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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本报 07 版刊发文章，聚焦
近期国内不少文化学者、名人提到的
孔子和老子、李白和杜甫在洛阳的两
次伟大相遇。孔子入周拜见老子还
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此举对后
世的思想文化甚至文明发展都有哪
些重要影响？为此，记者采访了北京
大学企业家班专业导师、中国先秦史
学会专家、洛阳老子学会名誉会长
王碧波。

孔子入周问礼
朝圣学术权威

“孔子入周问礼是中华文化史上
的千古佳话，万世传扬。”王碧波说，其
实孔子的思想能成为中华主流文化之
一，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孔子人生的重
大转折和其思想的最终形成，入周问
礼这件事都称得上至关重要。

孔子所处的年代，是中国历史上
的春秋时期，属于东周前半期历史阶
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是周王朝
时代的人，当时最高统治者仍是周天
子，整个天下的权力中枢是周王朝，而
天下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是
周王朝的国都所在地洛邑。

虽然那个时期天下动荡，经济、军

事的力量中心会随诸侯争霸局面的变
化而发生转移，但洛阳的文化、教育中
心地位稳固不动，这正是周王朝屹立
不倒的根本原因。孔子入周说明周王
朝仍是名义上的中央政府，洛邑仍为
全天下的文化、教育中心。

王碧波认为，孔子所在的鲁国虽
是周王朝和周文化的主要开创者之一
周公旦的封地，是诸侯国中体现周文
化的典型，但其与洛邑的周文化相比，
差距仍是相当之大。而孔子自幼喜欢
周文化和思梦周公，孔子入周正是出
于对周文化的向往和崇拜，是对周文
化最高权威的朝圣之旅。

老子在洛传“道”
“明道”甚于“知礼”
王碧波说，当时在洛邑能够代表

周文化的最高学术权威，只有老子。
老子的职务为周守藏室史，是德高望
重的史官。周王朝的史官有参政、议
政、监督、记录王朝大事的权力，并肩
负为周天子提供决策咨询的重要职
责，可谓经邦治世之王室栋梁。老子
当时不仅是天子之师，也是当时各诸
侯国文人学子的学术偶像与精神导
师，拜访老子并向其求学成为知识分
子的人生追求。

“虽然孔子此时已在鲁国大有名
气，但仍然千方百计来到洛邑拜访老
子。因为他此行一方面是为深入了解
周文化‘礼’的内涵与应用，另一方面
是想通过与老子的相见，为自己学术
背景的权威性背书。”王碧波说，这次
见面，的确对孔子影响极大。

根据文献记载，孔子见到老子后
难以抑制激动之情，尽情高谈阔论对周
文化的见解，展示自己的才华与学问，
畅谈人生抱负与雄心壮志，以期得到
老子的认可与夸赞。但老子给了他当头
棒喝，语重心长地告诫他，想把周文化
弘扬好、传承好，要先学会修己、克己，

戒骄色与多欲，戒态色与淫志，当明白
大势所趋，顺势而为，尊道而为之。

老子告诫孔子，明白“道”比懂得
“礼”更为重要。周王朝的兴衰之变、
周文化的核心之要，就是道。只有“尊
道贵德”，顺应时代的变化，才能知晓
人生之道路与方向。

老子大道之学
百家学说之源

王碧波认为，此次入周见老子，使
孔子发生了脱胎换骨的改变。正如

《孔子家语》中的评价：“自周反鲁，道
弥尊矣。远方弟子之进，盖三千焉。”
孔子的境界和格局完全打开，逐步向
圣人之路迈进。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老子面对
天下大势，不再墨守成规，死守教条，
而是积极进行文化创新，成功地将周
文化升华为道学思想，不仅传承了周
文化，更引领了时代学术潮流，影响了
天下众多文人学子的学术追求，为春
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文化解放和
轴心文明的开创奠基肇始。

周王朝时期的洛邑，是周文化的
汇集和权威展示之地，更是老子道学
开创与兴起之地。可以说，老子的道
学与周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是对周文
化的升华与创新，更是春秋时期周文
化的另一种展现形式，属于天子文化
和周中央文化的范畴；老子的道学更
是诸子百家学说的源头与根脉，因为
老子的道学是以洛邑为国都的中央文
化的集中体现，指导并统领地域文化
的兴起与发展。

诸子学说多为周文化中某一方面
内容的体现与延展，如兵家、法家、纵
横家、儒家、墨家、阴阳家、商家等，都
是专科文化，侧重性比较突出。老子
的道学则涵盖整个周文化内容，具有
较强的原则性与概括性，为诸子学说
提供了遵循的依据和理念。所以，诸

子学说是不能和老子道学相提并论、
同日而语的。

讲好洛阳故事
打造道学圣城

孔子入周问礼距今约2500年，其
文化意义及文化影响万古千秋，彰显
了老子的大师之范，改变了孔子的人
生道路，突显了洛阳在中华文化史上
的重要地位和价值。

王碧波认为，老子的道学文化之
所以能影响诸子百家并开创轴心文明
时代，是与洛阳得天独厚的文化积淀
分不开的。河洛文明、周文化等文化
力量的浑厚与博大，加之老子的文化
输出，才出现了诸子兴起、圣人辈出、
文脉绵延不断的景象。

