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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好书，能讲述一段传奇故事，还能记录一个时代。
近几个月来，吉林大地上风靡着一本书——《先生向北》。

《先生向北》一书中的先生们把昔日人文气息不盛的吉
林变成了全国人才纷至沓来的集聚地，人才是驱动东北全
面振兴的关键动力。精神是作家鲍盛华《先生向北》这本书
的母体，史实是这本书的内容，而传承是这本书的灵魂。《先
生向北》保留了鲜明的地方印记，以哲学的角度洞察俯瞰历
史，通过对上世纪50年代前后的东北知识分子群体的考察
和追忆，以历史的视角为点、为面、为界，再现了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一批全国顶尖的自然科学家、教育家、艺术家与文化
大家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北上长春支援建设，凭借一股
学术领域的“北上开垦精神”，探求深沉的生命与家国的意
义，让吉林风貌焕然一新，使东北文脉清晰而挺拔。

作者用纪实文学的笔法展现了三批涌向东北的先生们
的精神风骨和价值选择，再以散文的笔调留下一系列“向
北、行北、择北、守北、兴北”的史实。文本以文化大师张伯驹
及其夫人潘素北上长春为端点，串起1945至1965年间吉
林乃至东北文化实时景象。这些历史都有真实的史料记载，
书中涉及于省吾、宋振庭、吕振羽、佟冬、匡亚明、唐敖庆、公
木、罗继祖、孙天牧、王庆淮、杨振声、余瑞璜、蔡镏生、钟泰
等名家在东北特别是在吉林省发生的传奇故事。而吉林省

作协设立的吉林文学奖为了纪念公木先生，特将其改成“吉
林公木文学奖”。的确，先生们的高尚人格和精神风骨是一
个时代的旗帜，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历史群像
与镜像，在某种程度上大师们的“北上”之路是今天东北文
化发展奠基的20年，这20年令东北的文脉赫然突起的根
源就在于这次大规模的文化向北迁徙。而彼时的吉林长春，
正是这次突起的中心地带，有着极高的意义与文化价值。

一路向北的“北上精神”是《先生向北》的精神内核，文本
为人们重新审视东北文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窗口。同时展现
了那一代的领导尊重人才、不拘一格的用人之道与政治勇气
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才使得这一批人在吉林扎根，让他们融
入东北文化吉林文脉，更描述了这一知识分子群体在那样一
个特殊的时代和艰苦的条件下，不计得失、倾心竭力的付出，
为东北乃至新中国的社会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的创建与文脉
的传承等所付出的努力和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

书中有两处提到“偏远”的白城。一处是宋振庭为排吉
剧到白城地区，将在此劳动改造有二人转教父之称的王肯

“救”走。还有面临转业安排工作时，被父亲（佟冬）拒绝于
东北文史研究所门外的佟衡，在无法违抗父命的情况下去
到偏远的吉林省白城地区广播电台工作的经历，这些细节
都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历史场景。

《先生向北》不仅是挖掘与重构东北知识分子群体的凝
聚力，更是那个特殊年代拓荒者的心灵史。同时，文本也披
露了当时历史进程中许多不为人知的人和事，认真地剖析了
支撑文化景观的群体人格与映射出的文化影像。让我们看
到了教育如何跨越地域、跨越艰难险阻去点亮希望与播种希
望，以及该如何把这种对知识的执着追求、对教育无私奉献
的精神继续与传承下去，唤起更多的情感共鸣。更能深切体
会到他们用生命的豪情与守望和东北人民一起劳动、生产，
创造了一个史诗般的伟大时代。先生们的筚路蓝缕之功，值
得每一位关注振兴吉林的读者，以同样的心去学习、铭记与
传播。亦是——“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作家鲍盛华抒写这场七十多年前的“先生向北”精神，是对
过去的回顾、是对未来的展望、是对历史的回响、是用行动追随
先生足迹书写英雄之美的准确“坐标”，更是启迪现实和未来的
指引，让吉林文脉在传承与发展中历久弥新，久而弥坚。

