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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培华

原河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的专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2014年度卓越贡献人物”。他
在《中国社会科学》《光明日报》等报纸、杂志发表论文60多篇，出
版专著3部，其《卜子夏考论》获河南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

●李乐观

●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灯光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河南省优秀基层宣讲员 ●中原经济区优秀社科工作者
●郑州西亚斯学院兼职教授 ●河南理工大学客座教授
●政协第十五届焦作市委员 ●焦作市作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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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济之间：子夏家乡地望考

高培华：子夏是覃怀大地上
最杰出的历史人物之一，其家乡
温县（温邑）地处“河济之间”，在
出荥泽北流的黄河古道之西，又
称“西河之上”。西周至春秋初
年，温邑属王畿内温国的治所。
前650年“狄灭温”。前635年，
晋师勤王赶走狄人占领温邑，周
襄王将温、原等四邑“赏赐”晋
国。此后，温邑先后成为晋国狐
溱、阳处父、郤至、赵氏、魏氏采
邑，战国前期属于魏国。子夏自
谓退居“河济之间”，是指其回到
家乡温县。

李乐观：除却子夏入孔门
求学的17年（包括他在卫、鲁两
国短暂出仕以及为孔子守丧三
年），其一生多数时间都生活在
温县这片文明早发、历史悠久、
文化积淀深厚的土地上。晋国
卜氏的家学渊源，给了子夏先
天的荣誉感和光耀门楣的进取
心，直到远赴卫国拜见孔子之
后，他终于找到更具远见卓识
的使命感。正像夫子教导的那
样：“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
儒。”从此，子夏的人生一路开
挂，被推举为中国古代知识分
子的一道精神标杆。

子夏助教：无微不至教辅情

高培华：子夏天资聪慧，思
想深邃，为众弟子所倚重，大家
有了疑问，除了求教孔子，也请
教子夏。如《论语·颜渊》司马
牛“问君子”，孔子告诉他“君子

不忧不惧”。司马
牛想到自己“无兄

弟”，不免忧从中来。子夏先以
闻于孔子的话开导他，进而讲
道：“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
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
子何患乎无兄弟也！”以仁爱为
准则谈君子修养，创造性地描
绘出一幅构建和谐社会的蓝
图。以上事例说明：子夏在孔
门求学的后期，已经成为孔子
的助教。他为司马牛、樊迟等
人解疑释惑的言论，表现出一
个大思想家、教育家的潜质和
思想深度；他对孔子思想的继
承和发展，实发端于孔门求学
的后期，被列入孔门“四科十
哲”绝非偶然。

李乐观：子夏的教辅工作，
既是自觉的也是自发的，这得
益于其对孔子思想的深刻领悟
和对文献典籍的真知灼见。《论
语·八佾》子夏向孔子请教有关
《诗经》的句子，问到“巧笑倩
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是
什么意思？孔子回答：“绘事后
素。”绘画时，白是最后添加的
色彩（古代绘画材料底色为原
色或咖啡色，没有白色）。在用
白色线条勾勒之后，画面马上
就生动起来，而庄姜的淑德就
像这白色的线条。受到启发的
子夏马上脱口而出：“礼后乎？”
联想到老师平日所讲的礼，看
似平淡无奇，却能使人的美质
得以彰显，不正说明了礼是后
起于品德之后吗？举一反三，
子夏学《诗》，不但能够领会
《诗》的主旨，还能领会老师的
心意，孔子当然开心了，马上表
示以后一起来研究《诗经》吧。
而子夏这个能和老师一起研究
学问的人，当然受到众多弟子
的爱戴了。

西河教授：学优则仕仕而优

高培华：作为孔、孟之间的儒
学大师，子夏为孔子服丧三年期
满之后，回到家乡温邑，在北流黄
河之西的广阔地域设教授徒，长
达半个世纪。魏文侯、魏成子、李
悝（即李克）、吴起、田子方、段干
木、公羊高、穀梁赤等，众多名流
出其门下。《史记·魏世家》记载：

