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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文坛政坛
因欧阳修群星闪耀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
水来。今天我们欣赏苏轼“竹杖芒
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
生”的潇洒豁达，仰慕范仲淹“先天
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
拳拳家国情怀，其实，他们的政治
人格继承自欧阳修的政治理想，诗
句中的文学思想源于欧阳修发起
的 一 扫 绮 靡 晦 涩 文 风 的 古 文 运
动。而经由欧阳修提携举荐的士
人群体继承他的文学思想与政治
人格，在相互呼应、共同扶持中屡
黜而不悔，历经磨难而始终不渝，
影响了北宋政局的演变。

在欧阳修的一生中，入朝、外任、
贬官、复任，屡遭指控，屡次被贬，一
生周而复始地经历着这样的辗转颠
簸，却依旧能在宦海沉浮中怡然自
乐。南宋哲学家朱熹对欧阳修的学
术与私德有所指摘，但对他的诗文却
只有称赞，称欧阳修的诗文“十分
好”。欧阳修在庆历新政、朋党之争
与王安石变法中直言相谏。有意思
的是，王安石最初是在曾巩的介绍下
才与欧阳修成为“笔友”。欧阳修与
王安石在书信中来往并交流诗歌。
欧阳修在至和二年（1055年）和嘉祐
元年（1056年）两度举荐王安石，那
时两人甚至还未曾见面（在举荐改革
者王安石的同时，欧阳修还举荐了吕
夷简的儿子吕公著，后来此人成为了
保守派的领袖）。欧阳修与王安石在
政治上的分歧从未抹杀两人的友
谊。欧阳修去世时，王安石在祭文中
说：“天下无贤不肖，且犹为涕泣而歔
欷。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从，又予
心之所向慕而瞻依。”

苏洵也是经人介绍认识欧阳修
的。如前所述，欧阳修认为苏洵在散
文写作上胜过所有人。在给梅尧臣
的信中，欧阳修对苏洵所作的文章连
连发出惊叹和称赞：“快哉！快哉！”
在苏洵的两个儿子中，欧阳修更为欣
赏苏东坡。欧阳修对许多人说，此后
可把事业交给这个新进的天才。欧
阳修对苏东坡说：“吾老将休，付子斯
文。”苏轼对欧阳修的评价是：“欧阳
公，天人也……世人或自以为似之，
或至以为过之，非狂则愚已”。

这样的“天人”欧阳修的确充满
魅力，关于他的书籍也有很多，但以
史学研究的方法来组织和分析关于
欧阳修相关史料的书籍，却少之又
少，因此给了刘子健写作《欧阳修：
十一世纪的新儒家》非常可贵的独
特视角。2022 年 5 月，该书译作由

重庆出版社出版。

通过了
“历史长河的竞争”测试

刘子健是蜚声国际的宋史专
家。他出生于1919年，曾就读于清
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师从著名历史学
家洪业，后任教于斯坦福大学和普林
斯顿大学。刘子健精通英语、日语、
法语、俄语。20世纪50年代后，他的
研究重心从现代中日关系史转向宋
史，代表作有《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
际的文化转向》《两宋史研究汇编》
《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
等。在《欧阳修：十一世纪的新儒家》
中，可以看到刘子健用散文般优美的
语言，钩沉出一代文宗、政坛伯乐欧
阳修的治学与从政生涯。在他笔下，
欧阳修天资卓颖，在文学、史学、经
学、金石学、目录学等领域成就斐然，
受到士人群体尊崇。尽管仕途坎坷，
屡次被贬，但处之泰然，甚至终身致
力于推荐提携贤才，通过诸多政策影
响、培养更多人才，尤其对那些和他
同样出身庶族却有雄才大略的年轻
人，更是奖掖有加。

在经学、史学以及经世理论上
的建树，为欧阳修赢得了更多人的
尊重。其展现出的卓越道德领袖魅
力与娴熟的政治才干，又为他在政
坛赢得了巨大声望，这足以让欧阳
修在其所处的时代不同凡响。但要
更进一步，跻身中国历史上最伟大
的儒学家之列，刘子健认为，“欧阳
修还要通过‘历史长河的竞争’这项
测试。欧阳修需要达到与先贤们同
样的高度，才能使其在后世拥有影
响力。简而言之，杰出的士大夫应
当是全才，其个人不仅是传统的化
身，同时还要为传统增光添彩。在

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只有寥寥不足
百人享受到陪祀孔庙的殊荣，欧阳
修便是其中之一。”

西方熟悉的
中国古代儒学家之一

外国人同样认可欧阳修的地位，
刘子健在书中写道：“他是西方世界
熟悉的为数不多的中国古代儒学
家。相比欧阳修对经学的阐释及其
仕宦生涯，西方学者更感兴趣的是欧
阳修在史学与金石学方面取得的成
就，以及他对新儒学的贡献及其政治
思想。西方学者对欧阳修的文学作
品印象深刻，这些作品被翻译成外文
后仍然魅力无穷。”

