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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 炎 武 的“ 访 学 ”之 旅
●柏峰

顾炎武《行书王维诗》 资料图片 江苏昆山的顾炎武纪念馆 资料图片

顾炎武（1613—1682年），世称亭
林先生。出生于苏州府昆山县千墩镇
（今江苏昆山千灯镇），嗣祖父绍芾劝他
“士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土
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亭林余
集·三朝纪事阙文序》），遂幡然醒悟，

“退而读书”“于是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
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奏章文册
之类”，走上独特的治学之路。

顺治十四年（1657年），他效仿先贤
“北学于中国”（《孟子·滕文公上》），毅
然告别了故乡，从此踏上长达25年的访

学之旅。

访学太行东西

顾炎武首先抵达山东。途中，经过
淮北，遇上连日大雨，“跣行二百七十
里，始得干土，两足为肿”（《蒋山佣残
稿·答人书》），可见他访学之旅的艰辛。

顾炎武到莱州府掖县落脚。异乡
初到，观感甚多，有诗云，“海右称名郡，
齐东亦大都……登临多感槩，莫笑一穷
儒。”（《亭林诗集·莱州》）顾炎武最大的
收获，是在任唐臣家读到宋儒吴棫著的
《韵补》，于是开始深研上古音韵，完成
《韵补正》。他随后到即墨，游劳山，抵
济南。

顺治十五年（1658年），顾炎武登泰
山，心胸为之开阔。山东是儒家发祥
地，顾炎武自然要拜谒至圣先师，旋
赴兖州至曲阜，拜谒孔庙，接着在邹
县拜谒周公庙、孟庙，也算是文化的

“寻根之旅”。
顾炎武在邹平游张氏万斛园，访古

碑于郊外；再抵章丘至长山，复至济南，
复赴莱州等地，一路收获丰富。次年，
自居庸关返邹平后，他静心订正了《邹

平县志》。
他为了生计，置田舍于章丘大

桑庄。
康熙元年（1662年），顾炎武前往山

西，来到闻名天下的云冈石窟所在地大
同，之后，到浑源州，渡汾河至平阳府。
康熙二年，自平阳登霍山，赴太原，至代
州，游五台，之汾州，历闻喜县裴柏村，
拜晋公祠，寄托思古之幽情。康熙五年
（1666年），出雁门，并在此结识了关中
大诗人李因笃，与其商量集资垦荒于雁
门之北。在山西，顾炎武结交傅山、戴
廷栻等文朋诗友。

康熙七年（1668年），顾炎武因为黄
培诗案入狱，在济南府蹲了7个多月的
监狱，幸有他做京官的外甥与李因笃等
人的相救而获释。

学者赵俪生认为，顾炎武北学，从
时间上大致可以分为两段：将顺治十四
年（1657年）至康熙六年（1667年）这11
年为他人生中划一个段落，为学取得丰
厚的收获：

（一）对山东半岛中部（主要是青
州）一些历史地理情况，结合文献碑碣，
进行了一些落实；（二）对明朝蓟辽、宣
大“三边”的历史地理形势以及用兵攻

守成败的经过，做了一些检查落实；
（三）对太行山（包括北岳恒山）做了“反
复”的旅行考察，有时自井陉口入，有时
自飞狐口入，并且对山西有时自北而
南，有时自南而北地进行调查。以上这
些活动的收获，他考虑情况，分别纳入
他的《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
录》等大型专著之中。有时写成专题小
册或其他另种著作如《山东考古录》《谲
觚》《金石文字记》《营平二州史事》（已
轶，仅余《地名记》），以及《北岳辨》等单
篇文章。

从顺治十五年（1658年）至康熙十
九年（1680年），除在山东之外，顾炎武
还北学于河北、京师之地。他6次拜谒
天寿山，游历了蓟州、遵化、玉田、永平，
登上今河北卢龙县西十五里的孤竹山，
拜谒“耻食周粟”的夷齐庙，并远足考察
山海关。

清代学者全祖望非常赞赏顾炎武
治学精神，说：“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二
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
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
肆中发书而对勘之，或径行平原大野，
无足留意，则于鞍上默诵诸经注疏。”
（《顾炎武全集·神道表》）这种“采铜于
山”求实求真的治学精神，堪为表率。