“文侯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过
其闾未尝不轼也。秦尝欲伐魏，
或曰：‘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
上下和合，未可图也。’文侯由此
得誉于诸侯。”可见子夏影响之
大，堪称名震诸侯。在子夏的教
育影响下，魏文侯、李悝等人对
魏国的治理，可说是孔子“内圣
外王”之道的第一次成功实践，
使魏国在战国初期成为最为强
盛的诸侯国。子夏开创的西河
学派，与魏国同时崛起，互相促
进，相得益彰，其成就和影响，在
当时的文化教育界独树一帜。

李乐观：子夏“西河设教”的
成功经历，如久违的玫瑰花透出
篱笆墙，拔高了当时整个儒学的
地位，大大提振了儒者的心气和
士气，是孔子“内圣外王”思想的
生动体现。其实，孔子所倡导的

“学”，就是一种“能近取譬”的社
会生活实践，只是后儒们不能理
解，这才死扣书本，远离日用伦
常。而子夏无疑是其中“学而优
则仕”的杰出代表，他在卫国担任
行人的临危不惧，后出仕鲁国任

“莒父宰”的国之大义，都足以说明
子夏完全摆脱了小人儒的性格局
限，能够识大体、行大道、顾大义、
明大伦，活脱脱一位君子儒。

发明章句：一河之水向东流

高培华：子夏传经“发明章
句”，意义何在？到春秋时代，

“周室微而《礼》《乐》废，《诗》
《书》缺。”于是孔子收集整理，
并用作教材传授弟子，使原来
贵族垄断的学问一变而成为平
民学子也可学习的知识修养。
孔子晚年喜《易》，又依据鲁国
《史记》编纂《春秋》。这才有了
后儒所谓的“六经”。然而，孔
子用这些经典文献施教，只是
概略讲述各书精要，并没有逐
章逐句地讲解。因而同是一部
经书，对各篇分章、断句、释义
等问题，难免产生歧异，若不研
究解决，势必影响儒学的发
展。子夏在西河教授，继孔子
之后研究和整理这些文献，并
从其教学的需要出发，开始为
这些文献分出章节，为各章节
判明句读，对每句的意义作出
解释，这样就开始有了儒家经
学。“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具
体说明了子夏在儒学发展史上

“经学鼻祖”的重要地位。作为
经学章句的发明人，子夏对于整
理和传播经典文献的功绩，可以
说是仅次于孔子，是其他孔门弟
子及其他学派的学者都无法比
的。其他如墨、法等学派，要学
习经典文献，就不能不师从儒
家。知此，当我们看到墨子、李
悝等墨、法鼻祖都有师从儒家的
经历，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可
以说：子夏不仅对于荀子及其后
的儒家经学一派产生了深远影
响，对墨家、法家等其他各家也
起到了某种程度的催生或助长
作用。他实乃继孔子之后，为战
国时代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做
出了开拓、奠基性工作的一代文
化巨人。

李乐观：汉代的儒学能够
发展为经学，子夏功不可没，经
学的传承严格有序，虽经百世
而不废。“发明章句”不仅表现
在经典的学习，还表现在对社
会的促进。如发源于温县陈家
沟的太极拳，不是偶然，而是自
然禀赋加持的必然，很大程度
上得益于子夏在此设教传《易》

“发明章句”，使得《易》的基本
原理在古温大地上温煦流动，
成为人们的生活日常，后受到
河洛源流太极图的启示，结合
各家拳法之长，创立了太极拳。

“六经”之传：集之大者而成也

高培华：子夏是“六经”的主
要传承者，是当之无愧的“经学
鼻祖”。作为孔门文学高徒，子
夏继孔子之后整理和传授古文
献，对“六经”进行了初步分章、
断句和必要的解释，创立了诠释
儒家经典的章句之学，即最初的
经学。经过子夏及其弟子一代
代薪火相传，形成了一批解经之
作，如《春秋三传》《子夏易传》
《毛诗故训传》《韩诗内传》《仪
礼·丧服传》等。汉代立于学官
的多家经学，都把自家的学术渊
源追溯到子夏。东汉名臣徐防
上疏曰：“臣闻六经，定自孔子；
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子夏“发
明章句”开创经学，在中华文明
史上的意义不可低估。

