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 邱海泉 校对 孔媚媚
电话 67655591 Email:Dwp＠zynews.com8 郑 风

地址：郑州市陇海西路80号 邮编：450006 电话：社办公室67655999 67655545 广告67655632 67655217 发行 67655600 广告经营许可证：郑工商广字001号 印刷厂67655623 零售1．00元

几近无懈可击几近无懈可击
——读森子诗集《闪电须知》

桑 克

靖子摇头。
“没有，白天他突然跑到我工作

的店里，我无奈只好傍晚和他在附近
的餐厅碰面。后来他竟又跑来我家。”

“餐厅……”
这样就不可能无人目击，石神

想。
石神翻找尸体的衣服口袋，从长

裤兜儿里掏出钱夹。里面有些零钱，
以及驾照、发票等物。

“富樫慎二……住址是新宿区西
新宿。他现在还住在那里吗？”他看完
驾照问。

“我不知道，应该不在了。以前听
他提过，好像因为付不出房租被赶了
出来。”

“驾照是去年换的，这么说来是
没改户籍，另外找了住处。”

“他到处搬来搬去，没有固定工
作，租不到什么好房子。”

“哦。”石神的目光停留在其中一
张上。

发票上印着“出租旅馆扇屋”。他
把发票递给靖子。

“看来他住在这里。
如果没办退房，旅馆的
人 迟 早 会 强 行 进 入 房
间。发现房客失踪后，他
们或许会报警。”

石神继续翻口袋，
找出了钥匙。上面挂着
圆牌，刻有“305”几个数
字。

隔壁隐约传来吸尘
器的声音。美里正在拼
命打扫，她一定处在对
前途茫茫的不安之中。

我要保护她们，石神深深吸一口
气。我这样的人，今后很难有机会和
她们如此近距离接触。

石神戴着手套的手摸着尸体的
脸颊，再凑近些，可以看到富樫的臼
齿上套着金冠。

“他整过牙？”
“和我结婚时，他去看过牙医。”
“那是几年前？”
“我们五年前离婚的。”
“五年？”
那就不能指望病历已遭销毁了，

石神想。
“他有前科吗？”
“应该没有。和我离婚后我不敢

肯定。”
就算没有前科，也可能因违反交

通法规而被采过指纹。石神不知道警
方办案时是否会考虑到比对交通违
规者的指纹。

不管怎么处理尸体，都得有死者
身份遭曝光的心理准备。不过还是要
争取时间，不能留下指纹和齿模。

石神闭上眼。面对数学难题时，
他总这么做。一旦隔开来自外界的干
扰，数学方程式就会在脑中不断浮

现。然而现在，他脑中出现的并非数
学方程式。

最后，他睁开眼，看了看桌上的
闹钟，已过了八点半。

“脱掉他的衣服。不只是外套，毛
衣和长裤也要脱。再不快点儿，尸体
就变硬了。”石神说着，已动手去扯外
套。

靖子开始帮忙，不过由于不想触
碰尸体，她的指尖在颤抖。

“花冈小姐，”石神说，“你们需要
不在场证明，先想想这个。”

“不在场证明？可是……我们根
本没有。”

“要制造。”石神披上从尸体上剥
下的外套。“相信我，把一切交给我的
逻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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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除了汤川和草薙别无他人，学生
们都去上课了。

手机响起。草薙苦着脸，看着来
电显示。被汤川说中了。打电话来的

是隶属同一小组的刑警
学弟岸谷。

站在旧江户川的堤
防旁，可以看到污水处理
场。河对岸就是千叶县。
尸体弃置于堤防旁，盖着
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的
蓝色塑料布。

发现者是一个顺着
堤防慢跑的老人。岸谷把
基本情况报告草薙。

“你看过尸体了？”
“看了。”岸谷表示，

尸体惨不忍睹。尸身全裸，鞋袜也被
脱掉，惨遭毁容，就像“打破的西瓜”。
手指被烧过，指纹完全被破坏。

死者系男性，脖子上有勒痕，没
有明显外伤。

“旁边扔了一辆自行车，已经带
回江户川分局了。”岸谷又说。

“自行车？是谁当垃圾扔掉的
吧。”

“那辆自行车实在太新了，但两
个车胎都放了气，像是用钉子之类的
东西戳的。”

