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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牛花微颤的绯红身后

立秋已经逼近

这是最后一缕属于今年夏天的阳光

尖锐的触角把湿热的空气一丝一丝摊平

天气预报立秋过后天气将开始转凉

我真的想说些什么又真的无言

立秋过后很可能就要换一种方式应对天气

衣柜里衣裳静静的表情告诉我应该平静

一片躲在口袋里的纸屑

还告诉我忘了它昨天还是树叶

我只有抽一支香烟

认真阅读心爱的书和故事

窗外 立秋的阳光如大船

沉沉驶过

立秋后宜早睡早起

中医认为，天人相应是养生的

一种方法。 立秋后，自然界的阳气

开始收敛、沉降，人应当开始做好

保养阳气的准备。在起居上应做到

“早睡早起”，因为早睡可以顺应阳

气收敛， 早起可使肺气得以舒展。

秋季适当早起，还可减少血栓形成

的机会，对预防脑血栓等缺血性疾

病有一定意义。

立秋时节，暑热未尽，虽有凉

风时至，但天气变化无常，早晚温

差大，白天仍然炎热。 此节气中多

加强睡眠时间很有道理，正好借此

以补偿夏日的睡眠不足。 秋季早

睡，完全符合“养收之道”的养生原

则。 一般来说，秋季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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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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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入睡，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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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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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起床比较

