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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想谈谈五十多年来，我做学

问的经验。

我从小受到我父亲的教诲，喜欢

背诵诗词，也喜欢读历史，久而

久之，我深受这些文学的感动，

它们影响着我做学问的态度和观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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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楚辞，两汉魏晋南北朝之五

言诗，骈赋，唐代的七言诗，元曲

，宋词，到明清的戏曲，章回小说

都是动人心弦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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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有位学者钟嵘，他

写下《诗品》这本书，第一

次有系统的评价历朝诗人，

他在序中开章明义地说：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

荡性情，行诸舞咏。照烛三

才，晖丽万有。灵祇代之以

致向，幽微籍之以昭告。动

天地，泣鬼神，莫近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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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文以气为主，这一点和儒家

的经学相似。孟子说：我善养我

浩然之气也。

我为什么总喜欢谈这个事情，因

为做大学问必须要有激荡性情的

种子，才能够看得远，才能够持

久，不怕失败！
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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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开创性的学者，必须有能力去找寻大

自然赐予我们的真和美。如何去发掘自然界

的真和美？这有如撞钟，撞之大者则大鸣，

撞之小者则小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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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年前我写了一篇关于数学和中国文学关系

的文章。我的用意是告诉我的中国藉的博士生

如何做出留名青史的工作。可惜的是他们认为

牵强附会。甚至有位北大的前学生在网上取笑

于我。我觉得此生无知而又可笑，难怪他的文

章，始终没有得到学问的精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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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中国最有名的学者都以得到诺贝尔奖为终

生目标，及其次者，则以国际大奖为荣，有文章在

science或是nature杂志发表就兴奋异常。国内大部

分学者以做院士为一生奋斗的精神支柱，毕竟院士

是可以通过不同手段得到，而得到后，又可以名动

公卿，可以敲开做官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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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说，上述的想法都无可厚非。但是纵观历

史，最伟大的学术成就不是这样产生的。

阿基米德，伽里略，牛顿，高斯，黎曼，麦斯

威，爱因斯坦，狄拉克都是伟大的科学家。他

们的工作和人类的进步历史分不开，但是他们

不是基于名利为出发点进行他们伟大的研究和

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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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屈原作离骚，司马

迁作史记，曹雪芹写红楼梦，

都是意有所郁结，要将一生的

理念，一生的情怀，向后世倾

述。我年少时，我父亲教导我

，《文心雕龙》中一段说：

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

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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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什么意思呢？人生一世间，有时而尽，但是

我们的理念，我们的学说，却可以不受时间的限

制，我们可以和古人神交，也可以将我们的想法

传到千载之下！



12

纵观古今学问上的大成就，都

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完成的。

首先，我们要问，为什么要在

肩膀上？正如清华大学四大导

师之一的王国维曾经说，学问

第一境界可以用下面的宋词来

描述：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

望尽天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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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望远？因为要望远才能够做出传世的工

作，文章能够传世才算是重要的工作！获得奖项

或做院士未必能够决定学者的工作足以传世。事

实上，学术研究亦有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学者

的工作对大自然愈有深入的了解，愈能够表达它

的内容和完美，就愈多人会学习这位学者的文章

，这位学者的文章自然会传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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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做大学问不但要望远，也要有胸怀

去接受不同的意见！能够有容，能够望远才能

够创新，才能够有传世的创作。但是如何让学

者产生这个胸怀去接受不同的想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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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要从“巨人” 身上着想。巨人之所以能够创造传世

的学问，自然有他独特的理由。他们生长的环境，

他们吸收文化的气息，他们成长的过程，他们对学

问的看法，他们做学问的态度，尤其是他们在屡次

失败后如何去吸取教训来达到最后成功的过程，都

值得我们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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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于大自然的了解是一个累积的过程。我们不

断的更新我们的知识，去接受新的挑战，但是久而

久之，我们也往往忘记了当初创造一些重要理论的

巨人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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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来说，我学习黎曼

几何差不多五十年了。但是

黎曼在一八五四年那一篇伟

大论文，直到七年前我才仔

细读过。这让我觉得遗憾！

即使我在今天读这篇文章时

，仍然发现它有很深入而意

想不到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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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一百六十多年来，几何学家都还没有将黎曼

