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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听《论语》精彩解读

如果您有好的服务
请通过我们告诉广大读者

主要为18~32岁有志于学习软件开发、大
数据及新媒体视觉设计等市场稀缺专业者,签
约保障月薪万元以上就业岗位，入职简易，待遇
丰厚。详情请电询15839123398 尹老师

大量招收业务精英
我公司有40立方米红松板

材和一套塑钢设备出售。
电话：18539120315 祁经理

板材设备出售 生活资讯周一至周五刊登
欢迎来电咨询办理

疏通 维修马桶水电暖
清洗空调 维修燃气灶
电话：13083843399

转业上门维修，空调，冰
箱，洗衣机，液晶电视，热水器，
油烟机。13103610622

家电维修

欢迎咨询办理

生 活 资 讯 15839166889
一个电话 上门办理

报纸+微信

欢迎刊登住房、厂
房、土地、门面房、办公
楼等各类出租转让信息

我公司在焦作北站(腾飞雕塑东
300米)院内现有仓库厂房500余平
方米，对外出租，可分租，价格优。电
话:13803914084 13782796770

仓库厂房出租

温馨提示：本栏目仅为信息提供和使用的双方搭桥，信息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以及由此
产生的后果，由信息提供者负责。您使用这些信息时，请注意查验相关文件和手续。 广告

呼兰河是经过一个叫呼兰的地
方流出的一条河，是松花江的支流，
位于黑龙江省中部，一路奔腾着从小
兴安岭流出，与上游的克音河、努敏
河等支流汇合后的总称。萧红的童
年就是在这里听着河水的哗哗声中
度过的。在这个小小冲击平原上生
活的萧红，幼年时无拘无束，跟着姥
爷一起生活。生活中因为年幼，她总
是生发出一些奇妙的想象来，时不时
地会问些稀奇古怪的话让姥爷感到
惊讶或尴尬，有时还会很俏皮地固执
己见，把一根狗尾巴草说成是谷穗。
这样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在那个虽
然贫瘠但充满温情的时代里，萧红可
是姥爷的宝儿呢。

我想象不出萧红是多么令人喜
欢，但萧红的文字功底是那时奠基
的。夜里，睡觉之前，姥爷总会教她
一些唐诗宋词进行启蒙，朗朗的书声
让一个个冬夜不再寂寞漫长，让一个
个夏夜中多了几只划破夜空的流萤。

亲情是没有形状的，可以是记忆
中任何东西，包括一块菜地。萧红是
在她姥爷家有着灵性的菜地里长大
的。她家的菜园子和我们家的菜地
没有多大区别，唯一不同的就是她家
的菜园子是在院子里的空闲地方，那
里的风雨和阳光都没有野外的强烈，
而我们家的是在田野里，显得那样粗
犷和豪放。在菜地里，这个有着一头
黑发、两只大眼睛总是忽闪忽闪思考
问题的小女孩，相伴的倭瓜、冬瓜、黄
瓜和豆角，似乎也能听懂她的心思，
和她一道疯长起来。那岁月，蔬菜按
照年轮一茬接着一茬，而这个小姑
娘，却是在春夏秋冬的更替中积攒着
人生。

那个小团圆的媳妇是多么爱笑
啊，一个仅12岁的小姑娘，曾经“头
发又黑又长，梳着很大的辫子”，曾经

“看见我，也还偷着笑”，因为她的“不
怕羞”，被婆婆打出了毛病，接着被庸
医、“云游真人”、跳大神的等轮番折

磨、摧残，最后撒手人寰。还有那个
本来口碑很好的王大姐，仅仅因为自
己选择嫁给穷苦的磨倌冯歪嘴，一夜
间便成了“坏女人”，最终在不绝的奚
落和指责声中死去……在呼兰河边
生长的萧红，看不懂这些世间冷暖，
更看不懂面对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
生命而无动于衷的乡邻，甚至还变本
加厉——小团圆媳妇的婆婆嫌媳妇
走得快，就用烙铁烙媳妇的脚心，媳
妇爱笑就拧媳妇的嘴……这是呼兰
河畔的一次次悲剧，但在呼兰河长久
的流淌中，这些不懂和疑惑，又能翻
卷起几朵浪花呢？

