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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土楼美名传，
方圆之中现百年。
百户族居小社会，
千人同堂大家园。
修身齐家秉祖训，
止于至善承圣言。
古往今来多少事，
共创和谐新明天。

蝶恋花·宏村

九曲溪水绕厅堂，
四方天井，紫气透阁窗。

斜风细雨青石巷，
碧波倒映马头墙。

徽商财智达三江，
卧虎藏龙，忠义美名扬。

一壶新茗品古今，
画里乡村入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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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什
么！终日眼睁睁看什么！”

二十多年的追寻，二十多年
的苦闷，足以让王阳明把红尘俗
世抛到脑后。他在静坐中想了很
多，建功立业没有平台，又不能突
破理学的大山而寻到成为圣贤的
钥匙，文学家的迷梦又被他亲手
刺破。他此时唯一的精神支柱只
有佛道。

佛道的确能解脱王阳明的
苦恼，终止他前半生的迷茫，只要
他能放弃一切。但是，他还有个心
结。这就是他的家人，尤其是他的
父亲。毕竟，他是个儒家士子，儒
家提倡的第一道德就是孝，他说
服不了自己去违背这一道德。

终于有一天，他在静坐中从
胡思乱想中睁开双眼，以一副如
释重负的口气说道：“亲情与生俱
来，如果真能抛弃，就是断灭种
性！”他站起来，走出山洞，深吸一
口气，外面的空气新鲜纯净，原来
俗世才是最亲切的呵。他和佛教
说了再见。

而就在几天前，他在静坐修
行导引术时成功预感到了几位朋
友的到来。可当他的朋友们大为

讶异时，他却叹口气说：“这是簸
弄精神。”在和佛教说再见之前，
他已经和道教说了再见。

第二年，他又为自己和佛教
的分手举行了一场怪诞的仪式。
这场仪式发生在杭州。他在一座
寺庙中看到一个枯坐的和尚。据
知情人透露，这个和尚已不视不
言静坐三年。

王阳明笑了笑，就绕着和尚
走了几圈，像是道士捉鬼前的作
法。最后他在和尚面前站定，看准
了和尚，冷不防地大喝一声：“这和
尚终日口巴巴说什么！终日眼睁睁
看什么！”这句话就是传说中禅宗
和尚的禅机。所谓禅机，就是用含
有机要秘诀的言辞、动作或事物来
暗示教义，让接收方触机领悟。

不知是王阳明的禅机触动
了和尚，还是王阳明的大嗓门惊
动了和尚，总之，和尚惊惶地睁开
眼，“啊呀”一声。

王阳明盯紧他，问：“家里还
有何人？”

和尚回答：“还有老母。”
“想念她吗？”
和尚不语。一片寂静，静得

能听到和尚头上的汗水流淌的声

音。最后，和尚打破了这一死寂，
用一种愧疚的语气回答：“怎能不
想念啊。”

王阳明露出满意的神色。他
知道，自己对佛教的判断是正确
的。他向和尚轻轻地摆手说：“去
吧，回家去照顾你的母亲吧。”

第二天，和尚离开寺庙，重
回人间。

无论多么宏大深渊的宗教，
在人性面前都要俯首称臣。王阳明
在佛教领域多年的浸染和探究，终
于在最被人忽视的人性上看穿了
佛教的弊端。正如他创建心学后所
说的，佛教是逃兵的避难所。佛教
徒所以出家，就是想逃避君臣、父
子、兄弟、夫妻、朋友这五伦中他们
本应该尽的责任和义务。

什么是洒脱？王阳明用他的
行为告诉了我们：该放手时就放
手，不必计较付出多少。王阳明在
辞章、道教、佛教上的付出如海洋
般深沉，在这三方面的成绩几乎
是他半生的心血。然而，他一旦想
明白，说放就放，连个犹豫的眼神
都没有。

王阳明用他和辞章、佛道的
一刀两断指出了一条心法：只有

放弃，才有日后的得到。如果你在
付出的人事上得不到快乐和人生
价值的答案，它就是一个包袱，甚
至是五行山，只有放下它，才能轻
松上路，继续你的前程。

现在，王阳明轻装上阵，只
剩下了军事方面的建功立业。他
又回到起点：想要建功立业，必须
成为圣人，而圣人必须要从儒家

理学那里获得密码和能量。
看上去，曙光，像是再一次出现了。
和佛道一刀两断

在重归理学前，王阳明对他
的前半生做了一次严肃的回顾和
总结。这次回顾在山东，回顾的方
式是考题。1504年秋，王阳明被他
的同乡、监察御史陆偁（chēng）推
荐到山东主持乡试，王阳明欣然
前往。他出的题目并不仅仅是考
问，还有切磋的感觉。