“嗯……是被害人的车？”
“目前还不确定，车上有登记编

号，能查出车主。”
“但愿是被害人的，”草薙说，“要

不然事情就麻烦了，简直是天堂与地
狱之分。”

岸谷的手机响了。他接完电话，对草
薙说道：“叫我们去江户川分局。”

“谢天谢地，得救了。”草薙直起
身子，拍打了两下腰际。

一到分局，组长间宫便说：“你带
岸谷去这里一趟。”说着递出一张便
条，上面潦草写着江户川区
筱崎某处的地址和“山边曜
子”这个名字。

我们不要把一般的经营方法上
升到“道”，中国还有精神价值这么
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是我们现在
好多企业家出的书里面经常犯的错
误，就是经商法则上升为中国之道。
第三个，不要期待文化界。你们自己
要着手创造文化，你们已经创造了很
多很多的业绩，也可以创造文化。理
由是你们一直站在这二十年、三十年
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线，站在中外交
流的第一线，你们是可以评判文化、
选择文化、创造文化的。你们应该是
创造者，等是等不及的。第四个，就
是积极参与和创建文化企业，他们应
该在这方面做一个主帅式的人物。文
化企业家如果能够更好地了解世界的
文化潮流、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特殊
的优势和劣势的话，他应该在这种基
础上创造自己的文化产业。

软实力包括人类共同的价值观
龙永图：我觉得在打造中国软

实力的时候，我们更应该看到这个软
实力还有很广泛的意义。它不仅仅是
一种物质的文化，实际上还有制度的
文化，还有一些基本的
文化、价值观。我们中
国这几年为什么在国外
的影响力和亲和力有了
比较大的提高呢？就是
我们开始认同国际上大
家都认为正确的一些共
同价值观，比如人权的
问题，尊重人权，已经
写到我们宪法里面了。
尊重人权是普遍认同的
价值观，而且我们对人
权也提出了中国人的一
些新观念，比如说我们认为人的发展
权、人的生存权这是最重要的人权，
这一点已经进入联合国的决议里面去
了。这也是中国对于国际人权理念的
丰富。关于保护环境的问题，实际上
也是大家共同认识的价值。我记得我
以前没有在联合国的时候，一提到要
保护环境，特别是一些西方的代表提
出保护环境，我马上就跳起来，我说
你们发展了这么多年，你们把环境破
坏了。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刚刚开始
我们的发展，你们又提出来要保护环
境，你们是不是有意要设置一个障碍
来阻碍我们的发展？当时这个态度应
该是非常负面的。现在我们也认识到
保护环境，并不是因为西方国家提出
来要保护环境，首先是我们中国人要
保护我们的环境。就像前几个月发现
太湖的水都是蓝藻，太湖的水喝起来
都不安全了，那还搞发展干什么呢？
因为在一个国家、在一个社会里面，
安全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连喝水
的安全感都没有了，你谈何其他的安
全感。

所以对于这样一些问题的认
同，使得我们在国际上和很多的国家

越来越有共同语言。对这些共同价值
观念有共同的语言，就会形成一些共
同的文化价值。这样就使得我们中国
在国际会议上被大家的那种认同感，
中国发言的时候大家那种亲和力，那
种凝聚力就越来越多。所以一个国家
要具有全球影响的软实力，除了自己
要有非常明确、非常鲜明的文化特点
外，你也要认同国际上一些共同的观
念。这一点我觉得我们这几年做得是
不错的。

像我们的科学发展观，我们提
出的可持续发展，实际上可持续发展
是首先在联合国提出来的，本来可持
续发展就是英文翻译过来的， sus-
tainable development. 经过了那么多年
的经济发展，实际上我们对于很多社
会问题，对于很多文化的价值观念，
逐渐地和全世界的一些主流观念靠
拢，这就使得中国对于整个世界的亲
和力大大增强，这也是中国的软实
力。当然还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考
虑。我觉得要增强中国的软实力，很
重要的一条就是怎么样提高我们中华

民族的素质问题。我们
的教育，特别是对公民
的一些基本的道德教
育，我觉得还是不够
的。去年我在泰国的一
个报纸上看到一篇文
章，心里非常沉重。那
篇文章叫做《 丑陋的中
国人 》，讲到中国的旅
游者到了国外的时候，
到公共场合吃饭的时候
一哄而上，嘁哩喀嚓就
把人家要吃的饭全部吃