李乐观：对“六经”的传述，
非子夏一人之力，时乃有仲弓、
子游、有若、曾参等皆为传经大
儒，但子夏的贡献无疑是高出旁
人的。子夏对李悝、吴起等弟子
的教学实践，也像孔门教育一样
文武兼备。有了这样的人才储
备，魏国率先在诸侯国中崛起。
作为卓越的教育家和思想家，子
夏在中华文明史上有着承上启
下的作用，对传承民族精神、塑
造民族性格，作出了重要贡献。

图① 高培华。
图② 李乐观。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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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摄影，民间称照相，当今社会童叟皆会，
大家都在享受科技带来的方便与快捷。提
起照相，在我小时候，那可是稀罕事儿。因
为家里困难，山区又不方便，7岁之前只照过
两次，其中一次是妹妹百天留念时。至于我
拍百天留念的情景，那肯定记不得了。家里
连个相框也没有，多亏姑母替我精心保存了
这两张照片。

1976年初中毕业，学校没有组织拍合影
留念，至今想起还是遗憾。两年后高中毕业
时，只是拍了一张大合影。我和同学侯双喜
步行到马村，照了一张合影。

1983年，本村人在西村供销社原址开了
个照相馆，给大家带来许多方便，两年后关
门停业。

以前使用的都是传统的木质座机，拍的
也都是黑白照片。后来有了小型的单反照
相机，但那是奢侈品，很难见到。

二

1979 年，高考遭淘汰，对我刺激特别
大，心灵留下难以愈合的伤口，总想学一门
实用技术，以弥补自己的遗憾。班主任王家
栋老师建议自学绘画，从素描入手，可两三
年过去了我还没有入门。1985年，我放弃
素描转向摄影。自己没有相机，好友郭礼成
就把他260元买的珠江牌平视取景照相机
借我使用。1987年冬，我筹资1500元买了
一部美能达单反相机，那时已经流行彩照
热，可以搞照相创收，用这些收入支撑摄影
创作。

有了这部相机，我就骑着自行车四处游
走，到附近村庄为群众拍照。拍完的胶卷送
到位于工业路的彩扩部。取回照片后，我再
送到客户手里，收取照相费，如此周转节奏
很慢。1992年以后，焦作才有了彩扩设备，
等上两个小时就能拿到照片。

非常清楚地记得，1987年冬季的一个星
期天，寒风刺骨，我在六股涧村挨家挨户地
询问是否有人照相。心劲足可有点犯傻，寒
冬里刮大风，谁会有心情照相？次年春天到
大东村，又是挨家挨户地问，跑了三排房也
没有拍一张。那时候，山里小煤矿多，我经
常为外地的打工者照相。

从 1988 年开始的几年里，春节期间许
多家户拍全家福，每到此时我都十分忙碌。
有年汛期，山门河发了大水，半个月出了两

次水，这是继1970年后第一次出水，难得
一见的景观。大家特别稀罕，附近村庄许
多人都去山门河口戏水，纷纷在水里拍照
留念。就这样，不到一年时间我还清了借

款，心里感觉轻松舒畅。
1989年暑假期间，由亲戚带路，我翻越

马头山，涉过后大河，到了35公里外的白虎
角村。那一带是山西省泽州、陵川的交界
处，颇有高原风光。在白虎角朋友张四旺家
里住了四五天，其间，他领着我到玛朗、寺南
岭等附近村庄照相。

三

1990 年春节以后，我在村东北角路口
附近开了一间十分简易的摄影服务部。那
个小房子长10米、宽8米。室内没有布景、
没有灯光，设备只是一部带标头的照相机。
当初主要还是外景拍彩照，如果有人拍黑白
证件照得先预约，待彩色胶卷拍完以后才能
拍。拍证件照主要是靠自然光，在室外让别
人提着一块红布或者白布当背景，条件十分
简陋。

经营，但不是全为了营利，所以没有称
为照相馆。开业之初，给自己定下的经营原
则是：营利与服务并举，为方便乡亲们工作、
生活服务，为活跃山乡文化服务，为山区经
济发展服务。好朋友张瑞奎、张可以帮我在
门前的墙上用红漆刷了大标语：发展摄影事
业，建设精神文明。标语干巴巴的，感觉很
生硬，可其实我一直是这么去做的。

开店后，不再单单是拍生活留念，拓宽
了服务面，为群众、学生、乡政府机关及企业
提供多方面服务。

我还照常到附近村庄上门服务，拍百天
照、全家福等。假日里，步行到后山的裴庄、
桃园村，为深山区的乡亲们拍照。难得有摄
影师进深山，加上彼此熟悉，你三张我五张，
大家纷纷拍照留念。

