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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振宁

王蝉教授是我十分崇敬爱戴的
老师。如果说我和山东大学曾结过
缘，开阔了思想，学到很多知识的话，
都是得益于王老师。

王蝉(1929—2021)，山东蓬莱人，
新中国成立前在青岛参加革命工作，
上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毕业
考入人大第一届研究生，后留校教
学。上世纪60年代初，成仿吾招山大教
师，考虑到父母是山东人，来山东更
方便些，王老师便到山大政治系(那时
还没有分出哲学系)教学。1970年后，
文科迁到曲阜师范大学，任教四五
年。后再回山大哲学系任教至退休。

上世纪80年代初我毕业于泰安师
专中文系，在校时，张系朗老师教我
们哲学课，很亲切，我很喜爱这门课，
就经常向他请教一些问题，课下逐渐
熟悉了，在校园中相遇，都相互打招
呼。当然我此课的考试成绩也是很好
的。一晃毕业，我回济南做中学教师，
几次通信，张老师详细告知我要多读
书丰富知识，学哲学要订阅《国内哲
学动态》等，为了学习方便，他便建议
我找老师：“山师大的于超、娄利生等
老师，知识底子是很厚的；山大的王
蝉、王复山等老师更行！”

考虑到山东大学哲学系更专业
且离我家近些，就拿着张系朗老师的
信到山大新校南教工家属宿舍去找
王蝉老师。敲开王老师家门时，接待
的正是她，才知道王蝉是一位五十多
岁的女老师。她和蔼可亲地让座倒
水，老伴是历史系的隋老师，也很热
情，我都不好意思了。先自我介绍，拿
出信件说明来意，攀谈起来。他们比
我年长20多岁，算是我的长辈“老师”，
可他们并没有把我作为晚辈“学生”
看待，平等交谈。得知来意，他们鼓励
我趁着年轻，在繁忙的教学中多学
习，发展自己的兴趣，并说尽可能提
供学习机会。第一次见面，坦率、轻
松，各自都留下了好的印象。

随后的几年里，王老师就在开学
前把系里打印的《上课时间表》(也有
手抄写的)寄给我，上面印有专业、年
级、课程名称、学分数、每周学时、教
室(实验室)、教师上课时间(节次)课程
类别、修课人数、备注等。让我根据兴
趣和工作安排去听课，当我选好课
后，她还告知我应注意的事、授课老
师特点等，便于我学习，甚至有时临
时变动，也想法告知我。

王老师讲“当代哲学”“哲学原
著”“马列哲学原著选读”(有时又称马
列名著选)等，她是“原著”，特别是“唯
批”的专家，给本科生、研究生和党政
干部都上过课，都很受欢迎。她还邀
请我去听课，我听过一学期王老师的

“唯批”课(即列宁著作《辩证唯物主义
与经验批判主义》)，用的教材是1982
年10月王蝉、魏以铎合编的《<唯物主
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讲解》(山东大学
哲学系马列哲学原著教研室)。王老师
边讲边板书，条分缕析，深入浅出，结
合现实分析透彻。记得有一次在阶梯
教室上课，天气温度骤降，很冷，没有
暖气，我听完《唯批》两节课，脚都冻
了。过后和王老师谈起，她呵呵笑，说
有我这样的坚持学习精神，一定会有
所成就。

我听过刘大钧教授讲《周易》(选
修课)。《周易》被称为“群经之首，大道
之源”，古往今来，考证训诂，释家如
林，研究者代代相传，而《周易》又深

奥、幽玄，深不可测，敬而生畏。刘老
师讲课不疾不徐、有板有眼，每次讲
完课都要留下“作业”，就是他划定一
段文句要求背诵，而且强调要背熟，
下堂课抽查。有同学抽查没过关，他
轻轻警告一下，说如再抽查不过关，
就劝其“不要选这门课吧”。由于工作
关系，我听《周易》课不连贯，也听得
不多，不知刘老师是否真按“要求”去
做。毕竟这门课如果只是听，是很难
真正掌握的，背熟了，就易于弄懂掌
握，这也是刘老师研究中的体会。