我的家乡在长白山脚下松嫩平原
小屯不大是个鱼米之乡一马平川
我出生在一个下雪的冬天
白雪茫茫陪伴了我的童年
雪为伴 冰为舞
那是孩子们的游乐园
打冰尜 雪爬犁
成为伙伴们的伊甸园
打哧溜滑剋瓦片奋勇争先
打雪仗滚雪球生怕捅破天
玩潜伏藏猫猫效仿地道战
学英雄挥木枪让情景再现
童年的记忆在脑海中萦绕不断
曾经的过往在心目中难以忘怀
冰雪让孩子的世界快乐无边
冰雪让关东的大地银装素裹
长白山的雪 黑龙江的山
冰雪能封住家门却封不住童年的梦幻
长白山的雪 黑龙江的山
冰雪能阻挡道路却挡不住想飞的心愿
外面的世界真的很精彩很心安
山里的孩子就是不想坐井观天
从平原到山川一身戎装亲近林海雪原
从家乡到部队一片丹心驻守北疆边关
穿林海跨雪原与雪结缘

着军装挎真枪梦想实现
爬冰卧雪行军拉练
绿色方队帽徽闪闪
几十年风风雨雨对雪早已司空见惯
多少年日日月月童年往昔军中上演
长白山的雪呀黑龙江的山
看今朝雪的世界不断出新演变
长白山的雪呀黑龙江的山
现如今冰的王国更是神奇变幻
雪之晶莹 冰之灿烂
雪堡雪城 冰灯璀璨
鲜活灵动仿佛童话一般
山的呼唤 林海雪原
山谷山峦 木屋栅栏
美轮美奂犹如世外桃源
都说东北天气能冻掉下巴
夜晚出趟外头赶紧往回蹽
常言道手脚冻的似猫咬
如今这旮瘩用雪说话掀热潮
现在这一块用冰唱戏起高调
冰天雪地就是金山银山
山南水北筑起金砖银砖
千里冰封冰搭桥天涯海角一线牵
万里雪飘雪为媒五湖四海结良缘
以雪为中心以冰为轴线

以城为纽带共绘同心圆
文旅领导做代言能歌善舞最亮眼
基层百姓当群演跑跑龙套也露脸
走出去 深交流 善推荐 里里外外去展现
迎进来 给政策 献经验 关心备至想周全
南方小土豆欢乐在童年
北方小豆包携手逗严寒
雪乡雪村让冬天里的北国蓬勃发展
冰雕冰塑让冬天里的北国充满春天
冬天到东北来看雪这里的冰雪最新鲜
冬天到东北来看雪这里的热情最温暖
你看 雪村里的乡亲把大红灯笼挂满天
瞧这 雪乡里的人家让炉火正旺升炊烟
一根冰糖葫芦让孩子们直撒欢
一杯纯粮小烧游客微醺红脸蛋
长白山的雪美得似王冠
黑龙江的山靓得像宫殿
冰雪王国逛个遍
雪地摩托兜一圈
特色美食纯天然
三人对饮酒言欢
酒足饭饱泡温泉
舒服大炕睡亮天
白雪白城长白山
黑山黑河黑龙潭
獐狍野鹿遍地跑
虎啸山野闹春潮
这里冰雪常在
相聚总是短暂
多彩晨光中你捧出生机迎接欢颜
夕阳余晖旁你怀着不舍难说再见

鲍盛华:“北上精神”隆起东北文脉
●杜波

囊 中 乾 坤
——古代包袋形制与功能探窥

●郑艳

包袋，作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携物工
具，是式样繁多的实用物品，蕴含着丰富的文化
信息与多元的功能。这些看似简单的织物或皮
革制品，如同一方小小的乾坤，展现了民众的生
活智慧与审美追求。

先秦时期，人们称包袋为“佩囊”。“囊”算是
古代使用最早、流行时间最久的包。像印章、手
巾一类古人随身携带的东西，大都放在囊内。因
为囊多佩于腰间，故谓之佩囊。先秦时期人们已
有出行带包的习惯，且包有大小之分。《诗经·大
雅·公刘》中说：“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汉代毛亨
解释：“小曰橐，大曰囊。”汉代佩囊之风盛行，西
汉焦延寿《易林》记载：“完其佩囊，执绥车中。”描
绘了当时人们佩戴囊袋的情景。一种叫“縢囊”
的小型佩囊尤为常见。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记
载，汉光武帝于洛阳设立藏书之所，董卓作乱迁
都时，藏书遭到严重破坏。其中，丝帛制成的书
籍，大者被缝制成帷帐车盖，小者被改制为縢囊。

