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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经

《资治通鉴·卷一》载：“魏文侯以卜子夏、田
子方为师，每过段干木之庐必式。四方贤士多归
之，魏于是始大于三晋。”卜子夏等三人是当时魏
国的贤士，魏文侯以师礼敬之，特别是乘车路过
段干木居住的里巷时，都要站起身来扶住车轼致
敬，因此四方贤明之士都投奔于他的麾下，魏国
于是在韩、魏、赵“三晋”中首先强大起来。

所谓贤士，应该是指道德高尚且拥有一定知
识和治国才能的人，他们在社会上具有相当的影
响力和号召力，对国家的盛衰存亡关系甚大。《吕
氏春秋》对贤士在国家中的作用有深刻论述：“身
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得贤人，国无不安，名
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得贤必先
礼贤。在中国历史上，因为礼贤而得贤，进而得
天下保社稷的事例不胜枚举，其中最具典型意义
的当数“周公吐哺”“子产屈尊”“刘备三顾茅庐”
的故事。

周武王死后，其子成王继位。成王年幼，由
其叔父周公姬旦辅政。周公为了团结天下士人，
丝毫不敢怠慢他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
（吃饭嚼肉干时有士人造访，马上把肉干吐出来
停止吃饭殷勤接待，吃一顿饭要中止三次；洗头
发时有士人造访，马上停止洗沐手握长发殷勤接
待，洗一次发要中止三次），因此得到了天下贤士
的拥戴，在内忧外患中稳定了局势，保全了周朝
社稷。曹操诗《短歌行》“周公吐脯，天下归心”的
名句，就是对周公礼敬贤士的热情赞美和歌颂。

春秋时，郑国国相子产死了，“郑人皆哭泣，
悲之如亡亲戚”。子产能够得到郑国人民如此爱
戴，是因为在他为相期间屈尊礼敬贤士，进而保
证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安定生活。

当时郑国处于晋国与楚国的夹缝之中，生存
状况极其艰难，子产把礼敬贤士作为重要国策，
和士人相处时丝毫没有国相的架子。他师敬一
个名叫壶丘（复姓）之林的高士，拜见时和他的学
生们坐在一起，并且按年龄大小就座，绝不以势
压人。

后来，晋国准备进攻郑国，派大夫叔向以聘
问为名察看晋国情况，叔向了解到子产礼敬士人
的事迹后回国禀报：“郑国有子产在，进攻不得。”
晋国于是取消了攻郑计划。孔子赞美子产：“子
产有古人之遗风，国家强大完全在于有贤人。”

东汉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刘备兵败驻
于新野，士人徐庶拜见曰：“诸葛孔明，卧龙也，将
军岂愿见之乎？”刘备曰：“您与他一块来。”徐庶
曰：“此人可见，但不可屈致，将军宜枉驾顾之。”
刘备于是亲自去请，“凡三往，乃见”。诸葛亮为
刘备的真情所感动，于是出山辅佐。

此后，诸葛亮为刘氏父子和蜀汉政权付出了
毕生精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之所以
这样做，就是报答刘备的礼敬之恩，他在《出师
表》中这样表述自己的心迹：“先帝不以臣卑鄙，
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
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表明，诸葛
亮忠诚蜀汉的千古美名，其实是由刘备的“三顾”
礼敬造就的。

与以上三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帝王妒
贤害贤而导致国亡身死的悲剧，其中最令后世诟
病的莫过于殷纣王。《史记·周本纪》载：周武王即
位的第九年伐纣，八百诸侯相聚，声势浩大。诸
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你们不知天命，未
可也。”武王所说的“天命”，是指此时殷商还未完
全丧失民心，纣王还有不少贤臣辅佐，伐纣的最
佳时机还未成熟，于是勒兵而回。两年后，武王
再次伐纣，因为这时纣王杀了叔父比干，庶兄微
子愤而出走，另一叔父箕子佯狂为奴，贤臣商容
被贬黜，“太师疵、少师疆抱其乐器而奔周”，纣王
成了孤家寡人。结果武王一战而胜，灭了商朝，
杀了殷纣王。

魏文侯礼敬贤士
喻清录

1938年春，从洛阳城里搬往乡村一户人家，
住在现在的李村镇老十字街往西、门朝北的一个
大院（现在的李南社区居委会所在的位置）。

这家每天都有很多人进进出出，不是穿军
服，就是着中山装，妇女孩子们的衣着也很光鲜，
迥异于当地乡民。李南社区现已90多岁的高山
乐老先生还记得，附近的孩子们与这家的孩子玩
耍，经常用手中的黑面馍、豆面馍换人家的白面
馍吃。

