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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王阳明具备的那些要
素很重要，也许我们应该特别注
意王阳明在“悟道”之前反复琢磨
的那两个问题：一个是朱熹的

“格物致知”；另一个则是圣人如
何从困境中超越出来。如果非
要给“为什么是王阳明”安一个
看上去标准的答案，那么这个答
案就应该在两个问题里，它就
是：圣人肯定不像朱熹所说的去
外面寻找存活下去的真理。用
排除法，不去外面找，自然就在
心里找。所以，他修改了朱熹对

“格物致知”的解释。
于是，王阳明心学的宗旨无

非就是，我们心里的良知是应对
万事万物的法宝，无须去外部寻
求任何帮助。

不过我们与其费力不讨好
地寻找他创建心学的能量，不如
用心来学习如何获得这种能量。
这应该是王阳明的心愿，也应该
是我们的终生追求。

新的朋友和新的敌人
王阳明创建心学后，他的世

界看似光明起来。他适应了龙场
这块土地，并且和当地的土著发
展出了深厚的友谊，这源于王阳

明高度的传道责任感。悟道后，
王阳明马上把精力投入讲学事业
中。他让仆人开发了一块空地当
作潦草的讲习所，热情地向土著
居民发出邀请。

实际上，自王阳明来到龙
场，当地土著们就对这个有气无
力的中原人表现出了莫大的好
奇。在他们眼里，王阳明有些诡
异。有时候，这个中原人很正常，
也很勤奋。他耕种土地，修葺山
洞，生火做饭。而有时候，这个中
原人像个神经病，要么一边自言
自语，一边在森林里来回转悠；要
么坐在空地上，一动不动。有一
段时间，他们认为王阳明比山中
的虎豹毒虫更可怕，而有时候，他
们则觉得王阳明和蔼可亲。在森
林中偶然相遇时，王阳明都很礼
貌地向他们打招呼。

王阳明邀请土著去听他的
讲座，土著们蹲在一起开会讨论，
有人说不去，因为中原人外表忠
厚，内心狡诈。也有人说，可以
去，但必须全副武装。最终，王阳
明几次三番邀请的热情感动了他
们。他们只带着一颗心来了。

他们是王阳明在龙场结交

的新朋友，这些人被王阳明所讲
的内容深深迷住（土著讲的语言
和汉语不同，无从得知王阳明是
怎么向他们传道的），每天都来捧
场。有捧场的自然就有砸场的，
正如一个出色的人有朋友就肯定
有敌人一样。

来砸王阳明场子的人是贵
州巡抚王质。王质早年在中央政
府担任御史，知道王阳明。担任
御史的人由于需要经常找碴儿
弹劾别人，所以心理往往比较扭
曲。王阳明来贵州，作为巡抚，
王质当然早已知晓。按王质的
想法，王阳明到他的地盘任职，
应该对他有所表示。可王阳明
那段时间太忙，忙着存活，忙着
悟道，就把这位贵州官场上的大
佬忽视了。

这本是无心之罪，但王质认
为自己的尊严受到了王阳明的挑
战，于是派了一群亦官亦匪的人
来到龙场驿站。这群人来砸场子
时，王阳明正在给土著们讲课。
他们训斥王阳明不识好歹，并作
势要揍王阳明。王阳明丝毫不动
声色，土著们却怒了。双方开战，
当地人人多势众，来砸场子的人

被打得抱头鼠窜。
王质大怒，当时就想调动军

队对付王阳明，但马上就改变了
主意。他意识到这是杀鸡用牛
刀，而他只想让这只鸡对自己低
头。王质拿出官老爷的威势来，
下命令给贵州司法部长官毛应
奎，要他通知王阳明，这件事的影
响极端恶劣，王阳明必须诚惶诚

恐、毕恭毕敬地向他道歉，只有王
阳明做到这一点，他才可以考虑
是否要赦免王阳明的罪。

毛应奎了解王质，知道这是
官场中“廉价自尊”下的无理取
闹。虽然如此，他权衡了一下，认
为王阳明比王质更容易摆平。于
是他给王阳明写信，要他向王质
道歉，哪怕就是一封道歉信也好。

