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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飞翔

贾平凹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一棵常青树，从

1973年发表作品以来，他的创作几乎就没有中

断过。每一个历史时期，贾平凹都有重要作品

问世。他以他的作品与这个时代建立起了“一

个秘密通道”。不仅是小说，他的散文和书画也

成为人们长期关注的热点，被称为“贾平凹现

象”。然而，正如古人所言“名满天下，谤也随

之”。贾平凹的著作一直有争议，有时还颇大。

无论是80年代初期的《山镇夜店》《亡夫》等中短

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废都》等，乃至书法和绘

画，一直争议不断。

贾平凹自己也坦言，他的写作是“毁誉参

半”、是“掌声和拳头齐飞”。“从1978年到现在，

我一直毁誉参半。开始搞创作以后，什么自由

化倾向啊、反精神污染啊，这些我全部都经过。

像《废都》在当时的争议，确实很有压力，受的那

个压力大得很，一般人想象不来，都不知道。因

为那时候‘文革’刚过不长时间，就害怕一争议、

一批评，以后是不是不能写东西。它当年问题

的焦点主要在性上，很容易就把你打倒在地，别

人看你像看流氓，再努力也扭不过来。《废都》带

给我个人的灾难是最多的。”那么贾平凹是如何

对待批评的呢？

起初，面对批评，贾平凹也和常人一样，害

怕、焦虑，委屈、不解，甚至想辩解、澄清。“开头

遇到这些事以后，也出现惶恐啊、不理解啊、委

屈啊、害怕见人啊，这些都发生过。”随着年龄的

增长和阅历的增多，贾平凹对于外界的评价心

态平和多了。“经历多了以后，人慢慢也就知道

咋了，或者叫疲沓了，或者叫麻木了，你说坚强

了也行，反正就是经的事情多了以后，起码就能

把自己一些事情摆顺了，心理能调整好一点。”

贾平凹是一个谦逊、低调的人，更是一个心

胸开阔的人。贾平凹在一篇名为《朋友李星》的

文章中这样写道：“他一直在关注着我，给过我

很多鼓励，但更多是眼光在寻找我的短处，或愤

然不满，或恨不成器，但他从没有讥笑和作践过

我。而我的好处是有辅导性，对他的批评虽脸

上挂不住，有过尴尬，可总是当面不服背过身

服，口上不服心里服，越挨批评越去请教，背了

鼓寻槌，认作他水平高，是个了不起的人

物。”——“背了鼓寻槌”，这就是贾平凹。

对待那些真正的批评，贾平凹始终是虚心

接受，放下身段、全身心的接纳。“对批评我是关

注的，但我不掺和。不管对我是好的评价还是

不好的批评，我首先把它当作也是评论家的创

作，来看有没有它的见解和文采在，如果文章本

身写得好，我就叫好。”“创作很多是需要和评论

家一起完成的，无论表扬还是批评的评论，我都

会认真去读。年轻时，见到批评的话觉得坐不

住，现在觉得这是好事，你可以冷静思考，有则

改之，无则加勉，对作家来说，最大的好事就是

作品出来有人关注。”“这一生批评我的意见很

多，听见批评当时不舒服，过后都要吸收，把好

的不好的，都变成金口玉言。对表扬的鼓励的，

作家会觉得宽慰，觉得自己写了几年有所值，好

比运动员奔跑时，需要鼓励，听见不停加油会跑

得快。”

有人说，贾平凹的散文比小说好。也有人

说贾平凹压根就写不了长篇小说。对此，贾平

凹默不作声，只是埋头写作。“80年代，别人就

说，你这个散文写得好，散文比小说好，那个时

候我就不写散文了，写得好我就不写了，专门写

小说，你说这样不行，我偏是这样。我在骨子里

是特别倔强的，你让我向东走，我偏不向东走。

老有一种不服气的感觉，你说我不行吧，我是坚

持我的，我总要弄出个事情来，有这种东西在里

边。”徐悲鸿先生说过一句话：“一切的成功者都是

偏执狂，独持己见、一意孤行。”贾平凹正是如此。

面对攻击、泼污，贾平凹的态度是：不理睬，

不回应。“在现实生活里，有理不在声高，武术高

手都是不露声色，能叫嚣的、恫吓的其实是一种

胆怯和恐惧。我们常说举重若轻，轻了就有境

界，是艺术。”“文学是一辈子的事情。要有大的

理想，不要争一时之胜。有了大的理想，也不会

计较受打击、受委屈，也不贪想，也不计较小利

小惠，因为有了大的理想就有了大的心胸。”

