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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格竹子事件
王阳明格竹子事件的始末

大致是这样的。有一天，他和一
位同样精钻朱熹理学的朋友在竹
林前探索学问。王阳明突然说：

“咱们把竹子的道理格出来如
何？”

这位学友吃了一惊：“竹子
能有什么道理？”

王阳明回答：“朱熹说，一草
一木都有它自己的道理，你不格
你怎么知道它有什么道理？”

学友认为王阳明说得有点
道理，于是两人从椅子上站起来，
走到一棵挺拔的竹子面前。学友
不知从何下手，问道：“如何格？”

王阳明也不知方法，只好胡
乱说：“盯着它看，道理自会闪
现。”

两人就死盯着那棵竹子看，
草草地吃饭，草草地睡觉。三天
后，那位学友都快成了竹子，可他
什么都没有得到，却有了幻觉。
他发现竹子自己飘了起来，绕着
他转。他头昏脑涨，实在无法支
撑，就对身边瞪着布满血丝双眼
的王阳明说：“哎呀，我不行了，看
来朱熹老头的‘格物’真不是我等

凡夫俗子能做到的。”
王阳明说：“你要坚持！”
学友懊恼道：“天赋有限，不

是坚持就能成功的。我撤了，你
继续。”

学友的离开并没有使王阳
明灰心失望，他依然坚持盯着竹
子看，到第六天时，他不但出现了
幻觉，还出现了幻听。他听到竹
子在说话，好像在埋怨他：我的道
理如此简单，你怎么就“格”不出
来呢？

王阳明懊丧不已，正要回答
他的难处，突然听到所有的竹子
哄堂大笑，这种笑声具有明显的
挑衅味道，王阳明怒了，使尽浑身
力气喊道：“你们就没有道理，我
怎么格！”

他不知道自己根本就没有
喊出任何话来。他体力严重透
支，最后扶着竹子倒了下去。几
天后，他恢复过来，反省此事，他
确信，朱熹的“格物致知”有问题。

他找来那位难友，把自己的
怀疑说给对方听。对方的幻觉才
消失不久，以为自己又得了幻听，
当他确信不是幻听时，不由惊骇
起来：“你疯了？朱熹的‘格物致

知’怎么可能是错误的，你是不是
走火入魔了？”

王阳明没有走火入魔，他冷
静地分析说：“别说我们没有格出
竹子的道理，即使把它格出来又
能怎样？朱熹说，天下万物包括
一草一木都有道理，而且要我们
去格，格个竹子都这么费劲，天下
万物那么多，我们格到死，连圣贤
的影都看不到。况且，如果我们
踩了狗屎运，突然把竹子的道理
格出来了，可那是竹子的道理，如
果这个道理不被我们认可该怎么
办？是把它扔了，还是违心地承
认这个道理？”

他的难友对王阳明这段话
瞠目结舌：“你这话太惊世骇俗
了，唬得我六神无主。总之，朱熹
老夫子是没错的。你不能因为格
不出来竹子的道理就说人家的理
论是错的，这只能说明你没有天
分。”

王阳明叹息道：“我倒希望
如此。可无论是我受天分所限还
是朱熹有问题。总之，如果通过
朱熹这条路成为圣人，对我而言，
是一条死路了。”

他苦恼，从前对朱熹的狂热

瞬间全无，转为了一种捉不到根
由的绝望，就像是一个人掉到了
云彩上，上也不是，下也不是。

在苦恼了一段时间后，他适
时转向。王阳明就是有这样一种
本事：此路不通，掉头再寻找另外
的路，绝不会在一条路上走到黑！

能勇敢向前是勇气，能转身
是智慧，智勇兼备，才可成大事。

看上去，王阳明在俗世的大
事好像要成。
“经略四方”的志向死灰复燃

1492年，格竹子事件发生后
不久，王阳明在浙江的乡试中脱
颖而出。据他的同学们说，王阳
明几乎没有费什么劲就金榜题
名，所以当1493年北京会试时，人
人都认为王阳明会毫无意外地重
演乡试的荣耀，令人大感诧异的
是，他居然落榜了。

