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014年8月19日 星期二郑 风
ZHENGZHOU DAILY

编辑 李 昊 校对 刘桂珍
电话 67655592 Email:zzrbzf@163.com

《世说新语》写王羲之，最
著名的还是那个“东床快婿”的
典故：东晋太尉郗鉴有个女儿，
名叫郗璇，年方二八，正值豆蔻
年华，郗鉴爱如掌上明珠，要为
她寻觅一位如意郎君。郗鉴觉得
丞相王导家子弟甚多，都是品学
兼优的三好学生，于是希望能从
中找到理想人选。

一天早朝后，郗鉴把自己的
想法告诉了丞相王导。王导慨然
说：“那好啊，我家里子弟很
多，就由您到家里挑选吧，凡你
相中的，不管是谁，我都同意。”
郗鉴就命管家带上厚礼，来到王
丞相的府邸。

王府的子弟听说郗太尉派人
为自己的宝贝女儿挑选意中人，
就个个精心打扮一番，“正襟危
坐”起来，唯盼雀屏中选。只有
一个年轻人，斜倚在东边床上，
敞开衣襟，若无其事。这个人，
正是王羲之。

王羲之是王导的侄子，他的

两位伯父王导、王敦，分别为东
晋宰相和镇东大将军，一文一
武，共为东晋的开国功臣；而王
羲之的父亲王旷，更是司马睿过
江称晋王首创其议的人物。其家
族势力的强大，由此可见。“旧
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
家”，循着唐代刘禹锡这首《乌衣
巷》，我们轻而易举地找到了王导
的地址——诗中的“王谢”，分别
指东晋开国元勋王导和指挥淝水
之战的谢安，他们的家，都在秦
淮河南岸的乌衣巷。乌衣巷鼎盛
繁华，是东晋豪门大族的高档住
宅区。朱雀桥上曾有一座装饰着
两只铜雀的重楼，就是谢安所建。

相亲那一天，王羲之看见了
一座古碑，被它深深吸引住了。那
是蔡邕的古碑。蔡邕是东汉著名学
者、书法家、蔡文姬的父亲，汉献
帝时曾拜左中郎将，故后人也称他

“蔡中郎”。他的字，“骨气洞达，
爽爽有神力”，被认为是“受于神
人”，让王羲之痴迷不已。

王羲之对书法如此迷恋，
自然与父亲的影响关系甚大。王
羲之的父亲王旷，历官丹杨太
守、淮南内史、淮南太守，善
隶、行书。明陶宗仪《书史会
要》卷三载：“（王旷）与卫
氏，世为中表，故得蔡邕书法于
卫夫人。”王羲之 12 岁的时候，
在父亲枕中发现《笔论》一书，便
拿出来偷偷看。父亲问：“你为什
么要偷走我藏的东西？”羲之笑而
不答。母曰：“他是想了解你的笔
法。”父亲看他年少，就说：“等
你长大成人，我会教你。”王羲之
说：“等到我成人了，就来不及
了。”父亲听了大喜，就把《笔
论》送给了他，不到一个月，他的
书法水平就大有长进。

那天他看见蔡中郎碑，自
然不会放过，几乎把相亲的事抛
在脑后，突然想起来，才匆匆赶
往乌衣巷里的相府。到时，已经
浑身汗透，就索性脱去外衣，袒
胸露腹，偎在东床上，一边饮

茶，一边想那古碑。郗府管家见
他出神的样子，不知所措。他们
的目光对视了一下，却没有形成
交流，因为谁也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管家回到郗府，对郗太尉做了如

实的汇报：“王府的年轻公子二
十余人，听说郗府觅婿，都争先
恐后，唯有东床上有位公子，袒
腹躺着，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管家以为第一轮遭到淘汰的就是
这个不拘小节的年轻人，没想到
郗鉴选中的人偏偏是王羲之，“东
床快婿”，由此成为美谈。而这样
的美谈，也只能出在东晋。王羲之
的袒胸露腹，是一种别样的风雅，只
有那个时代的人体会得到，如今的
岳父岳母们，恐怕万难认同。王羲之
与郗璇牵手成功，得感谢老丈人郗
鉴的眼力。王羲之的艺术成就，也得
益于这段美好的婚姻。王羲之后来
在《杂帖》中不无得意地写道：