《道德经》第六十六章言：“江海所以能为百

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

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

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

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

争。”贾平凹一辈子没说过一句硬话，但也从来

没做过一件软事。

冬的景色荒寒，冬日雪景却是季节的一抹灼灼亮

色。走进古诗词，有“千门万户雪花浮，点点无声落瓦

沟”“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等名诗佳句。走进山水

古画，画家笔下的落雪，亦是充满了创意和思想。

历史名画《雪山觅句图》，是明代画家文徵明的杰

出画作。文徵明书画造诣全面，诗、文、书、画无一不

精，人称“四绝”全才。《雪山觅句图》画面上，水墨轻浅，

笔意却朗明恣肆。这幅冬景图中，雪山高耸，直插云

霄。近景处，小桥流水横过林立的巨树，喧嚣而又宁

静。仔细瞧，一株松树直立挺拔，左侧一人身着红衣，

倚杖而立，昂首赏景，做觅句状。看那山峰披上皑皑白

雪，人物树木刻画细致，情景交融，引人入胜。此画赋

色以白色为主，红衣青松用色沉稳。纵览全图，浑白之

中挂着几抹翠色，处处鲜活生动，遐思十足，好一幅雪

景美图！

元代黄公望

《九峰雪霁图》，以

水墨写意手法，勾

画了江南松江一

带的九座道教名

山，时称“九峰”。

该图中，时值正月

春雪，雪霁，却裹

着寒意，给人一种

即将从冬天中挣

脱 出 来 的 感 觉 。

画面上的九峰，峰

峰峭立意连，画意

肃穆静谧。垒垒

叠石以干笔勾廓，

坡边微染赭黄，远

处九峰留白，以淡

墨 衬 染 出 雪 山 。

此雪景画雄浑又

简白，一目了然又

厚重，给人无限遐

思，乃元代画家黄

公望简繁合一的

精品之作。

南宋马远的《雪滩双鹭图》，亦是以雪景为背景，画

的内容是冬日山野小景。画图里，梅枝斜出崖上，坠雪

的枝丫打了个弯，然后向右上伸长，其横斜曲折极富变

化。卧野的山石劈出棱角，大雪天寒气逼人，山野一片

宁静。枝头上两只跳动的小鸟在鸣叫，给寂静的山林增

添了生机。画作中的树枝、山石以焦墨勾勒，远处的水

以淡墨勾染，山石之间隐隐的枯竹施以浅色，笔墨技法

的运用与作品意境相适应。这幅穿透历史的名画，画面

境界幽远开阔，让我们看到了冬雪的内涵和生动之美。

赏析宋代范宽的名画《雪景寒林图》，亦有一番感

慨和收获。此画群峦耸天，山势高峻，深谷之间萧寺掩

映。古木结林，板桥点缀其中，流水自远方迂回而下，生

动勾画出山川雪后的磅礴气势。此画笔墨浓重润泽，皴

擦多于泻染，层次分明而浑然一体。那苍劲的粗笔勾

勒，使画面厚重积发，给寒林雪景注入了雄浑和思想。

《雪堂客话图》是宋代夏圭的名作，这幅江南寒江

雪景画里，山林房舍卧于皑皑白雪之中，寒气袭人，瘦

枝穿空。一渔翁划桨冲寒而来，猛然间打破了画面的

沉寂。画中山峦绵延而去，披雪的屋舍朗明安静，虽不

听人语，却意会其中。全图笔法苍劲深厚，豪放典雅，

短线条秃笔直皴的表现手法，烘托出大雪的洁白和寒

气逼人的气象。

赏阅历史雪景名画，如同品读冬日古诗，那优美的

冬景和厚重的内涵隔空而来，洪钟一样响了时空，醉了

你我。

《九峰雪霁图》元/黄公望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冬
日
雪
景
入
画
来

东
黎
东
黎贾平凹是怎样对待批评的

在当代，学术界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良好的学术氛围是推动我国社会进步、促进我国

