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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在大诗人李白的笔
下，陈思王曹植似乎永远是那个诗兴与酒兴齐飞的倜傥公
子。这是诗人与诗人之间的惺惺相惜，却不免掺杂了太多的
浪漫色彩。

被封为“陈王”的时候，曹植已经是曹魏的一名“高级囚
徒”。他名为“王”，却毫无人身自由，数年之间，他多次被迫
迁徙封地，心力交瘁，而所居之地又都不是什么富庶的地
方。他曾在文中写道：“号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
食不继。”朝廷给予藩王的待遇不佳，“寮属皆贾竖下才，兵
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而因为此前的罪过，曹植
各项待遇又都减半。

曹植的境遇，源于他的兄长与侄子的提防。他曾经是曹
操最喜爱的儿子，少有才气，出口成章，多次跟随曹操征战四
方。他曾在《白马篇》中肆意抒发着对建功立业的志向：“名编
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在曹植看
来，在功业面前，他所擅长的辞赋甚至都是“小道”。

然而，诗人所特有的天真烂漫，在与冰冷的政治相撞时，总
落得头破血流的下场。在残酷的世子之争中，曹植最终因为多
次肆意妄为、贪杯醉酒，令曹操大失所望，与世子失之交臂。

曹操去世时，曹植29岁，他的人生在这里被劈成了两段，
在失意落寞中度过余生。他的诗文风格也随之一变，于是我
们看到《怨歌行》中被猜忌的周公，《七哀诗》中被遗弃的妇人，
《赠白马王彪》中微凉的秋风、孤鸣的寒蝉，《洛神赋》中缥缈的
神女、哀恸的别离。他也曾上书朝廷，请求戴罪立功，为国效
力，但所换来的是持续的猜忌。文学成为他仅存的自由。

太和三年（229年），曹植被徙为东阿王，在此居住三年。
《三国志》载：“初，植登鱼山，临东阿，喟然有终焉之心，遂营为
墓。”万念俱灰的曹植，在生前就为自己选好了东阿鱼山这一
托身之地。三年后，年仅41岁的陈王曹植薨逝，他的诗文为
后人传诵，他的遭遇为后人同情，他的长眠之地却始终是一个
谜团。

1951年6月，平原省（1949年置，1952年撤销）文物管理
委员会对鱼山一座古墓进行清理发掘。这座墓冢荒废已久，掩
映在荒烟蔓草之间，而且遭到了严重的盗扰，可谓一片狼藉。

根据考古勘探，墓室为砖结构，大致呈东西向，平面呈
“中”字形，由外甬道、前室、后室组成。尸体安置在云母片上，
已腐朽，仅存部分骨骼。随葬器物摆置在棺木左右两侧，左侧
是陶井、陶车和陶鸡、鸭、鹅、狗等家畜家禽俑；右侧是陶灶具
和餐具，如陶灶、陶案、陶壶、陶罐、陶盆、陶耳杯等。此外，还
有玛瑙坠珠、玉璜、石圭、石璧和铜铺首等。从初步发掘来看，
该墓墓室简陋，出土文物价值不高，而且没有佐证墓主人身份
的直接证据，是否曹植墓尚有争议。

1977年3月，东阿县文物部门再次清理曹植墓，意外地
在墓室前门道高约3米处的墓壁发现一块铭文墓砖。该砖的
三面刻有铭文，一面为“太和七年三月一日壬戌朔十五日丙午

兖州刺史侯□遣士朱周等二百人作”，一面为“里陈王陵各赐
休二百日”，一面为“别督郎中王纳主者司徒从掾位张顺”。

连读可得出一段重要的信息，即太和七年（233年）三月
一日至十五日，兖州刺史派朱、周两姓士家二百人去修建“陈
王陵”，作为补偿，每人享有二百日免除服役的待遇。太和七
年即曹植去世的次年，而“陈王陵”也与曹植的身份匹配，东阿
曹植墓的真实性得以证实。

东阿曹植墓现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内复
建有山门、碑亭、碑林、子建祠等建筑。曹植墓存有一通刻于
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年）的墓碑，碑高2.57米，碑文共931
字，书体为楷书，兼用隶篆。此碑早年曾湮没在大清河（今黄
河）中，到清代始捞出，还置于墓前并建碑楼保护。

在曹植墓旁还有一处梵音洞，以及一座梵呗寺，这都与曹
植创作梵呗的传说有关。根据佛教典籍记载，曹植在鱼山曾

经听到空中飘来的“梵天之响”，他感悟佛法，文思如泉，于是
就写下了中国最早的汉地佛教音乐——梵呗，曹植也被誉为
中国佛教音乐鼻祖。

东阿曹植墓是新中国成立后较早发现的历史名人墓葬，
也是现存为数不多为考古证实的三国名人墓葬。在发掘之
初，墓中部分出土文物被调往北京，如今成为中国国家博物馆
的馆藏文物。

