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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和他的饮冰室：
更研哲理牖新知

罗文华秋
春楼
小
【77】

●《小楼春秋》解说词：
饮冰室有一些异国情调，是当时按照意租界

工部局的要求建设的，属于小洋楼，就是现在讲的

花园式住宅。梁启超亲自为这座意式建筑取名饮

冰室，以此来表达内心对于国家命运的担忧。在

饮冰室，梁启超和学生蔡锷，共同完成了反对袁世

凯称帝的二次革命，同时又协助段祺瑞反对张勋

复辟。（节选，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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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号”的焦虑
魏暑临

刘佛丁：
经济史“南开学派”的领军者

王玉茹

1985年，一道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题“试
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中国经济发展”引领我
入门，开启了我随刘佛丁先生攻读经济史专业
硕士研究生，即跟随先生运用经济学理论构建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新框架的学术历程。

刘佛丁先生上世纪60年代于南开大学历
史系就读本科时，就开始关注“通史”和“通典”
中有关经济的史料，以及正史中重要的本纪
和列传，配合中国土地制度、中国古代史专题
等课程的学习，对先秦的史料作了比较广泛
和深入的钻研，他还阅读、学习了新中国成立
前后的有关论文、古代天文和历法的知识。
本科毕业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从事经济史
研究后，先生即开始进修资本论、英语等课
程，为将要从事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专业知识
基础。他先后参与了开滦煤矿企业史的调
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主编和参编
《解放前开滦煤矿工人阶级状况》《旧中国开
滦煤矿的工资制度和包工制度》《中国近代盐
务史资料选辑》（主编，四卷）《民国盐务史稿》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等著作；发表
论文30余篇，涉及民族资本和企业史研究（7
篇），盐业史研究（5篇），中国经济发展与制度
变迁研究（11篇），经济史理论、方法与述评（6
篇）；发表书评、学术人物述评10余篇。

先生性格沉稳、待人谦和，学术视野开
阔，有着独特的学术个性和豁达的胸襟，对新
的思想、新的研究方法秉持开放的精神。他
是历史学专业出身，但自进入经济研究所工
作以来，就注重经济学理论的学习和提高，跟
踪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理论的新进展，大
胆借鉴吸收最新的理论成果。从上世纪80年
代初开始，他集中10余年的时间，倾注全部心
血和精力，以全新的方法构建了用经济学理
论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理论框架。先生认
为：“对于经济史研究的创新，发掘和整理资
料的作用固然不可忽视，但更重要的还是理

论和方法的引进、应用。因为只有借助于不断
发展的理论和手段，才能打开眼界，开辟研究的
新领域，找到解决问题的新途径，提高经济史研
究的水平，使认识得以深入，赋予这一学科以活
力和生气。”他还认为：“呼唤新的理论和方法固
然需要，但不能止于介绍和引进，更应着力于应
用，以求有所发现。”（刘佛丁《经济史学创新的关
键在于新理论和方法的引用》）先生更是一位身
体力行的实践者，为开拓中国经济史学的新境
界立下筚路蓝缕之功。

先生主持完成了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
国家教委（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他在中国近
代经济发展、周期波动、市场的发育及制度变迁等
方面的研究上都取得了突出成就。他一直关心
并着手进行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的推算和
编制工作，在《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一书中，他对
1850年、1887年、1914年中国国民收入的估算和
构建的新经济史框架，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
白，被国内外同行广泛引用。1996年11月，先生
应邀赴日，为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承担的日
本文部省重点课题“亚洲历史统计”，作了“关于中
国近代国民收入研究的现状和展望”的专题学术
报告。他主持完成的国家教委（教育部）博士点基
金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成果《近代中
国的市场发育与经济增长》《近代中国的经济发
展》等，被国际同行誉为“无可类比的名著，可以称
作是展示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新方向的开拓
性研究”。在此基础上，先生先后指导的“总需求
的变动趋势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近代中国旅游
发展的经济透视”“经济发展中的货币需求”“近代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国际资本流动”“中国近代证券
市场的效率分析”“中国近代企业组织形态变迁研
究”“民初中国对日贸易论”“近代中美贸易关系的
经济分析”“对外贸易的经济效益研究”“近代中国
经济发展中的财政政策（1927—1937）”等用经济
学理论研究近代中国经济史的系列博士论文，使
他毕生致力于构建的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近代