社会文明的中坚力量。其实，早在两千三百多年

前，我们的祖先就创办了专门机构，实现了“百家

争鸣，百花齐放”的构想，而且实行了一百年。你

问它在哪？翻开中国历史，我们就会找到，这个机

构叫“稷下学宫”，它在战国时的齐国境内。

稷下学宫，又称稷下之学，战国时期田齐的官

办高等学府，始建于齐桓公田午。位于齐国国都

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稷门附近。“稷”是临淄城

一处城门的名称。“稷下”即齐都临淄城的稷门附

近，齐国君主在此设立学宫。故因学宫地处稷门

附近而得名为“稷下学宫”。稷下学宫创建于齐威

王初年，是齐威王变法改革的产物。齐威王是齐

桓公田午的儿子，据《竹书纪年》推算，他于公元前

356——前321年在位，共36年。齐威王初即位

时，喜好声色，饮酒作乐，常常通宵达旦而不理朝

政。但很快在邹忌、淳于髡的劝谏下振作起来，决

心改变齐国的现状，进行变法改革。

徐干《中论·亡国篇》说：“齐桓公立稷下之宫，

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稷下学宫的创

建当是齐威王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创办时间大

约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叶，延续一百三十多年。当

时的齐国想法简单，就是想在纷乱的争霸中取得

胜利，良好的智谋，无疑是治理国家、巧战他国的

法宝。于是齐国统治者创办了稷下学宫，把它当

作“智库”，为齐国发展壮大提供智力支撑。其实，

战国时代，办理这样的机构，是一个很普遍的企

图，细细走访，每个诸侯邦国都会集中一些智囊人

物，只是存在机构名称不同、从事人数不同等。但

是，齐国统治者出于罕见的远见卓识，大大地改变

了它的实用性和依附性，使它出现了不同凡响的

形态。

以稷下学宫为平台，齐国君主向稷下学者咨

询问政，并在那里讨论国事，制定治国策略和施政

方针，成效明显。为此，齐国统治者不惜财力物力

把稷下学宫发展壮大，实行各种优惠政策，以极高

的礼遇召集各地人才，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利用

天下贤士的谋略智慧，为其完成富国强兵、争雄天

下的政治目标服务。然而，在稷下学宫平台上，各

国有识之士来到齐国，施展各自谋略为齐国服务，

同时，他们也把各国的文化带来了。齐国的统治

者采取宽容和包容态度，放开这些人的言论限制，

可以自由发表观点，平等地参与争鸣，这样一来，

稷下学宫提供了学术发展壮大的场所，时间久了，

便造就了学术思想的一片繁荣。结果，它就远不

止是齐国的智库了，而是成了当时最大规模的中

华文化的会聚处、最高等级文化哲学的交流地。

可以说，稷下学宫将诸子百家汇聚在一起，有了争

辩共鸣的机会，智慧与智慧的碰撞，文化与文化的

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包容的学术

氛围，导致诸子思想进入一种既高度自由又高度

精致的和谐状态。许多世界文化,在传承过程中，

自由而不精致；又有许多文化，精致而不自由，可

以说，稷下学宫以尊重为基础，以宽容为前提，把

这两者统一了。一百年的发展，稷下学宫将中华

文化发扬光大，使中华文化形成一种“和而不同”