他问考生：“合格的臣子以
道侍君，如果不能行道，就可以离
开君主（所谓‘大臣者，以道侍君，
不可则止’）？”这是孔孟思想的精
华，要求臣子要以忠诚之心对待君
主，可如果君主对这份忠诚视而不
见，那就应该离开。这不但是一个
臣子应该具备的品质，也是“圣贤”
的素质之一。他大概是想通过这样
的试题来求证，如果一个臣子没有
机会没有平台施展自己的抱负，是
不是可以转身就走？自己这么多年
来在工作和隐居之间的华丽切换
是否正确？他还想知道，一个合格
的知识分子是应该毫无条件地忠
诚领导还是只忠诚于真理。

其实他的答案就是考题本

身。王阳明几乎用大半生时间在
践履这个答案，就是在这时，他心
中已经有了心学的种子：我只对
自己的心俯首听命。但是，王阳明
还是希望所有的臣子以道侍君时
能被君主关注，因为“不可则止”
听上去很潇洒，对于有着强烈责
任感的人而言，却是痛苦的。

他又问考生：“佛道二教被
人诟病，是不是它们本身的问
题？”他的答案是，佛道二教本身
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弘扬佛道
二教的那些人。道教说能让人成
神，这太荒诞；佛家说能让人成
佛，这更无稽。即使它们真的可以
让人成神成佛，付出的却是抛弃
人伦的代价，这种神佛不成也罢。

所以，他和佛道一刀两断。
最后，他站在了朱熹理学

前，对考生说：“天下之事，有的貌
似礼但实质上不是礼；有的貌似
非礼但实质上就是礼。”二者的区
别很细微，如果不用心去研究
（格）它们，将会产生大困惑，就不
能得到真理。

这是他否定辞章、佛道后重
新回归朱熹理学的一个表态。他两
次倒在理学的“格物致知”上，但还

是认定人人都应该“格物致知”。
山东乡试结束后，王阳明登

了泰山。在泰山之巅，他写了几首
诗。诗歌是沉闷抑郁的，他说自己
的使命感没有实现的机会，他又说
自己虽然认定佛道并非圣学，但朱
熹理学也没对他笑脸相迎。他还
说，半生已过，往事不堪回首。

1503年农历九月，他回到北
京，进了兵部工作，依然是索然无
味。他重新探索理学，但这一次的
探索是平静的，没有从前的激动
和困惑。他此时毫无预感，不知道
他前半生的历史已到了尾声。
1504年，他突然对好友湛若水说：

“我们倡导身心之学如何？”
湛若水双手赞同：“好！我们

招生，讲学。”
湛若水是陈白沙的弟子，深

得陈白沙心学之精髓，一直倡导
学习的目的是涵养身心，这一点
和王阳明不谋而合。王阳明和湛
若水是好朋友，也是好同志，互相
敬佩。湛若水说自己周游世界，
从未见过王阳明这样的优秀人
物。王阳明则回应说，他
活了这么大，也没有见过
湛若水这样的理学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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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竹林时代
任崇喜

不是绿林人物，不是那些刀客，呼啸山林，大碗
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

闲坐，望窗外逐渐蓬勃的绿色。想起绿色，就自
然地想起那年夏日，在杭州萧山看到的那片竹林。
灿烂的阳光下，那片竹林，只是一片绿，一种的翠，几
乎要透出水。当时，就莫名地想起几个人。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独特的时期，让人对竹
林怀有一种敬畏，以至于有些不敢逼近，不敢聆
听。在竹林里，曾孕育着一群人物，个性鲜明如
竹。翻开《世说新语》，迎面走来的，是率真旷达、恣
情任性的名士，纵酒的醉客，裸裎的狂人。他们潇
洒风流，他们清高脱世，他们雅量高才，他们喜怒哀
乐，乃至他们的病态与疯狂，全都是在张扬“宁做
我”的个性。