王阳明陷入沉思。这是他
龙场悟道后第一次遇到事，而且
非常棘手。他必须拿出妥善的解
决方法来证明心学的力量。反复
思考后，他给毛应奎回了封信，他
说，殴打那群流氓的本地居民不
会无缘故打人，是那群流氓先动
手的。他接着说，即使那群流氓
是王质派来的，但我和王质之间
并没有任何关系，我为何要向他
道歉？如果他非揪住这件事不
放，那你替我转告他，我在恶劣的
龙场什么没有遇到过，几乎一日
三死，再大的风暴对我而言也不
过是虫豸。他最后说，我虽然是
流放官员，也应该得到应有的尊
重。

这正是他心学的灵魂：人人
都有尊严，不可侵犯。据说，王质

收到这封并非是给他的信后大为
震惊，只好接受了尊严被侵犯的
现实。

凭几句义正词严的大话就
把对手吓跑，世界上没有这回
事。如果真有，公平和公正早已
立足人类世界。王质不再找王阳
明的麻烦，最有可能是毛应奎周
旋的结果。毛应奎是个颇有正义
感的人，在收到王阳明的回信
后，他亲自去见王阳明。王阳明
的人格魅力令他一见折服，这使
他马上断定王质和王阳明之间的
谁是谁非。在他的调和下，王质
很容易做出判断，这件事再闹下
去成本太高，而且有失他的身
份，于是，不了了之。

自 此 ， 王 阳 明 的 敌 人 王
质消失，毛应奎则成了他的新
朋友。

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
成果，二者是一回事

王阳明在龙场的身份不仅
是个驿站站长，还是个教育家，偶
尔还客串下政治家。他的朋友越
来越多，声名大振，他的命运在经
过一番痛苦的洗礼后发生了大逆
转。所有人都知道，龙场这块天

地已容不下他，他离开龙场的日
子已不远了。

王阳明是被人请出去的，而
且被请了两次。第一次请他的人
是贵州省主管教育的副省长毛
科，他和王阳明是同乡。1508年
冬天，他到龙场听王阳明讲学，
由于没有深厚的思想根基，毛省
长很容易接受新思想。王阳明心
学本身是灵动的学说，所以他很
快就接受了，于是他邀请王阳明
去省城贵阳讲学。王阳明委婉拒
绝。他说，我现在只是山野村
夫，体弱多病让我变得异常疏
懒。我没有用功阅读和研究经
典，所以没有资格担任讲师。我
现在正准备去看医生，您作为官
方代表，给我这样的荣誉，实在
让我惭愧。

毛科当然不会明白王阳明
这番托词背后的心理活动。在王
阳明看来，他的心学是帮助人完
善道德，而并非是指导人科举考
试。但毛科的用意很明显，他要
王阳明到贵阳讲学就是希望王阳
明能帮他培养出一批考
试高手，这和王阳明的
出发点南辕北辙。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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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杂谈

东晋荥阳太守习凿齿
刘 阳

去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副刊李春雷撰写的
《寻访习家池》一文中写道，习凿齿东晋时期任荥阳
太守。

我查阅相关史料，了解了历代在荥阳任职的太
守：三国时期，王植任荥阳太守；西晋武帝时期，傅祗
任荥阳太守；东晋时期，习凿齿任荥阳太守；南北朝
北齐时期，宋世荣任荥阳太守；隋朝时期，杨湛、杨庆
任荥阳太守；隋唐时期，李渊任荥阳太守；唐朝时期，
崔无诐任荥阳太守。但在文学和历史方面有研究的
是东晋时期太守习凿齿，著有《汉晋春秋》。

习凿齿(328—413),字彦威,号半山,东晋荆州襄
阳郡(今湖北襄阳)人，东晋史学家,曾任荥阳太守,著
有《汉晋春秋》，后迁居今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欧里
镇白梅村。

习凿齿生于晋成帝咸和三年 (328)八月十三
日。当时东晋大权落在门阀世族出身的大将手中,他
们盘踞在扬州、江州、荆州、武昌等重镇,控制朝政,皇
权因而衰落。习凿齿年少时,胸怀大志, 深得当时东
晋大将荆州刺史桓温的赏识,被授为从事。习凿齿发
愤读书,博学多才,以文章著称。江夏相袁乔很器重
他,多次对桓温称赞习凿齿的才能。习凿齿转为西曹
主簿,亲遇隆密,连升为别驾。桓温出征讨伐,习凿齿
或跟从或留守,均肩负重职,成绩显著,深得信任。习
凿齿还与清谈之士韩伯、伏滔相友善。尔后,因得罪
了桓温,贬官为户曹参军。习凿齿的两个舅舅罗崇、
罗友一起曾被桓温授为从事,后来都升为别驾,这次
也因习凿齿受到牵连。两舅找桓温论理,桓温虽然有
气,但思前想后,仍然提拔两舅为襄阳都督,习凿齿为
荥阳太守。

