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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欧阳剑叫住了他，他知
道这时候不是示弱的时候，否则就没
下一回了，他说，“我也有三点。第
一，晓珺是我的女人，请您不要为难
她；第二，婚姻自由，您作为父亲有知
情权，但我们没有听从您意见的义
务；第三，我原谅您的冲动，但决不能
容忍您对我的侮辱！”

欧阳剑这番话说出口，听着是挺
硬气，但也彻底把老顾激怒了。他气
得掉头走回来，俯身过去和欧阳剑鼻
尖对鼻尖，紧捏着的拳头骨骼脆响，
但终究没再次出手，他咬着牙说：“信
不信我揣死你？”

“那晓珺会恨您一辈子！”欧阳剑
也是在咬着牙硬撑着了。

老顾脖子上青筋爆出，喘着粗气
盯着欧阳剑，硬生生地把火气逼了回
去，然后转身走了。

身后的欧阳剑，在车里不知所
措。今天遇到的这些事儿，他这马上
50岁的人，也是头一回遇到。

欧阳剑在车里坐了好一会儿，心
里复盘了一下今天发生的事儿，头昏
脑涨。他抬头看了看顾晓珺房间的
那扇窗户，灯亮着，但是没看见她的
身影。“哎！”他叹了气，发动车子，消

失在夜幕里。

老顾气鼓鼓地回到家里，地上
的碗碟、饭菜也都收拾了，一屋子人
都坐在那儿盯着他看。老顾愣了一
下，看见歪倒在沙发上睡着了的乐
乐，摆了摆手，让顾晓岩夫妇带着孩
子先回去。

这时候任大伟还不忘表个忠心：
“爸，我坚决站在您这边！有啥事您
给我挂个电话，我随叫随到。那我们
就先回去了啊，您也别为难晓珺了。”
说着抱起孩子，一家三口出了门。

顾妈妈也站起来，数落了一句
老伴儿的暴脾气，好好的一顿饭大家
都没吃上，完了体贴地问他折腾了大
晚上，是不是饿了，要不再去弄点儿
吃的。

老顾一言不发，就呆坐在沙发
上，脸上依然可见余怒未消的痕迹。
顾妈妈无奈，去开顾晓珺的房门。这
下老顾一下子就跳了起来，问：“你干
什么？不准放她出来！”

“您还不准我洗漱睡觉啊？”门
已经开了，顾晓珺钻出来瞪了老爷子
一眼。

老顾心想，跟我玩儿横的，看谁

横得过谁，你那点儿基因都是从老子
这儿遗传的！也不答话，继续一屁股
陷进沙发了，继而换了个舒服的姿势
躺下，顺手摸到遥控器，打开了电视。

顾妈妈埋怨道：“都几点了还不
睡，你真打算一宿在这儿守着？”

“只要我有一口气在，她就休想
再见那老东西！”

“咱这岁数，你能守她几天？”
“等我咽气儿那天，估计那老家

伙也离死不远了！”老顾恶狠狠地说。
顾妈妈无奈，叹了口气，独自进

了卧室。
顾晓珺洗漱完，看了一眼躺在沙

发上的父亲，“哼”了一声，也关门进
房间了。老顾没动，眯着眼睛靠在沙
发里，手撑着脑袋摇摇晃晃，昏昏欲
睡。电视机调到了静音，黑暗中画面
无声地闪烁着。

卧室里，晓珺仰面躺在床上，一
只手举着裸钻的宣传单，眯着眼睛打
量，畅想着钻戒戴在手上的样子。

2.钥匙争夺战
摘下领带，解开衬衣最上面的

两个扣子，欧阳剑身心俱疲地掏出
钥匙，滑进锁孔。一开门，屋里开着
灯，沙发上胡乱堆着些东西，所有抽

屉都开着。
欧阳剑一愣，进贼了？再侧耳

一听，里屋还有动静，他顺手从门
口摸了把雨伞攥在手里，轻轻往里
挪动……

“啊！”突然一张涂着面膜的脸出

现在了他面前，他一个趔趄差点儿没
跌倒。那张面膜也是大叫了一声，后
退了几步。欧阳剑这才看清，原来是
自己的女儿欧阳淼淼。他又看了看
乱七八糟的屋子，直摇头：“回来也不
打个招呼，我还当进贼了呢，又找什
么呢把家里翻成这样？”