的壮阔合力，进入了世界文明史上极少数最优秀

的文化之列。

从历史记载来看，当时的稷下附近实在气魄

非凡，成为八方智慧者的向往目标。那里铺陈了

宽阔的道路，建起了高门大屋，吸引来稷下的学者

最多时达数千人。诸子百家中几乎所有当时的代

表人物都来过，他们大多像以前孔子一样带着许

多学生，构成一个个以“私学”为基础的教学团。

可以说，稷下学宫是当时的一所最高学府。中国

自秦以后的各种文化思潮，差不多都能从稷下找

到源头。如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学，基本上是孟、

荀两派理论的交替使用；再如邹衍的阴阳五行学

说，一直在中国盛行，并且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础；

此外还有在汉朝早年流行的黄老思想。在中国几

千年历史中，稷下学宫学术氛围之浓厚，思想之自

由，成果之丰硕，都是独一无二的。郭沫若高度评

价说：“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

有划时代的意义……发展到能够以学术思想为自

由研究的对象，这是社会的进步，不用说也就促进

了学术思想的进步。”总之，稷下学宫的创建与发

展，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开创了

百家争鸣的一代新风，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思想大解放、学术文化大繁荣的黄金时代的到来；

同时，稷下学宫开启秦汉文化发展之源，对秦汉以

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产生了深远影响。

遗憾的是，稷下学宫是齐国统治者创造的，也

随着齐国的衰亡而衰亡。据史料记载，齐国发展

到齐闵王后期，齐闵王不听谏言，邹衍很快离开齐

国去了燕国，随后，齐几乎为燕将乐毅攻灭。齐襄

王时期，齐国重建，虽然努力发展稷下学宫，但是

稷下学宫仍然没有能够恢复到鼎盛时期的面貌。

至齐襄王的儿子齐王建即位，稷下学宫也未能得

到进一步发展，并随着齐的灭亡而消失。

稷下学宫
张培胜

晨起读画，很好玩。
这画家名叫黄二，画了一只鸟，画了一棵树，鸟在树上，神情木然。
款题：我画了一棵树，他问这是什么树，我画了一只鸟，他又问这

是什么鸟。末了来了句，我管它什么鸟！
淡淡的水墨，悠远的意境。
多好！精彩。
世间的树多了，拿来便画，想来便画，什么树都是眼中之树，心中

之树。
世间的鸟多了，拿来便画，想来便画，什么鸟都是眼中之鸟，心中

之鸟。
凤凰是鸟，李白是鸟，李白曾写诗句叹凤凰栖于荆棘草丛，那哪是

叹凤凰啊，是叹自己。
八大山人画鸟寥寥几笔，白眼看世界，那哪是鸟在看世界啊，是孤

傲孤苦的自己在看世界。
然而，树木面对世界，世人不曾见其有什么表情，枯了倒于万绿丛

中，荣了藏于万绿丛中，风萧萧兮万木枯，风萧萧兮万木荣……
画画，开心而已，不要想那么多，画啥是啥，想啥是啥，像啥是啥。

人是草木，人亦是鸟兽。
人有草木的姿态，人亦有鸟兽的嘶鸣。
人与草木，人与鸟兽，语言或者姿态虽有不同，但其始、终是别无

二致的。
树有情感和泪水吗？有的，如果你不小心碰伤了它，它会流泪。
小时候我不懂事儿，常常对着梧桐树或者杨树练拳击，搞得它皮

开肉绽，老泪横流。
那时候我还高兴，觉得自己功夫了得，现在想想，那是在祸害树

啊，它的哭泣我都没有听到，它的泪水我都没有看到。
长大了我才明白，原来，很多的人是看不到他人的哭泣和泪水的。
画家朱新建，不光画美人，他也画树，画鸟。
他的树啊，多是干枝，没有几片叶子，上面也常常趴着一只鸟，是

啥鸟呢？还是和刚才黄二画的一样，不知啥鸟。
世间的鸟太多了，吱吱叫，啾啾叫，呜呜叫，嘎嘎叫……
还有不会叫的，也是鸟。
管他什么鸟呢，我爱赏之赏之，我爱评之评之，乐不乐，忧不忧，都

不过是如那画画写字的水墨一样，黑了白，白了黑。

杨
福
成

管
他
什
么
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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