吾有七儿一女，皆同生。婚
娶以毕，唯一小者尚未婚耳。

过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内
外孙有十六人，足慰目前。

他的七子依次是：玄之、凝
之、涣之、肃之、徽之、操之、献之。
这七个儿子，个个是书法家，宛如北
斗七星，让东晋的夜空有了声色。其

中凝之、涣之、肃之都参加过兰亭聚
会，而徽之、献之的成就尤大。故宫

“三希堂”，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占了
“两希”。其中我最爱的，是王献之的
《中秋帖》，笔力浑厚通透，酣畅淋
漓。王献之的地位始终无法超越他
的父亲王羲之，或许与唐太宗、宋高
宗直到清高宗这些当权者对《兰亭
序》的抬举有关。

但无论怎样，如果当时郗鉴
没有选中王羲之，中国的书法史
就要改写。王羲之大抵不会想到，
自己这一番放浪形骸，竟然有了
书法史的意义，犹如他没有想到，
酒醉后的一通涂鸦，成就了书法
史的绝唱。

三
一千六百多年后，我们依然

能够呼吸到永和九年春天的明
媚。三国时代，纵然有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的英雄，有乱石穿空、惊
涛拍岸的浩荡，但总的来说，气氛
仍是压抑的，充满了刀光血影。

“樯橹灰飞烟灭”，对于英雄豪杰，

仿佛信手拈来的功业，对于黎民
百姓，却是无以复加的灾难。继之
而起的魏晋，则是一个“铁腕人物
操纵、杀戮、废黜傀儡皇帝的禅代
的时代”。先是曹操“挟天子以令
诸侯”，他的儿子曹丕篡夺汉室江
山，建立魏朝；继而魏的大权逐步
旁落到司马氏手中，司马懿的儿
子司马师和司马昭相继担任大将
军，把持朝廷大权。曹髦见曹氏的
权威日渐失去，司马昭又越来越专
横，内心非常气愤，于是写了一首
题为《潜龙》的诗。司马昭见到这首
诗，勃然大怒，居然在殿上大声斥
责曹髦，吓得曹髦浑身发抖，后来
司马昭不耐烦了，干脆杀死了曹
髦，立曹奂为帝，即魏元帝。曹奂完
全听命于司马昭，不过是个傀儡皇
帝。但即使傀儡皇帝，司马氏也觉
得碍事，司马昭死后，长子司马炎
干脆逼曹奂退位，自己称帝。经
过司马懿、司马昭和司马炎三代
人的“努力”，终于夺权
成功，建立了西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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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之道
侯发山

人人都想长寿，人人都想方设法长寿。有人
说吃可以长寿，包括吃药；有人说运动可以长寿，
包括爬行等等，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都有自
己的一番逻辑，都有专家学者的佐证，不能说他们
都是胡说八道，不能说他们说得没有道理。最近，
美国心理学协会期刊《健康心理学》杂志刊登的一
项最新研究发现，勤奋工作会让人更健康、更长
寿。研究人员业已发现，勤奋工作与延年益寿关
系密切，人寿命平均长4年多。

常说压力大伤身，但勤奋工作并不意味着会
伤害身体。新的研究发现，努力工作、干活的人
（即使已退休），他们乐在其中，更快乐、更健康。
的确，我国很多大师级人物养生秘诀、长寿之道，
就是勤奋工作，像个陀螺似地忙不停。季羡林寿
高98岁，任继愈93岁，启功93岁，齐白石94岁，王
世襄 94岁，钱学森 98岁，冰心 99岁，巴金 101岁，
马寅初 101 岁，邵逸夫 107，尚健在的周有光 109
岁、杨绛103岁……这些“大师”级人物的寿数都远
远超过中国目前的人均寿命值。

季羡林先生每天凌晨 4 点就起床，即使在 90
多岁的时候，每天的工作时间也都超过 10小时左

右。正是由于他的勤奋，才著作等身，才成为著名
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
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有了“国学大师”、

“学界泰斗”、“国宝”的称谓。有“汉语拼音之父”
之称的周有光说：“我 85岁离开办公室，回到家中
一间小得不能再小的小书室中，看报、看书、写文
章。”即使过了百岁，每个月都有文章发表在报刊
上。齐白石也是很勤奋的一个人，他要求自己每
天必须作画若干，信条是：“不教一天空闲过。”文
学大师、著名学者杨绛虽然已是期颐之年，仍然笔
耕不辍，坚持着每天读书、整理丈夫的笔记或是翻
译作品等，在耄耋之年，杨绛还为世人呈献了闪耀
着她人生智慧的《我们仨》和《走到人生边上》。