光了，然后大声喧哗，在很多场合不
知道怎样表现自己。而且讲到中国的
一些顾客到一些金银首饰商店，一下
子拿了几万美元拍在桌子上，说你看
看哪些最好的，我全要了。这种显
富，这种浅薄，当然我觉得这是中国
少数旅游者的表现，但是看了以后我
很心疼。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还谈什
么软实力？所以怎么样教育民众来维
护我们中国的形象，变成一个非常重
大的问题。软实力实际上就是从一些
小的事情做起的，大的就是对于人类
一些共同观念的认可，小的就是遵守
最基本的一些礼貌、道德，遵守国际
上的一些共同遵守的规则，都是很重
要的。当然这种事情不是一朝一夕可
以做成 的 ， 但 是 我 们 必 须 真 正 开
始从小做起。

余秋雨：最近这几年又有一
些新的文化命题出现了，看来似
乎不是文化，但在我看来其实是一
个新的文化命题。包括刚才讲的环
保、救灾、反恐这些问题，都是属于
新的文化良知。文化最后落
实到文化良知，新的文化良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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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末尾读至首领，活力四射的森子
渐渐蜕变而成法度森严的森子，一个亲
切而沉思的森子渐渐蜕变而成一个严
肃而智慧的森子。这种变化是渐进
的。如果按照我的积习，我可能会极为
关注这种变化的演进以及其中丰富的
细节；但是现在我自己的阅读方式已有
所调整，我现在更加关注阅读本身带来
的快感，即将专业读者的阅读让位给普
通读者的阅读，因为普通读者的阅读快
感之巨大之自然是我自己十分珍惜而
且极少示人的。这是隐秘而幽微的快
乐。《闪电须知》给我的快乐之多之大是
无法向人表述的。所谓鱼的欢乐是难
以向水表示的，就是这种意思。森子现
在已经露出一代宗师的迹象——这话
其实是不应说的，这话其实应该藏在肚
子里——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说出来。
当然，我是必须在这种感觉之前加上一
个限制的，就是处于中年时期的一代宗
师——这是一个强调控制，绝对不能容
忍松弛的时刻。这是即将迈入自由而
随意的前夜。这个前夜是不能轻易进
入的，或者主动进入也是十分可疑的。
但是适当的放松可能是必要的。森子
比任何人更加了解自己的工作。所以
我才在《闪电须知》封底写道：在他的诗
中，许多想法都获得了相当充分而有效
的表达。知道自己的想法，然后予以实
践——这是一条清晰的道路。这条道
路当然不是横空出世的，而是渐进的
——我说过这种渐进过程在书中已有
清晰的显示。而我更为关注森子的庄

严，森子的巴洛克艺术般的细腻和超现
实艺术般的幻象。而且我业已领略耿
占春界定的“自然事物的语言与商业社
会语言炼金术般地结合在一起”。耿君
之言实为得道之言。我为森子设计了
一个可能不够贴切的形容——握着沉
重的铁剑立于惊涛骇浪之中的中年侠
客。具体招式是空灵的，但是整体持重
而滴水不漏。

如何对待森子的诗歌技艺还是多
留给方家研究吧。作为他的同行和友
人，我更加关注他的情怀与他面临的问
题——我们这一代人的个人问题。为
写这篇书评，我连夜又将《闪电须知》重
读一过，边看边对妻子感喟：无懈可
击。但是写到纸上，我还是使用慎重的
方式——几近无懈可击。我是处女座
的，所以挑剔天性是忍不住的，但是我
没有挑出森子的毛病，这一方面说明森
子的厉害，另一方面说明我需要更大的
进步。说到森子的情怀，这来自于他的
社会实践——所谓立言处世，来自于他
内心深处多年培育的信念。比如在《杂
诗》之中，森子写道：“一只灰背隼俯冲
而下，／雏雀侥幸躲开的一刹那，／我
分明听到了婴儿的哭泣。／本想安慰
受惊的鸟儿，／旋即又为那只猛禽失
意，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灰背隼欲吃雏
雀，雏雀是弱者，“我”自然要去安慰雏
雀。可是“我”转念一想，灰背隼不吃雏
雀就会饿死，这时，“我”又为看上去凶
猛的它而感到失意了，“我”在两难的理
解之中。我赞赏森子的两难理解，这首