他那宝贝女儿跟没事儿人似的，
转身跳到沙发上，问：“怎么样，求婚
成功了吗？”

欧阳剑叹了口气，回到门口换
拖鞋。

他那没心没肺的女儿在背后哈
哈大笑：“被我说准了吧，人家没答应
你吧！”

“晓珺倒是答应了……”欧阳剑
有气无力地说。

“什么？她答应了？不可能！”她
一下子跳了起来，面膜上印出一张惊
讶的脸，“怎么可能啊，就你这老年
纪，她怎么能答应呢？”

欧阳剑佯怒道：“淼淼，你爹今
儿可刚受了刺激，禁不起你再寒碜
了。你不是赞成我跟顾晓珺在一起
吗？求婚成功是好事啊，你怎么反应
那么大？”

欧阳淼淼坐下，用手摁了摁面

膜，不屑地说：“防火防盗防后妈。我
以为你跟她就是调剂调剂生活，你还
当真了。”

“这种事不当真不好吧，那我不
成老不正经了？”欧阳剑答。

“您以为您不是呢？本以为让您
自己碰个钉子死心，安慰您的话我都
想好了，谁想到她能答应啊！您这把
岁数图什么啊？不就图有人照顾您
吗，顾晓珺是能照顾人的人吗？她可
不是什么善男信女，我早打听过了，
她杂志社的人管她叫‘女魔头’！弄
这么一位搁家里，您知道白雪公主怎
么死的吗？爸，这事儿您得三思！”欧
阳淼淼这嘴巴，比起顾晓珺来也不遑
多让。

欧阳剑有点儿哭笑不得，告诉
她今晚在顾晓珺家里的那场激烈的
战争。

欧阳淼淼没有半点儿同情，反而
说：“您跟顾晓珺谈恋爱不就挺好的
吗？干吗非娶回家来啊！说实话，顾
晓珺挺拿得出手，您这岁数能泡上她
我还挺以你为荣的！这年头能啃上
嫩草的，要么貌似潘安，要么有钱有
势，要么姓爱新觉罗，您能啃上说明
您有本事！”

欧阳剑总算听见女儿说了几句
中听的话，还没来得及乐，她突然话
锋一转：“但是——要领回家过日子，
不行。您呢，最好就跟她这么谈着，
一直谈着，保持这种友好体面的男女
关系，只要您身体吃得消，您爱怎么
谈怎么谈，别领家来就行！”

欧阳剑算是知道自己闺女对这
事儿什么态度了，心里有了主意。
他突然叹了口气：“你说得也有道
理，不过这么一来——你的礼物也
就泡汤了。”

淼淼一听“礼物”两字，差点儿没
呛着，眼冒金光，追问什么礼物。

欧阳剑现编现卖，说本来跟顾晓
珺商量着给闺女买辆车，算是嫁进来
的见面礼，既然闺女不愿意就算了，
等着自个儿退休了再接他的车吧。

正在喝水的欧阳淼淼听了差点
儿没呛到，坐在沙发上直摆手：“别
啊别啊，没想到顾晓珺还挺仗义，你
就没人家顾晓珺想得周到，这样吧，
咱兵分两路，我去选车，你让她赶紧
摇号！”

欧阳剑还一脸镇定：
“不过你刚才说得很有道理，
结婚这事儿是得三思……”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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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官婉儿的山水诗
朱耀儒

作为罪臣后裔、身为奴婢的上官婉儿，之所
以能在 14岁时被唐高宗封为才人，42岁时又被
册封为唐中宗的昭容，成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
的“巾帼宰相”，完全是因为她具有满腹经纶的
学识、出类拔萃的才华。她不仅在起草诏令、处
理奏表、参决政务方面干得得心应手，风生水
起，而且在诗歌创作上卓尔不群，颇有建树，是
一位才思纵横的女诗人。