常被人们称为“京城第一大玩家”的王世
襄，步入老年，童心不泯，勤奋不减，依然保持着
文人的担当，他将花费了几十年收集的明式家
具以半卖半送的方式给了上海博物馆，同时著
书立说，在写完《明式家具珍赏》和《明式家具研
究》后，对民间玩好做古籍整理和注释工作，他
自己也说：没想到我在耄耋之年，还能编写出版
两本有关鸽子的专书。启功先生评他的书：“一

本本，一页页，一行行，一字字，无一不是中华民
族文化的注脚。”

香港影视大亨邵逸夫一直坚信，只有勤奋工
作才会长寿。据了解，他一直坚持上班到90岁，还
保持着高数量的电影电视观赏，他可以说是香港
影视圈看过电影最多的人。他每天晚上只睡 5个
小时，中午休息1个小时，不使自己“空虚”，经常找
事干是他保持身体活力的重要因素。

“感动中国”2013 年度人物胡佩兰是一名医
生，70岁时从郑州铁路中心医院退休，家人都劝她
歇歇，但她坚持来到郑州市建中街社区服务中心
为患者服务。今年元月份，这位老人永远地离开
了我们，享年98岁。就在她临去世的前一天，还在
社区的服务中心为患者看病，当天晚上睡下后就
再也没有醒来。

勤奋工作，为什么有助于健康长寿？因为人
一旦忙起来，可以刺激细胞，活跃心智，精力旺
盛，物我两忘，身体各个系统处于相对平衡的状
态，有利于人体远离疾病的侵袭，等于给人增加
了营养。若您想健康长寿，那就使自己快快勤奋
起来吧。

随笔

马承钧

郑州至淮阳，走高速仅两个半小时，汽车直达
龙湖风景区。绮丽的龙湖无边无涯，据说面积超过
一万亩，直令杭州西湖、武汉东湖相形见绌。碧波
荡漾中蒲苇婆娑、荷花飘香，葳蕤水草间鱼跃鸟鸣，
令人叹为观止这里正举行一年一度荷花文化节，处
处彩旗飞扬，游人如织，更显得蔚为壮观。

相传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荷花种植已
经很成熟了。最早的荷花诗出自《诗经·陈风·泽
陂》，诗云：“彼泽之陂，有蒲与荷……彼泽之陂，有
蒲菡萏……”，这里“陈风”意为陈州的民风，陈州即
今河南省淮阳县一带，诗中“泽陂”指的是今淮阳的
龙湖。读此诗，可知早在几千年前，中原的青年男
女便选择在龙湖边上谈情说爱，更用荷花之美来形
容恋人了。当时淮阳为楚国国都，每年七八月间龙
湖荷花争奇斗艳，故有“龙都湖乡”之誉。

游客中有携老扶幼的当地居民，有骑车赶来的
外地“驴友”，还有打着小旗子、操着不同口音南北
观光客，包括老外。一位卖冷饮的老汉对我说：“这
几天看荷花的游客爆棚，几家宾馆都‘客满’喽！”一

位台湾记者说，淮阳是“内陆奇观、中原名珠”！问
及龙湖来历，导游讲古人在此筑城取土形成庞大的
坑，雨水集注形成了大湖。我不明白：龙湖并不通
江河，何以几千年而不干涸？

坐上一条古色古香的游舫，我们仿佛进入画
中：无垠的湖面被层层荷叶覆盖，大朵的莲花点缀
其间，或粉红如脂，或洁白似玉，或紫得可爱，犹如
一个个婀娜多姿亭亭玉立的美少女。间或可闻此
起彼伏的赶鱼声和采莲女清脆的嬉笑声，令人想
起“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江南可采莲，莲叶
何田田”的佳句。

同行的陈教授对中原人文素有研究，他打开
话匣子：“龙湖啊，就是座辉映着中国历史文化的
圣湖……”他说，龙湖四周有弦歌台、画卦台、白龟
池、司城贞子阁、陈楚故城和苏辙读书台，一连串的
名胜古迹就像一颗颗闪光的明珠映照在龙湖。“更
不凡者，这里有名扬四海太昊伏羲陵和曹植思陵
冢，我国最早的古城址平粮台也在此地哪！”

教授一席话，更令我等对这座北方水城人文渊

源有了新的认识。
作家老赵爱花卉，还编有养花专著。他悠然地

点燃一支烟，缓声道：“荷花是印度、泰国和越南的
国花，1985年5月荷花入选中国十大名花之列。莲
花品种繁多，可分观赏和食用两大类。它全身是
宝，藕和莲子可食用，荷叶、莲子、藕节、根茎可入
药。它‘中通外直、不蔓不枝’的美好外形，历来是
诗人墨客歌咏绘画一大题材。明代的王冕就是画
荷圣手，其画作畅销一时。徐渭、朱耷、八大山人、
俞淑贞、张大千等大师也以画荷驰名，当代画家中
擅长画荷者更不乏其人。”