合适。

健康提醒 ： “一场秋雨一场

寒”，降水较多，天

气也会转凉，此时

要根据天气的变

化适当添加衣服，

以防感冒。

《文化沁阳》序

邓宏礼同志的新著 《文化沁

阳》即将付梓，嘱我作序，我高兴

地答应了。 一则是出于对沁阳的

深厚感情， 二则是因为合作者多

年的友谊。

我是和沁阳比邻的温县人，

过去都属于怀庆府辖地。 二十世

纪五十年代初， 我在沁阳师范学

校读初中，

1955

年毕业时这所学

校已经更名为沁阳二中， 我考入

只有一墙之隔的沁阳一中读高

中。在沁阳学习六年多时间里，那

里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 对我有

深刻的影响， 留下终生难忘的记

忆。宏礼是和温县、沁阳接壤的孟

县人， 在初中和高中都是比我晚

一届的同学， 因为同做学生会和

青年团的工作， 有比较多的接触

和了解。近

30

年来他到北京或者

我回故乡， 总有见面和叙谈的机

会。他长期在沁阳从事文物工作，

又是热心人， 我关于地方历史和

文物方面的疑问，总是向他请教，

并且大多得到满意的答复。 宏礼

参与筹建朱载堉纪念馆， 要我题

字，我写了一首五言诗应命，并承

他帮助装裱悬挂。

宏礼对地方的文物事业是有

大贡献的。 他是事业心很强并且

勤奋好学的人， 把大半生的精力

和心血贡献给了沁阳地区的文物

事业。这些年来，他不断有关于地

方历史和文物方面的文章发表，

这本书更集其大成， 对沁阳地区

从史前期到当代的历史文化，作

了系统的研究， 展示了先人在这

块土地上生存繁衍和文明演进的

脉络。最具特点和可贵的是，对一

些历史文物的论述， 结合了作者

本人亲身参与现场发掘和考察的

经历，有不少第一手资料，有些文

物资料是抢救性质的， 读起来感

到生动亲切。 这本书反映着作者

为文物工作辛苦奔波几十年的业

绩， 和在这个专业领域的广博知

识。 邓宏礼被评为河南省和全国

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 他是无愧

于这个光荣称号的。

从这本书里， 我们也可以看

到沁阳市对文物工作的重视。 几

年前我回到沁阳访问， 在邓宏礼

和市领导的带领下， 去看天宁寺

三圣塔。 那是我在初中时代曾经

和同学一起冒险攀登过的， 当时

除残破的塔身外只是一片废墟，

现在塔身得到很好保护和修缮，

并且在周围建立了博物馆， 收集

保存有几千年的珍贵文物。 中国

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保护历

史文化遗产是现代化建设中的一

件大事， 是关乎民族优秀文化传

承和发扬光大的大问题。 沁阳市

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值得称赞

的。

这本书对沁阳地区历史文化

的研究有开拓之功。 既无前例可

循，困难可想而知。作者在先后两

次寄来书稿的同时， 也很诚恳地

征求我对书稿的意见。 千虑之一

得，出于私谊也是出于公心，我把

自己认为可以改进或是美中不足

之处，毫无保留地向作者说了。我

不敢自以为是， 但以作者的虚心

好学和力求完美，不论采纳与否，

想必都加以考虑了。

读了这部书稿，我感到兴奋，

也很受鼓舞。 我祝贺《文化沁阳》

的出版， 并且愿意以上面的话作

为序言。

王梦奎

2010

年

1

月

25

日于北京

（王梦奎： 我国著名经济学

家，曾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国家

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大学教

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经济理

论和政策研究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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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清亮的河水， 从太行山南麓的峡