中国经济史的宏观框架更加丰满。
经过10余年的努力，先生与他

指导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运用经济
学理论，从宏观到微观，全方位、多

角度地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一系
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南开大学经济史学研究
在国内外经济史学界独树一帜，被誉为“南开学
派”，为南开大学经济史学科在2001年成为全国
唯一的经济史重点学科奠定了基础。

先生自1981年起担任南开大学经济史研
究室主任。作为学科研究工作的带头人，他注
重研究方法的探讨和创新，聘请国内外专家来
校访学或开讲座，使南开经济史学科的科研、
教学的发展与国内外顶尖研究保持密切的交
流，在国内居于领先地位。科研工作和教学之
外，先生还先后担任《南开经济研究所季刊》
（1985—1988年）、《南开经济研究所年刊》（1988
年）的主编，1990年起接任《南开经济研究》主
编。他宽厚的性格、对新的思想和研究方法所
持的开放态度，为《南开经济研究》的发展和建
设作出卓越贡献。他任主编期间，《南开经济
研究》在历届全国核心期刊的评定中均被列为
重要核心期刊，在经济类核心期刊中排名居
前；在天津市第三届优秀期刊评选活动中，《南
开经济研究》获优秀期刊奖。作为南开大学经
济学院的院刊，《南开经济研究》为南开大学经
济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先生为人诚实、耿直，对学生和后进悉心指
导、尽力提携。他淡泊名利、与世无争，对事业孜
孜以求，执着而热忱地追求学术真谛，对各种困
难和窘境都能以达观的态度坦然面对。1993
年，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会换届，先生被推选为
近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主任，这意味着他可以
同时出任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但是他却把

专业委员会主任的职位让给时任上海社会科学
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沈祖炜。他的理由是年轻人
更富有活力，应该给他们更多的机会，他坚持自
己只做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先生广交国内外学
术界朋友，赴中国香港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应邀
赴美国和日本讲学，他的学术思想与人格风范
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同仁的高度赞誉。

在教学中，先生不仅是一位良师，更是学生
们的益友，在给研究生讲课和指导学位论文时，
他注重因材施教，总能根据每个人的素质和条件
帮他们选好研究方向，毫不吝啬地把自己的思路
和未发表的见解提供给学生们。笔者的硕士学位
论文就是先生根据我的经济学专业基础，把他保
存的开滦煤矿的资料提供给我，助我完成了论文
《开滦煤矿的资本集成和经营效益分析》，英文稿
发表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Modern Asian
Studies》（《现代亚洲研究》）上。

先生从1973年开始参与中国近代经济史讲
义的编写，后由学校铅印作教材（20万字）。改
革开放后，他把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构建中
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体系，贯穿于研究生教学
和教材建设中。他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发展
史》，是国内第一部以经济学理论构建分析中国
近代经济发展史、具备全新框架体系的教材，被
列为教育部经济学专业主要课程教材，1999年
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该出版社在10余
年没有出版中国经济史教材后，推出的一部全
新体系的教材，一经推出就获得了学术界的广
泛好评，在高校本科和研究生教学中广泛使用。

在2001年国家重点学科评估中，南开大学
经济史学科成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级重点学科，
学科队伍富有活力。笔者主编的“十一五”国
家级规划教材《中国经济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年1月出版），将刘佛丁先生的中国近代经
济史教材的框架体系扩展到从古代到当代的
中国经济通史教材，在各高校广泛使用且获得
好评。之后，笔者作为第一首席专家主编的马
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
经济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使
这个教材的框架体系更加完善，2024年这部教
材将出版第二版。这一切应是先生最欣慰的。
（作者系南开大学英才教授，博士生导师，

南开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史学科学

术带头人）

【学人小传】

刘佛丁（1937—2000），笔名何立、思毅，福建

闽侯人，著名经济史学家，毕生致力于中国近代

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1963年毕业于南开

大学历史系，留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

研究室，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南开经济史国

家重点学科奠基人。1981年起任南开大学经济

史研究室主任。1983年起指导南开大学中国经

济史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1990年经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审批成为中国经济史专业博士生导