这篇伟大的文章消化清楚。这事情值得我们现代的

几何学家深入思考！我们要摸索古代的伟人们在研

究学问时，从原始的想法发展到成熟的过程！所以

对学者而言，标心于万古之上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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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送怀于千载之下，这是说文章能够传世。就

如离骚，史记，就如诗品，文心雕龙，传世何止

千载！今日读之，犹凛凛有生气。这些作品都有

浩然之气，直抒胸臆。在科学上，我们看牛顿三

大定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毕达哥拉斯证明2
的开方不是有理数，欧几理得证明有无穷多个素

数。都是动人心弦，历久不衰的伟大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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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中叶以降，无论科学技术或文学，都不如往

昔，科学更远逊西方学者。这是甚么原因？大家

都问过这个问题。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

我们的年轻学子，除了为了名利，为了做官以外

，缺乏求真求美的激情。如何培养这种激情，是

我们教育孩子的一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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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看古人对创作好诗的激情的看法。

上述钟嵘作的诗品的序说：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

，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

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

。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篷，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

，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

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

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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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而言，我喜欢古典文学，诗品说的道理与我

有戚戚焉：无论在我高兴或是心情不好的时候，

诵读古代文学杰作，都能感荡我的心灵。在做研

究时绷紧的心情不单会放松，而且让我有着看得

更远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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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太史公著的伟大作品史记

时，往往使我情不能自己。司

马迁写书的决心和毅力，使我

一直佩服。他在受过腐刑以后

，仍然要努力完成史记，藏诸

名山大川，流传后世！他宏观

的看法和做历史的方式，不断

的影响我做学问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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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诗词历史以外，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梁启超写过一篇

文章叫做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他提出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

空气者也。

第二、人之恒情，往往有行之不知，习矣不察者。…有人

焉，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

戚焉！感人之深，莫此为甚。

此二者，实文章之真谛，笔舌之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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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点，和我们在做科学研究时极为类似：我们

需要深入其他学科，听名家演讲，读古今中外的

名著，变换我们常触常受之空气，对于我们硏究

的方向会有极大的帮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兼

容并蓄，有容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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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往往想解决一个问题，却发现已有人焉，彻

底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深受感动，反而可以更

进一步，做好其它一样重要的硏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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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在一九七六年时我和

Schoen 想证明极小子球的问

题，却发现Sacks -Uhlenbeck
已经漂亮地先我们解决了这个

问题。我极为欣赏，却发奋和

Meeks 完成了三维拓扑中一个

问题，也和肖荫堂解决了

Frenkel 猜想！
Scho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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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又说，小说之支配人道也，复有四种力：

一曰熏，如入云烟中而为其所烘，如近墨朱处而为
其所染。...一切器世间，有情世间之所以成，所以
住，皆此为因缘也。

二曰浸，熏以空间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广
狭。浸以时间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长短。
浸也者，入而与之俱化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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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曰刺，刺也者，刺激之义也。熏、浸之力，利
用渐。刺之力，利用顿。熏、浸之力，在使感受
者不觉。刺之力，在使感受者骤觉。

四曰提，前三者之力，自外而灌之使入。提之力
，自内而脱之使出。...读石头记者，必自拟贾宝
玉。夫既化其身而入书中矣。则当其读此书，此
身已非我所有，戳然去此界而入于彼界。....文字
移人，至此而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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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大学问必须要有激情，十年辛苦非寻常！

没有激情，没有强烈的好奇心，不可能不断

的寻找新的方向，更不能持久。

现在举几个我自己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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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的几个问题，用的方法和得到的结果，到

现在都还有学者在用。有些是四十多年前的工

作了。当初选择解决Calabi 猜想时，虽然不知

道如何进行研究，却极为兴奋，以为数学上的

重要问题莫过于此了。以后完成了这个猜想，

有相当长的时间里，我的身心都浸淫在复几何

里，不可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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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做的每个问题都花了我很多年的时间才完成

，但是我从来没有灰心过，因为我深信我看到的是

真和美，只不过是如何达成它而已。我的学问和理

论物理学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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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坚信理论物理学对数学会提供重要的信息，

我经常到物理系的讨论班接受熏和浸的经验。在遇

到重大的突破时，又有刺的感觉。在最后完成这些

工作时间，又往往觉得身心都在这个问题里，所以

有：落花人独立 ，微雨燕双飞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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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到甘肃旅游十天，目睹