上官婉儿是宫廷文官，按照常理，她能处理
好宫廷事务，就尽职尽责了。然而，她非常喜欢
把皇室成员的志趣引向“出游”和“文学”。利用

“高级参谋”的身份，上官婉儿经常组织皇室出外
游乐。每次出游，皇帝即兴赋诗，她与群臣应和。

由于出游记胜，上官婉儿写了大量的山水
诗。最有代表性的是《游长宁公主流杯池》组
诗，她一口气连续吟咏了 25首，显示了她的才
思敏捷。这组诗各首字数不等，形式多样，有三
言、四言、五言、七言，从不同角度描绘了流杯
池周围的美丽景色，展示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园林
山水画卷，是一组非常优秀的山水诗。随便撷取
其中几首品读，就不能不对她由衷佩服。“斗雪
梅先吐，惊风柳未舒。直愁斜日落，不畏酒尊
虚。”“斗雪”指梅花顶风冒雪而开，“惊风”
指柳树因风寒而尚未发芽。“斗”“惊”二字用
的巧妙运用，勾勒出梅柳一刚一柔的韵态，使初
春的景色显得既刚健又妩媚。观看这样的风景，
只怕日落景逝，因为观赏这样的风景，要比畅饮
美酒惬意多了。这组诗中，描绘风景的佳句俯拾
皆是：“风篁类长笛，流水当鸣琴”“水中看树
影，风里听松声”“石画妆苔色，风梭织水
文。”有声有色，有动有静，真乃人间仙境。品
咂这样的诗句，如饮乳酪，其味无穷。她笔下的
风景，既表现了她对大自然的热爱，又是她心情
的展示。“跻石聊长啸，攀松乍短歌，除非物外
者，谁就此经过。”登上巨石，放声大喊；攀援
松枝，随心而歌。远离城市的繁华喧闹，来到大
自然中的赏心愉悦，寥寥十个字就描绘得淋漓尽
致。不是超然物外的人，谁能看到如此美景？谁
能体会到如此心境？意思是说，只有超脱凡尘，
才会有美好的景色和愉悦的心态。“山中真可
玩，暂请报王孙。傍池聊试笔，依石旋题诗。”
请告诉没有来的王爷及其子孙，山里好玩极了。
到底有多么好玩，不是俗人的逮鱼捉虾，不是狂
徒的追逐嬉闹，而是文人学士的高雅活动：在池
旁挥笔练字，在巨石上题写诗篇。这是何等开心
的场所！这是何等美妙的意境！“凭高瞰险足怡
心，菌阁桃园不暇寻。余雪依林成玉树，残霙点
岫即瑶岑。”在高处远看山的险峻，真是美不胜
收，连人们向往的桃园仙境也无心去探寻了。看
那余雪打扮的树枝，剩余的积雪点染山峦，不就
是人人心仪的仙境么？有景有情，情景交融，谁
能不赞叹这样的诗篇？

上官婉儿在诗歌创作上的贡献，可以概括为
三个方面。

其一是引领鲜活清新之风。其二是开创刚健昂
扬格调。其三是奠定律诗体制。唐以前的诗歌是不
大讲究“七声、律吕、巧辞、工文”的，上官婉儿
以及宫廷诗人却在这方面特别在意，刻意创新。在
上官婉儿的倡导和带动下，新鲜的律诗体制逐渐形
成。诸如“山林做伴，松桂为邻”“霞窗明月满，
涧户白云飞”“余雪如林成玉树，残霙点岫即瑶
岑”这样的诗句，运用对仗、互文、铺排、格律和
音韵，体现出一种结构性体验和声乐美。著名文学
家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说：“律诗时
代的成立，她是很有力于其间的。”

《大唐才女上官婉儿诗集》虽然已经散佚，
但《全唐诗》还收有她的遗诗 32首。这些诗篇
堪称文学奇葩，诗坛宝珠，尤其是她的山水诗开
启了唐山水田园诗的先河，对后来的王维、孟郊
等人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随笔

白居易痴情“造园”
慎廷凯

白居易，是众所周知的唐代大诗人、文学
家，但多数人未必知道，他还是一位造诣颇深
的“园艺家”。

称白居易为“园艺家”，并非溢美之词。
白居易不仅是一位著名诗人，而且多才多艺，
还研究绘画，写过画论，研究过音乐，能弹
琴歌舞。他喜欢鉴赏园林，在他大量的“闲
适”诗中，充分反映的自然美学园林思想，
既对中国后世园林产生着影响，也影响到东
瀛日本早期园林的发展。经考证，他一生还
有过造园实践，曾造过四个园，即在任期间
所造的祖籍陕西渭南下封县东紫兰村的“乐
天南园”，江西庐山的“庐山草堂”，重庆忠
州的“东波园”；卸任之后修造的洛阳履道坊
的“池园”。因而，白居易作为“园艺家”亦
是名副其实。