没有时兴婚礼摄像的时候，有些年轻人
举办婚礼，就让我去拍照片，我为许多新婚
青年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美好瞬间。20多年
间，我先后为有的父子拍过婚礼照，见证了
他们家两代人的幸福时刻。

四

与时俱进。1991年，我添置了一套新器
材，包括一枚长变焦镜头，给经营和创作带
来便利。6年后，我买了一部松下摄像机，用
来做婚礼摄像，生意不错。10年后，我又更
换了一部小型索尼摄像机。婚庆公司多了，
自己的摄影器材落后加上年龄原因，这项服
务到2016年停止。

不光为群众照相，我也配合乡政府机关
的各项工作。有重要会议或春节文艺会演，
乡政府让我去拍资料。桃园村一位复员军
人办手续需要照片，我和工作人员专程赶到
那里。那一天，在崎岖的山路上翻山越岭来
回步行了40公里，一分钱没收，老人感动到
落泪。林站技术员培育果树新品种，我拍的
资料受到省林业厅专家一致好评。

与教育系统的合作最密切，持续时间最
长。出于信任，自有相机以来，西村乡的中
小学毕业留念和学籍照大多由我来拍。与
公安机关合作也不少。我独自下乡，跑最远
的村庄是裴庄、桃园；为了管理暂住人口，我
到煤窑给外地打工者拍照；必要时，还会到
案发现场拍资料照片。与人社系统合作时
间不长，可是效率最高。2009年冬季，修武
为60岁以上的老人办养老保险手续。时间
紧迫，好多村预约让我去照证件照。以后两
年的养老保险年检期间，我到本乡每一个村
庄，给养老保险年检对象逐一拍照。

最重要的是与计生系统的合作，只举一
例。1992年冬季，全省计划生育大检查，确
定孟泉村为本县唯一的村子，责任重大，党
委书记都进村布置。所有计生对象必须建
档，该村一个新媳妇没有照片，恰巧又回了
娘家。深夜，随计生工作人员到25公里外
的村庄去找那个新媳妇。路上大雾弥漫，好
不容易摸到了她家里却没有电，多亏带了闪
光灯才拍成照。

为了体现优质服务，回馈社会，逢六一、
八一等节日，我多次为儿童和老军人半价拍
照。2009年冬，我冒着严寒，骑着摩托车跑
了10个村子，为60多位老人和残疾人上门
义务拍照。从2016年开始，我连续4年为本
乡的大学录取新生免费拍证件照……

五

经济社会发展，许多旧的景物渐渐消
失，我注重发挥摄影的纪实功能，留心拍摄
旧貌资料，留下时代记忆。对附近的自然灾
害，我都留下了图片资料。老照片好似陈年
老酒，越久越有价值。我自信，这些资料日
后肯定会派上用场。

30年间所拍人像照片，不计其数。百天
照、周岁照、学籍照、毕业照、身份证照、结婚
照、全家福，见证无数人的成长历程和幸福
瞬间。乡亲们通过我拍的照片，可以看到社
会巨大的发展变化。莫笑我是夜郎自大，西
村乡虽然不大，可反映了社会的缩影。

既为山里乡亲提供了周到、便捷的摄影
服务，又配合了文化、教育、民政、计生、公
安、人社等部门开展工作，我也得到了相应
的收入。从这个角度说，顾客都是赞助者，
故永远怀着感恩之心。

本该潜心钻研人像摄影，全心经营挣
钱，反而热心风光摄影创作。从照相业的角
度来说，我似乎有点不务正业，起码方向有
点偏差。以照相收入作为经济支撑，摄影活
动搞得丰富多彩，多次自费成功举办个人摄
影展。

服务社会，成就自己。为社会做些有益
之事，体现了人生价值，说明残而不废，作
为农民的我走出了一条有特色的人生之
路。实践证明，原来的经营原则和探索方向
是正确的。良师益友、焦作知名军史学者吉
怀儒称赞道：“亦农亦商亦照相，亦种亦收
亦文章。胸怀光明有大志，弘扬满腔正能
量。”

□郑乃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