收录了他的

诗歌作品，展现了王纶的诗歌才能。

天度村人王忠蒙曾向记者展示

了《王氏族谱》的诗词卷，其中有王纶

诗歌三首 ：《远爱亭》《多贤书院》《绛

帐村》，这些诗歌创作年代不详，但让

人能明显感受到王纶的才华，以及他

对家乡的热爱。比如《远爱亭》中有这

样一句 ：“风物着人题梦草，乾坤容

我醉眠沙。”读来潇洒恣意，颇有逍遥

之感，王纶才情可见一二。

王纶也擅长借景抒情言志，《王

氏族谱》中有一首《绛帐村》，讲儒家

学者马融绛帐传薪的事儿。王纶走访

山野间，来到了马融曾讲经的绛帐

台，打听到了马融当年的居所。在荒

凉的绛帐台，王纶静静地听着此地的

风声和钟鼓声，脑海里浮现出马融讲

经的风采，写下这样的诗句：“绀宇钟

连清楚寂，碧罗烟袅绛纱虚。当年借

问横经者，前列生徒孰启子？”王纶

和马融虽然同为扶风人，但马融处于

东汉时期，王纶是明朝人。借助诗歌，

王纶抒发了对马融的欣赏和追念。

按照族谱记载，王纶的一生并不

平顺，幼时家境艰难，父母早丧，年幼

的弟弟妹妹需要抚养，王纶白天务农

种地，晚上苦读书籍，努力操持家庭，

等到弟弟妹妹都成家了，王纶才安心

去读书，并考中举人。无论是少年时

做大哥，还是中举后做官，王纶都尽

职尽责，勇担责任，他曾任真定知县、

巡按四川监察御史、嘉兴知府及浙江

参政等职，把工作干得圆满漂亮。明

正德年间，王纶平匪有功，被明武宗

颁旨嘉奖。

这样的人生履历，使王纶的诗歌

不仅展现出个人才情，还展现出对社

会现象的思考和评析。比如《多贤书

院》里有这样的诗句 ：“荒诗夜月霜

华白，故国秋园树锦红，只此关河全

胜地，人文犹有古邠风。”多贤书院是

建于明弘治年间的一个书院，王纶称

赞它，不只因它景致秀美，更因为它

传播了文化、推崇着知识，具有人文

风采。

这些诗歌，让我们对王纶的认识

更加立体，王纶不仅是一个敢在朝堂

上击打贼子的“铁胆御史”，也是一位

崇尚文化、颇有才华的关中诗人。

人文宝鸡
REN WEN BAO J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