在这四个园林中，白居易对洛阳履道坊宅
居的池园情有独钟，因他毕竟生长于中原大
地。其祖父白锽任洛阳县主簿时，娶妻生子，
连任巩县令时把家搬到新郑。唐大历七年（公
元772年），白居易出生在新郑县东郭宅，童年
和少年在河洛地区生活。15岁以后，长期在符
离—江南—洛阳间颠沛流离。长庆四年（公元
824年）在洛阳买下履道旧宅。大和三年（公
元829年），回洛阳定居，在龙门伊水之畔度过
了18年的晚年生活，与洛阳有着不解之缘。履
道坊宅居的“池园”，是他一生经营和游赏时
间最长的私园。

洛阳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13个朝
代的帝都。长期的经济文化繁荣，曾带来了营
造园林热潮。尤其是隋、唐、宋年间，洛阳的
林苑、宫苑、郊园以及私家园林星罗棋布，达
千余处之多。引水穿城，城苑一体，满城皆
园，使得隋唐洛阳城成为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
第一个大型园林城市及山水都城。史载，仅在

隋唐两代，私家园林就有百余处，其中拥有名
园者，如唐朝名相裴度以及牛僧儒、司马光、
富弼等卿相、文人。白居易的履道坊“池园”，
虽不及皇家、卿相的园林豪华气派，但作为文
人私园，倒也独具特色，在洛阳颇有名气。

中国园林是由建筑、山水、花木等组合而
成的一个综合艺术品。正如现代著名古建筑、
园林艺术家陈从周所说：“中国园林的树木栽
植，不仅为了绿化，要具有画意。”“郊园多
野趣，宅园贵清新”。白居易是一位文学大
家、诗人，见多识广，且有着浓厚的审美意识
和丰富的形象思维。他所购置的履道坊宅园，
虽然本身就有较好的园林基础，但他并不因
循守旧，而是按照自己的思路，吸收苏杭等
南方园林的精巧灵秀特色，对其进行了多次
修葺改造，使其成为一处小巧精致的水景园
林。据他在《池上篇并序》中记载，“池
园”的规模并不大，“地方十七亩，屋室三
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岛树桥道间
之。”在这片不大的地面上，他因地制宜，扩
建了一个四五亩大的水池，池中建了三个小
岛，岛间有高桥和平桥相连，岛上有封闭式
的亭阁，可在其中读书、饮茶、卧宿。池东
有粮仓，池北有书库，池西有琴亭。园西边
与伊渠相接，构有小楼，楼下砌有小堰。伊水
引入园内，有白石砌的小滩，谓“西溪”、

“南滩”。 院内绿化也非常之好，南面有翠竹，
池北有老柳，池中有白莲，岸上有古松、老
榆，园墙边有梨树，草地上有黄菊。如他在

《池上篇》诗中所写：“十亩之宅，五亩之
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谓土狭，勿谓地
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亭，有桥有
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其中，白发飘
然；识分知足，外无求焉。”

正是在这样优雅的环境中，白居易时常

与刘禹锡等好友相聚，饮酒作诗，十分惬意
地度过了晚年生活，还写出了许多借景抒情的
诗篇，其中有些就是他对于池园景致的描写，
如他在《新小滩》中写道：“石浅沙平流水
寒，水边斜插一鱼竿；江南客见生乡思，道似
严陵七里滩。”乍一看不过是一首山水诗，但
他并非沉醉于山水，而是借“小滩”寄寓自己
对园林文化的挚爱，同时抒发自己的思想感
情。诗中所谓的“七里滩”，指的是东汉时的
严光（字子陵）早年随光武帝刘秀平定天
下，而刘秀称帝后，他却不肯出仕，隐居耕
读于富春山下，后人谓其垂钓处为“严子
滩”。诗中的“严陵七里滩”即指“严子滩”。