不是吗？他们一向以“越名教而任自然”著称，
“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尽皆才华横溢、行为
放诞乖张、思想自由飘逸，身影横越千年犹令人目
眩神迷。“死便埋我”，刘伶淡然地说上一句后，继续
端杯痛饮；驱车不择径而行，无路而返，阮籍痛哭不
已；默然不语，嵇康举着沉重的铁锤，吭哧吭哧，锤
击着熟铁……还有邺下放歌、兰亭流觞、南山采菊

之类，那个时代，有太多的名士故事，让我们为之
悲、为之喜、为之吟、为之叹。“痛饮狂歌空度日，飞
扬跋扈为谁雄”，李太白的诗句，是为他们量体裁衣
而作的。“竹林七贤”，飘逸高蹈，这一群体的优雅生
动，时常令我们企羡不已。纠结于鸡毛蒜皮的网，
几人能挣脱？

然而，撕破那一层文雅的外饰，我们从中读到
的，更多是苦涩。魏晋时代，令人浮想翩翩，被学者
称为“最富艺术精神的时代”，但并不是平民安居的
年代。那个时代的政治充满风险，朝政变更，如一个
又一个的赌局，充斥着现实的血腥，也饱含着政治的
智慧。战火纷飞，乱世多祸，惨烈屠戮，人命贱如芥
末。在那个重门阀的时代，就连王右军，当时书名冠
绝天下，为换取几只鹅，也不得不为道人写长卷黄
庭，何况他人？“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四顾何
茫茫，东风摇百草”，是他们的真实心态；“守陋巷，教
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
曲”，是他们的心愿。于是，便有“归去来兮，田园将
芜胡不归”的诘问，有对清虚寂寥的“无何有之乡”的
向往；于是，便有对悲苦的消释，对摇荡之心的安顿；
于是，一种独特的人生风范，飘然而出。

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常得无事，痛饮酒，
熟读《离骚》”，他们在酒中，酿造了一个醉里乾坤，酒
于他们的内心，营造了一片心灵的天宇，超越尘世纷
争。他们在竹林里袒胸露乳，肆意放歌，不畏时世礼
教的攻击和讥讽；他们在竹林边耕地种菜，打铁为
生，却不是为生机和荣耀；他们证史玄谈、“游山泽，
观鱼鸟”，在竹叶满山的广武涧凭吊古迹，长啸山野，
只为“原天地之美，达万物之情”；他们“抱琴行吟，弋
钓草野”，只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于我为一”……
有时，我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出现过，不然，中国数千
年厚厚的史册中，他们的足迹为何如此匆匆，他们的
精神风姿，为何仍如此陌生与怪异？真的说不清楚，
他们生活在那个时代，究竟是喜是悲。

魏晋时代，不可复制、不可模拟；同样，魏晋名士
的消逝、魏晋风度之绝响，也如昨日之日不可追，毕
竟“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竹林七贤”时代于今远
也，那片或清幽或激昂或暗淡的啸声，早已和那个年
代一起，烟消云散。只剩下秀竹依旧，只有嵇康在阳
光下昭示的《广陵散》。

那遥远时代的绝响，那遥远缥缈的古曲，究竟在
诉说什么？

商都钟鼓

选 择
杜 婉

很多时候，人生重要的不是努力，
不是奋斗，而是选择。尤其是锒铛入
狱的老虎苍蝇们应该更明白这个道理
吧。从曾经的前簇后拥，风光无限到
人人唾弃，身陷囹圄，这天上地下的变
化是该抱怨命运的变幻莫测，还是悔
恨当时的一念之差呢。曾经满怀抱负
踌躇满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于是也
兢兢业业，克己奉公，出了些成绩，有
了些荣誉，名利金钱也扑面而来，前途
一片光明，可是再光明的道路也有险
滩恶流。

贪婪，虚荣本是人性的弱点。但
身居高位或是有那么点权力的人虽不
是身经百战，拥有钢铁般的意志和长
远的目光，但也得学会拒绝，学会说
不，因为这金钱的背后是陷阱，美酒的
背后是砒霜。

看守所内曾任周口市委书记的
朱家臣，在谈起自己不堪回首的过
往时嘴角带着一丝讽刺的笑，他的
苍老的面容，蹒跚的脚步，还有头上
飘摇的白发，很难让人联想到，他也
曾身居要职，叱咤风云，35 岁就已经
是洛阳某县县委书记，他是人们口
中别人家的孩子，是学习的榜样，差
点就光耀门楣了。可是从第一次接
下那罪恶的金钱时，命运就已经开
始狞笑。怎么就鬼迷心窍了呢，当
时又是一种怎样的心境，是忐忑不
安犹豫不决，抑或是心安理得欣喜
若 狂 ？ 有 了 第 一 次 选 择 的 平 安 无
事，贪欲便如出了笼的猛兽，决了堤
的洪水般一发不可收拾。当他在铁
窗里叨念自己远方的妻儿、小孙子
粉红的笑脸时，他可曾想过，如果那
一次的选择能多念下百姓的得失，
国家的利益，年轻时立下的誓言，哪
怕是事发后冰冷的手铐，也不至于
落到今天这般田地。人生不可以重
来，悔恨早已是无济于事。

