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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焦点
新华社香港 2 月 6 日

电(记者丁梓懿、闵捷)今
年香港的冬日异常寒冷，
人们刚刚送走这十年中最
冷的“立春”，又听闻一则
令人悲痛的消息：著名国
学大师饶宗颐先生 6 日凌
晨在香港与世长辞，享年
101 岁。

6 日中午，记者赶到
位于跑马地云地利道的饶
宗颐寓所楼下，安静的街
道上不时有车辆进出，其
中不少是闻讯赶来吊唁饶
公的人士。记者恰巧碰到
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馆
长李焯芬下楼送别到访的
客人。

“饶公今日凌晨在睡
梦中安详离世，无疾而终。
这对于百岁老人来说，是
一种福气。”李焯芬感慨地
说。据他透露，饶公的家人
和朋友们正在商量安排后
事，暂定 2 月 28 日举行悼念活动。

李焯芬说：“饶公最近身体蛮好，只是在 10 天前有
些肠胃不适，不过经过调理已经好了。就在 1 月 25 日，
饶公还来到山光道马会，出席‘饶学联汇’活动，与 20 多
家大学及研究机构的人员欢聚一堂，共话传统文化。”

李焯芬拿出手机，向记者展示那天聚会时所拍摄
的饶宗颐的照片。那日饶公身着红色外衣，头戴红色线
帽。想不到，那竟是饶公最后一次出席公开活动留下的
照片。

饶学基金会联席主席兼董事谢锦鹏向记者透露，
5 日晚 10 点多他曾与太太一起到饶公家做客。“当时
饶公在佣人的搀扶下来到客厅与大家见面，当听到大
家的夸奖时，饶公还微笑致意。”想不到一个多小时后
饶公就在睡梦中驾鹤西归，令人惋惜。

前不久，记者参加了在香港饶宗颐文化馆举行的
“莲莲吉庆——— 饶宗颐教授荷花书画巡回展”，展览展
出饶宗颐近 30 年来的约 40 套绘画及书法作品。这批
作品去年先后在中国多个城市及法国巴黎展出，并于
11 月亮相中国美术馆。

这位百岁老人尽管年事已高，却依然过着忙碌的
日子：去年 12 月在广东东莞，他为以饶宗颐命名的美
术馆铲土奠基；去年 11 月在北京，饶宗颐出席“莲莲吉
庆——— 饶宗颐教授荷花书画巡回展”开幕式，并向中国
美术馆捐赠其 10件(套)作品；去年 6 月在法国巴黎，
巡回展开幕，饶宗颐以期颐之年亲临巴黎，这也是他首
次在法国办展。

饶宗颐去年还出席了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
揭牌仪式、“敦煌韵致——— 饶宗颐教授之敦煌学术艺术
展”及“西泠印社创社四君子暨历任社长书画篆刻作品
展”等活动。百岁高龄的饶公生前仍不时出席各类社会
文化活动，令人感佩。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6 日代表香港特区政
府，向饶宗颐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她表示：“我对饶宗
颐教授辞世，深感哀痛。我有幸认识饶公多年，并于担
任发展局局长期间直接参与于政府活化历史建筑伙伴
计划下的饶宗颐文化馆的设立；我和饶公及他的家人
感情深厚，多年来得到他老人家的亲自教诲，令我获益
良多。”

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 6 日前往饶公家中吊唁，
他称赞饶宗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者，“一带一
路”文化传播的践行者，是中华文化自信的表率。他的
学术造诣、艺术成就和国家情怀受到广泛称赞，他是香
港的自豪，也是国家的骄傲。

在饶宗颐寓所对面，是香港圣保禄中学。记者结束
采访离开的路上，一辆大巴校车驶过，车身上饶宗颐先
生题写的“南区文学径”赫然映入眼帘。大师已去，但他
留下的精神财富将在后世长久流传。

新华社香港 2 月 6 日电(记者颜昊)著名国
学大师饶宗颐 6 日凌晨于香港逝世。消息传来，
香港各界无不嗟叹惋惜和深切哀悼，对大师一
生治学和问道之路致以崇高的敬意。香港特区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更形容其为“香港和世界学
术和艺术界的瑰宝”。

秉承家学 崭露头角

公元 1917 年，岁在丁巳，饶宗颐出生于广
东潮州一个殷实的家庭，他的父亲饶锷是当地
知名学者和工商金融界名流。饶宗颐自幼秉承
家庭教育，博览群书，家中的天啸楼是当时粤东
最大的藏书楼。