那时，不仅仅是呼兰河畔，其他
地方这样的事情也是经常发生。但
萧红只记得呼兰河——这条河里放
过河灯。这些招魂的河灯闪闪烁烁，
仿佛是她站在岸边目送着一个个漂
远的熟人。

那是抗战前中国北方最宁静的
一段生活。萧红幼年跟着姥爷在乡
下生活，乡下的生活让这个纯净的姑
娘那么纯粹和天真。

我家门前的那条河没有呼兰
河那样的汹涌澎湃，但它是我记忆
中的一条河流。在这条河里，每一
朵浪花都是儿时散落的嬉闹。特
别是夏天，没有电扇和空调的岁
月，这条河就成为人们消暑纳凉的
好去处。

姥爷家的院子很大，好多房间都
是外租的。外租的那些人在租住的
房间里过着各自的生活，平平淡淡，
无欲无求。那个在草房中做着粉条
的人家，虽然房子破落，但日子过得
还挺让人羡慕呢。因为他那座大风
一吹就摇晃的破草房上雨水一浇，还
能长出蘑菇，可令人羡慕呢。就是在
这样有着故事和记忆的年代里，出落
得像棉花穗子一样的萧红，离开了那
条名叫呼兰的河流。

我离开俺家旁边的河流也是在
长大之后。那条曾经有鱼有虾的河
流在童年的记忆里一路潺潺，相伴而
行。后来，工业化之后，这条河便成
了臭水河，没有了蝉鸣，没有了清风，
就连月色也显得那样枯萎。

外面的灯火再怎样阑珊，也没有
心底那盏小煤油灯温暖；外面的风景
再怎样烂漫，也没有院子中那搭着老
鸹窝的椿树看着舒坦……

我不知道呼兰河是不是还在萧
红的记忆中流淌，但呼兰河的脾气成
了萧红的脾气。在迷惘的高跟鞋的
声音里，她找到了一种比迷惘更加澎
湃的创作欲望——在投身革命的一
系列创作中，她的热情奔腾不息，是
呼兰河涨潮了……

【原文】
子曰：“志于

道（1），据于德，
依于仁，游(2)于
艺（3）。”

【译文】
孔子说：“立

志于道，据守于
德，依循于仁，优
游于艺。”

【评析】
本章讲述进德修业之法，可谓一以贯

之。
（1）道，指政治理想。如《礼记·礼运》

篇中，夫子说：“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
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意思是大道昌兴
的五帝时期，以及夏、商、周三代圣君在位
之时，我都没能赶上，而内心却深怀向往。

（2）游，指优游。这是对所学的知识熟
练掌握之后，由于授业身通，烂熟于胸，运
用自如的状态。

（3）艺，包括“小六艺”和“大六艺”。所
谓“小六艺”，是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
技能，原本是周代贵族教育的必备课程，夫
子创办私学，也以此设教。当然，夫子除了
传授“小六艺”之外，还有他晚年归鲁后编
撰的“大六艺”，即《诗》《书》《礼》《易》《乐》
《春秋》六部经典。

司马迁说：“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
者七十有二人。”这里的“六艺”就是指“大
六艺”。

本章三句谈道德、一句谈学习，充分说
明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夫子始终将弟子
的德行放在首位，这符合他一贯的教育主
张。其中，道是理想志向，德是内在修养，
仁是行为准则，艺是必备素质。而这样的
培养方向可以是“君子儒”，可以是“成人”，
也可以是为国家服务的仕宦栋梁。由此看
出，夫子培养弟子，站位非常之高。

曾经有一次，樊迟向夫子请教怎样种
菜、怎样种庄稼，夫子认为其格局太小，并
生气地说：“这样的问题，你去问老农老圃
就好了。”在他走后，夫子说：“小人哉，樊须
也。”樊迟这个人志向太低了。而思想独
立、承担价值、服务社会、胸怀远大、境界高
阔，这样的弟子才是夫子培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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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凯敏

她经历的那些事情，

和我的童年没有太大的差别，只

不过她的那个时代实在太远，让

我遥不可及。至今我也没思忖

明白，为什么那条两岸挣扎着枯

树与小草的呼兰河会在她的《呼

兰河传》里那么深刻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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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园古迹沁园春

