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辗转求学

1927年10月11日，张岂之出生
于江苏省南通市一个普通人家，读
过小学。

由于日军侵华，张岂之随母亲
向后方转移，在陕西城固师大附中
读过初中，后又在重庆读南开高
中，沐浴在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
教育智慧的阳光和雨露中。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1946 年
北大、清华和南开已从昆明迁返北
平、天津，这一年夏季三校联合招
考本科生。张岂之赶到古城北平，
报考北京大学哲学系，被录取，正
式开始了大学生活（1946 年至 1950
年夏）。

结缘西北

1950年，张岂之从北大毕业，考
入清华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1952
年由于院系调整，清华的文科并入
北大，这时，著名史学家侯外庐先生
已经在西安市就任西北大学校长，
他要张岂之和爱人孟昭燕（同是北
大哲学系的同学）一起去西北大学
任教。1952 年底，张岂之夫妇到了
古城西安。张岂之跟随侯外庐先生
从事中国思想史学科的研究拓展和
教学工作，为此后毕生从事该项事

业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在水中学习游泳”，这是侯外

庐先生培养青年科学工作者的基
本经验。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张
岂之等年轻学人在侯外庐先生指
导下工作，任务就是参加科学实
践；在研究的基础上写书，力求写
得扎实些，写得好些。如《中国思
想通史》第四卷的编著，侯外庐先
生很放手，那时协助他的几位助手
都很年轻，侯外庐先生给他们“压
担子”。这里要提一下《中国思想
通史》第四卷作者中的“诸青”，侯
外庐先生回忆录《韧的追求》一书
中说：“诸青是五位青年学者的集
体名字。他们是：张岂之、李学勤、
杨超、林英和何兆武。”几位年轻助
手后来回忆，有一个共同的感受，
事先没有想到自己在《中国思想通
史》第四卷中竟写了那么多的章
节，这和侯外庐先生的具体指导和
热情扶植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这
一条，其他什么都谈不到。

焕发生机

1977 年，百废待兴，高等院校
风气也为之一新，张岂之接受西北
大学新任党委书记兼校长郭琦邀
约，去做西大历史系系主任。

1980 年 5 月，由郭琦校长任团

长，张岂之任副团长，组成西北大
学赴日教育考察代表团，这是西北
大学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以学校
的名义迈向国际教育和学术界的
第一步。不论在任何场合，郭琦校
长始终稳重安详、挥洒自如，表现
了我国一所重点大学校长应有的
令人折服的教育家风度。这种风
度给人的印象不是傲然，也不是自
卑；不是得意忘形，也不是卑微委
琐；不是语言乏味，也不是滔滔不
绝；不是木然，也不是轻浮。他给
人们留下了将学术和外交熔于一
炉的长者形象，使人觉得他是那样
的宽宏大度，而又非常执着于自己
的事业。这次访日签订了《西北大
学与京都大学关于学术交流备忘
录》，并初步奠定了西北大学和京
都同志社大学日后交流的基础。
郭琦校长的工作态度和风格对张
岂之有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1985 年到 1991 年，张岂之担任
西北大学校长。他锐意改革，按上
级命令试行校长负责制，推行学校
管理规范化、科学化、人文化的构
想，延请人才，突出学科综合和特
色发展，创立和积累联合办学的新
经验，在学校管理、学科发展、人才
培养、师资建设、社会服务等方面
作出了贡献。

张岂之长期担任高等院校专任
教师，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90 年代
中期，兼任学校行政职务，特别是
在担任西北大学副校长与校长期
间，率先进行了一系列产学结合的
改革试点，取得了成功的经验，为
西北大学外引内联，积极推荐优秀
学子出国深造，在培养和积蓄学术
人才、争取学术资源与发展契机等
方面作出了贡献。

乐此不疲

1991 年，张岂之从校长任上退
下后，有比较多的精力和时间集中
在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和素质
教育（含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等研
究上，在学术研究和文化普及方面
不懈努力。先后撰写和主编出版

《中国思想史》（简缩本）《中华人文
精神》《中国儒学思想史》《中国传
统文化》《中国历史十五讲》《中国
思想文化史》等，主编《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经典语录》（12 册）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读本》（13
册）受到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好评。
在此期间，随着学术研究的进展以
及大学师生的要求，他又主持编写
了几种受读者喜爱的教材，包括

《中国思想史》（上下册）《中国传统
文化》《中国思想文化史》等。

张岂之受出版社约请，先后出
版《儒学·理学·实学·新学》《张岂之
学术自选集》《乐此不疲集》《张岂之
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著作。