这家的主人名叫李杏村，时任河南省第十区
（洛阳）行政专员，兼洛阳县县长、保安司令。

有一天，这家门前开来辆吉普车，乡下人没
见过汽车，很多人围上去瞧稀罕。车上下来一个
军官，向围观的人群扫视一圈，对全盛布店掌柜
道声辛苦，说请两个伙计帮忙抬件货物，并一再
叮嘱要小心。

那“货物”用一条绿色军毯包裹得严严实实，
装在一条麻袋里，有小磨盘大小，入手沉甸甸的。

“货物”包装得如此隐秘，肯定不同凡响，但分明又
是一件粗笨的物件，究竟是什么呢？街市上与这
家主人来往较多的几个生意人，到最后也仅仅知
道那是块石头，至于具体情况，就都不清楚了。

原来，那是一块汉“熹平石经”残碑，内容是
“春秋公羊经”，两面镌刻，共624字，堪称一千多
年来出土的此类最具代表性的石经，现藏台北历
史博物馆，系该馆13件顶级国宝之一。要知道，
从唐宋以来，截止目前，出土发现的汉残石经，散
存于国内外，多的也就百余字，少的仅一两个字，
总共才有8800多字。

1933年，李杏村在晋军商震部32军142师任
师长，参加冷口“长城抗战”，冷口失守后，在次年
辗转洛阳期间，李杏村在一古董商处看到了这块
残经石。饱读儒家经典的李杏村深知其中蕴藏
的价值，多次跟商家软磨硬泡，最后不惜举债购
得此石，此后走到哪儿带到哪儿，但却秘不示人。

1935 年李杏村随商震到河北任职时，带着
它；1937年到洛阳任职，又带回洛阳。1938年，为
躲避日机轰炸，李杏村把家眷搬到李村，也把这
块石头运来，直到1944年夏洛阳保卫战结束，这

块残经石在李村足足躺了6个春秋。
洛阳沦陷后，李杏村负伤突围，匆匆潜入李

村取走石头；后来，在“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
东省主席王耀武的极力保荐下，他又带着这块石
头赴任“第二绥靖区”济南守备司令。1948年秋，
解放军发起济南战役，东西两翼钳形攻击，使得
王耀武吹嘘为“固若金汤”的济南城岌岌可危；李
杏村率部负隅顽抗，中秋节次日，城破之即，他携
石逃出，先后到北平、青岛藏匿。

1949年春，当一些国民党军政大员携带大量
黄金、银元、美钞逃往台湾时，李杏村却只带了这
块残经石。

1964年，李杏村年事已高，觉得将此国宝藏
诸私家不如归诸公有，就以新台币23万元的象征
性价格，有价捐赠给台北历史博物馆，最终使辗
转流离的国家重宝为博物馆永久收藏。

从此，石经得以公开向社会展示了。

辗转流徙的国家重宝
杨群灿

我家门前的女贞树上绑了两三个秋千，不知给多少人带来了幸福快
乐的享受。

由于临街，常有人接送小孩时驻留，星期天还有大人专门带小孩来
玩。有时是小孩在荡，一惊一乍乐得咯吱吱地笑；有时是大人抱着孩子一
块儿荡，悠哉乐哉。祖孙亲情，生活闲适，时光在晃悠中流逝，孩子在无忧
中长大。

我也会在每天黄昏坐上去放松一下，或者趁着夜光，坐上去哼着歌，
或吟着诗享受一番清闲。

那天，门前的秋千迎来了一对特殊祖孙俩。孙女已到待嫁年龄，奶奶
已近七旬。坐上秋千荡悠的是胖胖的奶奶，一直笑得合不拢嘴。我提示
孙女：“快，拿手机给拍下来！”这样的照片给亲友看看，不知会引得多少羡
慕、嫉妒和赞叹。老人年轻的心态和她荡秋千时的串串笑声，让我印象深
刻。

我向别人讲起这位老人时，朋友说，每当过年时，她八十多岁的奶奶
也会坐上去荡一荡，那场景，光听听就心生欢喜。

眼前不由得出现女词人李清照少女时代荡秋千的形象来：“蹴罢秋
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见客入来，袜刬金钗溜。
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