饶宗颐自幼被父亲训练写诗、填词，写骈文
和散文，打下佛学和目录学基础。他生前曾表
示，在无拘无束的学习环境下，他从小就养成了
独特的学习习惯和方法，这对他以后做各方面
的学问研究很有帮助。

年仅 14 岁，饶宗颐即完成《顾亭林学案》一
书，轰动一时；18 岁就完成了父亲未完成的著
作《潮州艺文志》，20 岁出头就被聘为中山大学
的研究员。1938 年，为躲避侵华日军，他随中山
大学迁往云南但病倒在途中，滞留在香港期间
先后结识了商务印书馆前任总经理王云五和近
现代著名学者叶恭绰，从此正式步入国学研究
的大门。

1949 年，饶宗颐移居香港，任教于新亚书
院等学府。来港以后，饶宗颐凭借香港中西交汇
的地缘优势，不断拓展治学规模并进军国际汉
学界，从研究乡邦文献的才子，逐渐成长为世所
罕见的国际汉学宗师。

饶宗颐学术研究范围颇广，古今跨度甚宽。
从古文字学、甲骨学、考古学、目录学，到经学、
礼学、敦煌学、宗教学；从地方史志、中印关系
史，到海上交通史，不一而足。除了学术以外，他
在音律、书画方面的创作也是别具一格，受到广
泛赞誉。

饶宗颐一生治学严谨，先是与钱钟书并称
“北钱南饶”；钱钟书去世以后，又与季羡林并称
“北季南饶”。学术界称他为“国际瞩目的汉学泰
斗”“整个亚洲文化的骄傲”。

学贯中西 著作等身

上世纪 60 年代，饶宗颐开始研究敦煌经卷
在学术和艺术方面的影响，上世纪 80 年代走访
敦煌，东学西渐，通观互补，在敦煌学领域造诣
非凡。他生前回忆，1962 年第一次前往莫高窟，
当时环境很艰苦，但是乐趣无穷，因为自己亲身
印证了所学到的东西，而且受此启发又产生了
新的问题。

除了通晓英、德、日、印度、伊拉克等国的语
言文字外，饶宗颐还精通希伯来文和巴比伦古楔
形文字，进而研究西亚历史文献。他曾穷十年之
力，将世界最早史诗之一、以楔形文字书写的阿
克得人神话集翻译成中文，并于 1976 年出版成

《近东开辟史诗》。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全文翻译
古代西亚史，填补了中国对古代西亚神话研究和
西亚早期历史研究的空白。

在 80 多年的学术生涯中，饶宗颐共出版了
100 余种学术及艺术著作、1000 余篇学术论文，
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除《近东开辟史诗》
外，其他重要的著作还包括：1956年出版的《敦煌
本老子想尔注校笺》、1959 年和 1963 年出版的

《殷代贞卜人物通考》和《词籍考》等。
饶宗颐作为研究敦煌本《老子想尔注》的第

一人，其《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出版后引起
了 20世纪 50 年代欧洲对道教的研究热潮，巴
黎大学中国学院更选定此书为教材。《词籍考》
则为学术史上第一部以目录学和版本学研究词
学的著作，其研究方法与角度为词学研究提供
了丰富的研究资料与基础。

在中外关系史方面最值得称道的是，上世
纪 70 年代，饶宗颐在发表的《海道之丝路与昆
仑舶》中第一个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
论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起因、航线和海舶，广
为国内外学界认同和称颂。

“正己养气，奇以治学”。饶公治学尚新尚
奇，开风气、辟新域、出奇兵，在众多新鲜的领域
开荒播种，创造了诸多第一：在甲骨学方面，他
是第一位讲述巴黎、日本所藏甲骨文的学者；他
是学术界第一位系统研究殷代贞卜人物的学
者；在敦煌学领域，他首次将敦煌本《文心雕龙》
公之于世，并撰写第一篇研究论文，又是研究敦
煌写卷书法的第一人；他是撰写宋、元琴史的首
位学者，并首次研究了西晋陆机《文赋》与音乐
的关系……

