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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彩红

【原文】
舜有臣五人（1）而天下

治。武王曰：“予有乱（2）臣
十人（3）。”孔子曰：“才难，不
其然乎？唐虞（4）之际，于
斯为盛，有妇人(5)焉，九人
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
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
德也已矣。”

【译文】
舜有5位贤臣，使得天

下大治。周武王说：“我有治
世的能臣十人。”孔子说：“人
才难得啊！不是这样吗？唐
虞时代和周初之际是人才最
为兴盛的时候。可这10个
人之中有一个是妇人，实际
上只有9人个而已。周文王
已然得到天下三分之二的土
地，仍然能够臣服于商殷。
周的道德，可以说是最高的
了。”

【评析】
本章夫子称赞周之德。
（1）五人，依西汉大儒孔

安国的说法，这5个人分别是
禹、稷、契、皋陶和伯益，他们
都是舜帝时期的治国能臣。

（2）乱，治；乱臣，治国的
人才。

（3）十人，指辅助周武王
克殷建周的10位能臣，包括
周公旦、召公奭（shì）、太
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
（hóng）夭、散宜生、南宫适
和武王妻邑姜。

（4）唐虞，传说尧在位
的时代称唐，舜在位的时代
称虞。

（5）妇人，一般认为是指
周武王的王后邑姜。夫子将
其列于周臣之外，原因有
二。其一，恐是不敢以王后
为臣；其二，继承周代礼法，
女人主内，不得干政。早在

周武王伐纣决战牧野之时，
武王为鼓励三军，发表了一
篇声势浩大、鼓舞人心的战
前动员令，这就是著名的《牧
誓》。其中提到“牝鸡之晨，
惟家之索”，是说妇女不能掌
权，否则会导致国破家亡。

本章夫子所称颂的周之
德，更准确地说是称颂文王
之德。周人首领季历死后，
其子姬昌继位，就是后来的
周文王。在他的励精图治
下，周族日渐强大，综合实力
突飞猛进。当时，商王纣正
举全国之力对东夷用兵，无
暇西顾。为应对西北犬戎对
殷商的威胁，商王封姬昌为
西伯侯，使之成为商西的一
方之主，并委以征伐大权。
周文王果断用兵，先是剑指
西北，征服了北方的犬戎、密
须等方国，接着挥师向东相
继攻破黎、邘二国，而后又夺
取了商朝西南的战略重镇
崇。这样一来，周的领地已
遍及殷商的南、北、西三面，
处于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有利
局势，如果此时兴兵灭商，不
是没有可能。但以仁德著称
的周文王始终以臣下之礼，
谨慎的服事于商王朝。直到
他去世后，周武王才举起伐
纣的义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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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里的文字，诗意灵
动、细腻委婉，如潺潺流水，饱
含着原始的、神秘的、自然的
风味。翻开书本，似乎就跟着
文字走进一个原生态的世界
里。这个世界的人，原始、纯
朴、善良、知足，他们严格遵循
自然的规律，崇拜自然的力
量，生活得无欲无争。

小说的主人公——一个
90岁的女酋长，她缓缓地自述
着自己和自己家族及整个他
们这个民族的生命和生活历
程。充斥在故事里的一段段
凄婉哀切的故事，悠悠颤颤，
像拉吉米在夜深人静时用木
库莲吹起的琴声，催人泪下。

任何一个民族的人民，都
离不开爱情和生死。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爱
情纯粹、执着、勇敢，书中“我”的
弟弟鲁尼，对爱情极其大胆、主
动，面对竞争对手金得，早一步
跑到女方的部落去求婚，最终
把妮浩带回了自己的部落。
那时他还未成年。伊万用几
张狍子皮以及他那大而有力
的手，从商人手里换回了俄罗
斯姑娘娜杰什卡。书中“我”
的父亲林克和大伯尼都是通
过射箭比赛，赢得了心上人的
芳心。而在父亲死后，大伯为
母亲亲手做了羽毛裙子，母亲
也穿着这羽毛裙子围着篝火
翩翩起舞。“我”的爱情也极其
浪漫，“我”与第一任丈夫拉吉
达相遇在一次迷途中，爱的火
花怦然炸裂，激荡着两颗勇敢、
年轻的心双向奔赴走到了一起。

