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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是生活

  清朝嘉庆年间，潍县的乡道上，一人策马飞驰而过。后来，
乡民们津津乐道，此人正是潍县知县招子庸。这次是他追捕巨
盗驱驰千里，那英姿勃发的样子，让人们都以为他是一位武
将。其实，他在潍县当官的时候，经常一个人骑着马下乡，去了
解民情，就像一个孤独的侠客。
  招子庸，广东南海人士，字铭山，号明珊。嘉庆二十一年
（1816年）中举，随后出任潍县知县，还担任过青州知府，为官
期间，政绩斐然，声誉满满，深受百姓爱戴。然而，为官不久，他
因事被罢官，回到了家乡。
  不过，这并没有让他一蹶不振。这位宝藏文人的才学，就
像是一个装满了惊喜的百宝箱，他敏慧多能，打开了各种才艺
的大门。他文笔矫健，骑射功夫更是了得，仿佛是草原上的神
箭手；他善词曲，那词曲就像灵动的精灵；他精晓音律，所著的
《粤讴》，在广东大地上流传甚广，深受人们喜爱。
  说到他的画，那可真是一绝！尤其是他笔下的兰竹，简直
像有了生命。有时候，那兰竹像是战场上的勇士，威严凛凛，有
着不可侵犯的气势；有时候呢，又像是娇柔的少女，娟娟静好，
展现出一种别样的温柔。
  岭南才女冼玉清曾评价，招子庸画竹和板桥各有千秋：
板桥纯用意笔，就像一个浪漫的诗人，凭借心中的意象挥毫
泼墨；而子庸呢，更接近写实，像是一个记录者，把竹子的模
样细细描绘。板桥的竹子疏朗，子庸的竹子繁密；板桥的竹
子清瘦，子庸的竹子丰满；板桥画画不刻意求工，子庸却在
不经意间就达到了精巧的境界。这是为啥呢？原来，招子庸
曾学习宋元之画，打下了独特的基础，在广东画家中，可谓
独树一帜。
  招子庸学画，没有什么名师指点，全靠自己。他就像一个
探险家，在绘画的世界里探索。他在画作题跋中写道：“画竹应
师竹，何须学古人。心眼手俱到，下笔自通神。”他还分享过自
己的经历，他说刚开始画竹，学习宋元各家的画法，那时候只
知道一节一节地画竹子，像个刻板的工匠。但是，好些年间，每
当走到竹林深处，他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在那儿流连忘返，
一整天都沉醉在竹子的世界里。看那雨中的竹叶、风中的竹
梢，他渐渐领悟到了竹子的真正韵味，这才明白，以前那样画
可不算真正的画竹。
  他的墨竹，一眼望去，好像有板桥的韵味，令人不禁吟诵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画面上是折枝细叶，形
状断开了，神韵相连。那淡泊野趣的韵味就像清泉，流淌在观
者的心间，怪不得画史上称他是“画竹之高手”。
  招子庸可不光会画小篇幅的作品，他画大幅作品也是
得心应手。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收藏了他的《墨竹
十二联屏》，那可真是气势磅礴！画面就像一片竹子的海洋，
百竿竹子矗立着，每一根都劲直挺拔，像是坚守正义的士
兵；而那翠姿摇影，仿佛是在风中舞蹈的精灵，有着渭川气
派，颇为壮观。
  潍坊市博物馆藏有招子庸的墨竹图轴，也毫不逊色，画面
浓淡相宜，疏密得当，像一首和谐的交响曲。前面画得实，后面
画得虚，营造出一种温润秀雅的氛围，让人感觉就像走进了美
丽的江南园林，而且还有山石和竹笋穿插其中，充满了繁盛的
南方趣味。笔力挺秀似青松，用墨淡雅如同山间的晨雾。画面
既有写实的细腻，又不失意趣的灵动。竹叶密密麻麻，却层次
分明像精心搭建的宝塔。
  从他的画作中，我们能看到大笔淋漓的豪放、竹影疏阔的
潇洒，那意在画外的意境，彰显出他独一无二的风格气质。在
绘画的道路上，招子庸先学习宋元之法，然后师法自然，也就
是“师竹画竹”，这是中国传统绘画理论中“师法造化”的生动
实践。
  招子庸的家乡南海有好多竹林，这可成了他的宝贝。不管
是早晨还是傍晚，晴天还是阴天，刮风还是下雨，他都像个痴
迷的孩子一样，认真地观察竹子的每一个变化，捕捉每一丝情
趣，为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因此，他画的竹子每一
笔都像有了灵魂，每一片叶子都像是在诉说着故事，那种超然
物外的感觉，让人赞叹不已。
  伴随着“书画同源”理论的兴起，宋朝以后文人画蓬勃发
展起来。一大批文人纷纷投入美术创作的世界里，他们个个多
才博学，比如苏轼、米芾、钱选、赵孟頫、黄公望，还有沈周、文
徵明、唐寅、董其昌这些人，都是“文艺界”的多面手。
  画竹，从明代开始就成了文人画的“必修课”，人人涉猎。
而原本就跨界的招子庸，汲取了文学、音乐、骑射等多样滋养，
在书画上如鱼得水。
  在传统文人画论里，画家必须有高尚的人品，这就像画家
的灵魂一样重要。文徵明也曾题跋说：人品不高，用墨都没办
法有灵气。画画可不是一件小事，必须心如明镜，没有杂念，然
后那烟云秀色、天地之气才会汇聚到笔下，创造出奇妙的
画面。
  招子庸虽然没有老师传授，但在他的画作中，可以明显看
到两个人对他精神层面的影响，一个是苏轼，一个是郑板桥。
这两个人，都是以正直爱民而闻名。
  招子庸的诗里经常提到苏轼，对苏轼赞不绝口，说“坡老
文章皆笑骂”，可见他对苏轼的喜爱。招子庸曾经在牍尾画画，
大家都说他画的竹子有板桥的风致，兰花也有板桥的韵味。招
子庸当过潍县知县，郑板桥也当过，招子庸一直把郑板桥当成
自己的榜样，心里时刻想着百姓的疾苦。
  后来，招子庸被罢官了，日子过得清贫，但他淡泊名利，安
于这样的生活。他的这种精神，和文人画家对独立和尊严的追
求是完全一致的。
  招子庸的画作，大笔淋漓，意在画外，充满了韵味。招子
庸“喜画兰花怒画竹，比郑板桥那肯服”，不管是竹子的高雅
韵味，还是兰花的清幽风姿，或者是人生的悲欢离合，他都
用自己的方式，演绎出别样的精彩，展现了文人的铮铮
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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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招子庸墨竹
图轴。（资料图片）