“筑山居”于关中

康熙二年(1663年），顾炎武首次入
关。在《三侄书》里，他说：“秦人慕经
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与他省不同。”还
说，“然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
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
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
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
（《亭林文集》）关中文化氛围好，地理位
置也好，不但“绾毂关、河之口”，而且各
路消息灵通，再说如果有险情，也能够
立即入山避匿。

进入潼关，顾炎武以历史与地理学
家的眼光打量此关，有诗云：“黄河东来
日西没，斩华作城高突兀。关中尚可一
丸封，奉诏东征苦仓卒。紫髯岂在青城

山，白骨未收殽渑间。至今秦人到关
哭，泪随河水无时还。”（《亭林诗集·潼
关》）所谓“奉诏东征苦仓卒”指崇祯末
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与官兵连战潼关
的史实，直言明廷不应该逼孙传庭仓卒
间出征，以致潼关之败，遂有“至今秦人
到关哭，泪随河水无时还”的感叹。

登上西岳，他写有《华山》诗，有句
云：“四序乘金气，三峰压大河。巨灵雄
赑屃，白帝俨巍峨。”极状太华山之高
峻。顾炎武过骊山，游长安，至楼观，
又折回拜谒乾陵，一路写有《骊山行》
《长安》《楼观》《乾陵》《关中杂诗》等诗
作——这些诗，一是描绘了关中的名胜
古迹，二是吊古喻今，寄意深远……

康熙七年（1668年），顾炎武折返北
京，寓居慈仁寺（今报国寺）。在京期
间，叶方蔼出任明史馆总裁，邀请顾炎
武入史局修《明史》，他作《与叶讱庵
书》，斩钉截铁地说：“若必相逼，则以身
殉之矣！”（《亭林文集》）拒不修史，态度
何其决绝。

康熙十六年（1677年）秋，顾炎武复
次入关，与李因笃在明月山前的富平老
家韩村相会。顾炎武在《与李湘北书》
里说，他与李因笃“以生平昆弟之交”
（《亭林文集》卷三）。在这里，顾炎武与
当地的朱树滋等数位学者聚会于村郊
外美丽的镜波园。

康熙十八年（1679年），顾炎武赴同
官（今铜川），拜中宪大夫山西按察司副
使寇慎之墓，为之撰写墓铭志，返回太
华山，然后，又出关东行河南，历洛阳、
游少林，登嵩山，访梁园……

从康熙二年（1663年）至康熙二十
年（1681 年），18年间，顾炎武 4次入
关。在关中，除过从李因笃，还结识了
大儒李颙和王弘撰，是谓“关中三友”。
在顾炎武看来，关中确实是理想的“将
筑山居老焉”之地，而且付诸实施，建
新斋于太华山下。更多的时间，顾炎
武在太华山下翠影遮阴、群峰映窗、
泉水竹林的新斋，埋头窗前，心情舒
缓地整理自己的著作，一直至离开关中
去河东曲沃。

终老河东曲沃

顾炎武既“筑山居”于关中，为什么
突然决定离开呢？他在《与熊耐荼书》
中说：“三峰之下，弟所愿栖迟以卒岁
者，而土瘠差繁，地冲民贫，非所以为后
人计……故东向而思托足耳。”在这段话
里，顾炎武表露出自己的真实思想，关内
秦地“土瘠差繁，地冲民贫”，也就是说，
经过他在太华山下的切身感受，这里多
为山地，并不肥沃，加之各种差役和赋
税繁重，不堪忍受，再说，顾炎武曾经想
在华阴买水田四五十亩，估计也难以落
实。李因笃表弟也曾劝他说：“长源
（按：朱树滋）谓秦俗最薄，劝吾归吴，至
于再四”（《亭林文集·蒋山佣残稿·与子
德书》），这些都是顾炎武最后下决心远
走河东曲沃的主要原因。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顾炎
武到达曲沃，居住浍河之畔的东韩村，
因上马坠地而病倒，去世前，勉力回复
李因笃的闻讯，作绝笔五言诗《酬子德
二十四韵》。去世后归葬故乡千墩镇。