谷中翻腾着，跳跃着，倾泻而下。 两岸山色

苍翠，林木蓊郁，竹树扶疏，百鸟鸣唱；河中

水清见底，卵石滚滚，游鱼无数；天上，峰插

九霄，山岚云霭，青天白云。 这河水是绿色

的，茵茵的绿，靓丽的绿 ，天上岸边的物事

倒映在河水中， 染成了层次不同的绿，绿

波，绿浪，绿的涟漪，绿的声响。 涓涓的流

水，浅浅的漩涡，袅袅的轻唱，淡淡的，静静

的，美丽而温柔。 这是古时候的丹水河，河

畔的林木和竹树，依傍着众多支流，向西延

伸， 直达怀川平原的另一条大河———沁河

岸边。《山海经》云：“沁水……其东有林焉，

名曰丹林，丹林之水出焉……”丹林之水即

丹水，今称丹河。它源于山西省高平县丹朱

岭，丹朱岭与长子县接界。 《高平县志》载：

“丹朱岭，接长子县界，以尧封长子丹朱得

名。”就是说，长子县，丹朱岭都是因尧帝封

子而得名。中国三皇五帝时代，河东是我国

古代历史的源头，史载、传说和近年的考古

发现都已证实。帝尧是中国古代的明君，在

位后期，推行君位禅让制，把君位让给贤能

的舜， 而将理应继承君位的长子丹朱放逐

到丹水。《竹书纪年》云：“五十八年，帝使后

稷放帝子朱于丹水。 ”由此推断，丹水的得

名是因丹朱而来， 这当然是一种臆想和传

说。

另有一种传说， 给丹水一开始就注入

了铁血的魔魅，刀光剑影的血污，使丹水这条美丽柔弱的河流几千年来

一直在恐怖中颤栗，悸动和受难。而丹水，在柔美中又锻造出几分刚毅，

它流血和抗争，铁与血的洗礼成了四百里怀川的血泪记忆。

《史记·秦本纪·赵世家》和《资治通鉴》都记载着中国古代战争史上

一个骇人听闻的史实：公元前

260

年，秦国攻打赵国，当时的怀川一带

与山西上党（今晋东南）原属韩国。秦败韩占据怀川后，上党的老百姓却

投靠了临近的赵国。 秦昭王大怒，亲自到怀川征集

15

岁以上男子数万

人入伍，派虎狼之将武安君白起，发动长平战役，与赵国开战。战争的结

果，是杀人魔王白起坑杀了赵国降卒和上党人四十五万。 一时，喊天叫

地，鬼哭神号，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鲜血染红了从长平战区流过的这条

河流。从此，名河曰丹水。丹者，红也，是鲜血染红的河流啊！传说是传说，

它与史载抵牾。 因为在此之前，中国古文献《竹书纪年》已有多处记载：

“丹水三日绝不流。”“丹水出，相反击。”这些记载都比白起坑杀降卒要早

许多年，是除黄河外记载最多的一条河流。说明丹水之名由来已久，不是

因了长平战役。 但是，这次血腥的大屠杀不能不说是丹水史上一次大劫

难。《太平寰宇记》卷四十四载：高平县“西北二十五里，秦垒西面一百步，

即赵括被杀，余众四十万降白起之处。起惧赵变，尽坑之，露骸千步，积血

三尺，地名煞谷。 ”《上党记》云：“秦坑赵众，收头颅筑台于垒中，因山为

台，一名头颅山……”积血三尺，堆头颅为山，是历史上罕见的血腥屠杀。

丹水出高平县西北四十里，正从这里经过，三尺积血，能不流入丹水吗？

这些降卒的血染红了丹水，才使丹水真正成了丹水、红水、血河啊！从此，

丹水再也没有像远古时那样绿过，静过，轻唱过，美丽过。

还有一种传说，比前两种传说颇浪漫且具现实感，它强调了丹水的

功利性，适用性，凭添了斑澜绚丽美奂美仑的色彩。《太平寰宇记》卷五十

三“河内县”条云：“丹水，北去县七里，东北自泽州沁水县界流入，分沟灌

溉，百姓资其利焉。 ”明朝文学家杨慎《升庵集》中，顺其思路，发挥想像，

说《山海经》所云：“丹水山焉”的“丹林，在今怀庆府，柿林百里，故曰丹

林。 ”他描摹沁阳沿太行山及丹河峡谷一带柿林葱郁，连绵百里，柿子的

灿红倒映在河水中，把河水都染在了红色，故名曰丹水。说来也并非全无

根据，如今，丹河峡谷两岸，从河畔至山岭，柿树依然葱笼，而沿山一带的

田野，山冈，丘陵，柿树虽未成林，倒也络绎不断，蔚为壮观。 （待续）

剩米饭

□

心 原

今天快到中午的时候问孩子

想吃什么饭？ 要不就吃昨天中午剩

的米饭吧？ 我这样问孩子。 孩子张

口就说：“昨天的米饭里有爸爸剩

的，你再给我做新鲜的。 ”我听了孩

子的话心里很难过。 但是又觉得不

能当下责怪孩子。 体会到孩子的心

里对爸爸没有感恩心， 没有孝心。

思考了一下就对孩子说起孩子小

时候的故事：

你刚生下来的第一个晚上，爸

爸就坐在你的身边， 慈爱地看着

你，你有一点点的表情都逃不过爸

爸的眼睛， 爸爸无微不至地照顾

你。

你刚生下来的第一个月里，你