在“古代中国”基本陈列中，我们能看到一张陶案和两件
陶耳杯，它们虽然是随葬明器，但模仿的是现实生活真实使用
的器具。魏晋时期，人们仍保持席地而坐的习惯，故而陶案也
比较低矮。耳杯则是魏晋时期常用的饮酒器具，站立于展柜
之前，曹植伏案持杯饮酒的形象似乎就浮现在眼前。

在国家博物馆“中国古代玉器艺术展”中，陈列着东阿曹
植墓出土的唯一一组玉器——组玉佩。这套组玉佩一套四
件，云头形玉珩位于最上端，中间是两件相向排列的玉璜，梯
形玉饰位于最下端。整体优美，光素无纹。在玉器上发现有
穿系的透孔。据专家推测，四件玉佩应是与玉珠、玛瑙相串联
在一起的，很可能是曹植生前佩戴之物。

组玉佩肇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兴盛于西周时期，至西汉
趋于衰落。东汉末年，组玉佩制度一度被废弃。曹操统一北
方后，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推行了新的礼仪佩玉制度。“建安
七子”之一的侍中王粲“识旧佩，始复作之”，在汉明帝“大佩”
的基础上，创制出一套新式样的组玉佩。曹植墓出土的这套
组玉佩，就是目前所见王粲新创玉佩制度最早的实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研
学创演节目《拿手好戏》于8月
27日首播，形式新颖，内容独
特，吸引了观众的注意。众艺
人模仿梅兰芳的戏曲手势，成
为节目的一大亮点。戏曲表演
四功五法的“手眼身步法”中，

“手”法是第一位的。
梅兰芳是戏曲表演艺术大

师，也是戏曲向海外传播的先
驱，他曾把戏曲表演的“手势”
选取了53式进行拍摄，齐如山
对53式手势分别作了命名，并
以图片的形式传播戏曲的表演
之美。1935年，梅兰芳到苏联
访问演出，他的手势引起了艺
术界的震动，戏剧家斯坦尼斯
拉夫斯基和梅耶荷德等看了梅
兰芳的表演后，都对其手势大
加赞赏。

戏曲手势之美，代表了戏
曲表演的外部与内部的“形”与

“神”之美。“形”与“神”的关系是
中国传统美学论述中的重要范
畴。中国古代关于“形”与“神”
关系的探讨，始于先秦诸子百
家，老子、管子、荀子、庄子等多
次论述“形”“神”的观点；魏晋以
后，“形神”成为绘画的创作和审
美特点，并渗透到中国传统艺术
的各个方面，如音乐、书法、文
学、舞蹈、武术、戏曲等。

中国古代的戏剧家对戏曲
“形”与“神”的创造极为关注，传
统戏曲表演通过歌舞手段进行
角色塑造，传达“形”“神”之美。

“形”美：怎么用手
势表达月亮

手势是戏曲表演塑造人物
的重要方式，举手投足一颦一
笑，都离不开手势的表现。旦
角的手势形态酷似兰花，被称
为“兰花指”。梅兰芳的手势命
名如：含苞（持信式）、初纂（持
针线式）、避风（首屈一指式）、
含香（首屈一指式）、握蒂（持朝
珠、佛头式）、陨霜（倒持扇式）、
映日（远指式）、护蕊（外指式）、
吐蕊（持细物式）、伸萼（持马鞭
式）、迎风（虚指式）等，描述了
兰花指的外形之美。

当然，戏曲旦角手势丰富
多样，不仅仅局限于梅兰芳拍
摄的53式，生旦净丑各个行当
的手势各有不同，千变万化，既
能状物又能表意：有些表达外
部动作，如整袖式、持扇式、托

盘式等；有些表达人物情感，如
大惊式、怕式、揖让式；有些表
示指代或指向，如自指式、下指
式、虚指式等。

这些手势在剧目中的特定
情境下，表达特定的含义。如
《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中有通
过手势指比月亮，突出情景交
融。京剧唱念中提到月亮，要
用“比月”式手势，就是两个手
的拇指和食指张开，对成两个
半圆，状物“月亮”的意思。还
有类似赞美、害羞、生气等的固
定用法，都是戏曲表演程式的
形态美。

“神”韵：如何传递
虞姬的愁情

中国戏曲表演讲究形神兼
备，就是指艺术的形一定要传
达人物的神。戏曲表演之“形”
是为了突出“神”，通过变形之
似达到神似，不求外形的酷似，
但求“神似”的意韵。

