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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典】 天命靡常，唯德是
辅。——西周周公 见《尚书·多士》

【译文】 上天不会把皇权固
定地授予哪家哪姓，只辅佐那些
有道德的君王。

【解读】 周 公 ， 姓 姬 ， 名
旦，亦称叔旦，生卒年不详。据
记载，周文王姬昌总共有 17 个
儿子，大儿子叫伯邑考，按 《封
神演义》 上说，当年周文王被囚
禁在羑里城——就是商朝的国家
监狱，殷纣王和妲己为了侮辱周
文王，把伯邑考做成肉糊逼迫文
王给吞吃了；二儿子叫姬发，就
是周武王；周公应当是第四子，
因封地在周，故称周公或周公
旦。周公的主要历史功绩大致有
这么四项：一是定国。帮助周武
王推翻了商朝，建立了周朝。二
是安邦。辅佐幼主，平定“三监
之乱”。三是建都。兴建东都洛
邑，形成宗周成周两个中心；成
立“成周八师”，监视殷商遗民。
四是治国。《尚书大传》 说：“周
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
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
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
成王。”在还政成王前后，周公把

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在制礼作乐
上，就是建立了一系列治国理政
的典章制度和统一仪式，在巩固
和发展周王朝的统治上起了关键
性的作用，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也
产生了深远影响。周公不仅是卓
越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
还被尊为儒学思想的奠基人，是
孔子最崇敬的古代圣人。《论语》
中孔子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
不复梦见周公。”孔子之后的
1000多年间，历史上一直以“周
孔并称”。周公的思想言论主要集
中在 《尚书》 的 《大诰》《康诰》
《酒诰》《多士》《无逸》《多方》
诸篇中，这些思想是后来儒家主
张“德治”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

下面我们概括介绍一下周
公所处的历史背景。我把它归
纳为八大“难题”：第一，本钱
太小，收益太大。周的先祖叫
后稷，传说是种庄稼的鼻祖，
也就是中国农业的老祖宗，早
期主要活动在关中平原，后来
经过多少代的勤劳致富，渐渐
发展壮大起来，成为诸侯中的
佼佼者，也早已引起了商王朝
的高度警戒，殷纣王的父亲杀

死了周公的爷爷，殷纣王又囚
禁了周公的父亲，还弄死了周
公的大哥。幸亏殷纣王贪财好
色，姜太公搜罗了大量的珍宝
美女送给殷纣王，这才救出了
周公的父亲。周文王出来后就
开 始 谋 划 推 翻 商 朝 的 残 暴 统
治，励精图治，厉兵秣马，但
还未付诸实施就先驾鹤西去。
周武王继承父志，大会八百诸
侯于孟津，趁殷纣王主力部队
东征平叛、国都空虚的时候，
杀入朝歌，殷纣王仓皇逃到鹿
台自焚，商朝灭亡，用几万人
军队的小成本做成了推翻拥有
几 十 万 军 队 的 商 帝 国 的 大 买
卖 ，“ 小 邦 周 ” 赚 得 “ 大 邑
商”。这一把赚得有点过大了，
这么丰硕的革命成果未必巩固
得住。第二，主力未灭，羽翼未
消。攻入朝歌，逼死纣王，只相
当于军事上的“斩首行动”，商
朝的主力部队并没有消灭，皇亲
国戚各级贵族等也并未剿灭，特
别是商朝在东部的许多诸侯国更
没有臣服。这些都是新生政权潜
在的巨大隐患。第三，内忧未
平，外患又起。周武王病逝，幼