新时代，洛阳更当讲好洛阳故事，
传承利用好洛阳文化资源，打造中华
根祖文化的输出地，占领中华文明根
脉的制高点，努力将洛阳打造成为求
学问道的寻根之地，打造成为天下追
求大道思想的有志之士的道学圣城和
精神家园。 洛报融媒记者 李砺瑾

中国先秦史学会专家、洛阳老子学会名誉会长王碧波：

孔子入周问礼是朝圣学术权威
老子大道之学为百家学说之源

6日，“一条来自大唐的龙”唐代龙文化艺术展在隋唐洛阳城
应天门遗址博物馆二层南厅开展。该馆精心挑选了唐诗书法、文
物拓片、画作等40余件展品，展现唐代龙文化的辉煌成就。

展览的第一部分，展出了6位唐代（武周）帝王御书碑刻中的
龙字。唐代（武周）皇帝均擅书法，尤以太宗、高宗、武则天、中宗、
睿宗和玄宗为上，名于史书。本次展出的御笔龙字，就选自这6位
帝王撰写的碑刻。其中，取自武则天书写的升仙太子碑中的龙字，
吸引不少游客驻足。

据介绍，升仙太子碑现存于偃师区缑山，是武则天在洛阳登基
称帝后，到嵩山封禅，因半道上留宿缑山，触景生情，遂重修升仙太
子庙并撰写碑文。武则天的书法婉约流畅，意态纵横，升仙太子碑
历来也被视为书法艺术中的珍品。

在龙文物照片展区，一张鎏金铜龙的照片格外引人注目。这
件文物于2005年夏在洛龙区的一座唐代墓葬中出土。该铜龙长
218毫米，高128毫米，整件文物用青铜铸造而成，通体鎏金，现藏
于洛阳考古博物馆。

此外，该展览还精选唐代与龙相关的唐诗，如《龙说》《云龙》
《咏龙》等，邀请省内知名书法家书写，用笔墨展示唐代诗人眼中的
龙。据悉，该展览为新春特别展，将持续至3月6日。

洛报融媒见习记者 李晓楠 通讯员 刘青

唐代龙文化艺术展开展

近日，义薄云天——关公主题精品文物展在成都武侯祠博物
馆开展，洛阳关林、洛阳民俗博物馆参展，多件来自洛阳的关公主
题文物亮相展览。

该展览以关公为主题，汇集全国 11 家文博单位的 170 余件
（套）关公主题精品文物与关公题材当代艺术作品，通过“赤心”“青
史”“共仰”3个单元，带领观众纵观关羽至忠至勇的一生，感受义
薄云天的英雄气概。

民国木雕关公造像、彩绘木雕关公像等来自洛阳民俗博物馆
的关公主题文物，在展览现场吸引不少观众“围观”。参展的彩绘
木雕关公像做工精美，关羽身披红色软甲、外着绿袍，一身戎装，衣
袍左下角自然垂落，左膝以下铠甲外露，足蹬皂靴，一双凤眼炯炯
有神，蚕眉倒立、眉头紧锁，呈凝神沉思状，左手执《春秋》，右手托
捋黑髯威然端坐，衣褶、袍服和盔甲纹理清晰自然。

洛阳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是隋唐大运河的中心。关公信
俗以洛阳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在崤函古道、河西走廊、天山南北乃
至中亚地区，有大量的关庙或关公文化遗迹。史载，宋元时期南北
运河漕运兴盛，而且漕盐、漕粮由官军押运，“武安王（宋高宗加封
关羽的封号）崇拜”在军中普及；徐州、扬州、淮阴帮会追捧关公，纷
纷“结义”“授徒”，关公信俗沿着漕路扩散到诸多州县。

洛阳关林相关负责人介绍，人们信仰关公、敬拜关公，本质上是
关公的精神文化承载了民众的美好愿景，契合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当前，我市正积极推动万里茶道、关圣文化史迹联合申遗，关
林、山陕会馆（洛阳万里茶道博物馆）、潞泽会馆（洛阳民俗博物馆）
都与关公文化关系密切。如果您感兴趣，可到现场体会历久弥新的
文化传承。 洛报融媒记者 智慧 实习生 周晏至 通讯员 刘佳

洛阳关公主题文物亮相成都武侯祠

王碧波，法学博士、史学博士
（在职），原北京大学信息学院高层
培训中心教学总监，北京大学企业
家班国学主讲教授、专业导师，
中国先秦史学会周公文化研究会
副会长，洛阳老子学会名誉会长。
他长期致力于传统文化、先秦史、
道家思想、文化养生、中华传统治
道与管理等方面研究与教学，讲授

《道德经》《文始真经》《西升经》《中
华传统文化和人文素养》等课程，
发表了《远古女娲与当代女性魅
力》《从天下大同到人类命运共同
体》等代表性文章。 （砺瑾）

王碧波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