王阳明心情必定是沉重的，
但他未挂碍于心。他的朋友们来
安慰他，他只是笑笑说，我并未哀
伤，我只是为不能考中做官为国
家效力而遗憾。他父亲的朋友、
大学士李东阳就起哄说，为国家
出力也不在乎一天两天，当然也
不在乎一年两年，三年后，你必高
中状元，何不现在写个《来科状元
赋》？

王阳明在诗词文章上向来
是毫不谦虚的，听到李东阳这么
一说，就提起笔来，文思泉涌，很
快完成一篇赋。在场的人深为叹
服，但有醋坛子看着这篇文章对
别人小声说，此人口气如此大，自
负之气跃然纸上，将来真得势，他

眼里还会有我们？
实际上，王阳明在那时眼里

就已经没有了很多人。他在1493
年的会试中名落孙山，并非是运
气不佳，而是他并未用心于八股
文。乡试过关后，他开始钻研道
家养生术和佛家思想。他对自己
说，经略四方，没有平台；钻研朱
熹理学，没有诀窍，倒不如另辟蹊
径，去道教和佛家中寻找成为圣
贤的密码。

然而这一密码，他只找了一
年，1493年会试败北后，他放弃道
教和佛家，开始精研辞章之学。
和那些欲以诗歌文章获取名利的
人不同，他是希望通过辞章为万
民立心，立下千古之言。这种钻
研是虔诚的，他和北京城中那些
文学家们建下深厚友谊，彼此切
磋文学的真谛，日夜苦读，以至于
累到吐血，搞得他父亲每天夜晚
必须强迫他休息才算完。

在辞章之学上，王阳明取得
了灿烂的成就，他被当时的文学
界誉为天才。可不知什么时候，
他突然解散了龙泉诗社，重新拾
起了久违的军事。

让他做出这一“吃回头草”

举动的是一个叫许璋的居士。许
璋当时在浙江余姚附近过着离群
索居的生活，一举一动都流露出
传奇人物的特征。他喜欢穿白
衣，喜欢站在茫茫一片绿的森林
中，人们一眼就能发现他。据说，
许璋曾经也是理学高手，拜过陈
白沙为师，不过和王阳明一样，他
也琢磨不透朱熹理学的真谛，所
以抛弃理学，钻研军事和奇幻法
术。他有两个让人钦佩的地方，
一是占卜：他能掐会算，有在世
刘伯温的美誉。他曾准确地预
言了朱宸濠的造反，又准确地预
言了明帝国十一任皇帝朱厚熜
（明世宗）的继位（朱厚熜是以非
太子身份登基的）。另一成就是
在军事理论上，他用多年时间吃
透了诸葛亮兵法和奇门遁甲中
的兵法部分。

王阳明得知山中有这样一
位奇人后，就急忙去拜访。二人
交谈，当许璋发现了王阳明的宏
图大志和他正在钻研的辞章之学
后，夸张地大摇其头。

他 说 ：“ 辞 章 是 小
技，小技不能成大业，何
况是圣贤。” 4

连连 载载

秦桧是如何沦为卖国贼的
任崇岳

金国灭掉北宋后，打算立奸臣张邦昌为傀儡，
这一决定引起了宋朝有正义感大臣的激烈反对，监
察御史马伸倡议共同书写反对状，要求保存赵氏。
当时秦桧身为御史中丞，即御史台的首领，马伸是
他的下属，下属能如此仗义执言，秦桧只得在反对
状上签字，并列名于首。