主成王还是个小孩子，周公只好
代为主持朝政。这一举措引起了
同胞兄弟们的猜忌和不满，周公
的三个兄弟管叔、蔡叔、霍叔趁
机到处煽风点火，说周公很可能

打着摄政的旗号行篡位之实，然
后就联合了商遗民发动了著名的

“三监之乱”。第四，京城遥远，
鞭长莫及。周朝王都宗周远在关
中，光送个信儿就得多少天快
马飞奔，更不消说劳师远征，
一 旦 有 事 ， 还 得 分 兵 保 卫 京
师，战略上十分被动。第五，地
盘骤增，管控很难。大家知道，
夏部族的老根儿在伊洛河平原，
商部族的老窝是黄淮平原再加上
华北平原的一部分，而原来的小
邦周的地盘仅限于关中平原。现
在除了这三大平原之外，南边又
增加了江汉平原，东南增加了吴
越水乡，地盘一下子扩大了几倍
甚至十几倍，管控上明显地力不
从心。第六，殷人不服，思想混
乱。在商贵族看来，殷纣王一个
人的残暴昏庸并不代表商朝的整
个官僚机器都腐败无能，另外殷
遗民长期养成的泱泱大国心态，
对于新政权怎么玩转这么一部庞
大的国家机器、怎样重建统治秩
序还抱着看笑话的心理；同时，
神力、王权、民心到底谁是主宰
王朝兴衰、政权更替的决定性力
量，思想界还很混乱。第七，经

济落后，文明滞后。当时周部族
还处于低端的农耕文明，而商朝
的青铜器等手工业已经达到很高
水平，商业也相当发达，政治文
明、社会文明也不在一个水平面
上。第八，除旧容易，布新艰
难。打江山谋划得很到位，但坐
江山明显准备不足，各种秩序都
面临着空前繁重的重建任务。正
像周公在 《大诰》 中说的，我的
处境就好像渡过深渊那样危险。

面对如此复杂的政治困境，
要想渡难关、涉险滩，并且从根
本上实现周王朝的长治久安，就
要求当政者必须保持头脑清醒。
在周公看来，商王朝之所以丧失
政权，最根本的原因是殷纣王暴
虐无道、失去民心。在天意、王
权和民心三者之间，殷人一直认
死理说王权来自天命，殷纣王临
死前还信心满满地说：“我生不
有，命在天乎？！”啥意思呢，我的
统治地位也不是我自己想要的，那
完全是老天爷格外垂青我送到我手
里的，别人是弄不走的，真是糊涂
到家了。但周公完全不这么看。什
么天意？民意就是天意！ “民之
所欲，天必从之。” “天视自我民

视，天听自我民听。” “人无于水
监，当于民监。”最后这句话需要
解释一下，这个“监”在古汉语里
通“鉴”，就是镜子。周公说，不
要只把水当镜子，而应当把民心作
为最好的镜子，民意的臧否，是上
天决定是否授予你王权的唯一标
准，一下子把王位的授予权与回收
权从天上拉到地上，从神界拉到人
间，这在当时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
认识上的巨大飞跃！德即得，有德
才能得；无德则无得。这是周公对
周王朝甚至整个中国古代历史在
政治思想方面的最杰出贡献之一。

基于这样一种正确认识，那
么，接下来周公就很自然地提出
了他的“德政”主张和“礼治”
措施。就治国理政而言，“德”和

“礼”是“里”和“表”的关系，
德是精神内核，礼是治理方式。
这两件法宝，既着手破解当前困
局，更着眼将来长治久安。周公
的“德政”主张是在总结了夏、
商两代末君因暴政亡国的历史教
训的基础上，反其道而行之提出
来的，因为“天命靡常，
唯德是从“，你因暴政亡
国，我用德政兴国。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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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一个人，一段历
史，一束思想，一种文化，一个
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源泉。