我还听过龚兴老师的“欧洲哲学
史”“欧哲史原著选读”，记过很多笔
记；听过颜丙罡老师的“中国哲学
史”，请教了一些问题；听过臧乐源老
师(臧克家长子)的“伦理学”，臧老师
语音洪亮，中气十足，讲课中满满正
能量，我和他谈起过臧克家的诗，请
他在诗集上签过名，他陪老伴在历下
医院住院，我们邂逅，谈及听课往事；
听过肖效武老师的“自然辩证法”，熟
悉了不少里程碑意义上的发明发现，
以及它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听过王
守华老师的“日本哲学史纲”，了解了
日本的政治运动及著名思想家，没有
教材，老师自刻两本油印教材；听过
王晋升老师的“现代西方哲学”，被芜
杂的各种思想流派所纷扰；王文思的

“法学概论”，对我影响很深，他是律
师，我对王文思老师渊博的法学知识
很是佩服，对法律知识渐生兴趣。学
习了这些知识，我陆续到新华书店买
了先秦诸子论著和商务印书馆的《汉
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阅读，用名著
滋养心灵，更开阔了境界。

王蝉老师还给我选中文系的课，
我听过著名诗人吴开晋(笔名吴辛)老
师、牛运兴老师的“当代文学史”，他
们娴熟生动的讲解，使我对师专中学
习的内容更巩固加深了一步；听了周
来祥老师、马龙潜老师的“美学概
论”，对美的认识提高了层次。周来祥
老师德高望重，美学功底深厚，在美
学界特别突出，那朗声的“美是崇高
的”(非伦理学的“崇高”)曲调犹在耳
边；还有学习版本目录学课，使用的
教材是南京大学程千帆先生的《校雠
学略说》，由山东大学翻印油印本，我
到山大校内书店购买的书，虽艰深，
掌握了这门知识还是很实用的；还听
过讲座“当代国外社会主义问题”等。
王老师还建议我听她认为有深度又
讲得好的研究生课，如“德黑格尔《小
逻辑》研究”，周立升老师的“老子研
究”等，终因和我的教学工作有冲突
而遗憾放弃。

我去旁听课，由于比学生年龄大
一些，有老师学生还以为我是研究
生，有的学生课下还来向我请教探
讨，我就解释我不是研究生，是旁听
学习的。有的课我先主动向老师介绍
我自己，老师也是允许的，有时还鼓
励两句。还有的是王蝉老师事先告知
了授课老师，王老师一封信中说：“你
准备听什么课，最好事先告诉我一
下，这样我可以事先向授课教师打个
招呼……”我想事先告知、征询看法，
也是对授课教师的礼貌。

手中还有十几封王老师的信件、
抄录手稿，搬家还有几封信件找不到
了，我是作为“文物”一样珍藏着，念
及这段忘年交情。

在我的心里，王老师是位大先
生。

(本文作者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济南作家协会会员)

王蝉教授，我心中的大先生

□肖焕

11月6日，国家博物馆迎来一个
特别的展览：“美的多元——— 古希腊
的艺术与生活”。这个由中国国家博
物馆与希腊国家考古博物馆联合举
办的特别展览，将通过展出近280件
文物来诠释古希腊历史上对“美”的
追求及其多样化表达。虽说博物馆是
最不缺乏美学的地方，但“美”“美学”
并不是展览名称中的高频词，将“美
学”与“生活”联系起来的展览更不多
见。

这个展览是否会从一个新的角
度来展现一段历史，一种文化？想要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对“美学”的概
念有一个初步了解。美学是哲学的一
个分支学科，旨在研究美的本质、特
征及其表现形式，探索人如何感知欣
赏美并产生审美观，审美体验又如何
影响人的思想情感。不管它的概念如
何冗长，有关美是否具有客观标准或
完全主观属性的辩论如何激烈，可以
确定的一点是，人们在视听等感官层
面与美的互动以及他们的美感体验
对这门学科是很重要的。简单来说，
就是这门学科与“人”“人的感受”是
高度相关的。由哲学家李泽厚提出、
在我国20世纪后期的美学发展中占
据重要地位的“实践美学”，将美学从
单纯注重主观体验拓展到关注美与
社会实践、文化实践的紧密关系。如
此，美学与“社会背景中的人”的关系
也建立起来，成了一个与“人的生活”
密切相关的学科。当前的美学研究愈
加关注美在不同历史、社会和文化背
景下的多样性探索，日常生活也因此
成为一个愈发重要的研究领域。历史
上生活本身的独特美感逐渐被揭示，
这个将古希腊的美学与生活相结合
的特展就很好地融入了这项研究的
潮流。

