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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女老师两次上《百家讲坛》
曾开直播讲“古人爱情观”

“让有意义的文字变得有意思”是她一直努力的目标

“南朝著名诗人
谢脁曾说过，好诗圆美流转如

弹丸，诗歌应如弹丸般精巧流畅，因
此，古人的诗歌讲求押韵。”近日，在央视

《百家讲坛》节目中，重庆大学博雅学院副教
授、文学博士万曼璐以“古人怎么说话”为题，

带领观众一起感受了音韵之美。
事实上，这已经是万曼璐第二次登

上《百家讲坛》，上一次她曾以“千古家
书”为题，带领观众走进历史，从古人家
书中了解和学习家风、家训。她也曾
开直播为大家讲解魏晋时期“古人的
爱情观”，一个小时收获了186万多
人次在线观看。

万曼璐说，让有意义的文字
变得有意思，是她一直以来努
力的目标。她希望能够带领
学生，一起去感受古代汉

语和音韵的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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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登上《百家讲坛》

古代有没有方言？有没有普通
话？古人怎样称呼父母？古人说话就
像文言文一样吗？……诸如这样的问
题，万曼璐经常被问到。

被问得多了后，万曼璐觉得，大众
有对母语的兴趣和求知欲望，自己作为
音韵的研究者，或许可以进行一些科普
的工作。

“其实古人说话我们可能根本就听
不懂，他们说话的发音与现在大不一
样，并且随着时代更迭，文字的发音也
在不断演变。”万曼璐举例说，根据研究
发现，“父”字在某些地区的古人口中，
发的是“ba”的音。

此前已经登上过一次《百家讲坛》
的万曼璐认为，这种以声音为主的传播
形式，非常适合进行语言相关知识的普
及。因此，她在与节目编导商讨后，做
了一期“古人怎么说话”的专题，带领观
众一同穿越时空，从文献中抽丝剥茧，
一览汉语发音的历史变迁。

“我一开始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着手去做才深感不易。”很多问题如何
既让大众听得懂又不失专业严谨，是万
曼璐在此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为了
能让大家听得懂、愿意听，万曼璐不得
不放弃了一些专业性过强的内容，尽其
所能在专业和普及之间寻求平衡。

上一次录制节目，万曼璐是以“千
古家书”为主题，更为通俗易懂。由于
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教学，
万曼璐得以阅读许多古人的家书。

“提到‘家书’，我们总会首先想到
家风、家训，这固然是家书中留存的古
人智慧，却往往不太容易被人吸收。”万
曼璐说，“面对古人的家书，我更愿意用

‘理解’的方式体悟作者的处境，感受家
书背后细腻而复杂的情绪。”

她说，当真正深入历史情境，就能
够理解千年前的家书作者面对教育、爱
情这类亘古未变的话题时，有哪些思
考，又如何在个人情感、家国大义之间
周旋抉择。

“我之前是个过于理性的人，但读
了这些家书之后也在被治愈、被改变。”
万曼璐说，希望将这种感受传递给更多
人，让大家在古人家书中看到从古至
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古人爱情观

“果郡王躺雪地为甄嬛退烧这样的
桥段，早在魏晋就有了！”在一场快手直
播课中，1个多小时的古代“恋爱课”，

收获了186万多人次
在线观看。

万曼璐以《甄嬛传》剧中果郡王躺在
冰天雪地，用身体为发高烧的甄嬛降温的
场景举例。

《世说新语·惑溺》中记载：“荀奉倩
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
冷，还以身熨之。”

“也是在这样一个寒冬，荀奉倩的
妻子生病发热，急需降温。荀奉倩毅然
跑到院子里，让自己的身体冷却后，紧
贴着妻子给她降温。”万曼璐讲道。遗
憾的是，最后病妻还是去世了，荀奉倩
伤心过度，不久后也随她而去。

万曼璐平时就很喜欢看古装剧，她
会仔细观察由专业团队还原制作出的
服装、器具、糕点等自己以前“全靠想
象”的物品。她认为，高质量的古装剧
其实有利于培养当代大学生对古代文
化、古典文学的喜爱。

“如果学生们对电视剧里某个人物
特别感兴趣，那么也可能对他的生活，
对他所在的时代感兴趣，可能会更愿意
翻开这些经典。”她平时上课时也会跟
学生们讨论一些古装剧里的情节，发现
大家特别有共鸣。