歴史上发生过重要事件的遗迹

。深受感动。因为这个激情，

这半年来，每日花半个钟头，

写下了一篇很长的赋。岂有他

故，赤子之心而已！现在节录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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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赋

序

仲夏日之赤热兮何以解忧？

浩浩乎携诸生以傲游。

郁郁乎探百代之荣休。

纵余目以游观兮叹先贤之可任，

覧史册之所载兮慕古圣之流芳。

出玉门以远眺兮觅汉唐之遗踪，

叹黄沙之无尽兮掩千古之恩雠。

倚阳关之颓垣兮望远处之高岑。

背祈连之积雪兮临弱水之支流。

岂日曛千里兮实王化起乎河州。

惟月照古今兮东西之故迹长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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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壁遍野兮商旅难筹，

平沙无垠兮田陇谁耕？

马腾大漠兮驼越沙丘。

枯草难牧兮兽铤亡群。

大漠茫茫兮骸骨谁收？

长路绵绵兮过客频仍。

冰封祈连兮水泽绿州。

大地湾开兮文化始由。



37

我望着茫茫大漠，驼队慢行。月牙泉上，夕阳斜

照。敦煌窟中，壁画辉煌。中华几千年历史，就

在眼前，从前读史记汉书，都在故纸堆中，寻找

故事，究不如目睹为妙！掩卷思古，激情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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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风华
一. 西汉

1. 汉初匈奴争战

秦筑陶砖兮往迹难寻。

汉留片土兮苇草为墙。

匈奴坐大兮秦汉交错。

猛将如云兮高祖伐胡。

冒顿入北兮围我白登，

将帅不敌兮雨雪无饷。

士出奇谋兮阏氏纵归。

雾浓人静兮矢弩外向。

四海一统兮边方未定。

大风起兮云飞扬。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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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祖和匈奴争战中，我们

学到一件重要的事情：凡事

不能勉强，打不过匈奴，就

充实自己，利用和亲来缓和

敌人。有条件时，再出击！

这一等就是几十年。终于在

高祖曽孙武帝手上时才完成

了守护边境的大计。 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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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武帝拓边

五世其休兮生民倍增。

太仓多粟兮陈陈相因。

国富兵强兮遂谋西姜。

祖母无为兮黄老是依。

罢黜百家兮儒术独尊。

选贤与能兮政法惟刚。

羞遣公主兮孝武逐北。

太后崩殂兮始城朔方。

利诱匈奴兮王恢用策。

三十万众兮马邑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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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于逃逸兮遂断和亲。

济济多士兮竟霸河西。

雄关似铁兮商旅八方。

五十四载兮承秦启后。

协音律兮定历数。

兴太学兮改正朔。

起察举兮选贤能。

千古一帝兮人怀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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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历代君主，

难以比拟！班固评武帝说：中国

用人，于斯为盛。武帝博览群书

，重用儒者，然而立法至严，为

百世表率！武帝秋风赋，天马，

李夫人歌等，和高祖贾谊等开汉

代文学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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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骞通西域

断匈奴右臂兮博望月氏之行以求！

历艰苦犹持汉节兮岂被掳之可羞。

去岁十三兮二人得还。

径国卅六兮西域始通。

酒泉初置兮复设武威。

既破楼兰兮又破车师。

得马大宛兮蜀布何由？

蒲萄苜蓿兮植之离宫。

将军识途兮知虏之可倾。

大帝思远兮征伐乎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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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西域，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过于哥仑布发

现新大陆！虽然在周朝，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有来

往，但是大规模的活动，牵涉皇家命令的，由张骞

始！张骞出使，经历的挫折，远非哥仑布可以比拟

。不屈不挠，亦不逊于苏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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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贰师降虏

绝世佳人兮延年颂歌。

倾国倾城兮殁留帝恩。

谋善马兮外戚远攻。

士卒物故兮孝武怒遮玉门。

涉流沙兮天马归。

承灵威兮降外国。

破大宛兮广利侯封。

汉立张掖兮敦煌始雄。

祝诅天子兮忧惧愁㤺。

虏入五原兮䧟我名城。

将两万众兮深入要功。

军败燕然兮贰师辱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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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卫青破虏