师。1991年起任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1993年起

任中国经济史学会近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我存有几幅天津文美斋印制
的笺谱，计有张和庵蜀锦红一幅、
钱慧安《闲敲棋子落灯花》一幅、朱
偁花果图三幅。14岁拜师学花鸟
画，对植物学有深入研究的陆辛农
（1887—1974）先生说，文美斋笺谱
除装册外，“有单页、百页一组者，
风行海内”（陆辛农《天津书画家小
记》），我收藏的应是单幅装。

陆辛农先生又在《蘧庐集》之
《先师张和庵公传》中说：“壬辰
（光绪十八年，即公元1892年）之
冬”，张和庵先生“曾为文美斋画
百花笺纸”，每页皆有查帖青题
诗。张和庵（1852—1908），名兆
祥，喜画翎毛花卉，着色清妍，备
极工致。此笺画蜀锦红，落款：
“和庵祥”。下面微残，恐有印一
方。查帖青题：“花名蜀锦红，记
得幽人种，年年向君开，葵心不转
动。”款：“文美属题、帖青”。后钤
“帖青”一阳文印。查帖青，名凌
汉，字帖青、铁卿、叠青，又号铁道
人，曾于同治四年（1865）教授严
范孙先生，时严先生方六岁。查
先生对诗词书画、音乐戏曲无一不通，系水西庄查礼后人。

陆辛农先生在《天津书画家小记》中说文美斋“集锦笺
纸大小不一，小如诗笺、便条，大如联笺，纸色、印色皆不
一。且有诗筒、函封”。我就有一封映庚致严范孙的信，用
的也是文美斋的信笺，但张幅比前述者稍宽。

张和庵的《百花诗笺谱》一出版立即风行全国，外地皆
有翻刻，可见当时人们对此笺之喜爱。我有一封1900年八
国联军入侵后，李跃增全家随卞黻卿一家四处逃难之际，李
写给严范孙先生的信，信笺虽系张和庵画，但多处脱色，亦
无文美斋印，当系外地假冒的伪品。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我国，天津最有名的文美斋南纸局
（店在锅店街）遭洗劫，画版被焚毁。文美斋主人焦书卿又请张
和庵再画百花笺谱，而斯时查帖青已逝，张和庵就把查氏诗词
题在自己新画的作品上，这算是第二部《百花诗笺谱》了。

陆辛农先生还说，还有一部张和庵的《百花诗笺谱》，是
由严范孙先生题的诗，遗憾的是，我从没见过此笺。

钱慧安先生《闲敲棋子落灯花》画一仕女伏于桌上，一手
在棋盒内拿棋子，面前一灯，灯花呈欲落之状，自题《闲敲棋
子落灯花》，并有“文美斋监制”五字，阳文“吉生作”一横印。
钱慧安名贵昌，别号清溪樵子，画室名双管楼，又自号双管楼
主，晚年更号烂柯子、退一老人、让三堂主等，浙江湖州人，一
说宝山（今属上海市）人，生于道光十三年（1833），卒于宣统
三年（1911），曾在天津杨柳青为齐健隆、爱竹斋、聚亨号等画
店创作年画。他的年画作品既保留了杨柳青年画的优良传
统，又打破了年画作品对称均衡的构图方法，画面清新活泼，
线条富于变化，色彩淡雅，并在画上题诗落款钤图章，大大丰
富了民间年画的表现手法，使得年画作品更加耐人寻味。

钱慧安来津时正是文美斋主人制作张和庵《百花诗笺
谱》之时，文美斋主人了解到钱慧安的艺术才能，就为文美
斋诗笺艺术增添了钱慧安人物画的新品种。

我有三幅朱偁的笺谱。一是朱偁画的佛手，款：“未中梦
庐”，钤“梦翁”一阳文印，“文美”一阳文印；二是朱偁画的枇
杷，款：“鸳湖朱偁画”，阳文“偁印”一方，树根旁“文美”一椭
圆阳文印；三是朱偁画的石榴，款：“乙酉长夏，梦老写于涵素
书屋”，阳文“偁印”一方，右下方阳文“文美”一椭圆形印。朱
偁（1826—1900），早岁名琛，字梦庐，号觉未，别署鸳湖散人、
玉溪外史、玉溪钓者、胥山樵叟、梦庐逸史等，浙江嘉兴人，工
花鸟，初法张熊后师王礼，晚年技艺益精，仿华喦得其神似。