乐观旷达 自成一家

除了学术成就外，饶宗颐在艺术领域也卓
有成就。他的书画作品风格独特，尤以“饶氏本
色隶书”而享有盛誉。他所书写的《心经简林》矗
立在大屿山岛的昂坪，已经成为香港的重要地
标之一。他在古琴上的造诣、在旧体文学创作等
方面的成就，也都广受赞誉。

“闲中有富贵，寿外更康宁”。正如陆游笔下
的诗句，饶宗颐一生健谈、乐观，耄耋之年仍不
时参加社会活动，更与大家分享长寿秘诀和人
生态度：心胸豁达、心态乐观，珍重、克制，以及
静坐、散步、早睡等。

2017 年 9 月，饶宗颐诞辰百岁之际，香港
邮政特别发行一套以“饶宗颐教授画作及书法”
为主题的邮票及小型张。这套邮票及小型张精
选了饶宗颐五幅中国画山水花鸟作品及两幅书
法作品，以展现及纪念他“承前启后、自成一家”
的书画风格。

香港大学于 2014 年 1 月向饶宗颐先生授
予“桂冠学人”荣誉头衔，这是香港大学最高学
术荣誉。为表彰他在学术领域的杰出成就，香港
特区政府于 2000 年授予饶宗颐先生特区授勋
制度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

因其在国际汉学界的崇高地位，饶宗颐于
2012 年被选举为历史悠久的法兰西学院铭文
与美文学院外籍院士，为亚洲首位获此殊荣的
汉学家。2011 年 7 月，经国际天文联合会小行
星命名委员会批准，由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于
1978 年发现的一颗小行星被正式命名为“饶宗
颐星”。

“国际瞩目的汉学泰斗”“整个亚洲文化的骄傲”

著名国学大师饶宗颐在香港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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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饶宗颐文化馆拍摄的国学大师饶宗颐照片（2017 年 4 月 1 日摄）。新华社记者李鹏摄

享期颐之年，著等身之作，饶宗颐先生 6 日
在香港逝世。这位学贯中西、涉猎广博的一代国
学大师，从甲骨简帛到敦煌文献，从经学礼乐到
文学史学，从艺术宗教到中外交往史，无不成就
卓然。文化大师离去引发国人缅怀，其中有一位
网友的感慨颇具诗意：“世上已无饶宗颐，天上
又多文曲星”。

“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中国古人认
为，星辰与文化有相似之处。与人生比，星辰亘
古不熄，而文化影响力同样恒久致远，我们凭借
星辰了解时节和方位，我们运用文化增长智慧
和才干。老子孔子的容貌难以推测，而《道德经》
和《论语》还在我们案头；春秋战国的竹简凤毛
麟角，而诸子百家学说至今流传；宫阙万间已然
化作黄土，而唐诗宋词依旧朗朗上口。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文化大师们无疑是灿
烂的群星。古往今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部文
化发展史，而一部文化发展史，从某种角度上讲
也是一部文化大师史。文化有如浩瀚的大洋，汇
聚了每一代人、每一个人的心力，而文化大师则
更像大江大河，集结起涓涓细流，直入东海，承
前启后，继往开来。

“周虽旧邦，其命惟新”，中华民族生生不
息，而中华文化则为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
撑。纵观中国历史，文化大师们往往历经艰难
而百折不回，治学不倦，弦歌不辍，赓续了文
化传统，维系着文化命脉。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
自信。参详近代以来文化大师的奉献，我们会
发现，他们都有着坚定的文化自信。这种自信
来自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来自对中国传统的
精通。由此而生发的爱国、爱乡之情，使他们
尽管处在外患深重、国脉如缕时，也不改初
衷，坚信中华有重光之日，“岁寒，然后知松柏
之后凋也。”

历史告诉我们，国家兴旺，文化必会昌
盛。然而，文化昌盛需要时间涵养，更离不开
一代又一代人的奉献。只有充满文化自信的
人，才能无怨无悔地投身于社会建设。“江山
代有才人出”，大师已逝，我们不但要珍视他
们的学术成果，更要珍惜他们的文化自信，这
才是大师们留给后人最为宝贵的财富。大师
的背影，彰显文化自信的力量。
(记者冯源、段菁菁)新华社北京 2 月 6 日电

大师的背影，彰显文化自信的力量

新华社北京 2 月 6 日电(记者齐中熙、樊
曦、赵文君)新春日近，春运渐忙。把时间的纵深
拉长，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春运，我们能
发现发生了哪些巨大的变化？