出车彭彭兮长平始击匈奴！

万骑出塞兮黄沙撃我矢弓。

风嘶嘶兮马鸣，

奇兵出兮虏惊。

赵信城崩兮汉胡相搏，

利镞穿骨兮杀气凌空。

单于遁逃兮右王逆谋。

漠南无胡迹兮大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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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广难封，苏武南归

龙城将飞兮威振天涯，力敌万骑兮马急胡走。

勇冠三军兮矢贯深岩，将军失道兮漠表刭首。

木讷少言兮天下涕流。

长子复仇兮骠骁射杀。孙字少卿兮气冲斗牛，

都尉少壮兮兵出居延。单于临阵兮众寡悬殊。

力尽矢穷兮李陵降虏。武帝震怒兮合家被戳。

不蒙明察兮史迁腐刑。河梁送别兮苏武南归。

老母终堂兮生妻去帷。流离辛苦兮几死朔北。

𠥔飞云边兮陇上烟寒。官典属国兮汉宣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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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霍去病平定南匈奴

汉设四郡兮断绝南羌。

匈奴未灭兮何以家为？

骠骑奔逐兮寄身刃锋，

势崩雷电兮地动天摇。

径绝大幕兮封狼居胥。

临翰海兮胡虏移，

禅姑衍兮月明中，

大将夭折兮茂陵立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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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用人唯才，不计亲疏。

出征大将中有三个以上是外戚

，却都能征善战。至于李广，

对于卫青霍去病的征战有极大

贡献。

李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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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武帝轮台罪己

日光冷兮矢尽弓藏，

月色苦兮孤雁飞高。

五分一存兮汉马亡，

虽得阴山兮血满沟。

轮台罪己兮百姓复农，

禁苛止赋兮与民息休，

六畜蕃息兮黍稷复盈。

日磾辅政兮西风吹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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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虽然雄霸天下，却能放下身段，轮台罪已，历史少见！

轮
台
罪
己
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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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昭君出塞

明妃失意兮汉家楼阁，高山峨峨兮河水泱泱。

手挥琵琶兮平沙雁落。中心恻伤兮远度西羌！

白日西匿兮关山萧索。芜绝异域兮肠断泪干！

飮咽无声兮故乡永隔。胡鼙鼓喧兮胡姬侍安。

单于宠爱兮边城未拓。三世无警兮少见干戈！

和乐且闲兮棣棣穆穆。胡族汉化兮泽被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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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
君
出
塞

昭君出塞，对于汉胡和平有莫大贡献。终

胜于一生孤独，老死汉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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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东汉

1. 光武中兴

以寡敌众兮昆阳大捷。将相和睦兮光武中兴。

郭氏为后兮河北民悦。铜马毁败兮兵容始盛。

大军入蜀兮公孙覆灭。力平隗嚣兮陇右得暇。

东都洛阳兮娶妻丽华。息肩中土兮克克竞竞。

收弓矢兮散马牛。退功臣兮进文吏。

光武不如武帝，创意不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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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明帝继位暨佛学东来

孝明承治兮仓廪实。

抑制豪强兮严宗室。

倡儒学兮重刑名。

尊先师兮正礼乐。

尚气节兮崇亷耻。

赐公田兮兴水利。

明帝承光武之余辉，开疆拓土，交通文化，
亦可谓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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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北匈奴兮开疆拓土。

图画云台兮二十八将。

黄河得治兮户口滋殖。

民安其业兮明章盛世。

金人显梦兮天子求问。

西渡葱岭兮月氏觅佛。

永平十年兮汉使圆梦。

天竺沙门兮终生弘法。

径千万里兮白马驮经。

寺建洛阳兮佛像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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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窦固，班昭复位西域

伐北匈奴兮扶风窦固。

屯兵凉州兮出兵酒泉。

击呼延王兮天山旋归。

于寘骄横兮几并西疆，

都䕶西指兮众才四九。

班氏兄弟姐妹建功立业，著书立说，至为
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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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雪交加兮笳音扬清。

定国五十兮强虏消逝。

远索大秦兮遣使甘英。

几穷西海兮止于条支。

延首东望兮惨切凄慯。

大漠经年兮顾瞻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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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杨蒿黄兮枝枯叶干，