白居易一生品行高洁，在任期间体恤民
情，晚年虽钟情山水，却并依然心系百姓。
他定居伊河边的履道“池园”之后，目睹龙
门“八节滩”的船夫行船之苦，便倾尽家
财，捐资疏通伊水险滩，为百姓做了一件大
好事，也使得龙门山水风景更加引人入胜。
在他临终前，还特地留下遗嘱：“不归下王
圭，葬于香山如满之侧”，欲与洛阳山水永世
为伴。家人依照他的遗嘱，将他安葬在龙门
香山北侧琵琶峰。园中有“唐少傅白公墓”，
是 1961 年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1982 年辟为公园，成为龙门风景区
的重要旅游景点。如今这里称为“白园”，已
是全国唯一的纪念白居易的主题公园。“白
园”沿龙门东山的青谷而入，绕琵琶峰而
建，占地 44亩,分为青谷、墓体、诗廊三区,建
筑颇具唐代风格，庄严肃穆,质朴典雅,依山筑
房建亭,高低错落,峰回路转,曲径通幽。园中的
景观，皆围绕白居易人品诗风而设，明山秀
水，花木树石，亭台楼阁，碑碣廊庑，无不
体现出诗人性情、大唐风采，堪称“天人合
一”的特色园林。

新书架

《三星的逻辑》
张 妍

三星令人佩服的地方在于立志做到第一的
必胜决心。用十年磨一剑的精神，达到世界第
一的目标。勇于投资技术和人才，成就了今天
的三星。本书揭露了三星的成功密码，从企业
精神、人才、技术、策略等各个角度切入，师夷之
长，以三星为可敬的对手，实现自我提升。

目前“三星学”正当红，全球各界争先探讨
三星成功方程式与关键因素。本书的两位作者
是资深产业记者，深入观察和研究三星多年，写
成了这一部三星的成长史。

郑州地理

树与郑州村名
王瑞明 郭增磊

桑园村
原 属 金 水 区 柳 林 镇 。 2002 年 12

月，金水区进行行政区划调整，桑园村
划归北林路街道办事处。

据村民介绍，古代这里是一处沙土
区，盛产桑树，形成大片桑树园。后来
有人见此桑树很多，便到这里利用桑叶
养蚕，并建房定居下来，逐渐成为村
落。村名便称为桑园村，沿用至今。

柳林村
位 于 金 水 区 国 基 路 街 道 办 事 处

辖区。
古时当地多为沼泽、沙丘，地下水

位较高，水质甘甜清冽。很早就有人在
此居住。居民为了防风固沙，广植柳
树，逐渐形成茂密的柳树林。后因战
乱，村落一度荒废。

清朝时期，有汤姓人家从附近的陈
寨村迁到此处定居，这里逐渐成为一个
新的村庄。因村内有成片的柳树林，故
村名为柳林村至今。

梨园村
位于金水区国基路办事处辖区，处

于花园路东侧。
相传很久以前，当地村民除了种庄

稼之外，还以种植梨树、销售梨树果实
为生。于是，村里形成三四个大的梨树
园，盛产甘甜味美的鸭梨，远近闻名。
于是，村名便被称为梨园村，沿用至今。

文史杂谈

羊裘垂钓
阎泽川

东汉光武帝刘秀在削平各地割据势力后，一方
面整顿内政，一方面广泛收罗人才。

一天，刘秀想起了在长安游学时的同窗严光（字
子陵），决意把他请来。但自刘秀登基后，严子陵就
更改姓名隐居起来了，要寻找他很是困难。

后来刘秀想出了一个办法：按像查访。他叫来
画工，把严子陵的长相说了说，让画工去画。画好
后，刘秀看看还像，便让再画几张，然后派人将画分
送到各郡，叫当地官吏和百姓寻找严子陵。

过了不久，齐国（今山东省北部）上书给光武帝，
说那里有个人，长相与画上的几乎一样。此人老是
披着羊裘（羊皮袄）钓泽（在河边钓鱼）。光武帝听了
大喜，马上派使者备了车，带上礼品，到齐国去请他
来京城。

使者见到严子陵后，奉上礼物，请他上车，不料，
严子陵却推辞说：“我只是个打鱼的，你们看错人了
吧。我不想当官，让我安安稳稳地在这里过日子
吧。”使者便硬把他拉上车，直向京城驶去。

到了京城，严子陵被安排在一所专门为他准备
的房子里，当天，刘秀就亲自上门来看望他了。

严子陵听说光武帝来看他，故意躺在床上，还把

脸朝里，只装作不知道。刘秀悄悄地走到他跟前，摸
摸他的肚子，说：“喂，子陵，别睡了，帮帮我的忙吧！”

过了好久，严子陵才转过身来，睁开眼睛，伸着
懒腰，慢吞吞地说：“常言道，人各有志，我有我的意
愿，你又何必逼我呢？”