的尿布都是爸爸洗的，一点都没有

嫌你脏。 你小的时候大小便的次数

很多， 常常刚换好就又被你搞脏

了，爸爸还是很快乐地再洗。 洗好

的尿布，要拿给你换的时候，爸爸

还会把尿布放在自己的身体里暖

热了才给你换上，生怕尿布会冰到

你的小屁股。

你慢慢地长大了。 爸爸只要有

时间回家，总会在你睡觉时给你讲

故事，讲了一个又讲一个，讲故事

的人都快睡着了，听故事的你还缠

着爸爸不放。

每次你吃剩的饭菜都是爸爸

在帮你吃，爸爸还很快乐地自嘲自

己是“净坛使者”。 爸爸一点都没有

嫌你脏，在爸爸的眼里，孩子，你就

是一块宝。

每次爸爸下班回家 ， 不管再

累，再辛苦，也总不忘记抱抱你，抡

一圈。 或者陪你做捉迷藏的游戏。

每次看到你的进步哪怕一点点，爸

爸总会去鼓励你，看到你开心的笑

脸，爸爸笑得最开心。

看到你在学习上不得力，爸爸

总是在背后暗暗着急，默默叹息。

当看到你受了委屈，爸爸感到

就像拿刀子在割自己的心

讲到这里，我看到孩子的心沉

下来了，就接着给孩子讲陈老师的

故事。 陈老师带过我的孩子，她也

很喜欢陈老师。

陈老师以前曾经照顾自己得

了癌症晚期的外公。 有一次陈老师

端着一碗汤喂外公喝。 第一勺汤陈

老师放在自己嘴边轻轻地吹一吹，

送到外公的嘴里。 第二勺的时候，

她又要往自己嘴边吹一吹，忽然就

觉得会不会很脏。 可是当她想到面

前躺着的外公从小到大对自己的

关爱时，她又鼓起勇气吹了吹那勺

汤，又试着喝了一口，当她喝下去

之后才知道，原来一点都不脏。

讲到这里自己已经是泪流满

面，孩子的眼睛也是湿的。

我又接着问：“假如有一天你

自己拉肚子， 不小心把裤子搞脏

了，要你自己洗你会不会嫌脏？ ”孩

子就点头。 我又问：“你自己都嫌自

己脏， 爸爸无偿为你洗那么多，都

没有嫌你脏。 爸爸在无怨无悔地为

你付出的过程中， 你在慢慢长大，

爸爸在慢慢变老。

等到有一天，爸爸老到发抖的

手拿不住筷子，你会不会喂爸爸吃

饭？

当爸爸吃饭时食物往下掉，嘴

巴含不住汤，汤往下洒，弄脏衣服

时，你会不会不耐烦？ 当爸爸没有

体力常常洗澡、洗头，身上发出味

道，你会不会帮爸爸洗？

当爸爸的大小二便需要人来

料理时你会不会嫌脏？

假如爸爸现在剩的米饭你就

会嫌脏，以后爸爸真的老到需要人

照顾时， 有谁会在他身边陪伴他，

照顾他？ ”

说到这里，孩子很感动。 我就

问她 ： “你愿意当忘恩负义的人

吗？ ”孩子很认真地摇摇头。 我看到

这样就想让她一个人来思考我的

话。 我就对孩子讲：“妈妈现在去炒

米饭，如果你实在不想吃，妈妈也

不会勉强你。 我会再为你热一些千

层饼，再做点鸡蛋汤。 ”孩子点头。

米炒好了，我给自己盛了一些。 这

时孩子走来，我对她说：“千层饼在

这里，热好了，你可以吃。 ”孩子就

对我说：“我也要吃一点炒米。 ”我

就说：“那你自己盛， 吃多少都可

以。 ”孩子就拿了一个小碗，盛了一

点点。

吃饭时我看到孩子很认真在

吃炒米饭，我没有再说什么。

孩子今天写日记时写了这件

事。 最后一句话她说道：“我觉得一

点都不脏。 ”

看到孩子的这句话我很感动，

也深深感受到孩子实际上是很好教

的。 重要的是作为家长和老师有一

个正确的态度，一颗柔软的心。用爱

心去体会孩子的心结在哪里， 用疏

导的方法让孩子接受、改错，这样才

能达到长善救失的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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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识珠算

为庆祝

8

月

8

日“世界珠算日”，《今日沁阳》特邀

请我市与珠算有关的几位人士谈谈珠算的过去、现状

与未来。

珠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珠算是中

国的国粹之一。

2008

年国务院将“算盘”列入第二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 珠心算是在珠算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新型启智科学，是现代珠算文化的创新和发