顾炎武访学路线，主要沿着山东半
岛—华北平原—汾渭平原。“往来曲折二
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亭林佚文
辑补·书杨彝万寿祺等为顾宁人征天下
书籍启后》）。这仅是对他往来鲁、燕和京
师之间的描述，不包括晋、陕、豫等地的
访学历程。但是就全程而言，顾炎武大致
循着我国历史文化发生发展的中轴线行
走。他自述道：“比二十年间，周游天下，
所至名山、巨镇、祠庙、伽蓝之迹，无不寻
求登危峰，探窈壑，扪落石，履荒榛，伐颓
垣，备朽壤，其可读者必手自抄录。”他又
说：“往往怀毫舐墨，踯躅于山林猿鸟之
间。”（《亭林文集·金石文字序》）他的行
旅设施极为简单，“频年足迹所至，无三
月之淹，友人赠以二马二骡，装驮书卷，
所雇从役，多有步行，一年之中，半宿旅
店……”（《亭林文集·与潘次耕》）终年步
履不停，探幽寻微，如此艰辛，却毫无退
缩，个中原因，他告诉外甥徐文元：“必有
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必有
济世安民之识，而后可以考古论今。”
（《亭林文集·答人书》）如此远大的经济
天下的学术抱负，是支撑他为学与远行
的坚强信念。

“北学于中国”的顾炎武，终获巨大
学术成就，在经学研究、文字音韵学、历
史地理学等方面，多有建树，著有《日知
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
五书》《金石文字记》《亭林诗文集》等皇
皇巨著，开清代乾嘉汉学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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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电灯的发明给人们的生产
生活带来极大便利，这种照明技术很快
传入了我国。光绪十四年（1888年），慈
禧准备还政光绪帝，退居西苑（今北京
市北海公园附近）颐养天年。时年上半
年，清政府从祁罗弗洋行，购买了蒸汽
直流发电机及电灯材料，将其安装在仪
銮殿西墙外的盔头作胡同内。11月，上
述设备安装完毕，为西苑供电，同时西
苑电灯公所成立。12月29日，光绪帝师
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电灯照耀于禁
林。”由上可知，清代宫廷最早的电灯安
设在西苑。另光绪十七年（1891年），清
政府在耶律楚材祠南侧（今颐和园文昌
阁附近）安设发电机组，为颐和园供电，
并成立颐和园电灯公所，管理园内电灯
事物。由于清廷内部保守势力的反对，
相比于西苑、颐和园而言，紫禁城内安
设电灯的时间较晚。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紫禁城
中开始安装电灯。此时，慈禧已在颐和
园、西苑使用电灯多年，充分感受到其
带来的便利。清末舞蹈家裕德龄曾于光
绪二十九年（1903年）进宫，为慈禧担
任了两年的御前翻译。她在《慈禧野史》
中回忆道：“慈禧对于别的新思想或新
器具，大都没有什么好感，唯有对于电
灯，却是特别的欢喜……”此外，据《北
京电力工业志》载：光绪三十年（1904
年）八月十七日，清政府批准成立京师
华商电灯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向京城供

电。此时居住在宁寿宫的慈禧，有意在
居住处使用电灯。

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内
务府奉宸苑购买了大悲院朝房25间，
用于安设发电机器，并成立宁寿宫电灯
公所，隶属于西苑电灯公所管理。大悲
院朝房位于北池子大街的西北角，距离
东华门约500米。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慈禧太
后和光绪皇帝双双崩逝，但宫廷电灯线
路的扩建，并没有因此止步。宣统元年
（1909年），隆裕太后颁懿旨，要求在建
福宫、长春宫、御花园各宫内外安设电
灯，且电灯安设首先从建福宫正殿开
始。其中，建福宫、长春宫在内廷西部
区域，御花园在内廷中轴线区域。宣统
三年（1911年）年底，紫禁城内廷区域
建筑内的电灯基本安装完毕，供电方式
也进行了修改，改为由京师华商电灯股
份有限公司供电。

故宫藏老照片中，有20世纪初的
乾清宫殿内照片。照片中，宝座的上
方、正大光明匾额的前方，悬挂有一盏
吊灯。此吊灯由灯架、灯罩、电线和灯
泡组成。灯架含小孔径支架管7根，镂
空圆弧形装饰板6个，以及底部中心的
灯罩1个。各支架管内均含电线。灯
罩内含有灯泡，而各支架管的端部，均
向下挑出一个灯泡，犹如皇帝冠冕边上
的一排排垂珠。此吊灯的造型，颇具东
西方文化融合的特点。