诸城派古琴
  诸城古琴称“山东诸城派古琴”，
又称“琅琊派古琴”，出自“虞山派”，形
成于19世纪中叶，历经琴家的探索、交
流、吸收、发展，形成了具有诸城特点、
风格、技巧和特有曲目传谱的古琴流
派。19世纪初，王溥长、王作祯、王露祖
孙三代以虞山派为基础，另有王雩门
和他的学生王宾鲁以金陵派为基础，
两者汇流，融入当地民间音乐风格，形
成了具有山东地方风格的诸城派。
  古琴的立调体系一般分两大类：
一类是以三弦为宫五音（宫、商、角、
徵、羽）命调，即传统调名，称为“正
调”，即F调；另一类是以一弦为宫音、
以均命调。一弦为宫音的称“黄钟均”，
一弦为商音的称“无射均”，一弦为角
音的称“夷则均”，一弦为徵音的称“仲
吕均”，一弦为羽音的称“夹钟均”。诸
城古琴的立调体系采取以上两类立调

的折中办法，即以三弦为宫而以律吕
命调之法，形成了诸城派古琴特有的
立调体系。即三弦为宫的称“黄钟调”

（F调），七弦散音位顺序是：5612356；
一弦为宫的称“林钟调”（C调），即
1235612；二弦为宫的称“无射调”（bE
调），即6123561；四弦为宫的称“太簇
调”（G调），即3561235；五弦为宫的称
“仲吕调”（bB调），即2356123。
  诸城古琴的艺术风格大体可归结
为：细致、含蓄、质朴、流畅。含蓄性、概
括性大，重内在不务外表华丽，缓急有
变，刚柔兼备；节奏固定，标准统一，可

数琴齐奏，划分节奏并附有简谱。右手
弹弦刚劲有力、干净利落，力度强。它
被首批列入大学专业课程范围。开古
琴进入高等学府之先河。
  诸城古琴有其独有的曲操，即以
《长门怨》《秋风词》《关山月》三曲为独
有曲操，其他琴谱均未载。
  《长门怨》，讲述了陈阿娇为汉武
帝妻，汉武帝另爱上了卫子夫，便把陈
阿娇贬居长门宫，她在愁闷之中以黄
金百两相赠司马相如，请其写一篇解
愁文章。司马相如为她写了那篇有名
的《长门赋》。当汉武帝读了此赋时，竟

深受感动。后人将此赋改作了琴曲《长
门怨》。全曲共6段，采用“黄钟调”（F
调），多用高音滑奏以表现女性之
哀怨。
  《秋风词》，由王既甫、王心源所
传。该曲在《桐荫山馆琴谱》系黄钟调