死亡也是人类不可避免
的，书中描写了大量关于族人
死去的情节。“我”的第一任丈
夫拉吉达为寻找驯鹿被冻死；
第二任丈夫瓦罗加为保护放映

员死在了熊掌之下；老达西为
寻狼报仇后被群狼吃掉；小达
西曾为日军效力被造反派打断
腿意志消沉开枪自杀，他妻子
杰芙林娜为此选择吃毒蘑菇殉
情而死；“我”的姐姐小列娜却
是因为磕睡冻死在了驯鹿背
上。这其中最让人感动和无助
的是妮浩萨满每一个孩子的离
世。作为萨满，她身负神秘力
量，心怀崇拜、感恩之心，把别
人家的孩子示作自己的孩子，
而把自己的孩子称作别人家的
孩子。每拯救一条生命，自家
亲生的孩子就要舍弃一个。对
她的孩子来说，死是多么残忍、
无奈、无辜；对她来说更是残忍
和悲壮，而这又是她身为萨满
的使命和担当。读着妮浩，心
里生出隐隐的疼痛，而心灵又
如电击一样颤动着，震恸！

鄂温克民族有着自己的
语言，有着自己的文字和文
明，有着自己的神和信仰。他
们在岩石上画画，画驯鹿，画
鄂温克少女，画山神、树神和
河神，画蓝天、白云和鸟雀，画
他们心中向往而美好的一
切。他们的文明是自觉的、原
生态的。每迁移一个地方，他
们都会把原来居住地的垃圾
清理干净，埋到地下，还这个
世界一片清白和干净。小说
把鄂温克族的文化习俗与自
然环境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祭祀只是其中一种感恩自然
的方式：“如果看不到它们的
眼睛，就像白天看不到太阳，
夜晚看不到星星一样，会让人
在心底发出叹息的。”鄂温克
族将鹿视为自己的图腾，不仅
因为鹿是他们生活中的重要
资源，更因为鹿象征着自然的
力量与生命的循环，是鄂温克

族人顽强坚守文化信仰的精
神。在祭祀仪式中，族人们虔
诚地祈祷，向自然表达敬畏之
情，同时也祈求自然赐予他们
更多的恩赐。

我们从文中读出了鄂温
克人的干净，他们干净得如同
茫茫林海雪域一样纯净坦荡，
没有丝毫的世俗贪婪之气、虚
荣之气、浮躁之气。

小说的语言细腻精妙且富
有哲理，作者采用比喻、拟人、
隐喻、通感等一系列修辞手
法，让句子富有张力和诗意。
开头的“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
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霜老
了，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直
击人心。还有文中处处可见
的美妙文句，让人沉醉其中。

“后来起了一阵风，天上的月
亮还是老样子，可是水中的月
亮却起了满脸的皱纹，好像月
亮在瞬间老了。也就是在那
个时刻，我懂得真正长生不老
的是天上的东西，水中的投影
不管有多么美，它都是短命
的。”“炽热的阳光把河水给舔
瘦了，向阳山坡的草也被晒得
弯了腰了。”

尤爱这句“没有路的时候，
我们会迷路；路多了的时候，我
们也会迷路，因为我们不知道
该到哪里去。故事总要有结束
的时候，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尾
声的。”如同柔婉的春风，轻轻
抚摸着读者的心，宽慰着迷路
的人。岁月的沧桑、生命的陨
落都是不能避免的，而大自然
中唯一初心不变的是日月星
辰、蓝天白云、山川河流、清风
流水，默默地守望着一代又一
代辛苦忙碌的人们，而一代又
一代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感
恩回馈着自然的厚爱。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著名作家迟子建的小说，这篇
小说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让我惊叹的不是它获得的荣誉，也
不说它的作者是我崇拜的迟子建，而是它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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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财勇