我说，国人皆爱荷花，北宋理学家周敦颐一篇
《爱莲说》，写绝了莲花的形象与品格，也凸显作者
的高洁情怀与操守。1916 年仲夏，孙中山伉俪从
上海去杭州休假，见到西湖盛开的荷花大喜道：“中
国当如此花！”这正是中山先生自身品格的表露
——他不羡牡丹的雍容、桃李的娇艳，但愿国人能
像荷花那样高尚纯洁，寄望中国的未来能如莲花般
清丽夺目、香溢四海啊。

文史杂谈

古代的上访制度
陈永坤

“上访”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民意表
述方式。听取上访不仅可以使朝廷直
接获取真实的社情民意，还可以借此
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提升中央集权，所
以历朝各代多重视民众上访。

古史记载，尧舜时，朝前树立旌幡，
民众对政务有所建言，都可来旌下陈述。
此外，各交通要道都竖立“谤木”，让大家
在上面书写情况反映或对施政者的批
评。“谤”就是指责过失。到了国家制度已
臻完备的西周，谤木古制依旧，又添了肺
石：在朝门外挂一块形状如肺的石头，凡

“穷民”、“孤独老幼”等弱势者有所申诉
的，都可以到肺石下投诉。悬石如肺，是
因为肺乃支配发声的器官，声音发出来，
才能传达民众的呼吁。

古代逐级上访制度始于隋代。《隋
书·刑法志》记载，隋文帝曾诏令全国，

“有枉冤，县不理者，令以次经郡及州；
至省仍不理，乃诣阙申诉。”古代一般把
县作为受理诉讼接访的基层单位，乡、
村组织无权受理。凡未经过县衙的上
诉，即是“越诉”。较为完善的申诉法规
出现于唐朝，《唐律·斗讼》“越诉”条中
规定，“凡诸辞诉，皆从下始，从下至
上。”凡未经县衙审理的申诉，州、府以
上衙门均不受理。此后的宋、元、明、清
四代，也都明确要求“逐级上诉”。

唐代除了设置匦使院专门受理信
访外，尚书省也有接待民众赴京陈告
的职责。《唐会要》中还记载有唐肃宗
时的宰相戴至德亲自接待上访，当面
听取老妪陈词的故事。假如有关部门
不受理陈告或拖延不办，民众还可以
到御史台投诉。

古代，除指定受理部门以外，许多
朝代还存在诣阙、拦舆、挝鼓等直达金
銮殿的快通道。

诣阙：亦称叩阍，即直接向最高当
局请愿投诉。据王符《潜夫论》所述，这
条捷径汉代就有。隋唐以来，随着接访
机制逐渐完备，民众上访概由专门机
构接待受状，一般不得再直接叩阍，但
也不是绝对没有。比如北宋建国初期，
太祖赵匡胤亲自受理民众上访。乾德
二年（公元 964 年），全国清丈土地以
定税赋，馆陶县民郭贽诣阙举报当地
丈田不均，有人买通官府隐瞒田地。赵
匡胤派人去查，所诉皆实，馆陶县令程
迪被处决杖，流放海岛；主持全国清丈
工作的常淮被降两级。

拦舆，亦称遮道、邀车驾，也是直接
诉诸最高当局。西汉初，汉高祖刘邦征
伐英布回京，关中民众纷纷遮道挡驾，
投诉相国萧何以廉价强买人田民宅数
千万，刘邦将诉状全部收下，回宫后当
面交给萧何，要他亲自向人民谢罪。

挝鼓，就是槌击登闻鼓。登闻鼓汉
代已有，悬挂在宫门口的公车署里。长
吏失职，民有冤抑，总领四方吏民信访
事务的公车署又不起作用，“则来击此
鼓以达于王”，总之就是鼓声咚咚，直传
大内，谁都瞒不住拦不下，人民的申诉
便可及时上达天庭了。

古代越级上访“所述不实”的将被
惩治。

郑邑旧事 “行儿上”财神会
连 航

相传农历七月廿二是财帛星君成道日，所以
民间在这天多有财神庙会。郑州南郊十八里河
在这天就有庙会，虽然规模较小，但农副产品、农
具却交易旺盛，所以此会经久不衰，也是远近闻
名的古会。