（F调）记谱，在《梅庵琴谱》系林钟调
（C调）记谱，调虽不同，音高却一样。
  《关山月》，由山东民歌《骂情人》
移植为古琴曲谱。清宣统二年（1910
年），山东李见忠至大汶口（今泰安市）
一带查税，在店中因雨不能外出，适有
歌妓带柳琴唱一俗曲《骂情人》，李见
忠便用工尺谱记下曲调带回济南。后
岑体仁又将工尺谱译为古琴谱。后由
王宾鲁修改，增加了几个轮指，更名为
《关山月》，系黄钟调（F调）。
  （据《潍坊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卷》）

诸城百人古琴齐奏活动。（资料图片）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李洪明 摄

偶园内的欧阳修石。

所至民便 既去民思
◎迟玉红 文/图

  欧阳修（1007年—1072年），字永
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人，唐
宋八大家之一。北宋熙宁元年，吴奎在
青州病逝。之后宋神宗下诏，欧阳修以
兵部尚书、京东东路安抚使知青州。
  900多年后，当风吹来，青州偶园
内“宽简不扰欧阳修石”周围的落叶也
随之曼舞。
  此石灵气十足。“石不能言最可
人”，呈谦和之感。石身底部较宽，从中
部往上像伸出的一支毛笔，写不尽人
世间的美，更像极了欧阳修“宽简不
扰”的为政之道。
  时年61岁的欧阳修屡遭贬谪，已
心灰意懒，决计退隐，不料皇帝六次下
诏，催其赴任。王安石在替皇帝草拟的
诏书中有意劝说道：“青州是海岱名
都，曾是姜太公的封地，又是安抚京东
路的军事重镇，只有你这样的重臣才
能担当此任。”
  欧阳修登上了汴水的官船，怀着
对王安石变法的不甘，怀着多年思归
颍州却不被允许的遗憾，同时还怀着
对青州生活的向往，飘然去往青州。
  欧阳修到达青州后，被这里的人
文风情和地貌深深地吸引。在其位负
其责，他立志不辜负朝廷及青州人民
对自己的期望。接着，他上疏《知青州
谢上表》。
  既然到了青州，欧阳修便一心为
民所想，为民谋利。他一直秉持宋代以
儒家为核心的民本思想，把青州百姓
的疾苦放在心上。作为士大夫，他以天
下为重，耳边时时响起“民惟邦本、本
固邦宁”的训谕。其母亲郑氏在欧阳修
被贬陷入清贫时也鼓励安慰，时常跟
他聊起父亲公正执法的事。母亲对他
说：“汝父为吏，尝夜烛治官书，屡废而
叹。吾问之，则曰：‘此死狱也，我求其
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乎？’曰：‘求
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矧
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则知不求而死
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
世常求其死也。’”
  欧阳修继承了父亲和叔父的思
想，天性仁良，断狱执事从宽。他曾说
过：“汉法惟杀人者死，后世死刑多矣。
故凡死罪非已杀人而法可出入者，皆
全活之。”
　　这样的欧阳修，在少年时意气风
发，砥砺改革，推行古文。他在洛阳时，
上司王曙严厉地训斥他们说：“你们看
寇莱公(寇准)这样的人，尚且因为耽
于享乐而被贬官，何况你们这些人在
才能上比不了寇莱公，怎么还敢这样
呢？”大家都被训得不敢作声，欧阳修
年轻气盛，反应敏捷，回嘴说：“寇莱公
后来之所以被贬官，不是因为耽于享
乐，而是因为一把年纪了还不知道退
隐。”欧阳修在中年时直言劝谏，不徇
私情，在暮年也有着匡扶正义之心，不
畏强暴。
　　大宋清明上河的往事已经湮没，
欧阳修却给青州这片土地留下了美文
佳句和一片清风，践行了一个良心文
人的诺言：“所至民便，既去民思。”

  《宋史》写他：“凡历数郡，不见治
迹，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故所至民
便之。”他在给朋友的信中也多次述及
“宽简”施政而政事不弛的情形：“民间
兴利趋公，事且百端，昏然而不能省。
若常时公事则绝简，过客亦稀。”
　　已过花甲之年的欧阳修，在青州
继续奉行“宽简而不扰”。他待人宽厚，
到任三五天后，事已十减五六。两个月
之后，“官府阒然如僧舍”。欧阳修也得
到了青州百姓的爱戴和拥护，他真正
体会到青州这座海岱名都与喧嚣繁华
的汴梁城的不同。
  欧阳修在青州两年之后，青州出
现了“年丰时稔，盗讼稀少”的景象。他
曾对下属说：“治民如治病。彼富医之
至人家也，仆马鲜明，进退有礼，为人
诊脉，按医书述病证，口辩如倾，听之
可爱，然病儿服药云无效，则不如贫医
矣。贫医无仆马，举止生疏，为人言脉
口讷不能应对，病儿服药云疾已愈矣，
则便是良医。凡治人者不问吏材能否，
施设何如，但民称便，即是良吏。”他拿
治病打比方，诠释了自己的施政方略。