山阳区中星街道高岭村因地处高岭之上而

得名，村西是该街道桶张河村，村东是寺河村。不要小

看这个只有千把口人的小村，发生在这一带的趣闻逸

事可不少。

“
虎丘山上卧虎岭

高岭村北边的太行山有一个
东西走向的山岭，山岭向南延伸出
几条山沟，人们把它叫成虎丘山上
卧虎岭。现在知道卧虎岭的人不
多，但提起虎鼻山可谓人人皆知。
虎鼻山位于高岭村偏西北的地方，
它正下方的山沟叫虎掌沟。虎鼻
山是一个南北走向很短的半截山
岭，它正下方的悬崖上有一个天然
的大石洞，酷似老虎的一张大嘴。
它东西两边各有一个小山洼，东边
的叫东杨家洼，西边的叫西杨家
洼，两个小山洼衬托着虎鼻山形成
整个虎头的面部轮廓。虎掌沟向
东依次有4条山沟，它们分别叫长
掌沟、白神沟、小燕掌沟、老扁沟。
山沟之间又成南北走向的4个山
岭，代表着老虎的4条腿。山岭底
部各隆起一个小山包，从西往东依
次叫羊粪谷堆、和尚谷堆、小燕谷
堆、大谷堆，4个谷堆代表着老虎
的4只爪。老扁沟的东边有一条
不太长的小山沟，叫永范沟。永范
沟有一个略呈东南方向的山岭，代
表着老虎的尾巴。由于资源开采
导致环境破坏，这种景象如今已经
难以看到了。

虎鼻下方的老虎嘴还有一个
传说：东汉年间，墙南村是山阳县
的所在地，山阳县的北城门楼正对
着虎鼻山那道山梁，城门洞与虎鼻
山上的老虎嘴在一条直线上，城门
洞地上有一块稍微隆出地面的石
头，晚上关闭城门后，用一根大木
杆，上头顶住城门，下边顶在这快
石头上，所以人们把它叫顶门石。
每逢山阳县令坐轿从北城门经过
时，无论进出，此石总是擦着轿底，
县令初时认为轿夫们的个子低，换
成高个子的轿夫后，无论把轿抬得
多高，石头照样擦轿底。后来，有
一位脾气暴躁的县令，见城门口的
大石头屡擦轿底，就命人将这块大
石头刨掉。说来也怪，此石被刨掉
后，山阳县令不久就暴病身亡。从

此以后，山阳县一连几任姓杨的县
令，不是暴亡就是身染怪病。后来
朝廷就请了一位风水大师来破解
此症，风水大师对这里的地形地貌
查验后，煞有其事地说：“城门里的
这块石头相当于虎撑，撑着虎鼻山
的老虎嘴，支着老虎的牙。此石被
刨掉后，破坏了风水，老虎嘴里没
有了这块石头，专吃姓杨的县令，
应了‘老虎吃羊’的传说。”后来，没
有哪位县令敢来山阳县上任，朝廷
就放弃了山阳县，将县府搬到了修
武县。这就是在高岭村广为流传
的“支虎石”的传说。

失踪的堂圐圙井

在高岭村民间流传着这样的
说法：“火烧鸿门寺，捎带大辛庄；
找到堂圐圙井，能买下半个河南
省。”被称为“堂圐圙”的地方位于
高岭村的南地，所谓的“堂圐圙井”
位于何处人们无法知晓，成为一个
千古之谜。

鸿门寺和大辛庄均位于该村
东北部的半山坡上。据该村老一
辈人讲，鸿门寺与汉献帝刘协相
关。刘协被册封为山阳公后，一度
闷闷不乐，把讲经礼佛作为最大乐
趣。传说鸿门寺就是刘协怀念汉
高祖“龙兴鸿门”而起的名字。

鸿门寺在高岭村南设有一处
佛堂，后人将此处称之为“堂圐
圙”。话说隋炀帝杨广即位后，荒
淫无道，民不聊生，使得黄河以北
很多地方民众缺衣少食，形成了百
里无炊烟、千里无鸡鸣的凄凉景
象。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全国各
地爆发了农民起义。当时河南境
内就有几支农民起义军，最有名的
是瓦岗寨农民起义军。传说鸿门
寺长老暗中支持起义军，资助钱
粮，后被告发，官府遂派兵围剿鸿