金人北撤时，押解宋徽宗、宋钦宗及大臣北上，
秦桧也在其中。宋徽宗在途中得知康王赵构已在
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就在衣领上写了封
密信，交给宣赞舍人曹勋，要他秘密去找高宗，拯救
父母，澄清中原。又以康王已即位为筹码，要求与
金人签订和议。这封求和信，就出自秦桧之手。金
人没有接受和议，却对秦桧的文采颇为欣赏，赐钱
万贯、绢万匹。宋徽宗辗转流徙，迁往韩州（今辽宁
昌图北八面城）时，金太宗完颜晟特意把秦桧留下
来，交给左监军挞懒任用。在金朝任用就是执事，
是类似参谋一类的官职。秦桧本是囚犯，忽然否极
泰来，被金人任用，自然是感激涕零，甘作走狗了。
挞懒为笼络秦桧，还专门设宴招待他，让达官显宦
及其妃妾作陪，更使秦桧受宠若惊。

建炎三年（1129），金兵分数路侵宋，挞懒奉命
攻取淮东，专门携带秦桧同行。秦桧打算阖家南
归，但不知金人是否同意，行至燕山府（北京市西

南）时，故意把妻子王氏留下，自己独身前往挞懒军
中，却又暗中唆使王氏到军中吵闹，说自己嫁给秦
桧时，有家产20万贯，为的是夫妻白头偕老，如今你
当了金朝官员，把我丢在半途不管吗？秦桧居处与
挞懒比邻，挞懒之妻一车婆在问清了原委后说，大
金国法令规定，军中允许家属同行，当今皇帝任监
军时，就带过家属，秦桧既是任用，家属自当同行。
她当即告知挞懒，挞懒便命王氏随行。秦桧没有后
顾之忧，便放心大胆地为金人效劳，帮助筹划粮草。

挞懒攻打楚州（江苏淮安），城内兵不满万，金
军数倍于宋军，却久攻不下，挞懒窘迫之中，命秦桧
写信劝降，秦桧自然照办，但楚州守将赵立对此嗤
之以鼻，不予理睬。后因赵立壮烈殉国，宋兵寡不
敌众，城池终于陷落。一座小小的城池竟然使金兵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手，金朝觉得有必要派内奸
打入宋朝，以便里应外合，灭亡南宋，秦桧自然是不
二人选。为使秦桧安全回宋，金人作了一番策划，
秦桧的岳父王仲山有别业（别墅）在济南，便在他的
产业中取出一部分作路费，并准备了船只。

建炎四年（1130）十月，秦桧夫妇、小奴砚童、小
婢兴儿及其他亲信乘船只从楚州直奔涟水军（今江
苏涟水）丁祀水寨，被巡逻的宋军抓获。秦桧自称
是杀死监视的金兵逃回，丁祀的部将则认为，当前

两军对垒，秦桧却能全家安全归来，且带有财宝，有
悖常理，必是金人奸细无疑，应杀之以绝后患。秦
桧惶急中大声呼唤：“我是御史中丞秦桧，这里有无
秀才，当知我名。”参议王安道本不认识秦桧，却装
着很面熟的样子说：“中丞远道而来，鞍马劳顿。”众
人见王安道认识此人，知不可杀，便以礼相待。丁
祀派王安道、冯由义二人把秦桧送往镇江府，镇江
府守将刘光世又派人送往宋高宗处。朝中大臣大
多数怀疑秦桧是奸细，只有范宗尹、李回二人说他
是忠臣。宋高宗不辨真假，便封秦桧为礼部尚书。
其实，秦桧归来，疑点甚多。第一，和他一起北上的
还有孙傅、司马朴等人，为何只有他一人安然归
来？第二，从燕山至楚州有 2800里，他又怎能越江
过海而不被金人发觉？第三，如果秦桧逃回是真，
最多是他一人，且必定狼狈万状，而秦桧一家却能
悠然陶然归来，令人不可思议；第四，秦桧说涟水军
的宋兵贪图他的金银想杀他，既带有许多金银，怎
么逃出来的？由此可见，秦桧就是金人的奸细。

秦桧在南宋初年颇得高宗信任，曾两度出任宰
相，前后主持政枋 19年，气焰熏灼，骄横跋扈，他不
但向金人卑躬屈膝，称臣纳贡，还谋害了民族英雄
岳飞，成为不折不扣的卖国贼。