沁河是一条古老而又青春勃发的河。春秋名少
水，西汉始名沁水，也称洎水，近代称沁河。沁水流
域之地，与“水”最为密切的故事首选古老的沁园，以
及由沁园故事而诞生的词牌沁园春。

沁园始建于东汉永平三年，《河内县志》明确记
载：“沁园，城东三十里。”《怀庆府志》也有史证实，

“沁园在城东北三十里沁水北岸，金时官僚宴游之
地，相传有石图本，今不可考”。李适《长宁公主东庄
侍宴》诗云：“歌舞平阳地，园亭沁水林。”李义府《长
宁公主东庄》诗云：“平阳馆外有仙家，沁水园中好物
华。”相传，该园是东汉明帝刘庄五女刘致（沁水公
主）的园林，这里山清水秀、景色迷人，既处在沁水之
滨，又有55眼“红泉”和大片园林而成为皇家园林，
所以人们将沁水公主的园林简称之沁园。然而，章
帝刘炟继位后，国舅窦宪对沁园涶涎欲滴，凭仗权
势，霸占沁园据为己有。章帝闻听大怒，责令窦宪将
沁园物归原主，该故事在《后汉书》中有载。这个故
事在人间传唱、演说中经历了无数的风云变幻、王朝
更迭，逐步演变成了沁园春词牌。直到宋时，以苏轼
的《沁园春·孤馆灯青》为正体，才将这一词牌逐步规
整。当然，让大家耳熟能详、朗朗上口的还是《沁园
春·雪》。历史上，虽有“竹林七贤”、韩愈、李商隐、元
稹、许衡等历代名人游历沁园，但随着岁月的流逝，
沁园也逐步迷离、湮灭。元代耶律楚材《过沁园有
感》表达了沁园由盛及衰以及故国已亡、古园已废的
伤感。

昔年曾赏沁园春，今日重来迹已陈。
水外无心修竹古，雪中含恨瘦梅新。
垣颓月榭经兵火，草没诗碑覆劫尘。

羞对覃怀昔时月，多情依旧照行人。

如今，“久有凌云志”的怀川人在沁园古迹上建
成了沁水公园，打造出了怀川的又一文化名片。漫
步园中，既可领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
色”；亦可聆听“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的天籁之音。

仙神河上二仙庙

仙神河，沁河支流，发源于山西省晋城市郊区追
山乡东凰头村附近，南流河南省沁阳市玉泉湖后注
入沁河。

二仙庙位处神农山仙神河河口东岸，整个景
区由静应庙、沐涧寺、太平寺摩崖石刻、仙神河峡
谷、玉泉湖等景区组成。最有意境的当数静应庙
（即二仙庙），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成为道教上清
派的宗源地。一代宗师魏华存在此隐居修炼了42
年，完成了被后人誉为四大天书之一的《黄庭
经》。二仙庙始建于唐，初名为“魏夫人祠”，清道
光五年《河内县志·金石》载“祠宇之建相传自南北
朝”；唐王李世民曾赐题“紫虚元君庙”匾额；宋微
宗时，“尊儒崇道、粉饰太平”，赐“静应”，建“灵应”
坊，改名为“静应庙”。目前，庙前伫立一块“静应
仙宗”纪念碑，静应仙宗指的就是魏夫人华存。那
么，该庙为何叫“二仙”庙？有多种说法：一说依仙
位之序，太乙真人为大仙，紫虚元君（魏存华）为二
仙，故称“二仙”；另一种说法是魏华存行二，所以，
称之“二仙”；第三种说法是其说服用过两丸仙丹，
得道成仙，谓之“二仙”。二仙庙主体建筑主要有
三坊、三宫、六院、九重门，其中山门、大殿院、钟
楼、鼓楼大殿以及殿后的飞来石更为有名。庙内
古柏参天，圣谕碑石众多，其中一块碑文详细记载
了宋徽宗崇宁、政和年间大旱时，人们在庙中求雨
灵验之事。