桓温的弟弟桓秘也非常有才气,与习凿齿是十分

要好的朋友。不久,习凿齿见桓温有野心,用书信把
“承蜀汉为正”的心情向桓秘倾诉,并在荥阳郡著《汉
晋春秋》以裁正之。

《汉晋春秋》全书共五十四卷。书中记载了上
起东汉光武帝、下至西晋愍帝期间近 300 年的史
事。在叙述三国历史时,以蜀汉刘备为正统,魏曹
操为篡逆,认为晋司马氏虽受魏禅,应是继承汉祚,
不应继魏。并说晋朝国统不正,不能昭示后世，等
等。书中谓晋承汉为正统,提出了“晋虽受魏禅而
必以承汉为正”的千古纲常之论。书中对诸葛亮
志在中兴汉室、渴望统一大业的政治抱负热情讴
歌。因他对诸葛亮深怀敬仰之情,还专程去隆中凭
吊诸葛亮故宅,并写了《诸葛武侯宅铭》。文中记叙
了诸葛亮故宅的情景,论述了诸葛亮志在中兴汉
室、统一中原大业的抱负,颂扬了公正无私、执法严
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现四川成都的武
侯祠里,后人留下这样一副对联:“异代相知习凿
齿,千秋同祀武乡侯。”

相传前秦苻坚攻陷襄阳,苻坚久仰习凿齿大名,
多次请习凿齿做官,习凿齿避而不仕。习凿齿厌倦官
场,洁身自好,弃官为民,举家南迁,先避居万载书堂
山,再迁至新余白梅村。据史记载,走到新余欧里白
梅时,正值严冬大雪,见白梅一树,喷珠吐玉,逾月不
卸,因而喜曰:“此老梅是我宜家之兆也!”于是定居下
来,并命名此地为白梅。习凿齿定居后,在白梅创办

“半山学舍”,传经授史,学舍一直保留到 1957年才被
毁,如今学舍旧址上重建白梅小学。

习凿齿卒于义熙九年(413),享年 85 岁,葬于现
新余市分宜县双林镇枣木山。枣木山位于白梅村
西南 7 公里处,四周山峦绵亘起伏,山势悬崖陡峭,

树木茂盛。墓占地 20 余平方米,直径 5 米左右,从
墓基到墓顶约为 1.5 米。墓前有一青石墓碑,上铭
刻“始祖东晋荥阳侯习凿齿老爷、罗氏夫人墓”,右
刻“乾隆四十六年子月冬至吉旦”,左刻“四十四世
孙玉梅,塘西习一本同孙合族重立”。墓前侧 2 米
处,竖立两根上刻“习氏华表”石柱,上有两尊蹲踞
的石狮。石狮在十年动乱期间遭到破坏。习凿齿
为人刚直,虽在外漂泊,并不因失官受挫而沉沦,白
首之心,穷且益坚,其功绩已光昭史册,趣闻轶事,
流传民间。

习姓历史渊源久远。《水经》记载：长江东过符县
（今四川合江）北斜，东南鳛部水，从符关（即符县）东
北注入长江。鳛部水，即今贵州仁怀至赤水的河里
（今赤水河）生长一种鱼，名鳛鱼，古以此鱼命国为
“鳛国”，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灭鳛国，鳛国公族，取
“鳛”的半边“习”为姓氏。

东汉建武年间，习氏家族从长江上游（今贵州习
水）地区逐渐迁到中下游，聚居于襄阳郡（即今襄阳
市）城南约 5公里的凤凰山（又名白马山）南麓。习
郁，字文通。襄阳人，融子。初为侍中。他随汉光武
帝刘秀驾幸黎丘(今襄阳宜城辖地)，两人共同梦见苏
岭山神，刘秀因他有功，封为襄阳侯。习郁就在苏岭
山建立神祠，刻二石鹿于祠前神道两侧，百姓称之为
鹿门庙，苏岭山从此改称鹿门山。

襄阳侯习郁始建习家池，习郁后裔习凿齿曾居
于此。习凿齿 31世孙习有毅由白梅徙居湖州，为湖
州始祖。习思敬为习凿齿第42世孙、习文德八世孙，
1369年迁至河南省南阳府邓县（今邓州市）西堰子老
营（大习营村）定居，被尊为当地习氏始祖。后分出
西户、北户、南户，西户居小习营村。