展。

主持人：赵 岩 贺弘扬

黄则贤：我与珠算的故事

嘉宾简介： 黄则贤

（

90

岁， 西向镇退休干

部）从事多年财会工作，

积 累 了 丰 富 的 经 验 。

1980

年退休后，义务教

青少年学习珠算， 最多

一期有

196

人， 总计有

1200

人次。

从青年时代起，黄则

贤与算盘打了一辈子交

道。他热爱珠算，迷恋珠

算

,

珠算给了他莫大的乐趣。

今日沁阳：给大家介绍一下珠算的历史好吗？

黄则贤：珠算，是以算盘为工具进行数字计算的一种

方法， 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门计算技术，其

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 东汉徐岳撰的《数术记遗》中记

载：“珠算，控带四时，经纬三才。 ”北周甄鸾为此作注，

大意是：把木板刻为三部分，上下两部分是停游珠用

的，中间一部分是作定位用的。 每位各有五颗珠，上面

一颗珠与下面四颗珠用颜色来区别。 上面一珠当五，

下面四颗，每珠当一。 在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

图》中一家药铺的柜台上面，画着一把

15

档的穿档算

盘，基本与现代算盘无异，这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

早的算盘。

今日沁阳：打了一辈子算盘，你对珠算有什么认

识？

黄则贤：我有一首《西江月》，谈的就是我对珠算

的喜爱：尔有家业万贯，我唯勾股幻方，精神财富尽难

量，珠坛国粹弘扬；算盘噼啪似唱，萌发千里远航，开发

智力潜能量，刺激大脑清朗。

1980

年，我退休回家，义务教孩子们学珠算。 大的

十几岁，小的五、六岁，还有

50

多岁的大人也来学。 最

多的一期有

196

人。 有些人天不明就到了，自行车占

了半道街。学生们在《心得》里写：黄爷爷的珠算让我学

到了很多。 这几年下来累计有

1200

人次。 有人建议我

一人收

10

块钱，我说：一分钱也不要。 （笑）

有些人热衷电脑，冷落珠算。 但用电脑的人越用

越不动脑筋。 美国有个教师给学生出题：

7×8

等于多

少？ 学生还得拿计算器按一按才知道，但口算就算不

出来。

有一首《算盘歌》唱得好：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下

边的当一，上边的当五，一盘小小算珠把世界算了一

个清楚。 三下五去二，二一添作五，一盘小小算珠把世

界算了一个清楚。 天有几多风云，人有几多祸福，这世

界缺不了加减乘除。

今日沁阳：从诗歌中，可以感受到你对珠算的一

腔深情。 你参加过哪些珠算比赛，得过什么奖项吗？

黄则贤： 我参加了多次海峡两岸珠算通讯赛，得

了好几次金奖，奖品分别是毛泽东、江泽民、以及郑和

下西洋帆船的金质奖章。 其中毛泽东奖章在河南就我

一个人得过。 （笑）

江苏南通市建有世界最大的珠算博物馆，当年场

馆落成时，全球征集楹联，我撰写的“南北独秀、通馨寰

宇”，得了第

9

名。

我还编过一本《歌韵珠（脑）算》的小册子。

今日沁阳： 您今年已

90

岁高龄， 身体状态这么

好，您认为和珠算有关吗？

黄则贤：我耳不聋，眼不花，身体没啥大毛病。 学

珠算的确开发脑筋。

朱载堉与珠算

嘉宾：田中华（市文

物局局长）

今日沁阳：明代“布

衣王子”朱载堉在自然科

学、音乐、文学等领域均

有杰出成就。请谈谈他在

珠算方面的成就。

田中华 ： 朱载堉的

《乐律全书》中有一册《算

学新说》， 其中已有珠算

开平方、开立方法。

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创建于

1567-1581

年之间，

可见他用算盘进行开方运算在珠算史上是首创。 在此

之前，数学史界一般认为，程大位于

1592

年完成的《算

法统宗》最早提出开方的珠算方法。 现在看来，程大位

的著作比朱载堉的 《算学新说》（成书于

1581

年之前）

至少晚了

11

年。

数学与算盘是朱载堉从事乐律研究的工具。 他完

成十二平均律之时， 也是他成功运用算盘进行开方运

算的成果。 通常用来计算的算盘是

18

档，朱载堉为了

开方，改造了

81

档的大算盘。这样的特制算盘，在山西

太原的一家博物馆里还有原型， 我们这里的是个复制

品。 去年

8

月

8

日“世界珠算日”时，台湾来了

26

个客

人，专门来看朱载堉的大算盘。

朱载堉的计算，按现在专家的研究，每天工作

8

小

时，不停地计算，得五十多年。他究竟是怎么算出来的，

因为他的书里没有详细步骤，后人不得而知。在珠算方

面他有什么捷径、技巧，至今还是一个谜。 欢迎读者中

感兴趣的朋友研究。

珠心算的现状和发展

嘉宾 ：司喜旺 （市珠

算协会秘书长）

今日沁阳：你好！ 请

介绍一下“世界珠算日”，

以及今年我市举行的宣

传活动。

司喜旺

:

珠算文化是

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

2003

年，世界珠算联

合会决定， 每年的

8

月

8

日为“世界珠算日”。

8

月

8

日发音“啪”“啪”有如连

续运珠的声音。

今年

8

月

8

日“世界珠算日”当天

,

为了大力宣传

珠算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社会各界共识，

促进珠心算事业发展， 由市财政局和市珠算协会组织

在焦百商厦沁阳店门前开展了宣传活动， 散发宣传单

600

余份，接受群众咨询

100

余人次。 还通过报纸、电

视等形式进行宣传。

今日沁阳：很多人认为珠算这些年走向式微，你赞

同这种观点吗？

司喜旺：珠算是中国的国粹之一。

2008

年国务院

将“算盘”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

当电子计算机问世之后，有人曾说“这一下算盘真

的要进博物馆了”。 可是几十年过去了，包括中国在内

的世界各国都在形成一股“珠算热”。 美国将珠算作为

一种“新文化”引进；日本珠算、珠心算民间教育十分发

达，自

1968

年起每年

8

月

8

日为其算盘节；新加坡、印

度和印度尼西亚教育专家多次来我国考察访问； 马来

西亚要求小学校将珠心算教学列为正式课程； 我国的

台湾省仅珠算珠心算的团体就有

20

多个，这些都说明

珠算在当代仍兴盛不衰。

今日沁阳：珠心算是现代珠算的发展方向。 究竟

什么是珠心算？

司喜旺：珠心算全称是珠算式心算，就是在大脑中

凭借算珠影像，按照珠算法则进行的运算。它是基本口

算和珠算达到一定的熟练程度后，通过眼看算盘、脑想

算盘模拟拨珠计算，再过渡到脱离算盘、脑想算题、手

指空拨计算等一系列训练， 逐步把算珠活动形象移入

大脑皮层，使“算盘”和打算盘的操作过程完全内化，从

而摆脱实际的外部动作，是凭借内化的“心理算盘”，达

到脑子里“打算盘”的一种条件反射的计算活动。 珠算

是珠心算的基础和前提，珠心算是珠算的发展和创造。

今日沁阳：珠心算有哪些独特的价值，对开发智力

有什么好处呢？

司喜旺：

2008

年

7

月，

CCTV

科教频道 《走近科

学》栏目推出一档《寻找心算超人》的节目，通过对具有

超强心算能力的人群进行研究， 发现他们的大脑在进

行计算的时候与普通人有着明显的区别， 科学揭示了

珠心算对儿童的右脑开发具有特殊功效。

珠心算在提高学习者计算速度、开发智力潜能、集

中注意力、培养想像力方面有显著作用。

5

至

13

岁，是

少年儿童学习珠心算，开发大脑潜能的最佳年龄。

今日沁阳：你对我市的珠算、珠心算发展有什么设

想？

司喜旺：目前，我市珠算协会有

40

多名会员，大多

为单位会员， 个人会员还很少。 市内也有几家培训学

校，在做珠心算方面的培训。 今年

7

月

10

日我市组建

珠心算代表队，首次参加了全省少儿珠心算大赛。

谈到珠算事业的发展，我认为当前首先要大力加

强宣传，凝聚社会各界共识，传承珠算文化，深度挖掘

朱载堉在珠算方面的历史贡献， 把珠算这块民族瑰宝

发扬光大。 其次，要加强师资力量培训，今年市珠协已

经组织了一次， 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第

三，力争在我市建立二、三家成规模的省级珠心算培训

基地，促进珠心算教育普及和珠心算选手选拔。

八月沁河 李飞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