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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大家大家小说小说

1984 年 6 月，我从景德镇陶瓷
学院毕业后，被直接分配到故宫博
物院陈列部陶瓷组从事古陶瓷研究
工作。工作伊始，就有幸见到了古
陶瓷研究方面的大家耿宝昌先生。
在我办公室的墙上挂有一张照片，
记录下我参加工作不久，与陶瓷组
王莉英老师及其他两位同事一起，
在清史馆陶瓷库房聆听耿先生讲授
明初景德镇御窑瓷器的场景。这是
我与耿先生的第一次见面，当时耿
先生虽已年过花甲，但看上去神采
奕奕。光阴荏苒，这个场面已过去
38年，然而每当看到这张照片，当
时老中青三代在一起探讨学术的融
洽氛围仿佛就在眼前，这张照片也
不断激励我虚心向老一辈专家学
习。由于从参加工作开始直到1998
年，我和耿先生分属于陈列部陶瓷
组和保管部陶瓷组，两个部门又相
距较远，因此，在这14年里，我与
耿先生见面的机会并不很多。

1998年我院进行机构改革，成
立古器物部，因与耿先生同属一个
部门，与耿先生见面和一起工作的
机会遂多了起来。迄今为止，我与
先生认识和交往已38年，应该说对
先生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他身上
值得学习的闪光点很多，我认为可
以归纳为：勤奋好学，笔耕不辍；

谦虚谨慎，低调做人；待人诚恳，平
易近人；抵住诱惑，保持定力；热爱
故宫，甘于奉献；坚持原则，洁身自
好；心胸豁达，淡泊名利……如此造
就了耿先生的大家风范、我国文物博
物馆界的一面旗帜。

耿先生是海内外公认的中国古陶
瓷研究领域的专家，有人称他“泰
斗”“鉴定大家”，对于这些赞誉，他
往往一笑了之。但认为耿先生在传奇
的阅历、丰富的实践经验、高超的鉴
定水平等方面，目前尚未有能出其右
者，却是不争的事实。

仅 1956 年到故宫博物院工作以
后，耿先生上手鉴定过的历代古陶瓷
就不计其数。国内大多数文物博物馆
单位所收藏的古陶瓷，都请他作过鉴
定和甄别。1995年出版的由他主持编
撰的 《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陶瓷
卷》，汇聚了全国各文博单位收藏的近
千件陶瓷精品，基本都经耿先生亲自
目鉴过。多年来，他应邀对美、加、
日及西欧、东南亚一些国家进行访

问，并与同行、同好进行学术交流，
考察并鉴赏了这些国家和地区文博机
构收藏的中国古陶瓷，其高超的水
平，受到海外人士的一致首肯。

耿先生朴实的生活、非凡的阅
历、超强的记忆、渊博的知识、高超
的文物鉴定水平等，都给我以深刻印
象，成为我学习的榜样。而每当我在
生活和工作中遇到困难，先生所给予
的慈父般的关心，以及向先生请教专
业问题时，先生不厌其烦给予的悉心
指导，更使我备感温暖、肃然起敬。
记得我经常向耿先生请教古陶瓷鉴定
方面的问题，他跟我讲得最多的就是
要综合考虑造型、纹饰、胎釉彩、制
作工艺、款识等几个方面，缺一不
可。同时，又要防止草木皆兵、对所
见到的陶瓷器均妄加猜测，甚至如临
深渊、如履薄冰，弄得无所适从。出
现这种现象，只能说明我们对识别伪
品尚缺乏必要的历练。要知其真，也
须识其假。只有选出典型赝品当反面
教材，详加分析，切磋揣摩，积累丰

富的实践经验，不断总结提高，才能
胸有成竹，使我们的双眼变成 X 光
机，作出真知灼见的判定，而非若明
若暗、人云亦云、左右摇摆。先生的
言行给我很大影响，我常常勉励自己
要毕生以先生为榜样，刻苦钻研业务
知识，力求成为古陶瓷研究方面的
行家。

耿先生投身文物界已80多年，仅
在故宫博物院就工作了66年，积累了
极为丰富的研究经验，对于如何成才有
独到见解。他经常跟我提及，学习之始
要拜一位好的老师，要尊重师长；学习
要立志，要有目标，力求高精尖；学习
基础一定要打牢；做学问要诚实，不要
不懂装懂；要善于与人相处，虚心向他
人学习。这些经验堪称宝贵的精神财
富，成为激励我学习业务的座右铭，也
值得每一位年轻同志借鉴。