这个时期，张岂之往来于西安
和北京之间，并到全国各地高校参
加学术研讨，主要探讨素质教育与
文化素质教育理论和实践问题。
受教育部相关部门委托参与一些
活动，在高校学科发展与教学指导
方面作出了贡献。他较早进行校
企联合办学的改革与尝试，其教育
实践经验与教育研究成果已收入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组编《共和国老
一辈教育家传略（第三辑）》等中，
是目前在西北高校收录的健在的
教育家中唯一的一位。

在张岂之带领下，其学术团队
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教
学。所在学科点中国思想史研究位
居全国前列，具有学科优势，1984年
获得专门史（中国思想史）博士学位
授予权，1985 年被评为陕西省重点
学科，1987 年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
科，1995 年获准设立国家历史学博
士后流动站，1996年被列入211工程
重点建设学科点，2004 年被批准为
首批陕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
研究基地，2007 年再次被评为国家
级重点学科。多年来在《哲学研究》

《中国史研究》《人民日报》等各种报
刊发表大量学术论文。先后担任中
宣部、教育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工程《史
学概论》《中国思想史》首席专家。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与国家社科基金

教育规划课题等多项。2016年获全
球华人国学终身成就奖。

张岂之将精力和时间集中在中
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和素质教育
（含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等研究上，
在学术研究和文化普及方面不懈努
力。指导和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
以及博士后人才200余名，在全国各
级教育领域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教育理
论和实践中，张岂之根据教材严重
滞后的现状，组织系列文化育人教
材，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以中
国思想精华为主干，兼容吸收世界
思想文明成果。他指导教学团队
根据系列教材，组织课程体系，拓
展教学模式，建立教学队伍，努力
使学生通过优秀传统文化来培养
其文化欣赏能力，提升思维水准，
陶铸道德人格，树立健康的文化观
和价值观，成为有文化品味和内涵
的优秀人才，以及实现人的价值和
全面发展的教育目的。

张岂之常借用侯外庐先生在
《韧的追求》中的话来勉励自己：
“我从事史学研究，就像石匠和拓
荒人的乐此不疲。”

2021年11月中旬至今，在医院
住院治疗期间，张岂之一直心念教
育教学，多次称自己还能上讲堂，
喜爱教学，喜爱与研究生交谈，喜
爱在科研基础上编撰教材，孜孜矻
矻，“乐此不疲”，将毕生心血奉献
给教育科研以及教育管理的理论
研究与实践探索。

（蔡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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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是人类社会面临的自然
灾害之一。在许多国家的历史
上，地震都留下了惨痛记忆，其中
包括我国 1976 年唐山大地震和
2008 年汶川大地震、日本 2011 年
东北大地震和美国 1906 年旧金
山大地震。

就在9月17日、18日，我国台
湾地区接连发生了两次具有破坏
性的地震，震级分别为 6.5 级和
6.9 级。台湾位于菲律宾板块和
欧亚板块的边界上，1999 年就曾
发生过集集7.5级大地震，造成超
2000人死亡、超一万人受伤。

那么，地震的发生有什么规
律呢？地震到底能不能被预测？
实际上，这不仅是社会大众关注
的问题，也是地震学家一直苦苦
思索的问题。遗憾的是，目前地
震预测仍是世界性的科学难题。
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对地震一
无所知。比如，我们对地震的“老
巢”断裂带，已经有一定的了解。

什么是断裂带

天然地震发生在断裂带上。
断裂带可以说就是地震的家。那
断裂带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知道，地球最外层是岩
石圈，但岩石圈并不是浑然一体
的，而是“碎成”了七大板块，板块
间的边界就是大型断裂带。在地
幔对流和板块本身的重力作用等
因素的驱动下，各板块一直处在
相对运动之中。既然有相对运
动，那板块边界上就必然免不了
摩擦，其结果之一就是地震。这
就是 20 世纪地球科学领域最伟
大的成就——板块构造理论带来
的基本认识。

简 而 言 之 ，断 裂 带 可 以 看
成岩石圈里能有相对位移的大
裂隙。

板块边界上有断裂带，那板
块内部有没有呢？有的。与板块
的概念类似，地球科学家在板块
内部发现了更为细分的块体，称
之为地块。在地块边界上，也形
成了各种类型的断裂带。

相比板块边界的断裂带，板
块内部断裂带的规模和相对滑
动速率要小一些。但是，这并不
代表板块内部的地震震级或者
危害性较小。长时间的应力积
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可以使
板块内部发生 7 级乃至 8 级以上
的大地震。

