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文】
子曰：“泰伯(1)，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译文】

孔子说：“泰伯，可以说是道德最高的
了，屡次把王位让给弟弟季历，以至于百姓
都找不到恰当的言语来称赞他。”

【评析】
本章讲述吴泰伯礼让王位的高尚品

德。
（1）泰伯，也称吴太伯，周太祖古公亶

父的长子，后来去南方成为吴国的开创者，
也是东吴文化的宗祖。

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古公亶
父有3个儿子，分别是长子泰伯、次子仲雍
和三子季历。兄弟三人中，季历不但最贤
能，而且还有一个聪明圣德的儿子昌。于
是，太祖在选定接班人的过程中，就想立
小儿子季历，以便传位给昌。泰伯知晓父
亲的心思，为了成全弟弟季历，和仲雍先
后逃往荆蛮之地，并像当地的土著人一样
往身上刺满花纹，剪断头发，表示不能再
继承王位。古公亶父去世之后，季历继
位。在他之后，姬昌继位，这就是历史上
赫赫有名的周文王。他同儿子姬发一起
讨伐商纣王，最终由姬发灭掉殷商，建立
了周王朝。

一个人做出点礼让的行为并不难，难
的是能够礼让一个国家的王位，在此之前
只有上古的帝王尧和舜可以做到。夫子
正是看到了泰伯对国家的礼让，才有了后
来兴盛的周王朝，所以称其为“至德”。他
不但做到了“仁”，还做到了“中庸之
德”。而夫子的“三以天下让”之说，历来
众说纷纭。不过，从季历开始，经文王、武
王三代而坐拥天下，这都是泰伯礼让的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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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无史不文”。第一方面，
他像个历史专家，所写的“话题”涉
及诸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
遗迹等。无论是诗词之作还是散
文随笔，他的笔就像一个考古挖掘
铲一样，用心又细心地挖掘出历史
的点滴。第二方面，“间接”地陈述
历史。翻开他的散文随笔，几乎每
一篇都透着历史的气息，对每件
事、每个地点都要挖掘与其相关的
历史，交代一下它的来龙去脉。第
三个方面，就是史记的“春秋笔
法”，以简洁明了、精简凝练的语言
来讲述。《椿树下的心迹》与《椿树
下的足迹》，就是两部以散文与诗
词形式呈现的“史书”。读刘长庚
的文章，仿佛进入了历史博物馆。

二说“无思不文”。刘长庚是一
位读书破万卷与行万里路的学者型
作家，他的诗词与散文都是“走”出
来的。他的散文很多属于游记。他
边走、边看、边思，正如张国柱所言，
他是“所到之处，处处下马观花，不
但观其形、闻其香，还要辨其茎、识
其根，甚至还要认识其祖宗三代、左
邻右舍”。就是这样，他发现的事物
就比别人多，他思考的问题就比别
人深，他的文章处处闪耀着他思想
的光芒。《椿树下的心迹》反映的是
他的心路历程。

三说“无时不文”。刘长庚的文
章基调是向上的、阳光的，字里行间

充满正能量。“无时不文”的“时”，既
指他的文章常写到历史的“当时”及
作者在场的“时下”，又指他从“当
时”的历史中走出来，笔触“当下”，
为“时”而文，抒发对伟大祖国的赞
美之情、对幸福生活的放歌之意。
他写宝岛台湾时就盼其早日回到祖
国怀抱，不由发出“万众一心谁敢
侮”的感叹；当他脚踏在海参崴的土
地上，就有了“主人”成“客人”的痛
感；在日本东京湾海岸上看到缩小
版的自由女神时，不由得强化了爱
国情怀、增添了报国之志等；当他在
坦桑尼亚看到中国修建的坦赞铁路
时，就有一种自豪感。

四说“无事不文”。刘长庚写文
章如同说话，侃侃而谈，娓娓道来。
说他“无事不文”，既指他写文章就
像聊天，谈天说地，轻松自如，更指
他笔下“言之有物”，以讲故事的方
式有序地推进文章，字里行间布满
了大大小小的“事儿”（物事、人事，
或国事、家事等）。他的文章很朴
实，总是用实事说话，讲述着自己的
所见所闻。他的文章（包括他的诗
词）是他的人生记事，如同脚印串起
了他的人生轨迹。寻着他的足迹
（包括手迹、心迹），便如同翻阅了他
人生的传记，也如同观看电影一般，
从一页页、一行行中观看着他人生
的一个个生动场景。

五说“无诗不文”。刘长庚是诗

人，诗在他的文章中无处不在。“无
诗不文”的“诗”至少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一是他写诗的文章特别多，如
《诗薛涛及其〈十离诗〉》《论鲍照及
其乐府诗》。二是他在文章中常常
引用一些诗词，跟引用的史料互为
充实，诗词也是一种史料。三是文
章写到动情处或者写到得意时，他
就会诗兴大发，当即赋诗一首，点缀
其中。四是诗人的气质与素养，让
他很注重文字的精练与语言的美、
诗意的美。他的散文随笔，尤其是
描写景物的文章，其语言如诗一般，
读起来美妙无穷。