新书架

《行走的家园》
李丽铮

《行走的家园》与其说是一本俄罗斯文学与文化随
笔集，不如说是关于普希金、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
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等俄罗斯文学、
文化名家故居的游记，并在走访与游历中，再现了这些
俄罗斯文学、文化名家跌宕起伏的人生以及他们所处的
波澜壮阔的时代。

《行走的家园》还是一本关于“家园”的散文集，在俄
罗斯大文豪、大艺术家的现实“家园”之外，还有寓居海
外的作者对自己精神“家园”的探寻，饱含着作者对母
亲、对女儿、对亲友的真情与厚意。

知味

拔丝馒头
张海贞

馒头，大家都知道，但是馒头的吃法是有很多花样。
拔丝馒头，是母亲最拿手的，而且也是我的最爱。

小时候家里穷，很少有零食吃，母亲就会经常做拔丝
馒头给我和哥哥吃。如今长大了，自从参加工作后常年
在外，对于零食，已经不再是奢侈品，但是我还会时常想
起儿时吃拔丝馒头的有趣场面。偶尔在老乡家再次品尝
到这道家乡的美味时，实在是开心极了，竟然还有种想落
泪的冲动。

其实，这道美食的做法也挺简单的。第一步，准备馒
头条，我们河南以面食为主，平日里少不了馒头，不过要
是怕麻烦，当然馒头也可去超市买。首先将做好后的馒
头切成长条状，具体大小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掌握，这
时，把切好后的馒头条放入凉开水中浸泡，使馒头条吸足
水分后捞出来。

第二步，炸馒头条。上炒锅放食用油，将油烧至八成
热时放入泡过水的馒头条，等馒头条炸到金黄色时捞出、
控去多余的油、装盘待用。第三步，熬制糖浆。此时，另
取一炒锅倒入少许水，然后再倒入白糖，比例适当即可，
小火熬制，水和白糖融合在一起会慢慢鼓起大泡。等起
大泡后再少许熬制，等大泡变小泡泡色泽淡黄就可以了，
千万别熬成焦糖，那样会影响成品的口感。

最后一步，倒入炸制好的馒头条、快速翻炒使糖浆迅
速裹住馒头条每一个地方，出锅后将其装入擦过油的盘
中即可食用。

吃的时候将馒头在水里浸一下，浸过水的馒头条吃
起来口感更好，外酥里嫩、香甜可口，味道那叫一个美，早
已经让人垂涎三尺。如今，这道美食经过厨师的一番改
进，已经上了餐桌，有外国游客来河南旅游，当吃到拔丝
馒头时都竖起大拇指啧啧称赞呢！

影视谈

《于无声处》：接地气的谍战剧
石童

作为一部当代谍战剧，《于无声处》没有把叙
事模式固定在强情节、强动作上，而是坚持从小
切口切入，紧贴实际和生活去书写，使得整部剧
看起来十分接地气。

《于无声处》以上世纪80年代我军工核潜艇
项目“蓝鱼”工程研发为大背景，以一起跨国案件
为引子，铺陈开惊心动魄的国安谍战故事，时间
跨越三十年。但本剧把国家间的较量放到一个
家庭当中，通过家庭生活的展示，对重要的题材
进行了生活化的处理。

本剧始终以写人为中心，关注以马东为代表
的国安工作人员，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展
现他们默默无闻的生活方式和低调态度。去掉
了硬汉形象的胡军，没有了一般电视剧里英雄顶
天立地、智勇双全的固定模式，反而时常显得鲁
莽冒失、耍宝卖乖，特别在对待情感问题上，从开
始的犹豫不决、自欺欺人到后来的敢于牺牲、勇
于承担，展示他们生活化的最本真面目。剧中的
其它人物也塑造的立体可信，赵立新将剧中的陈