新书架

《权力的艺术：托马斯·杰斐逊传》
刘 蕊

很少的一些人因为明白权力是用来做
什么的，而被历史铭记。托马斯·杰斐逊正
是其中之一。

作为《独立宣言》起草人，路易斯安那购
地案、刘易斯与克拉克远征的发起人，弗吉
尼亚大学的创始人，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
斯·杰斐逊被誉为一位近乎天才的人物，通
常被视为美国的缔造者和设计师。他学识
渊博、待人和善，深谙权力和人性。杰斐逊
生活和工作在一个一切都是未知的年代，他
的大半生都在寻求自控和影响他人生活及
命运的能力，而他的天才之处就在于：他既
是哲学家，又是政治家，而且常常能同时扮
演好两种角色。

普利策奖得主乔恩·米查姆从浩如烟海

的资料中，梳理、还原杰斐逊伟大的一生，及
贯穿其一生的政治理念。他选择从政治视
角解读、审视杰斐逊的身份和性格，认为在
他身上，人们看到了人类所能经历的各种各
样让人惊叹的可能性：渴求知识、创造的能
力和亲友的爱；渴望取得成就，获得世界的
赞赏、对权力的控制和让他人服从于一个人
的远见。他的才能体现于他的全知全能，而
他更伟大的政治遗产则在于他对思想和人
类的领导力。最伟大的领袖既不是空想家，
也不是独裁者。他们如杰斐逊一样，既畅言
国家宏图伟业，又深谙权力之道，懂得达权
知变。这就是权力的艺术。

这本书不仅是一部精彩的传记，更是一
部权力使用指南，对美国崛起的另一种理解。

散文

邂逅大美草原
任崇喜

高度在上升，心跳在加速。近处的
白桦林，树干笔直，一排排整齐地屹立
着、形态各异，经过阳光的反射，一些树
叶散发着银色的光。

我初次邂逅的草原，没有“大风起
兮”，只见“云飞扬”。一处处岭，参差着，
交叉着，重叠着。在这些叫野狐岭、桦皮
岭等原生态的岭们之上，看到的是古长
城，多代并行，散淡地诉说着过往。

蓝天下，白云悠悠；草地上，牧群悠
然游走。一点一点的白，一点一点的黑，
散落在一块硕大的绿色棋盘上，在风中
移动。牧羊人，三三两两，或似庭前信
步，或赛马追逐嬉戏。

一个个坡，一座座谷，柔和舒缓，恬
静迷人。

在翠色的草原上，色彩明艳的蒙古
包，如同一朵朵娇艳的鲜花绽放。掩映
的云朵从房顶上缓缓升起，一派祥和。

风马旗猎猎飘扬，神树上五颜六
色的神幡，如手臂般召唤着远方的牧
人。 崇尚山水、草木等万物有灵性的
民族，把心愿倾诉给大小石块堆垒的
敖包。

向远处望，在绿色和天空之间，马莲
花、金银花、胡麻花、红罗兰、野菊花、杜
鹃花，大红大紫，蓝白鹅黄，把草原点缀
得多姿多彩。

耳边响起那首《敕勒歌》：“敕勒川，
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
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穿行在草原中的砂石路上，目光所
及，全是奶质的青草和烂漫的野花，掀动
着原野的风暴。青是绿的本色，翠绿得
一望无际，翠绿得生机盎然；野是原生态
的自由，无拘无束。这绿色的海，绿色的
波涛，仿佛在一波一波地涌动，鼓动着生
命的活力和欲望，氤氲着无声地迎迓与
吸纳。

漫步草原，我僵硬的脚板开始感知
大地的弹性。包裹着我们的，还有绿色
的微风、绿色的野香以及绿色的大草原
才有的飞扬情愫。

看不到那个出塞的倾国倾城女子
离别长安的身影，听不到雕弓飞骑的
李广穿越古今的一声长叹，读不到成
就成吉思汗非凡一生的一场场战争画
面，生锈的往事成为过眼烟云，青草已
绕过时间的栅栏……走过大片的浓
绿，呼吸着带有泥土芬芳，深深地陶醉
于绿的生动、绿的永恒，领悟生命的炽
热和可爱。

低下头看，这漫漫无边的绿，竟是由
一棵一棵的小草组成的，包括那些朴素、
隐忍的花儿，也在诉说生命的奇迹……
美在这里恣意生长着，整个人得到升华，
留在心间的是一片宁静……