我国的断裂带

要了解地震灾害的分布规
律，就必须弄清楚断裂带的分布。

在我国东部地区，最明显的

是连绵 2000 多公里的郯庐断裂
带（北段称依兰—伊通断裂带），
是东部地区最主要的地震威胁来
源。国际上公认被成功预测的
1975年海城地震就发生在郯庐断
裂带上。

在华北地区有一条与郯庐断
裂带垂直的断裂带，被称为张家
口—渤海断裂，是 1976 年唐山大
地震的罪魁祸首。

我国东南的台湾地区则处在
菲律宾板块向欧亚板块俯冲边界
上，具有非常复杂和活跃的断层
系统，混杂了不同深度的逆冲断
层和走滑断层。1999年的集集大
地震就发生在逆冲型的车笼埔断
层上。

在我国西部地区，断裂带众
多，令人眼花缭乱，它们大多存在
于青藏高原内部和周边。北部的
阿尔金断裂和海原断裂（1920 年
发生过海原 8 级大地震）到南部
的小江断裂和红河断裂，给西藏
和青海以及周边的四川、云南、甘
肃、新疆等地带来了严重的地震
灾害。

为什么青藏高原和周边的
地震活动会如此剧烈？主要原
动力是印度洋板块对欧亚板块
的挤压，一方面造成了青藏高原
的隆起，一方面给青藏高原内部
和 周 边 地 块 带 来 了 巨 大 的 压
力。当断层上的摩擦力承受不
住压力的时候，就会发生错动，
造成地震。

近期地震的断裂带

2021 年以来，我国发生了 9
次6级或以上的地震。

其 中 ，2021 年 云 南 漾 濞
Mw6.1 地震（维西—乔后断裂附
近），青海玛多 Mw7.3 地震（昆仑
山口—江错断裂）、门源Mw6.7地
震（冷龙岭断裂）；2022 年四川芦
山 Mw5.8 地震（龙门山断裂）、泸
定 Mw6.6 地震（鲜水河断裂），这
些地震都发生在青藏高原内部和
周边的不同断裂带上。仅四川内
部，就存在 3 条呈 Y 字形的主要
断裂带，即沿着四川盆地西北缘
的龙门山断裂、从青藏高原内部
延伸到东南边的鲜水河断裂，以
及向南的安宁河断裂。

在龙门山断裂上曾经发生
了 2008 年汶川大地震以及 2013
年芦山地震,而最近的泸定地震
发生在鲜水河断裂的最南端（磨
西段）。

9月17日和18日发生在台湾
台东县、花莲县的两次 6 级以上
的地震，则可能与台湾岛内的中
央山脉断层系统有关。

断裂带的勘测、性质刻画和
危险性评估一直以来是地震灾
害研究的重中之重。地球科学
家综合地震学、地质学、大地测
量学、地球动力学等多种手段，
对断裂带进行了长期的多角度
多尺度的研究，在取得丰硕成果
的同时也激发了各种新的科学
问题。在摸清地震“老巢”的路
上，地球科学家正在进行着坚持
不懈的探索！

（据《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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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重阳节可追溯至先秦，为
了庆祝丰收，古人要举行祭天祭祖
的仪式。到了汉代，受道教思想的
影响，重阳节出现了登高、佩茱萸、
赏菊、饮菊花酒等驱邪避疫求长寿
的节俗。重阳节自产生以来始终
以祈福、健康、长寿为主题，与人们
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关系。2012

年 12 月 28 日，我国法律明确规定
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为老年节，即是
这一习俗的延续。

在古代，铜镜与人们的日常生
活有着密切关系，是不可缺少的生
活用具。虽然铜镜的正面是一块
平平的、带有斑斑铜绿锈的金属
片，可它的背面却完全是另外一番
景象，纹饰考究辞铭温雅，形态美
观图纹华丽，方寸之间气象万千。
从山西博物院收藏的几枚汉代铜
镜中，可见汉代民间使用铜镜已十

分普遍，反映出大众的审美取向和
精神世界，其中对家国太平、父母
双亲长享昌乐的幸福追求所体现
出的“忠”“孝”观念尤其重要，重阳
节的理念在这些铜镜的华美纹饰
中可见一斑。

“大乐贵富，得所好，千秋万
岁，延年益寿。”这是汉代“大乐贵

富”博局纹镜上的铭文，这枚铜镜
直径 11 厘米，圆形，三弦钮，蟠螭
纹钮座。座外饰双线方框，博局纹
形成的四方内各饰阳线蟠螭纹一
组，素卷缘。博局纹镜为外圆内方
的设计，也表达了古人“天圆地
方”的宇宙观。“王氏作镜自有纪，
长保二亲乐未央，辟除不祥宜古
市，为吏高升居人右，寿如金石。”
这是汉代“王氏”四神博局纹镜上
的铭文，这枚铜镜直径 18.8 厘米，
圆形，圆钮，四叶纹钮座，锯齿及