先是诚实的，其次又是悲悯
的。幸亏人类不必为这种
两难的理解做出选择。我
们知道两难的理解正是变
化立场变化角度造成的。
森子同时理解灰背隼与雏
雀，为它们各自的境遇而感
到不安与不知所措，是善良
的天性使然。《杂诗》是森子

２００３年的作品。这种两难理解在
他１９９７年的作品《乌鸦》中也曾出
现过：“飞行员告诉你，机头撞死了／一
只乌鸦，当然是在降落的时候／那时，
你是为飞机庆幸／还是为乌鸦惋惜，内
心的滋味／真是说不清……”在飞机与
乌鸦之间，森子同样面临这样的两难问
题。这不是道德问题，但是对这一问题
的思考却是道德性的。所以人类不必
将自己置于万物之上，更不必因为自己
具备同类的归属感而感到羞耻。这便
可以解释人类服食肉类而故意回避肉
类乃为动物尸体的矛盾事实。这便可
以解释人类为什么这么需要文化，诗歌
为什么这么需要修辞。

我曾经探讨过森子与中年心境的
问题。我没有问过，不知道这一问题是
否引起更多的反应。但是这对我自己
是有些许撼动的。因为森子面对的问
题就是我所面对的问题——这一点我
是要反复强调的。森子的解决办法就
是使用局部的活力而整体加以控制。
这种控制的力度不是少许而是极强。
但是森子与同样强调控制的开愚不同，
森子仍然保持既有的自然风貌，所以读
者在他的诗中驻足的时间要少于在开
愚诗中驻足的时间。这种驻足时间的
多少不是一张测试诗艺高低的试纸，仅
仅是一种差别。这种差别表面看起来
是自然形成的，而其实是一种主观追求
的硕果。年轻的时候我们强调控制与
中年时候强调的控制，既有共同之处也
有不同之处，共同之处在于防止情绪泛

滥而不着边际，不同之处在于，年轻的
时候是不知道自己能够抵达何处的，所
以控制就是一种质量的保证，而今我们
是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的，所以控制就成
为一种修炼的必要法门。现在的问题
不仅仅是控制的问题，还应当包括其他
一些相当重要的问题，之中肯定包括活
力机制的建设问题，写作生命力的延续
问题。在这两个方面，孙文波以及臧
棣、清平、杨小滨的写作都是一种表
率。《剃须刀》诸同仁也正是通过小杂志
的出版而刺激彼此的写作。说及森子，
他的《闪电须知》对于我也是一种促
进。这是超越阅读享受的对于同行的
实际作用。相互砥砺，相互挑剔，我们
的诗歌实践不得不向前而行，这也就意
味着解决中国诗人写作寿命问题的可
能性，意味着一个卓越的中国诗人绝对
不会秉持类似“一本书主义”那样的“一
首诗主义”或者“两首诗主义”的浅薄与
保守，我们知道那是根本靠不住的。当
然，私下的潜藏的作者与作品，我们是
看不见的。当然，这种特殊的情况与我
们的判断并不矛盾。所以标榜之中的
所谓清高或者实际之中的真正怯懦就
都是没有必要存在的，所以我们就必须
坐下来写诗，或者说只有坐下来写诗。
诗人的身份只能在写诗之中成立。这
种貌似苛刻的自我要求或许只是一种
极为必要的常识层面的要求。

一本早就应该出版的诗集从某种
特殊的角度来说对于严肃的诗人森子
不啻一种拯救和一种帮助。当然这是
一种对出版环境感到无奈的说辞。当
然这也是一种必须的结束，然后从此重
新出发，进入崭新的矿井或者旷野。我
无法猜测森子未来的可能性究竟有多
大，现在是谁也说不清楚的。这就意味
着森子的工作不到生命终结那一天是
永远都不会结束的。只要森子工作着，
就会向我们不断提供更新的阅读快乐
和精神愉悦。对此我毫无疑问。

最近见到一套三卷可供内部交流
免费赠阅的新书《二七记忆》。二七区
委宣传部抓住纪念郑州解放六十周年、
二七区建区六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
周年的契机，组织编纂班子，经过百天
的努力，终将这套新书奉献给读者。