沙场白骨兮刀痕箭瘢。

妹昭上书兮班侯得归。

窦宪欺罔兮权倾当世，

远岀大漠兮燕然勒石。

匈奴败北兮鲜卑始大。



60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

一. 曹氏篡汉

窦氏消亡兮宦官用事， 既诛陈蕃兮复杀窦武。

汉儒党争兮佞臣执政。 天下大饥兮常侍得宠。

张角崛起兮西羌复乱， 招兵凉州兮何进授首。

烝民涂炭兮王室覆荡。 野无鶏鸣兮白骨千里。

董卓乘衅兮袁绍构难。 官渡大胜兮曹操无君。

北征乌桓兮蹋顿败亡。 东临碣石兮苍海掦鞭。

鸟鹊南飞兮败军赤壁。 西伏陇右兮魏武远征。

马腾流窜兮韩遂败亡。 匈奴日疏兮杂胡始壮。

三分天下兮曹丕簒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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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之末，生民涂炭。汉献帝荒淫无能，势

必有变，民始得安！曹孟德平伏袁氏兄弟，

北征鸟桓匈奴，安定中原，功莫大焉！及其

自度功比周召，大业可以速成，遂至兵丧赤

壁，旋师北归，奚足叹息。然而西平汉中，

迅即兴复，可见其得人心，坚毅之志也。得

陇而未敢望蜀，抑年老而志气渐衰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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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安文学

都尉送别兮婕妤团扇。 古诗温丽兮清音远皓。

文起建安兮俊才云涌。 蔡邕飞白兮饮马琴操。

聚贤邺下兮魏武沉雄。 子桓清越兮陈思独步。

洛神淑美兮词釆华茂。 辞赋凄沧兮五言腾踊。

亡家失身兮文姬悲愤。 典论论文兮七子并縦。

仲宣登楼兮陈琳饮马。 公干高风兮应璩雅深。

阮瑀章表兮伟长室思。 陈寿撰述兮三国叙事。

刘徽割园兮专注九章。 两汉朱华兮邺水为盛。

中原板荡兮西凉稍安。 豪杰远行兮山川形胜。

大漠苍茫兮丹霞璀灿。 磊落使才兮慷慨任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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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朱华，文风绮丽，汉赋为
盛，汉武贾谊，辞赋传世，然
而五言抒情，始于李都尉河梁
送别。至于古诗十九，三祖七
子，建安文学，彬彬大盛矣。

李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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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西晋

邓艾西征兮偷渡阴平。 钟会侵功兮司马独大。

楼船顺流兮铁锁沉江。 旗飘石头分王𣿰㓕吴。

定都洛阳兮改元泰始。 世族复兴兮汲汲求利。

承魏举才兮九品取士。 唯能是用兮名节渐丧。

空谈节俭兮晋武斗富。 去州郡兵兮八王乱政。

胡族内迁兮强敌儇伺。 晋议徙戎兮江统先导。

鲜卑不臣兮河西入侵。 匈奴复出兮并州崛起。

妄称宗室兮伪刘遍阡， 永嘉大乱兮石勒横行。

刘曜掳帝兮青衣行酒。 黎民不堪兮五胡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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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东晋

士族南迁兮建康称帝。 党同伐异兮抑压吴地。

朱张顾陆兮王谢为大。 权倾天下兮琅琊王氏。

谱牒为则兮门阀士宦。 祖逖澄清兮渡江击楫。

攻灭成汉兮桓温北伐。 㶚水旋师兮洛阳暂驻。

骄而恃众兮丧军慕容。 退守建业兮前秦灭燕。

篡位不果兮王谢䕶晋。 北府兵威兮大胜符坚。

观棋不语兮淝水谢玄。 气吞万里兮寄奴如虎。

讨灭桓玄兮兴复晋室。 北擒慕容兮南枭卢循。

经略西北兮不果南归。 西执姚泓兮灭絶后秦。

恭帝禅让兮刘裕弒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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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前秦符坚

坊头入关兮苻氏崛起。

攻占长安兮遂霸陇蜀。

氐族汉化兮任用汉臣。

既灭前燕兮又灭仇池。

西达葱岭兮东极大海。

北至大漠兮南控江淮。

忠言逆耳兮期呑江南。

百万军散兮关中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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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北魏