在二仙庙的对面便是福地洞天阳洛山。相传魏
夫人在隐元沟上仙人洞隐居修炼，并成书《黄庭
经》。这里曲径通幽，泉水相连，清范照黎在回乡时
作诗《沐涧飞泉》给于赞美。山顶，便是有“小龙门”
之称的窄涧谷太平摩崖群，又称真谷寺。太平摩崖
石刻开凿于北魏时期，最著名的是“千佛岩”，隋唐时
开窟造像达到鼎盛，五代及金、明、清等时期又摹刻
金刚经、续造窟龛。

从“小龙门”下来，可以乖舟畅游中原盒景——
玉泉湖。玉泉湖因毗邻玉泉山而得名，由仙神河、
阳洛山、玉泉山等山泉河水汇聚而成。这里湖美山

青、绿树成行、倒影叠叠、游人如织，集幽、秀、奇、美
于一体，是人们纵情山水、放飞自我的世外桃源、风
水宝地。玉泉湖又叫八一水库，建于1957年8月1
日，其湖水最终汇入沁河。

古城沁阳三圣塔

在沁水岸边有一千年古城，清河内进士范照黎
所述：“夫覃怀底绩，曾传夏后之书，河内移民，旧著
梁王之政。地崇邘国，晋启南阳，邑号野王，齐封少
水，太行引嶂，掩映天坛王屋之辉，清济穿城，潆洄
大禹成汤之迹。名都胜境，自唐虞夏商周后历历于
稽；官绩人才，由汉唐宋元明清以来蒸蒸日上。”有
道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范进士在赞美古城沁阳
时，并未将久负盛名的天宁寺和中天一柱三圣塔写
进去。

如今，天宁寺只留在人们的追忆里，唯有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三圣塔顶天立地，伫立于沁阳
市博物馆内。清《怀庆府志》载，隋文帝创建长寿寺，
武后改为大云寺，金代更名天宁寺。古塔始建于隋，
重建于金大定十年，由基座、塔身和刹顶组成。塔门
上方有“中天一柱”四个大字，塔高32.76米，共计13
层，而且塔中有塔、塔上有塔。刹顶为一小宝塔，顶
相轮式刹座，在覆钵式塔身上置宝珠，小塔身宝瓶为
空腹，所以又称“塔上塔”，也称天宫；塔身外为砖塔，
塔内有井架式木塔，所以才有“塔外塔”之称；塔下为
砖造地宫，地宫的入口在基座心室中央，上施木板，
木板上用土和石板覆盖。目前，天宫和地宫都未开
放，所以，它的真实面纱还未被揭开。

古塔虽没有西湖雷峰塔那么神秘，但也非凡。
相传，天宁寺有一口水井，有人说是海眼，直通东
海，专供僧人所用。唐太宗时，曾在井上建有方形
三重檐木楼阁，名曰玉泉阁。宋时，在寺院旁建有
书院。一次，不守寺规的一书生系木桶从井中偷
水，但未曾料到水桶上提时，井内竟发出惊涛骇浪
之声，而且从井中喷出惊人水柱。这下可吓坏了那
个书生。方丈闻讯，忙令那书生丢下水桶，并令小
和尚盖上井盖。事后，为了镇压兴风作浪的河妖，
就集全城之力建了三圣塔，而且非常神速，一夜之
间，拔地而起。

无论是“蛟尤出世”“蛟龙生气”，还是“水漫怀
川”“一夜而起”，都是传说而已，只是历史长河中的
微小尘埃。近年来，怀川人在治理沁河方面确实下
了一番苦功，经受住了2021年洪水大考，并努力把
沁河打造成造福家乡人的幸福河，谱写了“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乐章。

沁河文化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弘扬沁河文化，讲

沁河故事，是怀川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山海经·北山经》有言：“谒戾

之山……沁水出焉，南流注于河。”《焦作黄河志》详细介绍：沁河，黄

河的一级支流，发源于山西省沁源县西北太岳山东麓的二郎神沟，

自北而南，穿太行、入河南，全长485公里，其中河南段长90公里。沁

河润泽了古老的怀川大地之后，蜿蜒南流，在武陟白马泉（左岸）汇

入奔腾不息的黄河。沁河口以下的黄河原是明清故道，距今有530

年的历史，其滩面比新乡市地面高出24米。

□董沁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