——《廉语金典》

连连 载载

♣ 李志胜

大寒之冷
早晨睁开眼，发觉窗外比往日

亮些，不觉心中一动。披衣起身来
到窗前看，果不其然，这雪“千呼
万唤始出来”。

“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梅俗了
人”。有雪来，自然会想起梅的身影。

“ 雪 里 常 插 梅 花 醉 ”。 时 值 腊
月，没有看到梅花来，看到的却是
蜡梅。梅花的娉婷身影，约两个月
后才能惊鸿一现。此刻，她在等待
邀约的门票。

这个冬日，首次看到蜡梅。那
日，穿过一条小巷，不经意间，看见
一株蜡梅，娉娉婷婷，伫立在巷子一
角。她旁逸斜出的虬枝，删繁就简，
枯瘦之中，尽显凛然逼人的风骨。没
有雪来，她却兀自喜庆热闹着，笑开
了满树的花朵。那花朵儿身影纤弱，
玲珑可爱，像刚出阁的少女，羞羞答
答，微启朱唇，朵朵含蓄。其色金黄
似蜡，花瓣儿薄薄，却光滑透亮、细
腻如丝，集结起来，却有了气势，满
枝都是她浅笑盈盈的眸子，掩饰不住
内心澎湃的激情。

世人多以为，蜡梅是标准梅家
子弟，其实不然。蜡梅虽然名曰

“梅”，却与梅花属于不同家族。蜡
梅属蜡梅科落叶灌木，枝丛生，小

枝多直立生长；梅花则为蔷薇科乔
木，有主干，常具枝刺。蜡梅因其
花蜡黄色，芳香，花瓣有光泽，似
蜡质，故得名。因花形似梅，且在
农历腊月开放，又名腊梅。

看肤表，蜡梅与梅花有差异，
蜡梅枝干灰白色，梅花枝干黝黑。

观花色，蜡梅与梅花不一般。
梅花艳丽多姿，白、粉、深红、紫
红等，让人目不暇接，罕见黄色。

“曾与诗翁定花品，一丘一壑过姚
黄”“闻君寺后野梅发，香蜜染成宫
样黄”“天然金蕊弄群英，谁信鹅黄
染得成”“蜜蜂底物是生涯，花作糇
粮蜡作家。岁晚略无花可采，却将
香蜡吐成花”……蜡梅以蜡黄色为
主，或纯黄色、淡黄色、金黄色，
或墨黄色、紫黄色、黄白色，或银
白色、雪白色、淡白色，不一而足。

闻花香，多数梅花无香味，而
多数蜡梅香气袭人。“少熔蜡泪装应
似，多热龙涎臭不如”“一花香千
里，更值满枝开”“谁遗一格香最
胜，故应有容问何如”……对于蜡
梅之香，古今文人骚客，从不吝惜
笔 墨 。“ 玉 质 紫 金 衣 ， 香 雪 随 风
荡”，在这数九隆冬，她羞涩的骨
朵、欲放的苞蕾、灿烂的花冠、沁

心的香味，让人心中不啻沐浴春
风，荡起暖暖的涟漪。难怪，李笠
翁会在 《闲情偶寄》 中说，蜡梅与
玫瑰为异姓兄弟，因其“气味相
孚，皆造浓艳之极致，殆不留余地
待人者矣”。

由此来看，“疏影横斜水清浅，
暗香浮动月黄昏”，林逋这句诗，人
常道将梅花的姿容、神韵描绘得淋
漓尽致，却是对所有的蜡梅说的。

蜡梅别名极多，叫腊木、黄梅
花、香梅、雪里花、早梅、雪梅。
让人欢喜得紧的，是“素儿”这个
芳名。“芳菲意浅姿容淡，忆得素儿
如此梅”。正如这个别名，蜡梅生长
缓慢，枝弱冠小，朴素无华，似乎
从来不打眼。殊不知，她在暗暗地
积攒生机和力量。她的花期较长，
在头年四月，叶腋间花粒始萌，深
秋历霜，花粒饱和，渐渐育成花
蕾，却隐忍不发。入冬寒潮初起，
精神抖擞的她，方才见寒起意，细
枝之上，鹅黄色花骨朵，虽只如米
粒大，宛若坚强的嫩喙，果敢地啄
破生命的屏障，让枝头丛丛簇簇的
奇艳花朵，把一年一度的心事，渲
染成一片壮观的美丽，直到第二年
二三月方休。这般行径，怎会辱了