六说“无视不文”。从“无诗不
文”中可以感受到刘长庚笔下的文
字非常美，犹如画面一样，可视性很
强。他就像一个导游，用他手中的
笔给我们“指点江山”，随着他的足
迹，我们虽足不出户，却欣赏到了风
景如画般的美好河山。这里所说的

“无视不文”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视
野。读刘长庚的文章，可以感觉到
他的视野很宽，总是从宏观上进行
铺陈与描写，把事情梳理得清清楚
楚，交代得明明白白，读后让你开了
眼界，长了见识。二是指视角。读
他的文章，你会发现他文章的切入
点很好，也很巧，从微观中“以小见
大”。他所选的视角都适合他组织
材料与表达心声，既自然而然，又突
出主题。

——读刘长庚的《缘椿斋三迹》
□黄 凌

刘长庚，1947年出生于博爱县东王贺村，曾任河南省教育厅学生处处长、人事处

处长；河南省科技厅纪检组长、机关党委书记、巡视员，是著名的书法家与诗人。

2016年年底，刘长庚出版了《椿树下的手迹》（书法作品集）、《椿树下的足迹》（诗词集）、

《椿树下的心迹（上、下）》（散文集）一套四本的《缘椿斋三迹》个人专著。《椿树下的心迹》收

入散文112篇，分为《山水寄情》《读史怡情》《美文传情》《物语真情》《异域风情》《梓里乡情》

六个部分。研读他的作品，我觉得史家文笔、学者风范、诗人情怀的刘长庚除了“真”与“情”

外，其笔法是“无史不文、无思不文、无时不文、无事不文、无诗不文、无视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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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焦作 1898 历

史文化园区”后，有一

个渐渐被人遗忘的村

庄——周庄村。周庄

村现在更名为涧宏实

业公司，原为郊区上

白作乡东焦作村一个

生产小队，现属山阳

区太行街道宏兴社区

管辖。

那人 那事 家族恩怨成笑谈

据马作村（现更名为光亚实业总
公司）山神庙的一块碑记：周庄和岗
庄属安信乡，安信乡在明代属修武，
该乡包括有墙南、洪枣村、周庄和岗
庄等。从这一点可以证实，这个村庄
的历史至少有600年。洪枣村就是原
来的东焦作村，改革开放前，周庄为
东焦作一个自然村。

焦作民间有一个说法：周庄九家
十三姓。单从这一点就说明周庄村
人口来源的复杂。最早周姓来此定
居，开始叫周庄。后来侯姓、崔姓两
家先后逃荒到此定居，接着刘家、袁
家等迁来。

当时虽然家户很少，但故事却不
少。有人的地方就会产生矛盾，有人
的地方就会产生斗争，此话一点不
虚。据老人讲：当时庄里侯姓是大
户，家里青壮年比较多，平时说话办
事比较霸气，常欺负他人，小户人家
都怕他们，时间久了，积怨多了，引起
了公愤。后来，不知谁给周家出主意
来“摆治”一下侯家：由刘姓出面在刘
家坟地（村东头200米北地）建了一座
混砖结构塔，塔型下粗上细带尖，外
形类似唐朝大将秦琼使用的钢鞭一
样，寓意“钢鞭打猴”（即指侯姓人
家）。

无巧不成书。塔建好后，几年光
景侯家接二连三死去了几个年轻人
和好几头牲口（当时牲口是主要劳作
工具），侯家思来想去，觉得这都是刘
家建塔诅咒的结果，现在家道中落、
势孤力单，再难以在周庄立足，于是
便搬离了村子。周、刘几家就这样兵
不血刃赶走了侯姓一家。

再说孟姓和袁姓两家的故事。
周庄村西边有个蓄水坑（也叫泊池），
用石头加灰泥垒砌而成，供村民和牲
口饮用。在坑旁孟姓有一棵软枣树，
这棵软枣树非常大，后来不知怎么死
掉了，锯掉的树根可以坐七八个人。
有一天晚上，孟家有人出来查看软枣
树，无意向蓄水坑看了一眼，在月光
下看到一只大老鳖闪着绿油油的眼
睛趴在一块大石头上，心里产生一丝
不详之兆。原来蓄水坑建成后，发现
水位有所下降（其实是使用材料不好
导致渗漏），人们便传言是大老鳖偷
喝了水。因为袁家有坟地在蓄水坑
以北，因为“袁”和“鼋”（一种体型较
大的淡水龟鳖）同音，孟家人便猜疑
是袁姓祖先化作了鳖精。

在“高人”的指点下，孟姓联合刘
姓在蓄水坑的东北角面向南安放了
一座石狮子，以“震慑”大老鳖。袁家
人上坟时看破了石狮子的用意，联想

到
侯 、刘 两
家 的 斗
争，“走”是最
好的办法，于
是便搬到了
附近的瓮涧村。瓮涧村有人不想让
袁姓人留在此地，也效仿周庄的做
法，在袁姓人立脚的地方安放了一座
石狮子，袁姓人明白当地人的用意，
只好搬到了远处的村庄。