文美斋主人焦书卿令我格外关注。焦书卿生于1842
年，咸丰八年（1858）进入文美斋做学徒。文美斋原系江西
游氏产业，光绪元年（1875）焦书卿称贷于族人，贷款约六千
缗与游氏合资，由他本人任店铺总司。他刻意整顿业务，注
重商业道德，因此生意异常兴旺，光绪中叶又兼营印刷，数
十年间，津门文人莫不知有文美斋与焦三先生（时人对焦书
卿的尊称）者。后焦书卿又在济南、张家口设文美斋分局，
严修先生说：“其气象之整肃，执事之和雅，一与津局等。”
（《焦书卿先生八十寿序》）文美斋有张和庵《百花诗笺谱》等
产品誉满全国，焦书卿功不可没。

写此文，我是想说明天津文美斋在当时赫赫有名，这也
是天津出版业应该津津乐道的事。

“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
国少年，与国无疆！”几十年来，每每读起梁启超
的《少年中国说》，总是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说到梁启超在天津的旧居，便想起在20世

纪70年代初，我还是一个孩童，周日经常到距离
梁启超旧居不远、第一工人文化宫旁边的亲戚家
串门，曾听这家一位老人忆旧闲说，他小时候总
是看到一辆两匹马拉着的马车从门口经过，大人
们告诉他，车轿里坐着的一定是梁启超，因为一
般人乘坐的马车只由一匹马拉着。

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北大中文系上学后不
久，到本系教授、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府上问学，
一眼就看见客厅墙上挂着一副梁启超写的对联，那
是梁赠给自己的学生王力的。我当时心头阵阵发
热，觉得这么卓越的太老师离我们真的很近很近。
1985年，本系夏晓虹老师在全国首次开设“梁启超
研究”专题课，我积极选修，名列“梁研一期”。在那
段时间里，我得以系统地研读了梁启超几乎所有著
作，公开发表了相关论文。21世纪初，天津市梁启
超研究会成立，我自然参与其中。也正是在那个时

期，梁启超故居及饮冰室书斋
大修完成且对外开放，迅速成
为津城显要的文化地标。

梁启超不是一般的名人，
他是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发
展、真正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名
人。1895年，他随康有为发动
“公车上书”。1898年，他是“戊
戌变法”的主将之一，所以也
称“康梁变法”。民国时期，他

先后在袁世凯、段祺瑞政府中担任要职，差一点
儿当了国务总理。他策划推动自己的学生蔡锷进
行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取得胜利。政声之
外，他的文名更大。作为著名学者，梁启超倡导新
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担任过清华研究院导
师并居首位，曾经同时担任北京三家图书馆的馆
长，于文学、历史、哲学、宗教、政治、经济、法律、伦
理、教育等学科均有著述。他的《饮冰室合集》尚非
全帙，但已超过1400万言。他只活了56岁，但比中
国历史上第一流的大学者朱熹、王夫之写的文章
还要多。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学家，从鲁迅到孙犁，
都受到他的影响。郭沫若在自传中评价梁启超说，
那时的青少年“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
想或文学洗礼的”。其中也包括了青年时代的毛泽
东和周恩来。梁启超的书法，固然只是他风云活动
的“余事”，但其成就亦相当可观，总是给人一种恂
恂儒雅的书卷气，别具一种理性的魅力。20世纪
末，《中国书法全集》将梁启超与康有为、罗振玉、
郑孝胥四人合出一集，给予很高的书法地位。作为
父亲，梁启超培养他的九个子女皆成为怀有赤子
之心、家国情怀的栋梁之材，并始终保持清白寒素