寒客、久客的名头？
她在沉默中开放的神态，让人

有了抗争的力量和信心。
花“将开未开”之时，是古人

眼中最佳赏花时。“当年腊月半，已
觉梅花阑。不信今春晚，俱来雪里
看。” 滴水成冰、草木衰败的寒冬，
蜡梅“枝横碧玉天然瘦、蕊破黄金
分外香”，自然值得“探梅”“赏
梅”。“小阁明窗半掩门，看书作睡
正昏昏。无端却被梅花恼，特地吹
香破梦魂。”雪中赏梅，好事一桩；
瓶插梅花，暗香浮动，满室飘幽；
邀友相聚，踏雪寻梅，幽雅情趣，
自然而生。

在 《本 草 纲 目》 中 ， 李 时 珍
说，“蜡梅花味甘、微苦，采花炸
熟，水浸淘净，油盐调食”， 既是味
道颇佳的食品，又能“解热生津”，
尤其是雪梅，更是药中极品。不知
当年东坡先生在用蜡梅之名时，是
否知道蜡梅有这般的功用，在颠沛
流离时，这小小的美食，或许能给
他一些慰藉，不独旷达。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在
这岁尾之时，品不到蜡梅的美食，没
有思念中的人，雪中蜡梅开放的身
姿，能在想象中复生，也是挺好的。

雪中蜡梅开
♣ 任崇喜

大寒，是天气寒冷到极点的
意思。清《授时通考·天时》有言：

“大寒为中者，上形于小寒，故谓
之大……寒气之逆极，故谓大寒。”

“大寒大寒，冻成一团”。大寒
节气的冷，是自然常态。但不惧
冷、不畏冷，敢于向寒冷作斗争，进
而“倚天屠龙”“笑傲江湖”，则属于
人人称道的“与天斗，与地斗，其乐
无穷”的正能量范畴了。

小时候这个季节，地里农活
少，也没现在这么多文化娱乐活
动，大人们忙“大寒迎年”，小孩子
热衷于演练“冰戏”——三人结伙，
五人成群，寻村边坑塘冻得最结实、
最厚的地方，溜冰、推滑车、打陀
螺。日上三竿时，还会刻意地觅些
冻得稀薄的水面用脚踩踩，闻听一
下那“一走一咔嚓”令人心悸的响裂
声。偶有谁不慎跌落冰水中，湿了
衣裤，大家就订立“攻守同盟”，以尽
可能地逃避大人们的训斥。

俄国社会活动家柯罗连科有
句名言：“生活就是战斗。”现实生
活中，我是很钦佩那些喜爱冬泳的
人。尽管我只是个“旱鸭子”，但并
不妨碍我日益增强的审美观和健
身观。闲暇与身边一位老冬泳人
聊天，他告诉我说，冬泳有十大乐
趣：一气爽，二神清，三身轻，四足
食，五睡熟，六交广，七心美，八增
识，九少病，十延寿。

当然，冬泳这种“冬运时尚”或
许只是对于城中人来讲的。对于
我那居住在黄河大堤旁香亭小村
的乡亲们来说，大寒来临，仅是忙
吃、忙喝、忙玩而已。因为俗语道：

“过了大寒，又是一年（农历）。”在
大寒至农历新年这一段时间，家家
户户扫尘、糊窗、蒸供、做牙、赶集、
洗浴等，以顺应汉·应劭《风俗要
义》中的“交代”：腊者，猎也，言田
猎取禽兽，以祭祀其先祖也。或
曰：腊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
以报功也。

大寒所在的农历十二月，称之
为“腊月”，最早的源头也就在这里
——祭祀的月份。所以古时候，祭
祀是大寒节气最紧要、必须做的事
儿。史书上有关“做牙”的风俗是
这样描述的：“做牙，亦称‘做牙
祭’，原本是祭祀土地公公的仪式，
俗称的美餐一顿为‘打牙祭’，即由
此而来……”“做牙”有“头牙”和“尾
牙”的讲究。“头牙”在农历的二月
二，“尾牙”在腊月的十六，届时全家
人要坐一起“食尾牙”。但如此风
俗，早年对那雇工来说，“尾牙”却不
是好食的，因为雇主往往会在“食尾
牙”的餐桌上决定雇工来年的去留，
故有“吃头牙粘嘴须，吃尾牙面忧
忧”一说。现代企业流行的“年
会”，即是旧时“尾牙祭”的遗俗。