那树 那院 几代乡愁化记忆

最让周庄人引以自豪的，莫过于
村西头的一棵大杨树，人们称它为

“周庄的风水树”。这棵大杨树足足
有40米高，三四个人都抱不住，据说
远在一二十公里外就能看到这棵树
的轮廓。

经过多年的堆积，周庄村周边形
成了厚土层，过去的居民利用这一优
势，挖地坑院居住。据现在依然健在
的老人介绍：他们知道的地坑院有8
处，共计20多孔窑洞。

周庄村头有一口深井，口小肚
大。有人说“深三十六丈”，按一丈等
于10尺，3尺等于一米计算，三十六
丈相当120米。绞上一桶水估计需要
一顿饭的工夫，一个人根本绞不上
来，需要两个强壮劳力合力才能绞
上。井绳、井桶掉下去，就不要指望
能捞上来。全村只有一个胆子比较
大的人下过这口深井。据下去的人
讲，井底有暗河，水流很大，自西北流
向东南，向墙南村（山阳区新城街道
管辖）方向流去。

此传说与历史中焦作的地理环
境有对应的地方。墙南村为山阳故
城所在地，故城在历史上有竹园，流
水潺潺，“竹林七贤”第一人嵇康与向
秀曾在此锻铁、浇园，故城南还有水
面很大的湖，历史上被称为“南湖”。
周庄村北偏西1公里处是原焦作电厂
的岗庄水源地，没有丰沛的地下水源
电厂不可能在周庄村附近建水源
地。在古代勘测手段有限的情况下，
能打出这样的深井，不得不佩服先人
的智慧。

那矿 那井 煤矿历史留辉煌

大自然不仅赋予这里丰富的水
源，还给这里提供了丰富的煤炭资
源，并因此建设了“焦东矿”。该煤矿
由原焦作煤校设计，设计生产能力为
45万吨的水采矿井，共有四个井筒，
主副井均为斜井。1958年8月20日
正式开工兴建，但在施工过程中，发
现“焦东矿”不具备水采条件，遂于

1959年4月由原焦作
矿务局设计改为年产

45万吨的旱采井（1980年
重新核定生产能力为15万
吨/年）。1962年8月15日移

交给“焦作矿务局焦西矿”，属“焦西
矿”的一个井口。1962年10月，该煤
矿开始利用风井小规模生产，1964年
4月 1日移交生产，先期称“焦东工
区”，后来称“焦西矿焦东井”。1977
年3月与“焦西矿”分开，建立“焦作矿
务局焦东矿”。

“焦东矿”建矿初期，受各种客观
因素的限制，大多采用的是人工装
煤，施工工艺原始、技术落后，巷道支
护也采用木支架，直到1979年后才逐
步改为金属支架，巷道顶则为荆芭
顶。在这种困难状况下，“特别能战
斗”的“焦东矿”发扬“不怕苦、不怕
累、不怕难”精神，艰苦创业、顽强拼
搏，曾创造出日产原煤1911吨（1977
年8月15日），年产原煤26.8881万吨
（1979年）的纪录。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期，由于城
市扩展，地下可采储量逐年递减，加
之地下水大、地质条件复杂等因素，

“焦东矿”煤炭资源逐渐枯竭，在确认
已无继续开采价值的前提下，1989年
12月，经当时的煤炭工业部、河南省
煤炭管理局批复同意，“焦作矿务局
焦东矿”正式报废。为尽量多回收井
下资源，1990年1月，“焦东矿”开始
转入回收、回采阶段，直至1995年正
式封井。从1962年投产开始至1995
年，“焦东矿”累计出产原煤 550万
吨。在那个以煤为主要燃料的年代，
由于“焦东矿”地处焦作市区，所产煤
炭全部原地“消化”，为服务地方经济
建设和保障人民生活发挥了积极作
用。

1996年4月，“焦作矿务局焦东
矿”和“焦作矿务局多种经营总公司”
合并而成立的焦作新东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河南新东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发展焦作特色旅游、
弘扬山阳历史文化为主题，以昭示焦
作因煤而建、因煤而立、因煤而兴的
百年历史为依托，目前已将“焦东矿”
60余亩空地规划建设成以文化娱乐、
餐饮住宿、休闲购物、旅游商品开发
经营为主体的品牌商业步行街，成为
我市居民休闲、娱乐、购物的好去处。

为适应城市发展，1992年周庄村
改为涧宏实业公司，村民逐渐向市民
转变，现在周庄村也早已没有传统村
落的模样。周庄村的过去虽然湮灭
在岁月的风雨里，但那缕缕乡愁在上
年纪人的口中还不断被提起……

（本文得到了王有道、闫鸿义、靳
新来、杨贵富、刘国世的大力支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