变迁 1 ：从 1 亿到近 30 亿

翻阅新中国春运历史，最早可上溯到 1954
年。当年，“春运”二字第一次出现在媒体上，有
关方面也确定了“以铁道部统一指挥协调，必要
时请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及解放
军协助”做好相关工作的原则。

春运真正成为一个社会关注焦点，还得从
改革开放开始时算起。改革的春潮让中国人口
得以大规模流动，收入的提高让人们有闲钱旅
游，民工流、学生流、探亲流、旅游流开始在春运
汇聚。1979 年，我国春运历史性突破 1亿人次。
“一票难求”成为此后每年春运的焦点。

2018 年春运，预计全国旅客发送量将达
29 . 8亿人次，与去年基本持平。四十年间，春运
规模扩大了 30 倍。

变迁 2 ：时速 40 公里到 350 公里

经历过十几年前甚至更早春运的人不会忘
记绿皮车。那一节节车厢寄托着对家乡的思念，
也承载着归家路途的艰辛，不仅仅是车厢的拥
挤，还有走走停停缓慢的速度。那时，全国铁路
平均时速不到 40公里。

2007 年 4 月 18 日，首趟时速 200公里动
车组列车在上海站始发，我国由此迈入动车时
代。现在，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 12 . 7 万公里，
其中时速在 250 公里以上的高铁超过 2 . 5 万
公里，居世界第一。

如今，时速 350公里的“复兴号”高铁动车
组越来越多。从北京到上海大约 1300公里的距

离，几十年前几乎要一天一夜，现在最快只要 4
个多小时。高铁将时空距离大大压缩。

2018 年，随着 3038公里新建高铁加入春
运，铁路整体发送人数至少增加 3000 万人次，
其中约 6 成是乘高铁出行。

变迁 3 ：从“小窗口”到“大数据”

“买票”是几十年来春运永恒的主题。但如
何买票这些年有了天壤之别。

中国铁路总公司客运部副主任黄欣以前在
广铁集团工作，20 多年前就开始从事春运客运
服务。据他回忆，那时广州站前密密麻麻的排队
人群能甩出几公里外。到了夜里，人们带着铺盖
卷在售票窗口前打地铺通宵排队。

如今，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新一代铁路客
票系统的研发使用，人们通过网络“动动指尖”
即可购票。“12306 现在日均页面浏览量达到
556 . 7亿次，最高峰时页面浏览量达 813 . 4亿
次，1 小时最高点击量近 60亿次，平均每秒约
165 万次。处理能力达到每天 1500 万张。”铁科
院电子所副所长朱建生说。

现在，互联网包括手机 APP售票量占总售
票量的 6 成以上，大城市超过 8 成。

变迁 4 ：从“战场”到“机场”

“就像打仗一样，在车站几十天不能回家，
每天在车站广场和候车室疏导人流，生怕出
事。”每当提起当年的春运，已经退休的北京西
站原党委副书记姚鸿仁仍然心有余悸。

黄欣回忆当年“惊心动魄的场面”说，那时
车站、候车室全是人啊，密密麻麻的人头看着吓
人。人们像潮水一样，一拨“潮退”后候车广场满
是挤掉的鞋子。“一到春运，每天一睁眼最怕就
是聚集在车站里人群走不了，发生踩踏这样的
事故，每天胆战心惊。”黄欣说。

当年春运时的火车站犹如“战场”，让现在
坐惯了高铁的人难以想象。如今的高铁车站已
经跟机场差别不大，更多人喜欢算计好时间到
达车站，通过电子设备自行打印车票，然后可以
逛逛里面的商场买点特产，或者坐下来喝杯咖

啡候车。

变迁 5 ：从忍饥挨饿到网络订餐

“在火车上还能吃到热乎乎地道的红烧肉，
以前真是不敢想！”春运期间，家住包头的常先
生在北京至呼和浩特的 Z315 次列车餐车上乐
呵呵说道。

今年春运，呼和浩特铁路局集团针对不同
层次需求，率先在 Z315/6 次、Z317/8 次列车推
出“中式快餐”预订和送餐服务，让旅客尽情享
受“舌尖”上的春运。

火车吃饭是个大问题。过去的绿皮车，能上
去已经不易，要想在车上吃上热饭热菜是件奢
侈的事儿。随着乘车环境逐步改善，人们能吃上
列车供应的盒饭，更多人选择自带干粮。
据一些退休的铁路列车员回忆，那时带什么