时下人们口中的“打牙祭”，正
日渐演变成一个怀旧符号，被“安
插”在大寒季节这篇“冰雕玉琢”文
章的字里行间。早年的穷困与无
奈，慢慢消失；传统的欢乐和质朴
的笑声，依旧不可遏止地像迎新春
的香气，袅袅娜娜，散溢开来。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大寒的
冷，终究要过去，就看智慧的人们，
如何去应对、防御和抵抗了。在

“鸡乳育也，征鸟厉疾，水泽腹坚”
这段日子里，农事方面不要忘了加
强灾害性天气的应对，生产管理方
面须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粮
食人都清楚，暖冬会让逾冬的小麦
疯长，实际生活中，时而用大寒之
冷，像早年农民拉石磙为麦田“蹲”
一下苗儿，很有必要。

汉字“家”是个会意字，甲骨文字
形，上面宝盖头“宀”，谓房屋；下面一
个“豕”字，猪形：长吻，大腹，四蹄，有
尾，即猪。古代生产力低下，人们多在
屋子里养猪，所以房子里有猪就成了
人家的标志。另外，陈豕于室，也是古
人祭祀的一种方式。

人类驯化野猪家养的历史相当悠
久，但到16世纪才广为流传。我国饲
养的家猪即人类最早驯养的猪的直系
后代，已有七八千年历史了。汉文化
中，人和猪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猪被
民间称为六畜之首，象征着财富和福
气，并被作为十二生肖的压阵之物，给
人们带来吉祥。

猪给人提供经济上的实惠、富足，
也给人带来百食不厌的美味。俗话：

“杀猪过年，样样齐全。”说的就是过年
了如果能杀一头猪，一年的开销便都有
了，一家人也能像模像样地过年了；而
至于千百年来人在猪身上绞尽脑汁花
样翻新层出不穷发掘出的各种美味，就
更是令人垂涎。不仅如此，连猪粪尿都
是好东西。俗语说：“猪是家中宝，粪是

地里金。”有一个字“圂”，读hùn，猪圈、
厕所的意思，如今我国农村仍能见到人
的厕所和猪圈相通或为一体的情况，这
就是为了方便积蓄猪粪尿，以作农肥。
汉代时便鼓励养猪积肥——当然也为
食用——以适应不断发展的农业生产，
这一情况也促进了一些地方养猪方式
由牧养到圈养的变化。

猪还给人干活，不只干体力活，还
干“技术”活。譬如苏格兰有使猪拉车
的民俗，我国的一些僻远山区有让猪
驮东西或骑猪代步的现象。猪还能替
主人看门、看小孩、守护庄园、送信、拿
报纸等。有些国家还用猪探索或爆破
地雷，甚至到海关、机场搜查毒品以及

违禁品；猪甚至能给人带来娱乐。经
过专门训练的猪，有的会跳舞、打鼓，
有的会表演马戏团里的把戏：如跳圈、
赶羊、用操纵杆玩电玩等，有的甚至能
有秩序地进行赛跑、游泳和跳水比赛；
而猪器官移植关键性技术难题的突
破，又给人类病患者带来了希望。

应该说，猪把自己完全、干净、彻底
地奉献给了人类，而人对猪却多有漠视
和忽略，还有诸多的误解和偏见。譬
如，猪明明不笨，人却满口笨猪、蠢猪、
孬猪的，而一句“猪也是这样想滴”，则
成了骂人猪脑子的潜台词。还有，猪明
明爱干净——在良好的管理条件下，猪
是家畜中最爱清洁的动物。猪能保持