周围邻村人总把十八里河简称为“河儿
上”或“行儿上”。据“民国”十五年修桥石碑载

“此河发源于西南梅山，流经此处距城十八里，
故名十八里河。”由此可知，河按里定名，村与
河同名。此后，邻村人就简称十八里河为“河

儿上”了。称十八里河为“行儿上”也有一定的
说词：《郑县志·大事记》“民国七年冬，郑县四
乡开放集市二十三处，天天有集五处，单日有
集八处，双日有集八处，逢二、五、八，三、六、九
的和逢五、十的各一处。”十八里河每逢双日有
集，但只是早上一会儿就散了，故称其为“露水
集”。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因集市上出现了家
禽、家畜和生活用品交易，人们称这种形式的
集市为“绳”或“绠”（拴、牵牲口要用绳，故称

“绳”；汲水用绳即“绠”）。此时的“露水集”也

就成了全天集。由于集市贸易的繁荣，十八里
河形成了一个典型的移民村，据《十八里河村
志》记载“据统计，1993 年，十八里河常住人口
的姓氏就有 80 多个。”在此落户的商贾固定下
来，形成了铁匠行、银匠行、盐行、粮行、牲口行
等商行店铺，号称“十八行”。此后，邻村人就
称到十八里河为“赶行”或“去行儿上”。

商贾人家都敬财神，农历七月廿二的财神庙
会在“十家就有九家商”的十八里河形成就成为
必然之事。过去在财神会前都会由商贾人家集
资唱上三天大戏，为庙会增添热闹的气氛。

如今，十八里河还流传着几句顺口溜述说着
这段湮没在历史封尘中的旧事：

十八里河通官路，村上不排外来户，
逃荒要饭这里住，不出三年穷变富。

新书架

《遛脑》
李丽铮

《遛脑》一书是根据田炳信腾讯
微博改编的散文集。内容句非句、段
非段、诗非诗，看似是微博体，却也比
前者深邃睿智，既无流水账之俗，也
无肆意炒作以博眼球之嫌。把诙谐、
深度浓缩在百来字里，字字珠玑，九
段侃爷聪明地选择了最符合碎片化
时代的表达方式，于是田氏独有的新
文学风格由此而生。它文本简短、智
慧、锋利，对当下生活进行了入木三
分的介入，几乎撕开了生活的各个层
面，形象、生动而令人吃惊。

《遛脑》文本由“一字一解”、“一
语道破”、“不解风情”、“有题”、“无
题”、“城市”六个系列组成。记录作
者所思所想，包括时政社会评论、媒
体行业观察、故乡风情记忆、各地景
色描绘、语言文字解读、人生经历感
悟等。作者在后记中坦言，“这个世
界上，每个人都能做到‘自言自语’，
它只不过是属于人们生命中不同的
阶段和不同的意境……”可见《遛脑》
也是作者的“自言自语”，在这番自言
自语中，汇集其在广阔的社会文化图
景和丰厚的人生阅历中积淀的浪漫
想象与严肃思考。

郑州地理

郑州“地片”
——豆腐寨

王瑞明 郭增磊

豆腐寨位于管城回族区城区南
部，为一条东西走向的小街。据传，
这里原为一家窦姓官员的府第。窦
府宅院宽广，住宅分前后厅、后花园、
左武营、右书馆、粮仓、银库等。因窦
府在当地很有影响，窦府及其周边区
域遂被称为“窦府寨”。大致范围为
东起窦府寨，西至天成里，南到豫丰
街，北至布厂街。后来，窦府衰败，当
地渐变成现在的张家 儿、李家 儿、
宋家 儿、金家 儿、黄家 儿、藏家

儿。因“窦府”与“豆腐”同音，久而
久之，人们为了省事，加之不了解此
地曾有窦府的旧事，“窦府寨”便被叫
成了“豆腐寨”。因豆腐寨一带又分
为很多小的片区，这里至今还流传着
一个的顺口溜：“豆腐寨，七八片，一
片、一片、又一片。”

掌故

“小学”
最初非指学校

阎泽川

“小学”二字最早并不专指学校。
西汉时称“文字学”为“小学”，唐宋以
后又称“小学”为字学。读书必先识
字，掌握字形、字音、字义，学会使用。
周朝儿童入学，首先要学六甲六书（六
甲指儿童练字用的笔画较简单的六组
以甲字起头的干支，六书即指事、象
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所以，从
前的人们把“文字学”称为“小学”。

回望（国画）苗再新

太行雨霁 清风知味 （摄影）

淮阳赏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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