其乾这个上海男人的精明与细腻也拿捏得恰如
其分。一开始他是一名助理工程师，一心想要爬
到高处，整天盘算着如何省钱，但他诠释的精打
细算中又充满了情调；他小心谨慎，却又大胆追
求爱情，对待自己爱的人体贴入微。本剧的前半
部与后半部他的角色差异较大，是真正的两世人
生。赵立新把这个人物的多面、复杂、挣扎，非常
饱满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为充分还原生活真实，本剧还在场景选择、
氛围营造上下足功夫。服装道具尽显时代本色，
80年代的蓝色工厂服、海魂衫、喇叭裤、蛤蟆镜、
搪瓷杯、凤凰自行车、大三洋收录机……都充满
了浓浓的怀旧风。白色的栅栏、金色的沙滩、铺
满落叶的金黄色街道、随处可见的异域风情建
筑，也处处流露着浓郁的历史人文气息。剧中的
马东与冯书雅，也通过朦胧诗、手帕、二八大杠自
行车等这些时代特征的小道具，用上世纪 80年
代里特有的对爱情的含蓄、浪漫情怀引起了观众
对纯真爱情的向往。

郑州地理

嫘祖祠
宋申旺 马清贤

嫘祖祠，位于荥阳市环翠峪景区
环翠峪村（原庙子）街上，坐北朝南，
建筑面积2160平方米，长35.2米，宽
30.6米，高 19.8米。蓝瓦飞檐，雕梁
画栋。是当地政府及有识之士集资
兴建的，历时十年之久，三起三落，
2014年 10月建成封顶，经过半年多
的内外粉刷、装修、塑像、彩绘，于今
年4月30日（农历三月十二）庙会时
举行开光典礼，对外开放，结束了近
半个世纪来庙子无庙的历史。

嫘祖，是轩辕黄帝之妻，是“养
蚕绩丝，教民衣服”的“中华民族之
母”，出生于浮戏山桑梓峪，“史称西
陵氏，又称方雷氏，”轩辕黄帝称：

“西陵玉女”。古代的“陵”与“岭”相
通用。《史记·五帝本纪》曰：“黄帝居
轩辕之丘，而娶西陵氏之女，是为嫘
祖，嫘祖为黄帝元妃。”《姓氏考略
注》曰：“榆罔之子曰雷，封于方山。
嫘祖为炎帝八代孙榆罔的孙女，遂
又姓方雷。”《水经》曰：“浮戏山，世
谓之方山也。”《通鉴外纪》曰：“西陵
氏之女，为黄帝元妃，始教民养蚕，
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

因此，经过专家学者考证：荥阳
市环翠峪景区的桑梓峪——是嫘祖
的出生地。桑梓峪附近有织机洞、
纺绩岭、老蚕坡、桑树湾、玉仙河、丝
庄等近百个与“养蚕绩丝”有直接关
联的地名流传千古到现在。经荥阳
市非物质文化保护中心申报，2013
年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批准，授
予荥阳“嫘祖文化之乡”和“嫘祖文
化研究基地”。

作为嫘祖故里的环翠峪，嫘祖
圣母祠，在天时、地利、人和的诸多
条件具备下应运而生了。祠内塑像
三尊女神，坐北向南，分别为太素元
君（嫘祖）、碧霞元君、麻姑大仙，均
是粉面金冠，玉凤霞帔，身高 8 米，
稳坐莲花高台，俯视众生，很是高大
威严。东壁镌刻《道德经》全文，顶
端彩绘五幅一组古人植桑养蚕故事
的壁画；西壁镌刻《嫘祖故里方山桑
梓峪》说明文，顶端彩绘五幅一组古
人绩丝织帛故事的壁画；大厅两排
八根明柱雕龙画凤，很有代表意义。

嫘祖祠前面是一个占地 6650
平方米的小广场，庙会时可供多支
民间文艺队同台演出。广场前竖着
一通至少有三平方米大的椭圆形石
碑，上面是河南省文史学家李铁成
撰写的《嫘祖之碑》。