鲜卑代兴兮拓跋坐大。 定都平城兮攻掠后燕。

对峙刘宋兮西灭鄯善。 亡夏燕凉兮太武北统。

摩崖石窟兮雕塑遍野。 云岗龙门兮陇西敦煌。

天水麦积兮永靖炳灵。 中西交融兮地理文学。

洛阳伽蓝兮道元水经。 孝文汉化兮迁都洛阳。

根基未固兮六镇民变。

北魏乃鲜卑族汉化的一个朝代，西方文化逐渐
融入中原文化，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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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魏晋清谈

士求悦已兮唯美修容。

无为清浄兮道法自然。

骈赋协韵兮和声天成。

梵音远来兮经读感怀。

黄老得尊兮儒学式微。

丽辞缤纷兮镂心敷藻。

典雅擅长兮英华迈俗。

正始玄学兮何晏王弼。

无名无誉兮佛道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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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两晋风流

才兼书墨兮右军雄逸。

步兵咏怀兮情寄八方。

叔夜赋琴兮托谕清远。

刘伶酒德兮向秀思旧。

披沙简金兮陆机浮云。

波澜宏阔兮西征潘岳。

博物藏书兮清畅张华。

郭璞江赋兮彪炳磅礡。

靖节归去兮自然超迈。

乐天知命兮葛洪抱朴。

化学得传兮炼丹罗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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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清谈，佛教的传入，引发儒家的反

省，佛道的交融。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中国文艺

复兴时代，中国基本科学，于斯为盛！延至盛

唐，而毁于安史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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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佛法东来

流沙万里兮震旦远来。敦煌菩蕯兮月氏高僧。
（竺法护）

大乘得译兮般若法留。龟兹苦读兮母子修道。

罗什东来兮释风渐行。 一十七载兮宏法凉州。

前秦遣将兮吕光夺佛。 后秦力邀兮鸠摩入京。

远涉长安兮翻译诸经， 法华金刚兮维摩三论。

子弟传宗兮什门四圣。 译本未全兮宏义未功。

法显西游兮留学天竺。 峦叠葱岭兮木簇鹫峰。

朝行雪岭兮夜渡冰川。 顾寻所经兮心动汗流。

去国十三兮终得戒律。 译经建业兮摩诃僧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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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刘宋萧齐

七分天下兮刘宋四分。 中原未定兮拓跋争雄。

元嘉伐魏兮仓惶北顾。 儒玄文史兮宋帝立馆。

义庆新语兮言简俊秀。 著书后汉兮范晔留名。

松之注述兮三国史成。 剩余有理兮孙子经算。

筹学勃起兮二祖缀术， 起宕跌伏兮恨别江淹。

文典以怨兮咏史左思。 三都十年兮洛阳纸贵。

芜湖有赋兮鲍照凄怆。 灵运五言兮芙蓉出水。

延年白马兮错采镂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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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萧梁南陈

梁武佞佛兮舍身四度。 民穷财尽兮侯景作乱。

千里絶烟兮白骨成聚。 僧辨降敌兮北齐入境。

霸先篡位兮诛杀大将。 叔宝荒淫兮河山日下，

杨广灭陈兮丽华匿井。 昭明集述兮始评文学。

刘勰文心兮锺嵘诗品。 沈约四声兮八咏传世。

撰述宋史兮作赋丽人。 玉台新咏兮徐陵宫体。

哀赋江南兮庾信凄怨。 达摩东渡兮建业暂驻。

法救迷情兮一花五叶。 一苇渡江兮长芦久住。

面壁九年兮禅宗始兴。 玄佛交融兮隋唐延续。

佛教东来，固是冲击了中国本土文化，和儒道交
流，无论科学和文学都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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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敦煌麦积石窟

高窟嵯峨兮千载经营。 壁画塑像兮魏齐始盛，

飞天伎乐兮佛门史迹。 菩萨左右兮释迦侧卧。

玄黄色杂兮罗汉迭壁。 画图焕绮兮吐曜含章。

龙凤呈瑞兮虎豹凝姿！ 俯仰顾眄兮彤彩之鉓。

流离烂漫兮霞驳云蔚。 丹青并钸兮金玉同镌。

神仪内莹兮宝相外宣。 归诚妙觉兮标志上玄。

敦煌麦积，壁画藏书，人类之瑰宝，奚止中华。
而屡受盗于英法，使人扼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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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历史中吸取做学问的经验，从文学和现

实生活中得到做学问的意境和激情。每个学

者走不同的道路，但是做好的学问却是不能

缺乏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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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