本应是心寄苍生大有作为，可偏偏
为了蝇头小利昏了脑袋。值得欣慰的
是，我们的大多数 干部是经得起时代
的考验的，古有司马迁、包拯行教守法，
清正严明，今有焦裕禄、谷文昌舍己为
民，大爱无疆，在选择面前，他们又坚守
了什么？百姓的暖衣饱食，国家的安定
兴旺，个人的洁身自好，对党无限的忠
诚，对社会义无反顾的担当，一代又一
代人的坚守，才有了我们今天的中华盛
世。蛀虫蝼蚁不可怕，温水里的青蛙到
最后才明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大是
大非前，请清醒，请警惕，一念之间，或
是天堂或是地狱。

新书架

《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
张 莹

轴心时代中国文明形成的基本价值成为主导中国文
明后来发展的核心价值。经过轴心时代以后两千年的发
展，中国文明确定地形成了自己的价值偏好，举其大者有
四：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社群高于个人，和谐高
于冲突。

中华文明核心价值所强调的仁爱原则、礼教精神、责
任意识、社群取向，以及对王道世界的想象与实践，贯穿
于两千多年的历史实践，彰显出中华文明对关联性、交互
性伦理的特别重视，以及对多样性和谐的特别推崇。中
华文明的这些价值原理不仅在前现代的东亚世界被广为
接受，在当今时代，对全球建立关联社群、合作政治、和谐
世界，仍具有普遍的意义。

知味

清廷食趣
冯忠方

掌故

商人
陈永坤

在原始社会后期，出现了以物易物
的交换活动。到了夏代，在社会上便游
离出一部分专门从事交换的人。

大约在公元前一千多年，黄河下游
居住着一个古老的部落，他们的祖先叫
契。由于契在佐禹治水时有功，被封为
商。这便是古老的商族。契的六世孙
王亥聪明多谋很会做生意，经常率领很
多奴隶，驾着牛车到黄河北岸去做买
卖。一天，王亥在贩运货物途中，突然
遭到狄族易氏的袭击，抢走了他的货物
和随从的奴隶，并杀死了王亥。王亥有
个儿子叫甲徽，听到父亲被害的消息
后，便兴兵伐易。最后终于灭了易氏，
商的势力也从此扩展易水流域。到了

汤时 (商族后裔)，商族的手工业已相当
发达，特别是纺织业，花色品种优于其
他各族。商汤为了削弱夏的国力，便组
织妇女织布纺纱，换取夏的粮食和财
富，把贸易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当时
夏代的统治者夏桀终日过着骄奢淫逸
的生活，不理朝政，最后被商汤所灭，商
族人建立了商朝。商朝在农业上已定
居耕种。在手工业方面青铜器、陶器的

制造也相当发达。另外，纺织、玉雕也
都有很大发展。因此在商代时对内、对
外贸易非常发达。商代后期建成的“大
邑商”城，规模极为宏伟。

周朝建立后，商族人由统治者一下
变成了周朝的种族奴隶。过惯了奢侈生
活的商族贵族，每况愈下。周朝对这些
商族人给以自由民的身份。商族人为了
过上更好的日子，便纷纷重操旧业，到各
处去跑买卖。他们每到一处都能吸引众
多顾客。这样久而久之，便在周族人的
心目中形成了一个概念，即跑买卖的人
都是商族人。后来，慢慢地“族”字也去
掉了，简呼为商人了。这个称呼一直沿
袭至今。