平时在与先生的闲聊中，他多次
对我谈及两件事情，一是谈到我院有
一位叫赵涤贤 （绰号“赵夫子”） 的
老职工，常对人说：“不要得意忘形！
不要忘乎所以！”先生认为这两句话说
得太好了，人人都应引以为戒，即做
人要低调，不要目中无人。二是先生
的老师孙瀛洲生前常强调做学问一定
要把基础打牢，要经得起三问不更
色，要挺得住三斧砍不倒。这两件事
情实际也反映出先生高尚的情操和严
谨的学风，我已将这几句至理名言深
深地刻在自己的心里。

我常常为自己能在花甲之年还能
得到自己所敬爱的百岁老师在做人方
面的教诲和在做学问方面的指导而感
到自豪，这可是多少人所羡慕和梦寐
以求的，对此，我一定会倍加珍惜。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
院器物部主任）

耿宝昌先生的学风与品格
吕成龙

小时候随母亲上山砍柴，常听到
平时低声细气的她竟会用拖腔长长的

“公气调”吟唱民歌。
母亲所唱的歌词为即兴创作，但

有特定的调式、变音、典故、用韵、
放“增苴”等规律。所以，虽是纳西
语，我却似懂非懂，或者根本不懂其
详，只是觉得歌言志，母亲的心很苦
很苦，是在哀婉地“说尽心中无限
事”。她是为了先后夭折的五个儿
女？还是为了年方 49 就病逝的丈
夫，也就是我的父亲？就一切不得而
知了。但是，反正那曲调直抵心魂，
非常非常哀婉、凄切。怪不得留京工
作后阅读刘超先生在他搜集整理、由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 《纳西族的

歌》“后记”中称纳西族是一个悲剧的
民族时，我才心有戚戚。

由于都产生于旧时代，除了“公气
调”之外，“哦莫达调”也是悲声连
连，“哦忍仁调”更是如泣如诉，而且
大都吟唱于丧葬等仪式。仅就这些曲调
名就可以知其意：“公气”为“吟诵哀
愁”；“哦莫达”为“鹰难飞”，且有一
首歌谣为它作注：“鹰眼被线缝，鹰翅
被绳绑，鹰胸被铃挂，鹰脚被链锁，所
以鹰难飞”；至于“哦忍仁调”，其意是

“慢慢来”，因为心事沉沉、哀痛如山，
不愿惊动亡者，苟活者的歌舞乐曲，当
然只能慢慢来，岂可欢快而又轻松？及
长，分别到原丽江县上宝山、维西县拉
哈村收集《吕依阿舟若》《唱艾勒》，发

现也都是哀婉沉雄的民歌，更相信刘超
先生所言之不谬了。

新中国成立后所产生的民歌则不
然，不仅内容焕然一新，而且其曲调亦
轻快明亮起来，“劳卫威”“阿丽丽”

“冬劳丽”等是这方面的代表。只是，
旧民歌的曲调仍在一些表达歌手低沉心
绪时，特别是在丧葬等仪式上赓续使
用，让我依然照见纳西族古老的民歌
心路。

我从出生到离开故乡时，对于纳西
族民歌，除跟随母亲砍柴时在空无人烟
的深山听她老人家吟哦一二之外，没有
什么接触的机会。到了1982年第一次
回乡作民间文学考察，我才与它们续
上弦。

有一天，我从丽江古城步行回村，
遇上已经 70 多岁的同村和芝林老人，
我们一路同行。当他了解到我此行的目
的后，讲起很多纳西族民歌的知识和趣
事，并说我的三爷爷白文典就曾经是丽
江坝子十分有名的歌手，只是早已于
新中国成立初期亡故，后代纳西人再
也享受不到他优美的歌唱了。接着，
他为我吟诵了一段三爷爷曾创作的
《挽歌》，以证所言不虚：“昨晚得一
梦，梦见大雪飞，今朝起来后，见非
大雪飞，而是孝男女，披麻又戴孝，
天地白茫茫。昨晚得一梦，梦见雨滂
沱，今朝起来看，不是雨滂沱，而是
孝男女，泪水流如注，四面尽海洋”。
听罢，我立即被纳西族民歌的魅力所
征服。不久，我从赵净修先生那里听
到一首情歌转述：“昨夜梦见君，今朝
不见君，若知不见君，何必梦见君”；
和钟华先生亦为我唱过一首江边民歌
《小小黄铜镜》。其后，伴随着在奉
科、宝山、拉伯、新尚等地的民歌经
典收集不断深入，并结合自己对李霖
灿 《金沙江情歌》、刘超 《纳西族的