第二天，光武帝把严光接到宫里来，以朋友的身
份，同他谈论学问。严子陵这才同光武帝无拘无束
地交谈起来。当天夜里，光武帝就和他睡在一起。
半夜里，严子陵大打呼噜，大腿还压在光武帝身上。
光武帝让他压着，也不怪罪。第二天一早，光武帝故
意问他：“我比从前怎么样？”“似乎好一点”，严子陵
答道。

光武帝哈哈大笑，当场就要拜他为谏议大夫。
严子陵却说：“你让我回去，我们还是朋友；你若硬要
我当官，反而伤了和气！”

光武帝没有办法，只好放他回老家去了。严子
陵回到家乡富春山（今浙江省桐庐县西）后，仍然在
那里种种田，钓钓鱼，过着悠闲的生活。

富春山就在富春江（今属浙江省）畔。那里有个
台，据说就是当年严子陵钓鱼的地方，所以称为严子
陵钓台。

绿城杂俎

妙联委婉道高龄
忠方

北宋程颢，82 岁时得中状元，心
中激动不已，既叹吾已老矣，又喜有志
者事竟成，他在给皇帝的谢恩表中写
道：“白首穷经，少伏生之八岁；青云
得志，多太公之二年。”其意是，我虽
比辅佐周文王的姜太公大两岁，但比传
授《尚书》的伏生还年轻8岁哩。不但
用典巧妙，也含蓄说明了个人的顽强进
取精神。

元代至元年间，浙江有一位百岁老
人，别人问起他的年龄，他总是少报十
几岁。有一天，他遇到了当代才子陶宗
仪，陶也问起他的年龄，老人对他说：

“我实话告诉你吧，今年我整整 100 岁
了。既然告诉了你这个大秀才，那就请
你给我作一副祝寿的对联可以吗？”陶
宗仪稍加思索，朗声道：“人生不满君
能满；世上难逢我恰逢。”此联全无百
岁二字，但上下联都巧妙地含有百岁之
意。老人心满意足，蹒跚而去。

古代有一老书生名叫詹义，屡攻秀
才不中，但他从不灰心，一意进取，待
73 岁时终于如愿以偿，在亲朋老友贺
喜之时，老秀才感慨万千，挥笔作诗：

“读尽诗书五六担，老来才得一青衫；
逢人问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
结句不但俏皮，也饱含着一生的辛劳和
活到老、学到老、不服老的精神，比真
言73岁，要妙得多。

清朝有一种尊老的习俗，即皇家设
“千叟宴”。清乾隆五十年曾开“千叟
宴”，全国被邀赴宴的老人有 3900 余
人。其中有一位老者 141 岁，乾隆得
知，便顺口作上联曰：“花甲重逢，增
加三七岁月。”言毕问赴宴诸叟，谁能
应答下联，多数人不敢应对。大才子纪
晓岚当时也在座，听了乾隆帝的上联，
略加思索，立即接口对出“古稀双庆，
更多一度春秋”。乾隆听罢，连声叫
绝。上联出得奇妙，下联对得贴切，文
字不多，却很工整，而且将老者141岁
高龄巧妙地点了出来。

南北朝时梁国徐陵，奉旨接待北齐
来使，互相寒暄后，齐使问徐：“高寿
几何？”徐陵答曰：“小如来 5岁；大
孔子 3 年。”此语巧妙地说明已 75 岁，
既不失礼，又露学问，可谓妙哉。

(6)

掌故

“三令五申”
王道清

“三令五申”是一再命令告诫
的意思。语出《史记·孙子吴起列
传》。这个成语在生活中使用频率
较高。但“三令”令的是什么？

“五申”申的又是什么？宋代曾公
亮撰《五经总要》一书中记载了

“三令五申”的具体所指。
原来，古之所谓“三令”：

一令观敌人之谋，视道路之便，
知生死之地；二令听金鼓、视旌
旗，以齐其耳目；三令举斧钺，
以宣其刑赏。

所谓“五申”：一申赏罚，
以一其心；二申视分合，以一其
途；三申画战阵旌旗；四申夜战
听火鼓；五申听令不恭，视之以
斧钺。这就是三令五申的内容，
是教育将士应该在战阵中和军事
行动中明确的作战守则。

烟林吟秋图（油画） 袁 峰

富贵图（国画） 宋雨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