之家风，堪称家庭教育的杰出典范。
通常人们说起梁启超在天津的居所，特别是他

的书斋饮冰室，都会指向今天河北区意大利风情区
民族路44号和46号两座小洋楼。现在这里是已被
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梁启超纪念馆，当年
即是梁氏一家的居所和主人的书斋饮冰室。然而，
梁启超1912年到天津定居初期并不住在这里。

1912年10月初，因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而
被迫逃亡日本、已经去国14载的梁启超，终于乘
坐日本轮船“大信丸”回到了祖国。他在给长女梁
思顺的信中提到，自己住在天津日本租界的荣街
（今和平区新华路），“月租百三十元，仅有可住之
房四间耳”。这个居所距他创办的《庸言报》不远，
而且宅前即公园，可以散步。据此不难推测，这座
公园极有可能就是当时日租界的大和公园（今八
一礼堂）。但至于是荣街的哪一处宅院，则一直缺
乏可靠的线索来确认。前几年有文史爱好者在网
上贴出一张关于梁启超的老照片，引起我的注
意。询诸学界朋友，有人说曾在康有为讲过学的
广州万木草堂展品中见到过这张照片。照片上是
身穿斗篷的梁启超站在冬日的园林里，背景是园

外的一座二层欧式楼房。照片下方印有“田上照
像馆”字样，两侧有梁启超的题字，可知这张照片
是他在辛酉年（1921）赠给“原觉仁弟”（当是广东
著名文物收藏家、鉴赏家罗原觉）的，而照片拍摄
的时间、地点则是：“壬子腊半雪中所影，其地为天
津之日本公园，所倚之宅即饮冰室也。”壬子年即
1912年，“天津之日本公园”即当时天津日租界大
和公园。照片上的那座二层楼房，即梁启超在天
津的第一代饮冰室。这座带庭院的欧式楼房迄今
基本保存完好，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日租界地图
上门牌是荣街15号，即今新华路与鞍山道交口东
北侧。大和公园建于1906年，是天津日租界的政
治、社交中心。梁启超自日本归国之初选择这里作
为暂时的居所，既为了出行、散步的便利，亦有安全
方面的考虑。从史料看，日本驻津领事馆和日租界
警察机构当时确实重视对梁启超的安置和保护。
天津第一代饮冰室的发现，为梁启超研究和天津历
史文化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课题。

1915年，梁启超全家迁入位于天津意大利租界西
马路（今河北区民族路）的居所。2002年，梁启超纪念馆
在此试开馆，翌年正式开放，成为天津首家名人故居纪

念馆。纪念馆包括梁启超旧居和饮冰室书斋两座建筑。
旧居建于1914年，为砖木结构二层楼房，设开敞

柱廊，有地下室和八角形角楼。内设“梁启超与近代
中国”展览，讲述了梁启超的思想发展、政治主张和学
术成就。饮冰室书斋建于1924年，由意大利建筑师白
罗尼欧设计，平面布局呈“凹”字形，三连拱门洞上方有
宽大露台，具有古典主义色彩。通过百余件家具和生活
用品的复原陈列，再现了梁启超生活和工作的情景。

清代光绪二十七年（1901），因戊戌变法失败而被
迫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依然充满
信心，在《自励》诗中表达了要继续努力探求真理和改
革社会的精神：“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
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
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
多时。”在天津生活的十几年中，梁启超经过不懈奋
斗，终于实现了自己早年的理想。天津的饮冰室，为
近代中国成就了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虽然梁
启超辞世已近百年，但当人们走近饮冰室时，仿佛还
能感觉到从它的窗户里仍在散发出智慧的光芒。

古代没有标点符号，诗文作者若未留下句读的痕迹，读
者的句读就会出现“多解”的可能。但句读只解决单位语句
停顿或长短问题，现代标点引号、问号等的作用，都无法通过
句读体现。今人过录古诗词时，用现代标点彰显诗句语气和
情感，本属正常现象，但引号的使用常有未安之处。

包含人物形象、具有叙事情节的诗，常要描述人物的语
言。诗人用陈述或咏叹口吻把人物语言写进诗中，必然经过诗
化过程，加之古诗词的语句和韵律相对整齐，与散文口吻差异
较大，读者就更不会用散文甚至小说、戏剧的习惯去看待诗句
中的人物语言，而是默认它们都是诗人口吻的诗意转述。即便
那人物的语言再真实，真实到距离诗人很远，却与那人物很近，
我们仍觉得那是诗人对诗中人物语言的“间接引用”。