除了使用丝帛制作外，囊还可以用皮革制
作，皮质囊被称作“鞶囊”。东汉郑玄为《仪礼》
作注：“鞶囊也，男鞶革，女鞶丝。”性别差异在
囊的制作材料上有所体现。三国时《魏武帝集》
记载：“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细物。”若鞶囊为皇
帝所赐，则被称为“绶囊”，持有绶囊者往往拥有
官位爵禄，因此，包袋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宋
书·礼志五》称：“鞶，古制也。汉代着鞶囊者，侧
在腰间，或谓之‘傍囊’，或谓之‘绶囊’。”

由于包与身份紧密相连，其在图案设计、色
彩运用上均有着严格的规范与讲究。绶囊中最
常见的图案为兽头，有“兽头鞶囊”之称，其中虎
头图案尤为普遍，因而绶囊也常被称作“虎头鞶
囊”。东汉班固在《与窦宪笺》中记录了“获赐虎
头绣鞶囊一双”的事迹。

在彰显身份地位的包类配饰中，除绶囊外，
还有一种名为“笏囊”或“笏袋”的物件，同样扮演
着重要角色。所谓“笏”，即指笏板，古代大臣在
朝会时用于记录的手持书写板，专门盛放这一重
要工具的包裹，被称为笏囊。

笏囊的使用历史可追溯至唐代开元年间。
《旧唐书·张九龄传》中有这样的记载：“九龄体
羸，常使人持之，因设笏囊。”宰相张九龄年迈体
弱，难以亲自携带沉重的笏板，于是命随从为其
背负装有笏板的笏囊。这一原本出于实际需要
的做法，却意外地引领了一股潮流，当时官员竞

相效仿。到唐武宗会昌年间，官员使用笏囊已经
蔚然成风。冯贽在《云仙杂记》中便有这样的记
述：“会昌以来……百寮则各有笏囊，亲吏持之。”

在古代官场与文人群体中，还有用于盛放文
具或计算工具的包袋——“书袋”或“算袋”。算袋
是用来盛放计算工具“算筹”的，被吸纳为服制的
一部分。北齐之后，受胡服影响，人们普遍佩戴挂
有各种小物的“蹀躞”皮带，算袋亦是皮带挂件之
一，沈括《梦溪笔谈》中说：“带衣所垂蹀躞，盖欲
佩带弓剑、帉帨、算囊、刀砺之类。”唐代甚至规定
文官上朝及办公时，腰间必须悬挂算袋，否则视
为失礼。除了书袋与算袋，还有一种“鱼袋”，用于
存放古代官员身份认证的重要凭据“鱼符”。

古代女性偏爱“香囊”，亦称“幐”，主要
由布帛缝制，内置芳香物质，其历史称谓“容
臭”可追溯至《礼记·内则》：“男女未冠笄者……
皆佩容臭……容臭，香物也，以缨佩之。”这一描
述揭示了容臭作为装饰性香物，最初多用于孩
童，意在驱邪避秽。元代陈澔《云庄礼记集说》中
说：“容臭，香物也，助为形容之饰，故言容臭，
以缨佩之，后世香囊即其遗制，昧晦也。”明代蔡
懋昭纂修的《（隆庆）赵州志》中亦有“仲夏之月五
日……儿童系百索、带香囊”的记载，生动描绘了
端午节期间，儿童佩戴香囊以驱邪避疫的场景。

汉魏之际，佩戴香囊的习俗愈发盛行，诗人繁
钦《定情诗》写道：“何以致叩叩，香囊系肘后。”诗
的主人公是一位女子，在偶遇心仪男子后，以身上
的香囊等作为情感寄托，表达对男子的深情。这一
描写凸显了香囊在情感表达中的独特价值。

南朝宋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记载了一则
关于谢玄的逸事。谢玄年少时便对紫罗香囊与
手巾等配饰情有独钟，常将其佩戴于身。然而，
这一行为引起了叔叔谢安的忧虑。他不愿看到
侄儿因过分沉迷于装扮而消磨了大丈夫应有的