道光与改刀肉
改刀肉是由清宫廷御膳厨师刘一刀

创建。相传道光皇帝吃腻了宫廷御膳的
满汉全席，想换个口味。御膳主厨刘师
傅想到了竹笋鲜嫩，把竹笋与肥瘦相间
的猪肉一起炒。这道菜虽平常，但特别
讲究刀工、配料与火候，经道光皇帝上眼
一瞧，上嘴一尝，论色，是清秀悦目；论
香，是清香扑鼻；论味，是鲜美无比。这
道菜吃的道光帝是相当的满意，并亲自
把这道菜定名为“改刀肉”，成了清宫的
御膳菜。后来刘师傅年老返乡，回到家
乡承德，与儿子一起办了一个饭店，取名
为五奎元饭店，因刘师傅是御膳名师，自
然顾客盈门，生意兴隆，其看家菜“改刀
肉”也名声远扬。

乾隆与鱼头豆腐
传说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在杭州

微服登上吴山游玩，中午时分恰遇大雨，
躲避于山腰间一户人家的屋檐下，他又冷
又饿，便推门入室以求午餐，主人见状十
分同情，虽家中一贫如洗，还是热情招待，
把家里仅有的一个鱼头和一块豆腐放入
砂锅中炖，做了个鱼头豆腐。菜上桌后，
香味扑鼻，乾隆尝了一口，鲜美异常，十分

满意。后来，乾隆又来杭州，派人找来王
小二，重赏之后，王小二便开起饭馆，这就
是杭州城的“王润兴饭馆”。乾隆还封王
小二为“皇饭儿”，并亲书此三字。不久，

“王润兴”便誉满杭城，鱼头豆腐也成了一
道历久不衰的杭州传统名菜。

康熙和豆腐包子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出征西

北，路过宝鸡时，已经告老还乡的党崇雅阁
老用当地有名气的段家豆腐包子奉献康
熙。康熙吃到的农家素包子别具风味，十
分高兴。于是特奖段家包子铺三角龙旗一
面。 康熙帝回到京城，专门把关中人家的
豆腐包子带给御厨，让他们以此仿制，供全
京城文武百官享用。“皇帝亲尝豆腐包子，
且有龙旗为奖”的话语迅速在当地传开来。

郑州地理

石井村
马清贤

石井村，是荥阳市崔庙镇的一
个行政村，位于崔庙镇西南部浮戏
山余脉的褶皱里，西邻刘河镇的官
顶村，均属半石半土的浅山区。

石井村，原名叫耿家湾，易名
石井，不足百年。

据当地老人说，由于该村地处
半山坡，不仅土地都是等天下雨的
旱地，村民饮用水也很困难。雨水
连便时，山泉水还能供应人畜饮
水，若是干旱，村民就得跑十多里
的山路去山下挑水。有一年夏天，
因长时间干旱，地里的庄稼苗都旱
得打了卷，变了色，可是，村头的天
爷庙前边有一大片土却是湿漉漉
的，几簇野草长得旺盛。有人发现
了这一奇异现象，赶快去报告给会
头（庙会的执事人，相当于族长或
村主任），会头领人跑去看，果然如
此，就找来几个村民开始在那里往
下挖，越挖底下的土越湿稀，像往
上冒水的样子。莫非这里有水？
会头让民工继续往下挖，挖到一丈
多深时，到了石头上，把泥土清理
干净，才发现是一条石隙里往外流
水，流量虽然不大，日夜不停地流，
却也能供应一部分村民饮用水。
会头让村民把周围用砖石砌成井，
成为这个村里的第一口深井，因为
水出石隙，这口井就起名叫石井，
随即，村庄也改名叫石井村了。

改革开放后，石井村村民的生
活质量日益提高，但，人畜饮水问
题却迟迟难以解决。当地政府多
次邀请水利局的地质勘探队前来
找水，始终没有找到。直到上世纪
90年代中期，才在村外找到一条流
量可观的水线，打井队苦战半年，
穿透石层，又用炸药爆破，才把地
下水引了出来。党和政府又扶助
资金上百万元，买来水泵架通水
管，把村外的井水引到村里，家家
户户安装上水龙头，使全村人都吃
上了自来水。不仅解决了村里人
畜饮水问题，房前屋后的菜地也可
以得到灌溉，年年瓜豆鲜菜不断。

现在，石井村的旧石井虽然废
弃，新石井与通水设施却常年得到
专人维护。

散文

文翰 书

柿事如意 贺向东 摄影

我的光
孙勇

在灿烂的星空
我的光
微弱
不如萤火

我努力驱赶
覆盖我光源的枯枝败叶
让我的光
那怕只照亮一棵小草

越来越多的微弱的光
溶进光的河流
即便冬夜
心也温暖如春

我的光，在光的河流里
虽然，你看不见
我给你
我的星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