白居易《琵琶行》有大段描述琵琶女倾诉身世的语句，从“自
言本是京城女”直到“梦啼妆泪红阑干”。但今人抄录时，为显示
琵琶女的自述，就在“自言”和“本是京城女”之间加个上引号，至
“红阑干”右边才结束为下引号。其实，不加引号，读者自知其内

容属于人物自述；加了引号，诗人的转
述或“间接引用”就变成了“直接引用”，
姑且不说琵琶女的口语表达本不可能
是整齐的诗句，但加上引号把一完整诗
句割裂为两部分也显得不伦不类，遇到
较真儿的朗诵者，是否要在读完“自言”

两字后，突然模拟琵琶女的音色，才能符合这引号的规范？
又如范成大《后催租行》：“老父田荒秋雨里，旧时高岸今江

水。佣耕犹自抱长饥，的知无力输租米。自从乡官新上来，黄纸
放尽白纸催。卖衣得钱都纳却，病骨虽寒聊免缚。去年衣尽到家
口，大女临歧两分首。今年次女已行媒，亦复驱将换升斗。室中
更有第三女，明年不怕催租苦。”有学者用引号引住第五句至末
句，认为是对田父控诉的直接引用，于是“诗人的愤怒不是直接表
示，而是通过老农民沉痛的自白表示的”。这就给读者一种感觉，
诗人在约略陈述背景后，直接把田父的控诉摆在那里，让读者自
行领会诗人的态度。但若去掉引号，将之视为诗人的转述和咏
叹，或许更为深沉感人。表达的情景是诗人亲眼所见，描述的生
活出自诗人真实了解，诗人把听到的控诉与自己的咏叹糅合在语
句里，语气的感人力量恐怕比田父自白式的控诉要强烈得多。

可见，把人物语言和诗人的口吻、情态划分得泾渭分明，对诗
句艺术的理解未必有好处。宋僧惠洪曾停止作诗，友人却来索

诗，他乘兴写成长篇，末四句是：“寄声灵石山，诗当替余作。便觉
鸣玉轩，跳波惊夜壑。”有学者在“寄声灵石山”后面加冒号，再为
下一句加引号，仿佛惠洪对灵石山发号施令：“你要替我写诗”，于
是自然的天籁就跳波惊壑起来。这固然很生动，但若去掉引号，
则“寄声”的“声”就显得抽象而含混，也许是一句号令，也许是一
声长啸，不管是什么声音，灵石山都会替他写作，这样，“诗当替余
作”就未必是“寄声”的具体内容，也可能是诗人自认为他寄出某
“声”后，灵石山就会直接反馈给诗人的结果，也是诗人对灵石山
充满信任的评语。如是，诗人的语气不是更为豪爽吗？诗意不是
显得更为神奇，且与跳波惊壑的奇幻感觉更一致吗？

也有相反的情况。岑参在回归高冠潭时给其弟写有赠别诗：
“昨日山有信，只今耕种时。遥传杜陵叟，怪我还山迟。独向潭上酌，
无人林下棋。东溪忆汝处，闲卧对鸬鹚。”有人认为后四句是诗人对
弟抒怀，“东溪忆汝”的“汝”指其弟。或认为后四句是“山信”中杜陵
叟对诗人的倾诉，如《唐诗归》录谭元春评语：“以下四句就将杜陵叟
寄来写在自己别诗中，人不知，以为岑公自道也。”则“怪我迟”的“我”
是诗人自称，“东溪忆汝”的“汝”是引用杜陵叟对诗人的对称，其实仍
是指诗人。这称谓的奇妙转换，是理解的障碍，也是品会的契机。

古今不少学者争论这四句，都逃不出这两类看法。从诗句
内容看，谭元春是对的，诗人要回到高冠潭，与杜陵叟重会，怎
么又能说自己的弟弟“独向潭上酌”呢？岑参那个年代如果有
标点，他一定会给后四句加上引号，以避免读者的争论与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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