刚毅与气概。于是，谢安便巧妙地以打赌为由，
将谢玄的配饰付之一炬。这一故事从侧面反映
了香囊等配饰在士人阶层中广泛流行的情况，在
深层次上揭示了配饰在性别塑造中所蕴含的复
杂而微妙的意蕴。

虽然香囊等配饰男女皆可佩戴，但其在女性
群体中更为流行。香囊逐渐成为女性送给心上
人的“定情信物”。如东晋干宝《搜神记》中“河伯
招婿”的故事所述，河伯之女在与新婚丈夫分别
时，便赠以香囊作为留念之物。唐代诗人孙光宪
的《遐方怨》亦有“红绶带，锦香囊，为表花前意，
殷勤赠玉郎”之句，印证了香囊在情感交流中的
重要作用。

唐代皇室也很喜欢香囊。唐玄宗的宠妃杨贵
妃便是香囊的忠实拥趸，其临终之时仍佩戴着香
囊。宋代以降，香囊这一传统饰物又演化出一种
更为实用的形态——“荷囊”，亦称“荷包”。这一
变迁强化了其作为容纳与携带物品的包袋功能。

有一种官员佩戴的荷囊叫“紫荷”。南朝梁
沈约《宋书·礼志》载曰：“朝服肩上有紫生袷囊，
缀之朝服外，俗呼曰‘紫荷’。”南朝梁萧子显《南
齐书·舆服志》亦载：“肩上紫袷囊，名曰‘契囊’，
世呼曰‘紫荷’。”这些记载表明，紫荷不仅是一种
小型囊袋，也是官员身份的标志。唐代魏征等编
纂的《隋书·礼仪志》同样记录了这一现象：“以紫
生为夹囊，缀之服外，加于左肩。”宋代诗人范成
大在《耶律侍郎》中亦描绘道：“乍见华书眼似麞，
低头惭愧紫荷囊。”

明清以来，荷囊与荷包逐渐成了专门指代具
有容纳功能的包袋的词语。明代姚旅《露书》中
记载一个少年拾到一个荷囊，里面放着“四大
钱”。清代杜贵墀《巴陵人物志》也有“碎银荷囊”
的记载。明代冯梦龙《古今小说》中记载一人“接
过银子看一看，将来放在荷包里”。清代陈康祺

《郎潜纪闻·济宁州志》中有“行装多佩荷包……
荷包所以储食物，为中途充饥之用”的说法。由
此可见，民间所使用的荷囊或荷包大小不一，其
核心功能在于存储物品。

能够容纳更多物品的“褡裢”，在明清以后的
民间社会颇受欢迎。褡裢是一种双层结构的长
方形袋子，设计独特，中间有开口，两端则用于存
放钱财物品。使用时，人们会将其从中间对折，
搭于臂膀之上，也称为“搭连”“搭膊”等。在文学
作品中，这一包袋形式多有提及。《古今小说》中
讲到一个和尚见有人很穷，便“去自己搭连内取
十来两好赤金子、五六十两碎银子”送给此人做
盘缠。冯梦龙在《警世通言》里讲到一个人“心慌
起身，却忘记了那搭膊里面有二百两银子”。褡
裢可以容纳较多钱物，清代陈忱《水浒后传》说有
人“平日积下约有三千多两银子，装上搭连，跨马
加鞭，一直投北去”。

褡裢大小不一，较大的可以搭在肩上，便于

携带；较小的则能挂在腰带上，方便随时取用。
在清宫中，褡裢通常被制成掌心般大小，主要用
于存放银票及一些纸质物品，佩戴于腰间。对老
百姓而言，当需要携带较多钱财与物品时，他们
便会选择使用较大的褡裢搭在肩上，以解放双
手，便于行动，而更大一些的褡裢则能够装载行
李与干粮，供驴或马驮运，为长途旅行提供便利。

古代的种种包袋不仅材质多样，形态亦是千
变万化。其设计精妙，便于携带与使用。这些包
袋能够妥善容纳古人日常生活中的各类物品，诸
如钱币、粮食、文书典籍以及香料等，满足了古人
在不同社交场合下的携物需求。同时，它们也是
古代社会等级制度与礼仪规范的直观反映。

作为古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携物工具，
古代包袋不仅具备实用便捷的功能，更蕴含着深
厚的文化内涵与丰富的象征意义。通过这些包
袋，我们可以窥见古代社会的风貌，感受古人对
美好生活的追求。