歌》、旧版 《纳西族文学史》 的学习，
我已经完全被纳西族民歌及其天才歌手
们所倾倒，越来越提振了我的民族文学
自信力、自尊心、自豪感，切感我的民
族也拥有伟大的“诗经”“乐府”，我的
民族也有惊世骇俗的“天才诗人”。从
而，我也就于其后的日子里先后在《玉
龙山》《山茶》《边疆文艺》及新版《纳
西族文学史》等书刊中用五言体、自由
体将它们零星翻译、整理、发表出来，
得到同仁的赞誉与惊叹，丰富了我们伟
大祖国的文学宝库。

不过，由于忙于学习、研究、留
学、组织管理，并多次转岗，始终没能
较完整地把自己先后收集到的有关作品
结集在一起。更由于才疏学浅，对纳西
族民歌在量的积累上、在自己的翻译能
力上存在严重不足，耽误了系统地介绍
与认识，以致迟滞至编辑 《白庚胜文
集》之际才艰难地实现了久怀的夙愿，
使这些纳西族民歌的残鳞片甲得以一一
问世。遗憾的是，“老兵不死，只是逐
渐凋零”，待我近年不断寻访，才发现
他们大都已经作古。

在这里，我要特别一提的是一位普
米族兄弟熊得胜先生。他在我于永宁地
区的考察受阻之际，曾穿上我的衣服、
带上我的录音机，发挥他兼通汉、纳
西、纳日、藏、普米语言的优势，在没
有任何酬谢的前提下，为我记录了大量
的纳日、藏、普米民歌，并帮助翻译整
理，使我的作品增添了来自狮子山下、
泸沽湖边的色香。而我们一别就是近
40年，无论我“众里寻他千百度”，灯
火阑珊之处，再无他的任何形影声息。
但愿有朝一日，他曾帮助我形成的成果
连同我的思念，都能呈现在他的面
前。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家
协会副主席）

敢有歌吟动地天
白庚胜

■精彩阅读

耿先生朴实的生活、非凡
的阅历、超强的记忆、渊博的
知 识 、 高 超 的 文 物 鉴 定 水 平
等，都给我以深刻印象，成为
我学习的榜样。

学习之始要拜一位好的老
师 ， 要 尊 重 师 长 ； 学 习 要 立
志，要有目标，力求高精尖；
学习基础一定要打牢；做学问
要诚实，不要不懂装懂；要善
于与人相处，虚心向他人学习。

2011年6月10日，耿宝昌先生（前排左一）与吕成龙（前排右一）在景德镇市陶瓷
研究所观摩景德镇市珠山明代御窑遗址出土成化斗彩瓜地行龙文天字罐残器

近日，“刘跃进先生 《从师记》
暨新时代学者散文研讨会”在浙江越
秀外国语学院以线上线下形式举办。
《从师记》 叙写作者求学从师的经
历，抒发尊师崇师的情怀。刘跃进追
忆与叶嘉莹、罗宗强、姜亮夫、曹道
衡、傅璇琮、魏隐儒等良师益友长期
交往的点点滴滴，彰扬俞平伯、王伯
祥、吴世昌、吴晓铃等前辈学者的为
人风范和学术业绩，定格了几代学人
的渊博与风雅，字里行间充盈着浓郁
的感念之情。

谈起《从师记》的创作过程，刘
跃进说：我们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
受益者，也是参与者，见证了所有的
时代的苦难、艰辛、辉煌和梦想，内
心充满着各种感动、感恩、感怀、感

念、感慨。《从师记》只是从一个侧面
记录了我们这一代人念兹在兹的感恩之
情。

同时，在刘跃进看来，“学者散
文”这一概念若能成立，它最重要的特
质就是学者撰写的散文，要有学术气
息，真实可感，不做作、不矫情、不卖
弄、不虚伪。他引用宋代张镃“学者须
做有用文字，不可尽力虚言”的话语，
以及清代顾炎武关于文章需有益于天下
的主张来表达自己的文学取向。刘跃进
表示，当代学人要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
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以这些人为榜样，
用散文笔法叙写学术的艰辛和快乐，引
导学术走出象牙塔，走向社会，走向民
众，为我们这个伟大时代作一点点微薄
的贡献。

刘跃进：念兹在兹的师生之情
本报记者 郭海瑾

当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
员，天津青年京剧团团长赵秀君给记
者发来由她演唱的新创京歌《跟党迈
进新辉煌》《阮郎归·太平谣》 时，
记者立刻被这朗朗上口的歌词和荡气
回肠的旋律所吸引。诗词和京剧是传
统艺术百花园中的两颗璀璨的姐妹
花，而富有京剧音乐元素的歌曲，更
是得益于京剧艺术的滋养。为喜迎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天津市青年京剧
团将诗词和京剧融合在一起，创作了
四首京歌。