清末及民国时期，宫廷内所用灯泡
均为进口。故宫亦藏若干老式进口灯
泡，例如其中一只长约12厘米，宽口处
直径约6厘米，玻璃罩面的“PHILIPS”
字样清晰可见。此灯泡由卡口底座、金
属架、钨灯丝、中间的玻璃支柱、玻璃泡
组成。金属架主要起固定、支撑灯丝的
作用，具有良好的导电性和机械强度。
钨丝作为加热体，具有较高的熔点和热
稳定性，因此寿命较长。灯泡内有若干
组钨灯丝缠绕在金属架上，以增大灯丝
的总长度，提高发光的效率。上述灯泡
的使用，可反映百余年前的紫禁城，对
国外照明技术及材料的认同。

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
回忆了自己与电工的一段奇缘。清末
民初，骑自行车在北京成为一种风尚。
1922年溥仪大婚，溥仪的堂弟溥佳就
送了他一辆自行车作为贺礼。有一天，
溥仪在御花园里学习骑自行车，在拐角
的地方差点撞到一个人。此人跪在溥
仪面前不走，说给万岁爷请安。溥仪看
他满脸胡渣，知道不是宫里的太监，便
问他是干什么的。此人回答说是宫里
的电工，在宫里负责安装维修电灯，并
希望溥仪赏赐给他一个官爵。溥仪想
了半天，给这名电工封了个“镇桥侯
（猴）”。此电工十分感激，果真找内务
府要“官诰”去了。这段史料说明，在民
国中期，紫禁城里的电灯供应及维护措
施，已经比较成熟了。

谁说演艺空间只能是封闭的剧场？
陕西西安有个“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

区”，以逼真的场景和互动还原“长安”盛况，
颇为“圈粉”。游客行走其间，可以看到唐代
美人从名画《簪花仕女图》中走出，执扇浅笑；
可以同琵琶女一起泛舟，与“白居易”相逢相
识；还能登高远望，欣赏万邦使者来朝献艺的
盛况……在这里，游客不只是观看者，也是演
出的参与者，可以沉浸式感受唐风唐韵。类
似这样的演艺新空间，如今在各地蓬勃兴起，
为演艺市场吹来一股新风。

作为一种新业态，演艺新空间以其“新而
奇”“小而美”等特点，更多地嵌入了人们的日
常生活，构成了对传统演艺的创新补充。它跳
出镜框式舞台的束缚，让演出场地有了多元
形态。无论是商业综合体、产业园区、文化街
区，还是古建筑、老厂房、社区公共空间等，都
可以变身演出的“舞台”，让人们在逛街、旅
游、参观展览时，甚至在回家途中就可以看一
场精彩的演出。演艺新空间的出现，给人们带
来了便利、舒适的观演体验，满足着人们多层
次的观演需求，为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增添
亮色。

演出场景更新，助力艺术形式创新。在演
艺新空间里，从剧目制作，到表演形式，再到
观演关系，都有了更多的创新和突破。比如，
沉浸式青春剧场《恰同学少年》在湖南长沙橘
子洲上演，游客走进剧场即是“演员”，在观剧
和演剧中激发理想信念的力量；新国风环境
式越剧《新龙门客栈》将舞台搬进“客栈”，观
众席位就是“客栈”用餐区域，观演互动创造
了更多即兴演绎，观众也在沉浸式观演中与
舞台叙事达到更好的共情。由此可见，演艺新
空间带来的不只是空间上的“物理变化”，更
是艺术上的“化学反应”，为演出行业的创新
发展和转型升级拓展了空间、注入了动力。

演艺新空间的兴起，也打造了文化消费的
新场景，发展出多种业态，形成了“戏剧+餐
饮”“观演+游览”等多种相互引流的商业新模
式。在安徽省安庆市，由黄梅戏戏曲元素与新业态融合而生的文化艺术体验
馆——小辞店受到欢迎。在这里，可以喝咖啡、看展陈，还能体验一把黄梅戏
服饰及摄影，如果想听一场原汁原味的黄梅戏，还可以移步旁边的再芬黄梅
公馆。演艺新空间以多种业态衔接潮流，丰富了戏剧的产业链，给消费者带来
更新鲜有趣的体验，为激活文化消费注入新动能。