其窝床干洁，能在远离窝床的固定地点
排粪尿。猪有时把自己搞得脏兮兮的，
是因为猪没有汗腺，天热时需要在泥水
里打滚来降温，重要的是猪一辈子几乎
只能在一间栏里吃喝拉撒睡，别说猪，
换作人也干净不到哪里去，但人却认定
了猪是脏的。可以说，牛马羊鸡狗猪六
蓄中，猪怕是讨嫌挨骂最多的。

连高高在上的朱皇帝，也和猪闹
别扭。因“朱”“猪”同音，朱元璋不开
心，犯忌讳呀，便改猪叫“肥肥”，民间
称杀猪为“杀万里哼”，倒也有趣。明
代中期还曾颁布过《禁猪令》，但搞笑
的是几个月便废了，因为没有猪肉便
没法祭祀，老百姓也怨声载道，皇帝朱
厚照自己也受不了没有猪肉的日子。

转眼猪年快到了，但凡吃过猪肉，或
得过猪实惠的人，好像都应该想想猪给
我们带来的好处，想想猪对于咱人家的
意义，从而对猪，昵称黑面郞、舒胖子、
黑将军的，存一分感激、感恩和敬畏之
心。当然，对一切被我们摆上餐桌的食
物，以及赐予我们食物的大自然，我们
都应该存一分感激、感恩和敬畏之心。

♣ 周振国

灯下漫笔

房下有豕方为家

聊斋闲品

该书是央视资深记者王鲁彬
的首部随笔集。书中，她用一篇篇
的动人文章，回顾和梳理了在岁月
穿行中的一些经历，以及她对这些
经历的感受和思索。她的孤独、迷
茫和坚定，无不让人感同身受。与
其说她讲述的是自己，不如说她关
注的是所有心想远方的人。

该书自始至终以自由主题贯
穿，作者认为，自由就是勇敢追逐
梦想，不给人生设限，坦然诚实地
面对自己。自由永远是自己创造
的，而不是别人给你的。看看我
们身边，多少人努力合群，人群中
却倍感空虚；多少人心向远方，却
一直原地徘徊；多少人渴望出众，

却将自己囚在庸常之中……拥有
一颗自由的心，人生才能绚丽突
围！在这本书里，我们仿佛看到
了自己，或者看到了我们身旁的
朋友。愿我们在相互陪伴中找到
前行的力量。请相信，这世界宠
爱每个自由的灵魂，相比过“令人
羡慕”的生活，不如过自己真正会
开心的生活。同时本书的另一亮
点也让读者在阅读中不断感受到
用心和乐趣，比如随书附送八张
老树画画的精美绘画贴纸，你可
以选择一张或几张，按照自己喜
欢的方式，粘贴在图书封面上。
你的封面你来设计，你的自由当
然由你定义。

《如果有一颗心是自由的》
这世界宠爱每个自由的灵魂

♣姜 涛

新书架

人与自然

诗路放歌

♣ 武宗义

为祖国放歌

我爱我的祖国
那里有道不尽的故事与传说
五千年文明
跳动着华夏历史的脉搏
她像一头醒狮雄踞东方
向世界展示胸怀的广阔
她如一条巨龙昂首盘卧
将幅员辽阔的身躯
变成中华民族坚实的依托
她用母亲的柔情
哺育滋养着五十六簇花朵

我爱我的祖国
四十年的开放和改革
结出了丰硕成果
到处欣欣向荣 燕舞莺歌
这是中国速度
特色道路与发展
已为世界瞩目
热情沸腾的中国
用微笑迎来四面八方客

我爱我的祖国
爱她南国的鱼米之乡
爱她北国的山川壮阔
爱她星罗棋布的点点湖泊
爱她浩渺无垠的滚滚碧波
爱她大兴安岭的茫茫森林
爱她黄土高原的道道沟壑
爱她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
爱她跌宕起伏的迷离沙漠
爱她千年长城是中国脊梁
爱她万里流淌的长江黄河
爱她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
爱她勤劳朴实的百姓耕作
我静静感受新时代铿锵的旋律
由衷自豪与骄傲
一股幸福暖流融进我心窝
我默默地祝福你
腾飞吧 祖国

家乡的河（国画） 沈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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