《跟党迈进新辉煌》体现我党革命
的艰辛历程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美好今天，《阮郎归·太平谣》歌颂
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心路历
程。《鹧鸪天·旌旗颂》是对今天美好生
活的展望。《江山如画》是歌颂中华儿
女在党的领导下开创盛世华章扬帆远
征再创辉煌的决心。

这四首京歌是从今年 3 月份开始
筹划的。从作词开始，赵秀君与青年
词作者柳峰就数易其稿。到作曲环
节，更是与青年曲作者祝福夜以继日
地工作。打造精品的整个创造过程非
常艰辛，为了表达这份炙热心情，赵
秀君反复修改唱词、打磨唱腔，常常
与大家一起加班到深夜。在打赢这场
文艺硬仗，用脍炙人口、期待流传的
佳作向党和人民献礼的决心之下，观
众很快欣赏到了这四首恢宏大气又充
满青春力量的京歌。

作为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
践行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赵秀君表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讲好
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
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中华
文化更好走向世界，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是文
艺工作者的责任与义务。

赵秀君：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本报记者 杨雪

日前，第十届中国词学研究会
年会暨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江苏
师范大学举行。专家学者们围绕词
史、词体本源、词学批评与词学思
想、词籍文献整理与研究等方面畅
所欲言，在点评与交流中碰撞出新
的思想火花。“要促进词学研究者与
词作者的互动交流”，中国词学研究
会会长、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王
兆鹏对词学研究与词体创作的关系
给予了特别关注。

“古代词学的指向，无不是面对
词的创作实践。”王兆鹏表示，从南
宋末年张炎的《词源》，到明代嘉靖
年间张綖编撰《诗馀图谱》，再到清
初朱彝尊编选《词综》，都是给词人
创作树立典范、指引路向。现代以

来，以词史、词学批评为中心的词学
研究，与学词、作词渐行渐远。

对此，王兆鹏认为，中国词史不
是过去完成时态，而是现在进行时
态，自唐宋至今，仍生生不息，作者
既代不乏人，作品亦层出不穷。如今
词社、词人群体林立，每年各种期刊
和自媒体推出的词作多万首，然不少
泥沙俱下，良莠不齐。词学研究者需
要披沙拣金，让更多鲜活的词作文本
充实丰富词史；关注当下日益活跃的
词体创作，给词作者以适当的引导，
也从当下的词体创作中发现和提炼新
的理论观念和创作原则。“研究者与创
作者良性互动，既有利于当代词坛的
健康发展，也有利于词学领域的拓
展。”王兆鹏说。

王兆鹏：词学研究要关注当下
本报记者 谢颖

知名作家凸凹最新力作《京西文
录》日前在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这
部散文集勾勒描摹了鲜活生动的京西
文人群像。凸凹是北京乡土题材创作
代表性作家，长篇小说《玄武》获第
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近年来，他立
足京西创作了《京西文脉》《京西逸
民》《美狐》 等多部优质长篇小说，
呈现出浓郁的京西风情与深厚的文化
内涵。

《京西文录》 描绘了 50 余位当
代京西文人，写他们的心灵气象、
文化作为和情怀担当。透过他们的
生命世界和精神世界，让大众看到
了乡风淳朴、人文深厚的京西房
山，看到了有情有义、担当有为的
京西人，同时也勾勒出京西文化的
发展历程，更解读出京西文化乃至
北京乡土文化的内涵意蕴。“这部
《京西文录》，采取的是主观的视
角，选取的人物多是与我有工作交
往、生活交往、文学交往、情感交
往的人。所以，与其说是选取，不
如说是缘定，是自然而然走进我的
心中、走到我的笔下的。”凸凹说
道。

《京西文录》可以说是西山永定
河文化带建设的一个文化成果。为

了给人们提供一个在场的、可资信任
而且有启示借鉴意义的解读文本，凸
凹积十年之功，饱含感情地描绘了这
部文化群星谱。凸凹表示，“通过对几
十位文化人物的观察、感受与描摹，
给他们画像，给他们塑魂，呈现出他
们在平凡中的不凡、在不凡中的平
凡，在卑微中的高贵、在高贵中的卑
微。让人们通过阅读，走进他们的生
命世界、精神世界，认识到文化人对
社会发展的独特贡献、对文明进化的
独特作用，也从生活的角度体会到文
化人的可亲、可爱、可叹、可敬。因
而在心目中，给他们以神圣的位置；
在现实中，给他们以真诚的尊重。”

凸凹：描摹京西文人群像
本报记者 张丽

2003年，白庚胜（右）向剪纸艺术家采访剪艺口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