荀奉倩固然痴情，但在万曼璐看
来，在魏晋时期，还有一位名人更是恋
爱“天花板”，那就是王献之。

书法“小圣”王献之曾写给第一任
妻子郗道茂情书：“虽奉对积年，可以为
尽日之欢，常苦不尽触额之畅。”这是在
诉说两人结婚多年，他感觉时光流逝很
快，日如弹指一挥间；同时，两人如胶似
漆，总觉得时间不够用。

“方欲与姊极当年之匹，以之偕老，
岂谓乖别至此！诸怀怅塞实深，当复何
由日夕见姊耶？俯仰悲咽，实无已已，

唯当绝气耳。”这是在讲述由于政治原
因，王献之被迫迎娶了贵为公主的第二
任妻子，但他心里却特别难受，为面临
与郗道茂的分离而悲痛万分。

在魏晋这样的乱世中，爱情却如磐
石一般坚固。“这一刻，人的生命短暂，
但爱情却永流传。”

万曼璐希望，这些跨越千百年，依
然鲜活的文字，可以给现代年轻人一些
启示。与古人的爱情故事相遇，去感动
去思考去共情，在这些历史故事中找到
爱的真谛。

“‘恋爱脑’每个时代都有，比如荀
奉倩、美男子潘岳，都属于为爱不顾一
切的‘恋爱脑’。”万曼璐认为，虽然“恋
爱脑”在很多情况下是一个贬义词，但
有时候，爱情本来就是一种冲动，而非
完全靠理智思考的结果。

她希望年轻人至少在大学阶段，不
妨在某种程度上有“恋爱脑”，感性地投
入一场恋爱中，去感受爱情的纯粹和真
实，而不是一味被理性地计算裹挟。

万曼璐特别喜欢的一句诗词，是
《诗经》中“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
如云，匪我思存。”这句诗是说，虽然看
到了很多女孩子在那里，但并不是我喜
欢的那一个。“我喜欢的那个人，哪怕穿
得特别简单，看起来不那么耀眼，但内
心跟我契合，让我眼里并无旁人。”

这是万曼璐的爱情观，她希望更多
年轻人可以排除世俗的观点，发自内心
去找到灵魂相契合的另一半。

让有意义的文字变得有意思

“我以前最向往的其实是法律专
业，当时考入复旦后被调剂到了中文系
也还是一心想要转去学法律。”万曼璐
说，但就在她步入大学的第一个学期，
就被教授们的渊博知识所折服。

万曼璐觉得，自己永远也不知道老
师们肚子里到底装了多少书，为什么很
多想法都能让自己醍醐灌顶。对文章
不那么“敏感”的万曼璐，在课堂上被一
次次“唤醒”，从此爱上了文学。

“下课的时候老师们经常会推荐一
些书，我就会第一时间冲到图书馆或书
店找来看。”渐渐地，万曼璐发现，自己
特别喜欢读古书，在阅读的过程中心中
会特别“安静”，她很享受这种安静。

大三的时候，万曼璐接触到了音
韵，虽然内容生僻，但音韵的学习解决
了很多她在看古书时产生的疑惑。“一
个文字你不知道它读什么，或者不知道
它在古代怎么读，又或者为何现在的发
音和从前不同，通过研究最终解开谜
题，帮助自己更深地理解古书，会获得
很大的成就感。”醉心于音韵研究的万
曼璐说，当时她便觉得，如果能一辈子
就保持这样“做喜欢做的事”的状态，就
会很幸福。

来到重庆大学任教后，她在博雅学
院给学生上通识课，开的第一门课是以
原典新读的方式带领同学们一起学习
《世说新语》，她带着学生们一起了解魏
晋时期的历史，研究古人的情感和志
趣，探寻那些活跃于时代的独立女性。

万曼璐认为，人文科学离不开人，
她喜欢把事“复盘”到人的身上，把人放
进时代的洪流中，这样同学们才能更好
地从文化艺术和文化思潮的变化中，理
解古人的情感，读懂流传下来的经典。

这些年来，她从面向学生的课堂走
向了面向社会的荧屏，还更新了自己的
自媒体号。万曼璐力求以“接地气”的
方式去传播传统文化，把生硬的古书用
故事的形式讲出来，通过视频、直播等
更多的形式，让有意义的文字变得有意
思，让更多人真正触及到传统文化更深
层次的内涵。

“当了老师后我才知道世界上有这
么幸福的工作，我可以读喜欢的书、做
喜欢的研究、把我的研究讲给学生们
听，还有人发工资。”万曼璐说，她觉得
她的工作可能就是世界上最快乐、最幸
福的工作。

新重庆-上游新闻记者 宋剑
摄影 甘侠义 实习生 梁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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