生活在现代的人，为什么要研
究历史人物，价值意义何在？刘子
健在书中透露了他对欧阳修这位人
物有浓厚研究兴趣的原因：“因为有
山在，所以要爬山。同样道理，我们
研究大人物，是因为无法忽视他
们。爬山能够让人看到山周围的无
限风光，与之相似，研究历史上的关
键人物，让我们可以从更佳视角来
认识他所处的时代，这就是我们对欧
阳修感兴趣的原因。”他还特别提到，

“欧阳修在统治中国社会近千年的新
儒学早期政治和思想发展中发挥着
先锋作用，有时甚至是关键作用。”

译者李思在译者序中写道，在翻
译这本书时，他才发现“原来你是这
样的欧阳修”：在波谲云诡的仕途道
路上始终没抛弃原则，在推进文学与
政治改革的道路上始终没放弃理
想。即使被诋毁、被误解，欧阳修从
未放弃做本真的自我。在困难彷徨
和自我怀疑时，他可作为一道光照亮
我们混沌的思绪。

民以食为天，佳膳蔬为先，蔬菜
是中国人餐桌上最长情的陪伴。最
近社会上兴起了一股阳台种菜热，种
菜一时成为人们精神解压的好方
法。但是我们未必都了解蔬菜背后
的文化。比如菠菜的家乡在哪里？
竹笋的别名“玉板”从何而来？苏武
牧羊饥饿时吞掉的“毡”实际上是哪
种蔬菜？爱吃白菜还为它写诗的清
朝皇帝是哪一位？明清时蒙古草原
上的蘑菇圈是如何形成的？蒌蒿怎
么做最好吃？

系统研究
我国蔬菜名称的首部专著

我国的蔬菜不仅栽培历史悠久，
而且供应种类繁多。由于地域辽阔、
民族众多、方言各异，所以各种蔬菜
及其名称无论是在现代人们的生活
交往中，还是在古代浩如烟海的文献
典籍里，都呈现出种类繁多、名实混
杂，以及正名、别称长期共存的现象，

最终构成了既丰富多彩、又繁芜复杂
的中华佳蔬名称文化的特色。

为了弄清楚蔬菜的名称问题，研
究蔬菜的高级工程师张平真早在
1986年主持编辑《中国商品大辞典·
蔬菜调味品分册》时，就注意搜集资

料、研究考证，并从1997年开始应邀
在《中国食品》等杂志上以“佳蔬名称
考释”为题，连续多年开辟专栏，著文
介绍我国一些主要蔬菜的来源及其
命名缘由等百科知识。近期出版的
《中国的蔬菜：名称考释与文化百科》
就是张平真长期倾心钻研和长期积
淀的一个成果，这也是目前国内系统
研究我国蔬菜名称的第一部专著。

研究中华佳蔬名称文化是一门新
兴的边缘学科。其研究主体“蔬菜实
体”虽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内容涉及
蔬菜的起源、引入、栽培、贮藏、加工，以
及流通和消费等多学科领域，然而其研
究对象之一的“蔬菜名称”却属于社会
科学的饮食文化领域，内容涉及训诂、
考据、命名和民俗等多种文史学科。

利用文史知识
研究中华佳蔬文化

张平真以蔬菜名称解读入手，详
解270余种中国蔬菜，并配以精美手

绘科普图。全书分为“综述”和“各
论”，“综述”概述我国蔬菜名称构成、
命名缘由及构词手段等，“各论”则分
门别类地对各种蔬菜的所属类别、起
源地域、引入时间、栽培历史、供应现
状、名称由来、命名因素、营养成分、
食用方法等内容进行详细的考释。
书中所介绍的各种蔬菜称谓累计达
到5000多个。每种蔬菜都要介绍几
十个甚至上百个不同的称谓，例如对
竹笋的称谓介绍就超过130个。书
后附有《中国蔬菜正名、别称通览》
《蔬菜拉丁文学名总汇》等，堪称“蔬
菜文化一本通”。

作者张平真早年就读于北京农
业大学的蔬菜专业，其后在首都蔬
菜、副食流通领域长期从事科技、教
学和经营、管理工作。可以说，他既
是一位能够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指导
蔬菜流通工作的专家，还是一位能够
利用较为广博的文史知识研究中华
佳蔬文化的先行学者。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原来你是这样的
□张杰

提到欧阳修，大多数人首先想到他是“唐宋八大家”，以及他那流传千古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但实际上欧阳
修不仅是文学家与诗人，他在史学、文学、经学等领域成就卓越，是北宋中后期集学者、文人与官员于一身的综合
型人才典范。后人对他的仰慕常局限在文学领域，这让他的才华与成就被远远低估。

北宋是文化高度发达繁荣的时期。生活于北宋时期的欧阳修（1007年至1072年），天资卓颖、精力旺盛且多
才多艺。他爱才、识才、举才，使一大批青年才俊脱颖而出，大有伯乐之风。在“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占了六家，除

了他自己，其余5人皆出自其门下。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的成
长都离不开欧阳修栽培或举荐，这些闪耀在北宋思想天空的名
人，无不受其荫庇。

修欧阳

竹笋为何别名玉板？ 他写书为中国蔬菜“正名”

《欧阳修：十一世纪的新儒家》

《中国的蔬菜：名称考释与文化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