的都有，有带烙饼大葱的，带饭盒的，后来带面
包、火腿肠、方便面的越来越多，条件好点的甚至
带上烧鸡啤酒。列车上有一节餐车，还有小推车
送的盒饭，每趟车最便宜的盒饭总是卖得最快。

现在，列车上的盒饭越来越丰富，从 15 元
到七八十元的都有。去年夏天开始，铁路推出了
动车组列车互联网订餐服务，人们在高铁列车
上的餐饮更加丰富了：不仅有肯德基、真功夫这
类快餐，还有牛肉面、狮子头、盐水鸭等地方特
色美食。

变迁 6 ：从绕来绕去到四通八达

在人们记忆中，春运总是和铁路列车紧紧
联系在一起。其实春运公路出行才是“大头”。在
今年近 30 亿人次客流中，铁路运送的不足 4
亿，80%以上都通过公路回家。
因为有了公路，我们再不用搭拖拉机甚至马

车，而是开上了小轿车、坐上了大巴；因为有了桥
梁，我们再不用坐小渡船；因为通了隧道，我们再
不用在大山里绕来绕去……如今，四通八达的路
网让回家之路越来越轻松、快捷、安全。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每百平方公里的公路
密度只有 9 . 1 公里。现在，这一数字扩大了 5
倍多，达到每百平方公里 48 . 92公里。

我国高速公路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才开
始建设。1988 年，沪(上海)嘉(嘉定)高速公路
通车，标志着我国高速公路零的突破。1999
年，我国高速公路里程突破 1 万公里，去年达
到 13 . 6 万公里，高速公路已覆盖全国 97%
的 20 万以上人口城市及地级行政中心。

变迁 7 ：从锅碗瓢盆到快递上门

无论你是通过什么方式回家，总要带上行
李。这些年，人们的行李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往前倒十年，火车站、长途汽车站里，那
种“你挑着担，我牵着孩儿，锅碗瓢盆和铺盖
卷全带上，行李里面就是一个小家”的镜头
到处都是。务工回家的人们尽可能带上更多
回乡的年货，还有不忍丢弃的生活用品。

如今，春运中，人们肩上的担子越来越轻，
步履也不像以前那么沉重。行李少了，一方面
说明生活好了，城乡差距缩小了，以前只有城
里能买到的东西如今农村也有了。另一方面，
蓬勃兴起的电商充当起了年货的“搬运工”。

据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监管研
究处负责人介绍，现在越来越多人提前网购
年货，人还没到年货先到。去年春运期间每天
有超过 1亿件的包裹在路上，其中 6 成以上
都是年货。

变迁 8 ：从“回家”到“旅游”

老话讲“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无论路上
多辛苦，过年是一定要回到家乡和父母身边。
近些年来，带上家人出去旅游过年渐成时尚，
北方人南下“取暖”、南方人北上“猫冬”，甚至
举家出国旅游的越来越多。

2017 年春节期间，全国共接待游客
3 . 44亿人次，同比增长 13 . 8%，今年这一数
据只多不少。

据携程旅游预测，2018 年春节将成旅游
过年、出国过年“史上最热”春节，出境游人数
在 600 万以上，出行涉 100 多个出发城市，到
达全球 60 多个国家、280 多个目的地，最远
抵达南极。

改革开放四十年，春运实现八大变

■新华时评

▲ 2 月 6 日凌晨时分，江西鹰潭工务机械段的职
工在钢轨边对其厚度进行测量。

春运大幕开启，江西鹰潭工务机械段的工作人员
更加忙碌起来。江西鹰潭工务机械段担负赣闽两省的
普速和高速铁路线的养护及大、中维修施工，任务繁
重。由于常年在外作业，这群钢轨“打磨师”住的是由绿
皮火车车厢改造成的宿营车。宿营车经常流动，有时用
水用电都很困难，生活条件艰苦，但是他们依然 24 小
时坚守岗位。虽然无法陪伴家人，但他们希望用自己辛
勤的工作，为出行的旅客带去便捷。新华社发（汪翰摄）

▲春运期间，在由南昌开往北京的 Z68 次列车
上，部分乘务员和旅客一同展示服务标语，为紧张的春
运工作增添不少暖意。 （万芳摄）

“流动大篷车”里的春运值守

紧张春运添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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