文史杂谈

秋实（国画） 刘建伟

母子情 张明云 摄影

随笔

“桃园时代”
王道清

不少人也许都读过陶渊明的《桃花
源记》，那是五柳先生弃官归隐后所憧憬
的经过他那生花之笔而绘制的唯美的

“桃园”生活的美好画卷。有人称之谓可
望而不可即的“乌托邦”。

我爱读陶先生的《桃花源记》，因
为她把我带到了童年时代的美好的农
村，与我儿时的深刻记忆产生了强烈
的共鸣。

我家居住在中原的一个名不见经传
的小山村，四面环山，春天山花烂漫；秋
天野果满山。村东村西各有一条小溪蜿
蜒而从容地绕村流过，历经九曲十八弯
之后，最终静静地汇入淮河。故乡的小
河，清湛湛的河水冲击着一川鹅卵石，发
出叮咚叮咚的乐音，令人赏心悦目。在
这山清水秀的环境中度过了我无忧无虑
的童年。那是多么令人神往、值得回忆
的一段往事啊！

那时的农村生活是慢节奏，村民们
从容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生夏长
秋收冬藏，顺乎自然，日月更迭，连绵往
复。农民生活不似现代城市那样急促
紧迫，而是有张有弛。最忙的季节是抢
收抢种的三夏，正如白居易在《观刈麦》
一诗中所咏叹的“田家少闲月，五月人
倍忙”。秋日里杂活多，从收到种，扯扯
拉拉延续三个多月。从收麦到种麦，
夏、秋两季大体是五个月，这是农忙季
节，从种麦到来年割麦，这半年之中基
本上是闲月。在风调雨顺的太平年景
的“农闲”季节，农民的日子是最美好
的，令人羡慕的。一冬一春，各村络绎
不绝地轮流唱“社戏”，东村唱罢西村
唱，南村唱过，去北乡。前三皇后五代
的古代文明由戏曲传承。在月白见清
之夜的村头巷尾及农家四合院中，老年
人向晚辈儿孙们讲故事，多半是东周列
国、西游记、隋唐演义等等。孩子们听
得津津有味，月亮西沉，甚至半夜仍不
愿离去。第二天晚上孩童们缠着老人
继续讲述那似乎永远讲不完听不厌的
故事。这是农耕文化的一部分。家乡
的许多男性农民特别爱“唱路戏”。他
们荷锄归来，或串亲访友，或上街赶集，
行走在田间小道上喊几声“越调”，哼几
句“二黄”，或唱几句“梆子”。众语云：

“粗越调，细二黄，论听还是梆子腔。”梆
子即豫剧，这是中原人民的最爱啊！而
我故乡的父老乡亲爱之更甚。

中原的民俗文化特别厚重，除了上
述的农村社戏之外，逢年过节，或每逢红
白喜事，往往说“坠子”，弹“三弦”，唱“乱
台”，五花八门的农民喜闻乐见的民俗文
艺花样翻新，脍炙人口，让人看得如痴如
醉。

农村非常重视绿化。前人栽树，后
人乘凉。那时的夏日故乡，整个村子像
一团浓密的绿云环抱着家家农舍。杜甫
的名句“绿树村边合，青山廓外斜”正是
我儿时家乡生态的写照。这些绿树，除
了那些高大的乔木外，更多的则是果
树。桃、杏、梨、枣、柿子、樱桃、李子样样
都有。一年四季瓜果不断，邻里和睦，亲
密无间。张家的桃子熟了，送给东邻；李
家的枣红了，摘下鲜果送给西舍；王家的
樱桃熟了，请大伙一同品尝……这些树
果不是卖的，而是家用及馈赠乡邻与亲
朋的，自给自足，其乐融融。果子给予乡
亲们以香甜，也给予乡亲们以深情厚
谊。浓浓的人间真情，让人们深切感受
到“情义无价”的真谛。那时不懂这个成
语的涵义，今天懂了，才更加感到她的弥
足珍贵！

啊！桃园时代的故乡啊，日子是甜
美的，民风是淳朴的，社会是和谐的。那
段美好的岁月实在令人难忘，让人永远
怀念。她牢牢地定格在我童年时代的纯
真的记忆里……

远去了，我那可爱的故乡的“桃园时
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