梅兰芳从各种艺术门类作
品中汲取灵感，雕塑、绘画作品
中的手势，自然生活中的情态
手势等，进行创造革新，丰富了
旦角的表演手势，使塑造的人
物形象更加生动准确。如古装
剧《天女散花》，就是根据绘画
《散花图》中天女的形象有感创
作。《天女散花》的故事取自佛
教题材，手势和身段也借用了
很多佛像的造型，突出了佛教
的形象神韵。

再如《霸王别姬》中，虞姬
唱“我这里出帐外且散愁情”的

“出帐外”三字，抓斗篷低头抬
腿，表示“出帐门”；唱“且散愁
情”的“且”字时，右手抓斗篷，
向左走小圆场转身，“散”与

“愁”两字基本在背身时完成，
回身双手抓住斗篷后略蹲身，
手势指向空中，与此同时唱

“情”字，抬头望向空中，无限愁
情。手势和唱腔的旋律完美配
合，“愁情”的意境通过手势的

“形”传递了“神”。

牵形神而“动全身”

戏曲手势是为塑造人物服
务的，作为一种舞台艺术，手势
不能孤立地表演，而要配合身
段进行设计。手势是将人物内
心的喜怒哀外化出来，所以要
配合眼神、道具、水袖、脚步等

同步表演。
戏曲手势有很多是持道具

的，如梅兰芳的53式就有执扇
的手势。昆曲《游园惊梦》中，
杜丽娘手持金扇游花园时，运
用了很多手势技巧：执扇、开
扇、荡扇、托扇、举扇、平扇遥指
等，通过手势技巧配合唱腔、身
段、水袖的运用，营造出舞台上
的写意空间。

《贵妃醉酒》中，杨玉环醉
酒失态嗅花：缓缓蹲下，将左手
向回揽做闻花的样子，再将花
枝松开放回，慢慢起身；第二个
身段手与脚的动作位置与前次
一样，方向相反；第三个卧鱼在
舞台正中，身段与第一个相同，
但水袖右手向里翻，左手向外
翻，蹲下的同时拧身做卧鱼，繁
复的身段，完成了杨贵妃醉酒
的心境外化。

《宇宙锋》中，赵艳容无奈
装疯一笑，对爹爹说“爹爹——
你是我的儿呀”，双手轻捻甩发
放下，托住赵高髯口，捏住一根
向外拽出，并轻轻一揪拽掉，以
示“疯癫”；又有因为戏弄了爹
爹而做羞愧的手势。在这些表
演中，赵艳容的内心状态很复
杂：其一，父亲把自己献给秦二
世，她非常痛苦，但又坚贞不
屈；其二，为了抵抗赵高的逼迫
而不得不“装疯”，斗智斗勇，却
又羞愧难当。所以处理手势技
巧的时候，不仅要表现外部形
态的准确，还要配合身段表情
等，完成人物内心的刻画。

戏曲手势的“形”“神”之
美，丰富生动，符合中国传统艺
术化简为繁、以一当十的创作
方法，是戏曲表演艺术家创造
的智慧和财富，突出了戏曲艺
术虚拟性写意的特点。

一脉相承的是根与魂，永
不褪色的是精气神，《拿手好
戏》把戏曲表演和现代传播相
结合，展现了戏曲多姿多彩的
美，不仅学习了戏曲的“形神”
之美，还通过沉浸式研学传承
戏曲内在的精气神。如今，戏
曲表演艺术越来越为现代影
视、舞蹈、绘画等艺术借鉴学
习，并借助媒介平台，受到新一
代艺术工作者的更多关注，加
深了传统和现代的结合，使得
艺术在创作中做到守正创新，
不断发展。

（本文图片均由《拿手好
戏》节目组提供）

双手一比是月亮，戏曲手势形与神
●赵娟

“朝乾夕惕”出自《周易》：“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意思是说君子整日勤
勤恳恳，一天到晚小心谨慎地砥砺自己，没有一点疏忽懈怠。

“乾”为形声字，从乙，倝（gàn）声。乙，表示植物屈曲生长的样子。清代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乾，上出也。”“惕”，本义为戒惧、小心谨慎，《说文解字》：“惕，敬也。”
君子白天干光明正大的事，晚上也常怀敬畏之心，不断警惕反省激励自己。如此勤勉
恭谨，不敢松懈，正是为政履职的官箴规诫和价值追求。

晨思夕念、朝乾夕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治国理政理念。古人以农喻
政，“政如农功，日夜思之”。为政要像农民种地一样，必须日夜想着它。播种过后，雨
雪风旱，种庄稼只有日夜操心、勤耕不辍，才能获得好收成；为政亦然，只有夙夜在公、
殚精竭虑，才能干出好成绩。