清《雍正十二美人图》（局部） 作者提供▷清 姚文瀚 《仿宋人勘
书图》（局部） 作者提供

清 《十 二 月 月 令 图
轴》（局部） 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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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则衰。古代
圣贤极为重视诚信这一美德，要求人们忠实践
行。信者，人言也；诚者，言成也。其实，诚信在于
心、在于行而不在于言，即便是没有说出来的承
诺，也要主动遵守。有几位古人可谓是“信在于
心”的榜样，值得今人思考与借鉴。

信的前提是诚，没有诚实何谈信用？晏殊作为“神童”，14岁时便与
全国各地荐举的上千名考生一起参加殿试，在考试中，晏殊发现题目是自
己之前做过的，这本来会使他占据先机，取得他人未有的优势。但他没有

“押中”的喜悦，而是坦诚地向宋真宗表明，“臣尝私习此赋，请试他题。”晏
殊的真诚受到了宋真宗的嘉许。后来，宋真宗又称赞他能够闭门苦读，遂
授以教授太子读书之要职，晏殊却如实说自己并不是不想去宴游，只是因
为家贫无钱，才不去参加。宋真宗更加欣赏他的诚实。

重信之人，讲求实事求是，不欺人是为了不欺己。东汉大臣第五伦质
朴、敦厚，注重诚信，堪称“老实人”，史籍称他“在位以贞白称”。一次，有
人问第五伦：“你素来奉公尽节，难道不曾有过一点私心吗？”第五伦坦荡
剖析自己，先前有人要送他一匹千里马，他虽未接受，但每次举荐官员时，
心里都会想起这匹千里马，只能克制自己不做徇私之事。还有他哥哥的
儿子生病，他一夜看望好多次，回来后便能安然入睡，而自己的儿子生病，
纵然未去看望，却整夜难眠。第五伦承认，这两件事都是私心在作祟啊！
第五伦事无不可对人言，其心光明磊落，又能够克制自己的私欲，自然不
会做出失信之事。

一个人以诚信作为坚定信奉的道义准则，不会因利益而有所动摇，也
不会因困难而放弃。东汉的朱晖在太学就读期间，与同乡张堪相识，张堪
此时已是朝廷重臣，虽然与朱晖初次见面，却宛若故人、相谈甚欢。张堪
对朱晖十分欣赏，两人说到动情处，张堪握住朱晖手臂道，我若去世，愿将
身家与妻儿托付于你。朱晖对这种生死之交心中感动，却不敢立即在口
头上轻易答应。此后，两人再也没有见面。谁料想，张堪不幸病逝，其家
人陷入困顿之中，此时朱晖闻讯赶来，向张堪的妻儿伸出援助之手，年复
一年地给予资助、关心。朱晖的儿子颇觉奇怪，问父亲与张堪为何有如此
深交？又是何时许下诺言？朱晖感慨道：“堪尝有知己之言，吾以信于心
也。”对于朱晖而言，知己相托，应允在心。正因为其守信，才成就了一段

“情同朱张”的佳话。
心中许下的承诺要信守，这是对自己的交代，并不需要他人监督，一

念即成，必定践之。春秋时期吴国公子季札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要访
问晋国，途经徐国时，徐国国君对季札佩带的宝剑喜爱不已，虽然未说什
么，但神色却显示出想要的意思。季札因出访任务需要，并没有将宝剑献
上，只是心底想着等完成使命后再将宝剑相赠。未承想，等出使回来时，
徐君已经去世。季札将宝剑摘下要送给徐君之子，但因徐君并未开口要
过，徐君之子也坚决不要。于是，季札就来到徐君墓前，将宝剑挂于树枝
之上转身离去。随从对季札这种行为感到不解，季札坦然道：“吾心许之
矣。今死而不进，是欺心也。爱剑伪心，廉者不为也。”虽未有言语承诺，
但当时已在心中答应徐君，岂能因生死变化而转移我的心呢？徐国百姓
闻之歌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季札挂剑既是重
信守信，也是遵循内心的自然流露。

诚信具有强大的力量，而这种力量的源头，在于内心的坚守。这种力
量能让人不依赖于外在督促而自觉守信，自觉追求一个洁净向善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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