“美的多元——— 古希腊的艺术与
生活”展览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
名为“寻美，永恒的主题”，主要展出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公元前1世纪日
常生活中展现古希腊人审美和创造
力的各类器皿。例如阿提卡黑底红画
陶水罐，它的设计采用了公元前5世
纪发展而成的红绘风格，黑色的背景
上绘有爱神厄洛斯、酒神狄俄尼索斯
和两位酒神狂女，厄洛斯在用他的水
瓶浇花，这一意象象征了旺盛的生育
力，而花朵本身就是美的象征。红画
水罐上生动美丽的神话场景，充分反
映了日常生活中的审美情趣。

第二部分名为“爱美，不变的天
性”，主要展出古希腊人如何“打扮自
己”，从首饰、服饰、妆容等方面展示
他们的审美偏好。例如“阿伽门农面
具”的主人迈锡尼国王的一条金鹰项
链。鹰在古希腊文化中被认为是鸟中
之王，代表了力量与权贵，组成这条
项链的十颗珠子每颗都描绘了一对
镜像对称的鹰，翅膀高抬、尾羽修长
的鹰形象彰显了他的权力与声望，也
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对称之美。

第三部分名为“镌美，卓越的塑

造”，不同版本和风格的太阳神阿波
罗和美神阿弗洛狄忒雕塑将在这一
展厅展出，他们分别代表了古希腊人
们眼中男性与女性身材、面容和神态
的极致。例如公元1世纪上半叶的那
不勒斯式阿弗洛狄忒大理石雕像，轻
薄的长袍勾勒出近乎完美的女性特
征，手中的金苹果暗示了她曾参与帕
里斯裁决的典故。三个部分层层递
进，从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美的元
素，到人们对美的主动追求，再到表
现美的精湛技艺，堪称对古希腊人美
学观的生动演绎。

在这将近280件珍贵文物中，无
论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陶器、青铜器
和金器等，还是古希腊多用于纪念与
装饰的雕塑，其实都在讲述一段社会
与大众的历史，而非少数人的历史。
在近期的历史学研究中，民众角度的
社会史与生活史确实正在成为更受
关注的课题。相比从前将研究重点放
在少数杰出人物或宏大的政治经济
历史上，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挖
掘普通大众在历史中发挥的作用，以
及他们在不同时代和环境下的思想
生活，美学作为一个与“人”“人的感
受”和“社会实践发展”紧密相关的学
科，它的历史自然能为大众历史的研
究提供很多灵感。

古希腊文明的诸多特点也赋予
了它在展现大众历史方面的独特优
势：古希腊文明民主政治的特点决定
了古希腊不像其他文明那样有很多
权力一手遮天的国王式人物，民众的
生活状况与思想更容易流传和被看
到；古希腊人们对于美学的不懈探索
使他们在两千多年前就在这方面颇
具造诣，卢浮宫镇馆之宝米洛的维纳
斯1：1 . 618的黄金分割比，尽展力量
与动感之美的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
神雕像，无一不展示了当时人们在美
术中的智慧与奇思妙想。

相对于将古希腊历史文化浓缩
成公民大会上的民主政治或帕台农
神庙的建筑浮雕的科普，“美的多
元——— 古希腊的艺术与生活”特展无
疑为古希腊历史的讲述和文化的传
承开辟了一个新赛道，它打开了古希
腊历史特别是民众生活史的万花筒，
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之前人们对于
美学的多样性理解和丰富造诣。我们
看到的那些陶器，或许有些就出自一
个社会地位不高但有着惊人美术天
赋的工匠之手；令人赞叹的精美首
饰，或许就承载一个差点被遗忘的美
丽爱情故事。

当然，美学史只是大众历史的一
个方面，还有诸如瘟疫史、饮食史和
性别关系史等也在为大众历史的研
究做贡献。“美的多元——— 古希腊的
艺术与生活”特展提供了一个契机，
它让我们相信普通人在生活中的创
意也可以成为被铭记的永恒，跨越千
年的不只有重大历史事件，也可以是
一件小小的艺术品甚至一件日常生
活器具，它自重见天日时便期待有人
能欣赏它的美。

（本文作者为文史专栏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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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物】

11月5日，观众在国博观看大理石女性头像浮雕圆盘残片(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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