云气纹缘。座外大方格内十二辰
铭文与十二乳钉相间排列，方格外
八枚带四叶座乳钉及博局纹将主
区分为四方八区，分饰四神及禽兽
纹。尊老孝亲是中国传统美德，在
铜镜有着充分表现，“长保二亲乐
未央”“寿如金石”“延年益寿”等
是孝道最朴实的表达。

“尚方作镜真大巧，上有仙人
不知老。”这是汉代“尚方”博局纹
镜上的铭文，这枚铜镜直径 13.3 厘
米，圆形，圆钮，圆钮座。座外围以
凹面宽带方格，方格外八乳钉与博
局纹相间排列，方格四角外各有一
对鸟纹。铭文带外饰一周直线纹，
缘上饰两周锯齿纹夹一周单线波
折纹。汉代神仙思想更具世俗化
和人性化，充满及时享乐和长生不
老的观念，这些内容在铜镜中多有
表现，如羽人、四神、瑞兽、东王公、
西王母等图案，尤其是铭文内容，
恣肆浪漫表达了汉代人乐观率真
的生命幻想，正是当时社会的真实
写照。

“作佳镜哉真大好，上有仙人
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游天
下遨四海，寿如金石为国宝兮。”
这是汉代“佳镜”四神博局纹镜上
的铭文，这枚镜直径 19 厘米，圆
形，圆钮，圆钮座。锯齿纹及云气
纹缘。座外凹面宽带方格内饰十
二辰铭文，铭文间以十二乳钉。
主纹为博局纹，间以四神羽人禽
鸟纹，外饰一周铭文带，铭文带外
为一周直线纹。汉代铜镜中的铭
辞以凝练简约的语言、包罗万象
的内容，展现了汉代人的道德观、
伦理观，抒发了人们最质朴的情
感，这些贴近社会贴近生活的语
汇，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一直
影响至今。

“青盖作竟四夷服，多贺国家
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
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力，传告
后世乐无极。”是东汉“青盖”龙虎
纹镜上的铭文，这枚铜镜直径 12.3
厘米，圆形，圆钮，圆钮座。主纹为
环钮对峙的龙虎纹，外饰一周铭
文，铭文带外饰一周斜线纹。缘饰
两周锯齿纹夹双折线纹。“青盖”指
青色的车盖，汉制为太子、皇子所
乘之车，这里借指帝王。“多贺国家
人民息”，即是“忠”体现，可见平常
百姓也有很强的家国情怀，将国家
和个人命运紧密相连，祈盼国泰民
安、风调雨顺。“长保二亲得天力”，
就是孝道最朴实的表达，两千多年
来，“忠”“孝”观念早已成为中国伦
理思想的核心组成部分。从几枚
两千年的铜镜中可见，习俗一直在
变，而中华民族祈求健康长寿追求
美好生活的理念一直在传承。

□□白白 英英

汉代铜镜贺重阳

农历九月初九，是中国传统节日重阳节。二九相重，称为
“重九”，民间在这一天有登高的风俗，因而又称“登高节”。由
于九月初九“九九”谐音是“久久”，有长久之意，所以常在这个
日子祭祖与推行敬老活动。同时，民俗观念中“九”在数字中是
最大数，所以又有长寿的含意，寄托着人们对老人健康长寿的
祝福。重阳节在历史发展演变中杂糅多种民俗为一体，承载了
丰富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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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岂之（1927—），江苏南通人，中共党员，著名历
史学家、教育家、中国思想史家，西北大学教授、校长、
名誉校长。他 1952 年底到西北大学任讲师，1978 年
任副教授，1980 年任教授，1988 年获得国家级有突出
贡献专家称号，1988 年 12 月被评为陕西省优秀博士
生指导教师，1989 年 10 月荣获陕西省有突出贡献的
专家称号。现任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
博士生导师，西北大学名誉校长，清华大学双聘教授，

《华夏文化》（季刊）主编等。

人物小传：

张岂之教授等指导研究生张岂之教授等指导研究生（（左起左起：：张茂泽张茂泽、、方光华方光华、、张岂之张岂之、、
刘宝才刘宝才、、谢阳举谢阳举））

张岂之教授为研究所青年教师张岂之教授为研究所青年教师、、研究生授课研究生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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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汉代““大乐贵富大乐贵富””博局纹镜博局纹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