文化是一个城市最独特的标识、最动情的表达。无论是活化利用古建
筑，还是创新融入商圈，抑或是改造原有演出场所，演艺新空间盘活了城市
既有资源，让优质的文化内容充实城市生活。各种文化新场景、新业态的不
断涌现，也在丰厚着城市的人文气质，赋予城市独特魅力。如今，“跟着演出
去旅行”等文旅消费新热潮不断兴起，展现着不断成熟的文化IP赋能城市
发展的潜力。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更加注重文化空间的打造、文化服务质量
的提高，有利于擦亮文化名片，助力城市发展。

从老会馆古韵传新声，到百年大戏院飘来咖啡香，再到写字楼里看演
出……一家家演艺新空间惊喜亮相，一项项跨界新玩法引领风潮，“花式”创
新的文化供给，谱写着人文与经济交融互动的新曲。推动演艺新空间健康
快速发展，塑造“处处皆剧场，人人可艺术”的文化氛围，一定能带给人们更
饱满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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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出自东汉赵晔《吴越春
秋·阖闾内传》。该书记载，吴王阖闾与伍
子胥商议政事，询问怎样才能让国家强盛
起来。伍子胥回答，要修筑好防御工事，
将城墙筑得高大坚实，发展农业，把粮库
充实起来。吴王表示认可，说道：“夫筑城
郭，立仓库，因地制宜。”意思是说，修筑城
防，充实仓库，广积粮草，这些都要根据实
际情况因地制宜去做。

吴国地处东南，河湖纵横，水网密布，
气候潮湿，时有水害。伍子胥根据吴国的
自然地理条件，“相土尝水，象天法地”，设
计建造起一座都城。外城周长47里，城
内又筑小城，城中布局对应着天象的方
位。都城设陆门水门各8个，城内开凿河
道，加强运输，既保障充足的用水资源，又
使地形便于防守，形成水陆并开的格局。
吴王阖闾还在伍子胥的建议下在城中设
置守备、积聚粮食、操练兵马、充实兵库。
这种“因地制宜”的措施，果然很快就使吴
国强盛起来。

宜，会意字。其古字形像砧板上放着

两块肉的样子，本义是祭祀时供奉给祖先
的菜肴。《诗经·鲁颂·閟宫》有“是飨是
宜”，说的就是置办了一桌的酒肴，敬请诸
神前来享用。合乎口味的佳肴又可引申
为“合适”“适宜”之意，这是我们今天的常
用义项。《诗经·大雅·假乐》有“宜民宜
人”，这里的“宜”即适宜，意思是为政必须
顺应百姓的心意。《说文》：“宜，所安也。”
因为适宜，所以感到安定、满足。这里的

“所安也”已并非“宜”字的本义，而是引申
义了。

伍子胥在帮助吴王阖闾成就霸业的
时候，运用了“因地制宜”的思想，就是充
分地顺应大自然，根据环境的客观性，采

取适宜自然、合乎规律的生产方式。这种
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适宜措施的方法，常常
用于各个领域中。农民根据气候环境种
植适合的作物，工人依据地理条件建造宜
居的屋舍，企业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发展特
色产业……因地制宜，短短四字，为发展
生产、开展工作指明了方法路径。

因地制宜，基础在一个“地”字。古人
云：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同样是橘子，生长环境不一样，结出的果
实就不同。这充分说明外部环境对事物
的影响作用。要正确制定策略，首先要摸
清楚当地的实际情况，这就需要深入的调
查研究。正如古人所言，“入山问樵、入水

问渔”，只有善于向内行求教，在不断的交
换比较反复中，才能摸清家底，掌握实情。

因地制宜既蕴含着中国人尊重规律
的哲学智慧，也是对实事求是原则的具体
运用。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切实有效的方
法，如此，方能返璞归真，善作善成，切实
造福于民。

因地制宜，关键在一个“因”字。因地
制宜体现的是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蕴含
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要求。我
国幅员辽阔，各地资源禀赋、发展条件各
不相同。因地制宜的关键就是立足当地
的条件，从实际出发，根据具体情况办事，
选择真正适合本地区的发展道路。一刀
切、一哄而上等做法，都是违背实事求是
根本原则的。

因地制宜，落脚点在一个“宜”字。何
谓“宜”？顺应规律，是“宜”；让群众感受
到安定满足，更是“宜”。要用好“因地制
宜”这一方法论，以人民群众需求为工作
导向，精准施策、循序渐进、久久为功，不
断点亮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因 地 制 宜
●张艺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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