秋千，是一个诗意的存在。它是孩童的最爱，也是青春释放的激情，
还是浪漫爱情的象征。而我，最看重的却是秋千架上那颗不老的心和爽
朗的笑。

阅读冬天
寇俊杰

要想阅读冬天，你得走出暖房，四处看看。
城里的四季没有野外分明，特别是城里的冬天，不

冷不热的，像是急病人遇上了慢郎中，你急人家不急，让
人没了脾气，所以，只有野外的冬天才是“正版”的冬
天。从温暖走向寒冷，这本身就需要勇气，因此，能阅读
冬天的人，首先是一个勇敢的人。

冬天是单调的，空气没有春天的醇香，耳旁没有夏
天的热闹，天空没有秋天的蔚蓝，但谁又能说冬天的单
调不也是一种美呢？田野里，无边的绿，像是一块块绿
色的池塘，方方正正，绿得没有一点儿杂色，说是一块块
巨大的翡翠也毫不夸张。如果下雪，那就更好了，江山
一片白，更是一尘不染。“冬天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
头睡”是亘古不变的道理，雪下小麦的梦肯定单纯的也
只有一个，那就是明年丰收的景象。

“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这中国传统文化中修
身养性的最高境界，似乎就是对冬天说的。冬天对花草
树木说：你们休息吧，为了明年的枝繁叶茂，百花盛开。
冬天对飞鸟游鱼说：你们到暖和的地方去吧，只要把明
年的天空装点得更美丽，让水更有生气。冬天还对自己
说：寒冷和寂静，你们来吧，我不怕你们！

是的，也只有冬天胸怀的高远才能容得下尘世的浮
躁。在急功近利的时代，人最容易在喧嚣中迷失自己。
冬天什么都没有，但冬天有一颗平和而恬静的心，又什
么都有了！

阅读冬天，在寒风中辛勤劳作的人是必看的章节。
建筑工、小商贩、清洁工……他们都是冬天的代言人。
他们最知道寒冷，但他们又最不怕寒冷。在冬天，他们
依然从事着夏天时从事的工作，不是不冷，而是有一颗
火热的心。对抗寒冷的力量和对家的责任成正比。他
们也许不知道“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
不为”的道理，但是他们顶着寒风劳作的姿势，不就是冬
天一样内心纯正、没有任何功利欲望的最佳诠释吗？还
有落雪的时候，那一行行留在雪地上的脚印，谁能说不
是勇敢者写给冬天最壮丽的诗篇？

阅读冬天，不但要用眼看，更要用心品味，品着品
着，你会忽然间就幸福起来了……

一个无雪的冬天，令人感觉些许失望。
小时候，每逢下雪，奶奶会早早唤我上学，一再叮嘱：“路上滑，慢点

走。”踩在咯吱作响的雪上，看漫天飞舞的雪花，飘飘悠悠，或落在鼻尖，或
飘在唇边，冰冰凉，忍不住伸出小手，接住从天而降的雪花，晶莹剔透，宛
如插着翅膀的小天使。

老师会在下第一场雪时，让大家写一篇与雪有关的作文。一场洁白
的大雪，绚烂了童年的纯真，也催生了写作的动力。

一个雪天，和父母亲一起走亲戚。路上偶遇乡邻，彼此热切地打招
呼：“今年这雪真好，麦苗不愁长了。”言语流露发自心底的欣喜。放眼望
去，绿色的田野时隐时现，像是雪的舞台，它挥舞着长袖，轻歌曼舞，自由
旋转，又迫不及待扑向迎接它的怀抱——大地。父亲走到一块麦地旁，用
手扒开雪，看着被雪覆盖的麦苗，欣慰地笑了。

雪花，是冬天的骄傲，庄稼，是农民的骄傲。看着沉睡的麦苗，蓄积整
个冬天的力量，等着春风唤醒，等着拔节生长，等着被秋风吹成金黄，那来
年丰收的景象如在眼前。

昔日同窗在QQ上留言：“今年你那里下雪了吗？想念我们玩雪的日
子。”一瞬间，我的世界，彷佛有大片的雪花，纷纷扬扬，轻轻漫过心海。随
着飞扬的雪花，时光倒流。

那年冬天，第一场雪，飘得漫天飞舞。初次离家的我们，在宿舍默不
作声各想心事。不知谁打破沉默：“咱们去公园看雪吧。”我们一致同意。

冒着严寒，六个女孩裹得严严实实，说说笑笑跑到学校附近的公园。
昔日那片平坦的草地，仿佛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纯色毛毯。我们忘记了严
寒，在镜头前恣意张扬青春的绚丽，笑容开成冬天最妩媚的花朵……