这套约四十万字铺就的九大篇章，
以朴实无华的文字，翔实可鉴的资料，
记载了这个辖区 107条马路的变迁史，
105 个村名汇趣，60 个村寨的由来，56
件商业轶事，63件民间掌故，48件风物
史话，节令习俗，民间娱乐活动，以及与
郑州结缘甚深的 29件铁路往事。特别
是那数百张黑白照片，不少是鲜为人知
的。封面以旧时郑州老街黑白照片为
背景，将德化街步行商业街卖胡辣汤小
贩的铜铸像叠印其上，未曾开卷就不禁
让人浮想联翩了。

地域文化衍生于中华文化的根
脉。在我们这个绵延腾达五千年之久
的文明古国，每个地区都有着气质独特
的历史轨迹和挥之不去的记忆。该书
涵盖了自清末至今一百多年间的地域
性变故。辑入书本书的 396 篇文章各
自成篇，横看是故事，竖看是历史，辖区
内的敦睦路就是一例。清末民初时的
敦睦路原本不是一个相安无事之地，两
派邪恶势力因为分配不公互不相让，常
年争斗不止，闹得商人们经营无计民不

聊生，就连争斗双方也日渐拮据难以为
继了。后来由于官府干预和商会敦促，
加以“和气生财，互帮聚财，团结发财”
的疏导，方才偃旗息鼓，有了以后的繁
荣。再如，“以德立商，感化世人”的德
化街，为鳏寡孤独老人“祈福祈寿”的福
寿街，倡导“世界大同”的大同路，以及

“毒、赌、嫖”猖獗一时的三多里，都有一
段曲折坎坷的故事。这些材料不但记
录了郑州城市街道的过去，也如实反映
了它如花似锦的现在，常常是老郑州们
茶余饭后的谈资。

融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于一炉
是这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文中有一篇
介绍“牙人”、“牙商”的文章，把旧时的
经纪人叫“牙人”，专营此道的行当叫

“牙商”，靠的是“三寸不烂之舌和伶牙
俐齿”周旋于买卖双方之间从中牟利。
前人们对“牙人”、“牙商”的这种称呼，
真可谓一针见血直言不讳了。在旧时
的交易活动中，“牙人”们变着法向卖方
要三，向买方索四，落到手中的就是价
差，这钱看似来得很快，实则并非一蹴
而就，是要动不少心计，过不少招数，才
能成功的。“牙人”、“牙商”也不容易，

“东西货物客争掮，脚底生涯走露天，东
手接来西手去，个中吃的辛苦钱”。当
然，旧时的“牙人”、“牙商”与当今的经
纪人和中介机构不可同日而语，现在是
信息时代，交易价格比过去的暗箱操作
要透明的多，尽管如此，从事这个行当

的人并不比他们的先人逊色，只是时代
不同各有千秋罢了。本书一篇介绍“堂
倌”的文章也颇具玩味。堂倌店小二
也，音高亮嗓者叫“响堂”，进了店家，你
要一个菜，他却一口气报出十几道菜的
名子，悠扬的吆喝声直传后灶的操作
间，吓得你坐不住。且莫怕，那一迭十
几道菜名字，只有最后一个才是你点的
那道菜，这就叫“前堂听热闹，后灶听门
道”，营造的是生意兴隆的氛围，自然对
于这些文章，我们不可能直接从中获得
什么，但是古今相通，我们今天的许多
经营理念和营销策略都和过去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

鼎力支持地域文化的辛勤耕耘者
是成就本书的一个重要原因。在郑州
日报“郑风”副刊和其他媒体有关专栏，
我们常看到一个作者的名字——王瑞
明。这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郑州，他在
郑州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他热爱郑州酷
爱地域文化。他虽然不是专门家，但却
有着事业般的执着和治文严谨的作风，
一篇街名小传或者地方掌故旧事，短的
几百字，长的不过千字余，孰轻孰重，他
都看得沉甸甸的，为了弄清来龙去脉，
推本溯源，郑州的大小街道与胡同都曾
留下他的足迹，然后一头扎进图书馆
里，从那尘封多年的黄纸堆里，翻阅查
找令他惊喜的资料。三十多年过去，他手
头集的资料已有几十万字。本书的后记中
写道，“在收集媒体过去发表的资料和成书
过程中，我们得到了王瑞明先生的鼎力支
持和协助……他数十年笔耕不辍，采访记
录了大量的宝贵史料，为本书的问世作
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二七区委宣传
部对王瑞明先生如此的评价，不仅是对
他个人的首肯，而且也是对广大地域文
化笔耕者的褒奖和激励。