欧阳修在青州倡导仁孝、教化乡里、为
民减负，深得民心。
  在青州，欧阳修非常思念颍州，他
向往卸任后回到颍州过湖水相伴的生
活。虽有辞官归隐之心，但他清楚在任
职期间，要把老百姓的问题放在首位。
　　王安石的青苗法初期在河北路、
东京路、淮南路三路试行，然后再全面
推广。欧阳修发现青苗法的实施给老
百姓带来危害，害大于利。为了顾全大
局，他与韩琦、苏轼、司马光等众位大
臣就青苗法的内容及推行过程中的弊
病提出了意见。
　　熙宁三年(1070年)五月，欧阳修以
《言青苗钱第一札子》《言青苗钱第二
札子》连接两次向朝廷上奏，批评青苗
法带来的弊端。欧阳修上奏道：“必欲
使天下晓然知取利非朝廷本意，则乞
除去二分之息，但令只纳元数本钱，如
此始是不取利矣。”从中可以看出，欧
阳修的本意是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
担，维护国家的长远利益。宋神宗鉴于
青苗法存在的实际弊端，接受了欧阳
修《言青苗钱第一札子》的意见。

  宋代虽然经济繁荣，但由于对内
的冗官冗费，农民负担沉重，财政时有
困难。有识之士忧心忡忡，欧阳修就是
其中的代表。他不计个人的安危和得
失，主动挑起了拯救社稷的重任。纵然
遇到很多挫折和打击，但救国的雄心
壮志始终未泯。
  欧阳修与知青州的富弼、范仲淹
都有过交往，他们都怀有忧国忧民之
心、忠君爱民之情。欧阳修刚毅正直，
帮助友人从不图回报，提携学生却不
结党营私。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与富
弼、韩琦一起主持朝政。这时，北宋内
重外轻的政策酿成“冗兵”“冗官”“冗
费”的沉重负担，国力衰微。范仲淹在
欧阳修等人的支持下，推行“庆历新
政”，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裁减冗员，
整顿朝纲。但新政触犯了官僚阶层的
利益，范仲淹等革新派被逐出朝廷。范
仲淹被贬谪时，欧阳修仗义执言：“杜
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四人，正直之士
在朝，是邪恶者之大忌，谋臣置而不
用，乃是敌人之福啊。一旦被罢黜，而
让奸邪相庆，蛮夷喝彩，我真为朝廷感
到惋惜呀。”欧阳修为此受牵连，被贬
为滁州太守。后来范仲淹升迁后，聘请
欧阳修为书记官。欧阳修笑而谢绝说：
“我昔日的举措岂是为了一己之利？我
们虽然同时被斥退，但也不必同时升
迁。”
  欧阳修在青州时，也常感念对自
己有知遇之恩的范仲淹，曾赋诗刻
石于范公亭。他曾作《朋党论》一文
以进呈仁宗。在文中他议论道：君子
以志同道合为朋，小人因有共同的
利益为朋。君子会携手同心、互相扶
持、始终如一，所以说小人无朋，惟
君子有之。直言不讳、坦荡交友、坚
守正义，是欧阳修一贯的交友作风。
“君子之交淡如水”，或许就是欧阳
修交友的写照吧。
  熙宁三年，欧阳修将先前写好的
《先君墓表》进行了精心修改，改名为
《泷冈阡表》，以悼念自己的父母。《泷
冈阡表》与韩愈的《祭十二郎文》、袁枚
的《祭妹文》被誉为中国古代三大祭
文。欧阳修为父母撰写《泷冈阡表》后，
以青州特产青石刻碑，载运回祖籍。这
也是出于欧阳修对青州青石的厚爱，
他在父亲去世六十载后，选取了青州
青石作为载体，书写了对父母的感恩
和怀念，这在金石历史上打上了青州
的烙印。
　　清朝乾隆皇帝给予《泷冈阡表》极
高的评价：“若夫垂诸万世，使酷吏读
之亦不觉泫然流涕者……盖言有其实
斯有其文也。”
 　庆历八年(1048年)春，欧阳修告
别滁州时，以“我亦且如常日醉，莫
教弦管作离声”的心情离去。熙宁三
年七月，他离开青州时，是否也怀着
不舍的情绪呢？至少，两年的光阴，
他的德政惠民润青州，现如今，依旧
让青州百姓念其“所至民便，既去民
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