一别经年，以为时间会淡忘记忆，不想同窗一句话又开启了记忆的心
门。我一面敲打键盘，一面透过半掩窗帘，凝视着阴霾夹杂着烟尘迷雾的
天空，期待一场久违的雪地里的轻歌曼舞。

一个人想以清醒的心智和从容的心境走过岁月，恰恰缺少的，就是雪
花的恬淡。漫步人生，我愿恪守生命里的纯净，让心灵在雪飘中，开出一
朵禅意的莲……

此刻，我在等待雪花的到来！

史历

期待一场雪花开
魏杏丽

元旦来时，是最忙乱的时候。
大街上、商场里，人气蒸腾，热闹非凡。熙熙攘攘

的人群，把元旦的味道渲染得馨香馥郁。我也像所有
人一样，在商场各个柜台前穿梭，在各条街上游逛，计
划着送给家人的礼物，计划着送给朋友的礼物，总希
望元旦可以是一个吉祥的开端，给此生珍惜的人以最
好的呵护和疼爱。看到街上写着“庆祝元旦”字样的
大红条幅和大红灯笼，心里总会有漾溢的快乐。

元旦来时，是最温暖的时候。
收到四面八方朋友寄来的贺卡，想起昔日朋友们

的笑脸，那些前尘往事，那些温婉感觉，让久违的暖意
从心里升腾起来。被人记挂的幸福是一种心里的暖，
而我的朋友们，即使散落在天涯海角，也总是会在这
一天，相互忆及，彼此挂念。无论处在何种境遇，无论
身在何方，总有朋友相伴，这份温暖的陪伴，让自己心

存美好。
元旦来时，是最温馨的时候。
无论有什么借口，无论有什么理由，这一天，都不能阻止我回家的步

伐。当我走进厨房，看到母亲准备好的饺子正散发着香气；当我走进客
厅，看到父亲慈爱的脸庞，我知道，这是我此生最珍惜的温暖之源，而这份
温暖，让自己心怀感恩。

元旦来时，是最安静的时候。
一个人静静地呆在书房，把一整年的时光和记忆关在门外，那些牵牵绊绊

的碎片在我的脑海一个个闪过，像回放的慢镜头，一点点让我的记忆重新鲜
活。我翻看着自己写下的日记，珍藏着快乐，记载着幸福，内心平静。

元旦来时，是最怀旧的时候。
不管有多么不舍，我们终究是送走了生命中的又一个一年。这一天的时

光，不复再是去年的了；这一天的自己，也和过去不同，再也不能回头。心里突
然有万般不舍，让我忍不住想要伸出手，挽留刚刚过去的一年。

元旦来时，是最坚定的时候。
我们的日子，以这一天为分水岭，把不安、彷徨和迷惑全部留在过

去。从这一天开始，用心血、用脚步、用汗水去丈量，所有绚烂的心愿和梦
想，可以在这一天重新规划；从这一天开始，触摸希望，怀揣梦想，并愿意
一直这样走下去，直到白发千古，直到地老天荒。

元旦来时，心绪复杂，五味杂陈；元旦来时，笑容坚定，目光平和；元旦
来时，希望满心，幸福满眼。

元
旦
来
时

小
蛮

味百

快乐秋千
马玉红

活生

知识链接：

东汉熹平年间（公元 172 年-公元 178
年），由蔡邕等书石，将儒学经典刻石立于太
学，共镌刻四十六碑，约二十万零九百一十一
字，世称“熹平石经”，是中国刻于石碑上最早
的官定儒家经本；它规模浩大，气势恢宏，是祖
国的文化瑰宝。

从艺术角度看，熹平石经是两汉书法的总
结，集汉隶之大成，不但在当时被奉为书法的
典范，而且流风所及，至深且远；在汉字字体由
隶变楷的过渡中，它起了桥梁作用。

其历史意义，一是为读书人提供了儒家经
典教材的范本，二是开创了我国历代石经的先
河，同时对印刷术的发明以及图书编辑出版产
生了重大影响，三是启发了捶拓方法的发明。

从三国时起，熹平石经历经无数次浩劫，
毁失殆尽。

感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