地域文苑绽新葩地域文苑绽新葩
鹿金有

西郊，泛指郑州市区西部、中
原区管辖的城区。建国后的 1953
年开始，国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
计划，郑州市被确定为重点建设的
城市之一。由于郑州西郊地下水位
深，工程地质条件好，且又靠近贾鲁
河，水源充足，因此将西郊定位为工
业区。于是大中型企业建设在西郊
大规模展开。为保障城市建设，西
郊有 8 个自然村先后搬迁或合并，
为郑州城市建设做出了贡献。

乔庄，原址在
郑棉一厂生活区，
1953 年 因 建 郑 棉
一厂，全村 30 多户
搬迁，一部分搬到
中原中路与伏牛路

交会口东北隅，称老乔庄；一部分搬
到三官庙村东侧，称新乔庄。

宋家门，原村址在郑棉一厂生
活区，1953年因兴建郑棉一厂，全村
搬迁并入三官庙村。

贾家门，原村址在郑棉一厂生
活区（宋家门东侧），1953 年因兴建
郑棉一厂，搬迁并入刻蜡（音）王庄。

刘庄，原村址在郑棉三厂生活
区，1954年因兴建郑棉三厂，全村搬
迁并入董寨。现和董寨连为一体，

当地人称搬迁户居住地为小刘拐。
牛寨，原址在郑棉三厂生产区，

1954年因兴建郑棉三厂，全村 62户
314人，房屋 3085间，搬迁到董寨东
北隅（现牛寨新址），占地9亩。

西十里铺，原名黄寨，原址在
郑棉五厂生产区。1956 年 1 月，因
兴建郑棉五厂，全村搬迁到朱屯南
隅（现址）。

小黄庄，原址在现邮电部设计
院。1958 年因建河南省冶金厅，村
民大部分搬迁并入林山寨，少部分
搬迁并入现西十里铺。

林山寨，1964 年因建设郑州市
委、市政府办公大楼，林山寨东半部
搬迁到伊河路南侧，建新村称林山
寨新村。

西郊村庄搬迁记
朱永忠

在距今7000年左右的河姆渡文
化和北辛文化等遗址中，考古学家
发现了温酒的陶盉、饮酒的陶杯等
酒具，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古老
的酒具。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们就
已经开始酿酒了。约公元前1868年
到公元前 1848 年，夏帝少康用粘高
粱制成秫酒，少康又称杜康，故后人
称杜康酒。到了夏朝，夏帝桀的生
活非常奢侈，他时常与美女饮酒作
乐。西汉刘向在《列女传·夏桀末喜
传》中说：“桀既弃礼义……置末喜
于膝上，听用其言，昏乱失道，骄奢
自恣……”《韩诗外传》说：“桀为酒
池，可以运舟，糟丘足以望十里……
牛饮者三千人。”足见当时皇帝的酗

酒成风。
商代开始使用

酒曲酿酒。商朝贵
族饮酒之风非常盛
行，有鉴于此，商朝
统治者特立惩治贵
族官吏纵酒之法，如《尚书·伊训》中
就有“酣歌于室”，处以墨刑的记
载。这是禁酒令的雏形。商纣王就
喜欢酗酒，生活腐化。《史记》中说：

“（纣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大
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
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
饮。”终于因酒色而亡国。

西周周成王时，辅政大臣周公
鉴于商纣王纵酒亡国的教训，颁布

了严厉的禁酒令，禁止人们聚饮，并
撰写了《酒诰》，命康叔戒酒。这是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禁止饮酒的法
令。周公根据原有的制度，参酌殷
商之礼，建立了一整套的典章制度，
是为“周礼”或“周公之典”。其中，
周公对祭祀用酒、宾客礼酒、王之筵
席饮酒、颁赐之酒等的用量、品种等
都作了比较严格的等级规定，并设
各级酒官，如酒正、浆人等。

最早的禁酒法令
王吴军

玉影摇风(国画) 余信刚

山
河
雄
姿(

摄
影)

邱
惠
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