“当干部不要当得那么潇洒，要经常临事而惧”。朝乾夕惕，是一种高度自觉的精
神状态，更是一种极端负责的工作作风。面对重大任务，必须有坐不住的急迫、睡不
好的警觉，必须时时放心不下、事事放心不下。焦裕禄担任兰考县委书记时，正是
兰考遭遇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他一到任，不顾长途跋涉的疲累，
就马不停蹄前往兰考县各村、火车站，查风口、探流沙，了解情况，观察灾情。焦裕
禄白天到群众中调查访问，晚上回来“过电影”，终于摸索出一套改变兰考面貌的方
法。最后累倒在病榻上，他牵挂的仍是“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
沙丘治好”。

明代大儒吕坤说得好：“做官都是苦事，为官原是苦人，官职高一步，责任便大一
步，忧勤便增一步。”工作千头万绪，肩上千钧重担，非忧劳勤政、辛苦付出不可，绝非
轻轻松松、顺顺当当就能把干部当好。

共产党人肩负着党和人民的使命，就要有念兹在兹、枝叶关情的民生情怀，有先
忧后乐、不避福祸的敢于担当。谢觉哉曾写下“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
要求自己早起晚睡，一心奉公，以为党和人民多做事、做好事为己任。他担任中央人
民政府内务部部长期间，一场大水灾涉及全国16个省。在他和内务部建议下，在全
国开展社会互济和节约运动，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全国的灾情基本上得到控制，
严重的春荒度过了大半。

朝乾夕惕，体现的是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底线思维。子产在郑国为卿时，为
应对当时内忧外患的处境，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让利于民，以稳定郑国内部环
境，发展经济。他主张百姓参与政事的讨论，划定田界以确保百姓都能有饭吃、能
安心过日子。子产兢兢业业，可以说做到了明察秋毫。他抓住晋楚停止争霸后出
现的“战略机遇期”，开展刚柔并济的新型外交，帮助郑国平稳屹立于春秋乱世。
郑国民众发出了“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
之”的感叹。

“朝夕思虑其事，日夜经纪其务”，当干部就要在状态。这种状态，是守土有
责、守土尽责，是真正把岗位当责任、把工作当使命。当下，各方面风险隐患和不
确定性有增无减，容不得有丝毫的松劲松懈、麻痹大意。惟有以“朝乾夕惕”的精
神，“时时放心不下”，才能更好地担当作为、求真务实，才算是真正为党分忧、为
国尽责、为民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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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茶一杯话人生、叙友谊，清风明月、以廉为美，莫不
乐哉。

“茶”字出于《尔雅·释木》：“槚，苦荼（即原来的‘茶’
字）也。”茶的古称还有荼、诧、茗等。李时珍《本草纲目》
中论茶甚详，其中，对茶的药理作用有如此表述：“茶苦
而寒，阴中之阴，沉也，降也，最能降火。火为百病，火降
则上清矣。”

“茶”字拆开，就是“人在草木间”。由此可见，茶与人
的互相映照中，有着天然的融入自然、淡泊名利的基因，也
蕴含有天人合一的境界。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与一杯清茶
相伴，看见的是腾腾升起的茶气，闻到的是淡而弥久的茶
香，品到的是略带苦涩的茶味，既有放松身心的功效，也有
催人清醒的意味。

“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中国是茶
文化发祥地，在长期的品饮中，中国人赋予茶深刻的人
文性。陆羽在《茶经》中提出“精行俭德”，倡导茶的美
好品质应与品德美好之人相配，可谓茶德之始。近代
茶学家庄晚芳教授将中国茶德概括为“廉、美、和、敬”，
并具体诠释为廉俭育德、美真康乐、和诚处世、敬爱为
人。以茶敬客，同闻清香，共叙友情，康乐长寿；德重诚

和，勤俭育德，清茶一杯，器净水甘。时光流逝中，茶文
化的光芒由古及今，愈发耀眼。茶文化中蕴含的扬清
抑浊、自我净化等优秀因子，无疑是每个人为人处世的
营养素。

茶与廉的渊源，可追溯到远古。据记载，周武王在
“伐纣会盟”时，“以茶代酒”招待各路诸侯和部落酋长，
以此明志，增强伐纣的正义性与号召力。《晋书》记载，魏
晋南北朝时，王公贵族贪敛成风、奢侈盛行，每天饮食靡
费惊人。对此，一些志士主张“以茶养廉”，冀望陶冶情
操、移风易俗。东晋名臣陆纳，清正节俭，以清茶、素果
接待客友，传为佳话。

晚唐刘贞亮著有《饮茶十德》一文，他提出：“以茶散郁
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
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行道，以茶可
雅志。”茶润德，“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
人”，传递着严格遵守道德规范、节约内敛的鲜明导向；茶
养气，与茶为伴，时日一久，自然清气升而浊气降，有助于
身体康健、心气平和；茶正行，茶的礼仪与内涵的不断滋
养，有利于人们向善向上。一个人的德、气、行正了，清风
正气自然水到渠成。

清 茶 一 杯
●周玉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