已是午后，阳光直射，白花花地恍人
的眼，我却感受不到炙热，不知不觉之
间，那颗蒙满尘埃的心变得柔软、鲜活，
就像这周围的草一样清纯了。

在这里，一切都敞亮起来。天变大
了，视野宽阔了，

避开喧闹的人群，我看到了一只羊，
在草的深处。

一只白色的羊，一只安详吃草的
羊。羊的嘴，在不停地嚅动着。生长得
繁茂的草，快速地卷上它的舌尖，然后优
雅地进入它的胃囊中。

那样子可爱极了。它在享受着它的
草原。我在草原，只是一名过客。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
百代之过客。”在浩瀚的大自然面前，人
只不过是自然界的一个符号，就如同一
株野草、一颗露珠。

假如是一只羊，我到哪里寻觅我永
远的青草？

这一只羊，仿佛是在做我的引路人，
让我找到回归的方向。

博古斋

古代黄河报汛方法
陈永坤

治理黄河之古籍，莫详于
元代欧阳元所著《河防记》、明
代潘季驯所著《河防一览》、清
代靳辅所著《治河方略》诸
书。每值紧张的黄河汛期，必
须在短时间内将汛情尽快传
告至黄河中下游。在交通与
通信不发达的清代，有一种由
河工水卒承担的报汛方法
——“羊报法”。

首先，在黄河上游水面，
立有数根标刻着尺寸高度的
铁柱，称之“水志”，以测水位
的涨落。所谓“羊报法”，就

是将整只大羊皮密密缝牢，
内充以气，外涂以苘、麻油，
令水不透。每逢汛期水位趋
涨时，选勇壮水卒，缚于充气
羊皮上，即可急流直下，瞬息
千里。水卒在急水漂流中，
随时将系于身上标有水位高
度的竹木“水签”抛掷在沿河
水面上，当地河工拾到水签，
便可知道黄河上游水势情
况，亦急备防治之。据史书
记载，元世祖年代有关黄河
报汛，也有类似的方法，称之

“革囊遗法”。

(外二首）

观嵩阳书院

张洪涛

天地之中春意浓，
细雨微风汉柏迎。
沧桑岁月情不老，
立雪程门仰止情。

游红石峡
青山绿水泉叮咚，
红石峡谷燕鹊鸣。
桃花园里春来早，
翁姑扶携踏歌声。

游九女仙湖
盘山公路十八弯，
九女仙湖隐深山。
九妹也恋凡间境，
不思归程居湖间。

绿城杂俎

翡翠尿盆
丁 璐

厕筹、厕纸或许质量都差不太
多，但对于大富大贵人家，厕所的装
配肯定是不一样的。

关于帝王将相之家的厕所不同
寻常之处，《世说新语》有所透露。
西晋大将军王敦被晋武帝招为武阳
公主的驸马，新婚之夕，头一回使用
公主的厕所。初见时，觉得富丽堂
皇，比之民间住宅都强得多，进去，
才发现原来也是有臭气的，心下稍
微平和了些。不多时，见厕所里有
漆箱盛着干枣，只当是“蹲坑食品”，
边蹲坑边全部吃光；完事后，侍婢端
来一盘水，还有一个盛着“澡豆”的
琉璃碗，王敦又把这些“澡豆”倒在
水里，一饮而尽，惹得“群婢掩口而
笑之”。原来，干枣是蹲坑时用来塞
鼻子防臭气的，而“澡豆”则相当于
近世的肥皂。

不管是大便还是小便，农家一
个粪桶就可以解决问题。不过王公
贵族们可不需要这有机肥，而多半
使用用料和做工都很讲究的便壶来
解决小便问题。《西京杂记》载，汉朝
宫廷用玉制成“虎子”，由皇帝的侍
从人员拿着，以备皇上随时方便。

宋太祖赵匡胤平定四川，将后
蜀皇宫里的器物全运回汴京，发现
其中有一个镶满玛瑙翡翠的盆子，
爱不释手，差点儿用来盛酒喝。稍
后把蜀主孟昶的宠妃花蕊夫人招
来，花蕊夫人一见这玩意儿被大宋
天子供在几案上，忙说，这是先王的
尿盆啊！惊得赵匡胤怪叫：使用这
种尿盆，“哪有不亡国的道理？”马上
将盆子击碎了。

太行夕照 韩修平 摄影

张大千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