门寺。官军对僧众进行砍杀，并放
火焚烧了鸿门寺。鸿门寺长老见
势不妙，慌乱中将寺中所有金银财
宝收集到一起，全部投入到“堂圐
圙”的一口水井中，用一块青石板
盖住井口，并推到墙壁将其掩埋。

在鸿门寺附近有一个村庄叫
大辛庄，它的对面是小辛庄（小辛
庄现隶属寺河村行政村）。官军火
烧鸿门寺时，大辛庄也难于幸免，
一同被战火烧掉了。后来鸿门寺
在遗址上复建，大辛庄在那次被烧
后，村庄从此消失。“火烧鸿门寺，
捎带大辛庄；找到堂圐圙井，能买
下半个河南省”这两句话中，前一
句说的是鸿门寺和大辛庄毁于兵
燹的历史，后一句说的是堂圐圙井
中藏有巨额财富的传说。后一句
话虽然夸张，但说明当时鸿门寺财
力十分雄厚。

打击日寇扬威名

高岭村东边不远的山门河是
进出太行山的主要通道，抗战时
期，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就曾驻扎
在山门河边的修武县西村乡大东
村，出山口外边的马村区安阳城街
道马界村曾是日军的一个兵站。

为控制这一地区，日军在高岭
村后的山上修筑了炮楼和碉堡，居
高临下封锁了山内外的通道。自
从日军在此修筑炮楼后，把当地居
民搞得民不聊生。高岭村群众在
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自己的抗
日民兵组织，白天组织村民开展生
产自救，晚上惩恶除奸，给当地老
百姓争得了生存空间。

1942年至1944年，是焦作抗
战最艰苦的时期。由于日军碉堡
封锁，使山里山外的军民往来联系
遭受了限制，所以拔除据点、打破
封锁成了抗日武装的首要任务。

为此，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决心拔
掉北山上的据点。

当时，高岭村村长廉启忠冒着
生命危险，摸清高岭村北山据点里
日伪军的兵力情况，为攻打据点提
供了翔实的情报。

1943年8月22日，“老二团”将
指挥部设在高岭村北靳家土窑洞
里，并制订了具体的作战方案：一营
是攻坚力量，二营为预备队伍，三营
为打援队伍；寺河村、高岭村的民
兵，一部分协助一营打主攻，另一部
分协助三营阻击敌方来援兵力。

同年8月26日凌晨，抗日武装
向日伪军据点发起猛烈的攻击。躲
在碉堡内的敌人用3挺机枪疯狂地
向山坡上扫射，使攻击部队严重受
阻。这时，廉启忠建议，为每个爆破
组增加一名民兵，由于民兵熟识地
形地貌，可以有效减少牺牲，尽快接
近目标。征得部队领导同意后，廉
启忠选出闫大汉、张士发、刘志和3
位民兵随爆破组加入战斗。

在火力掩护下，3名爆破组队
员时而跃起、时而俯卧，很快接近
了目标。西边的爆破组最先把炸
药包推在了敌人的枪眼下，随着震
天巨响，这座碉堡飞上天空。稍停
片刻，中间的炮楼也在巨响中飞向
天空。东边碉堡内敌人见势不妙，
立即举白旗投降。

与此同时，马界西援之敌和待
王北援之敌，均被我军打援队伍死
死地阻击在高岭南地，很难向前挪
动一步。当日8时，敌人看到北山
已经结束战斗，失去了增援的实际
意义，只好狼狈地撤离战斗。此次
战斗共炸掉山上碉堡3座，歼敌60
余名，俘虏30余名。

此次战斗虽然过去了 80 余
年，但在高岭村北地的山坡上，还
能依稀看到当年抗日战斗的遗迹，
其向后人提醒：这里曾是战场，历
史不能忘记，今天的红色江山都是
先烈用鲜血换来的。

（本文得到张志儒、闫凤章、靳
祥海、翟惠熙、张志新、李海祥、侯
小庆、李继洛等人的大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