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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得仁义在人间

在徐州地区，流传着

这样一首民谣 ：“黑山马

山草料山，徐山座落在中

间。 当年偃王息战地，留

得仁义在人间。 ”

这首民谣歌颂的是

西周时期的徐国国君，以

仁义让国的佳话。“秦杰以颠，徐由逊绵”。秦国金戈

铁马虽然所向披靡、不可一世，然而却持续得很短

暂，享国仅十四年就覆亡了。 徐国则以“退让”保全

了家道的绵延不绝， 并留下了十分灿烂的古徐文

化。

这个故事要从与徐国一体同源的秦国说起。徐

国和秦国都是伯益的后代。伯益是辅佐大禹治水的

功臣，舜王赐姓「嬴」氏。伯益生有两个儿子，大廉成

为秦姓的祖先，若木成为徐姓的祖先。夏朝的时候，

徐、秦都是诸侯国，在殷周时代曾立过大功。

然而地处西部的秦国崇尚武力，对中原虎视眈

眈，最终吞并了六国。 秦始皇穷奢极欲、荒淫暴戾。

不仅劳民伤财，更残害忠良、焚书坑儒。最终群雄群

起而诛暴秦，秦朝没有几年就亡国了。 唐朝杜牧曾

经说

: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

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又说：“秦复爱六国之

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 ”警

醒我们以史为鉴，莫履前人之后尘。

地处东方的徐国，以文德传国。 到了偃王徐诞

公当国之时，更是以仁德治国

,

除去酷刑与争讼，以

仁义善待四方的百姓。 徐偃王主张节省军事费用，

用于改善民生、修建学校，使老有所养、幼有所教。

他仁慈博爱，不仅爱护自己的百姓，看到吴国遭遇

灾荒，人民饥寒交迫，他就派运粮官送去很多粮食

赈济灾民。吴国的百姓感激他的恩德，修建了“偃王

庙”世代祭拜缅怀。

时值周穆王统治时期，穆王施政无道，无心于

天下苍生，听信道士之言，寻欢作乐，流连忘返，不

理朝政。四方诸侯群龙无首，于是纷纷归附徐国，达

三十六国之多。穆王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恐慌，于是

就派了造父回去，联合楚国，准备攻打徐国。

徐偃王听说了这个消息之后，不忍心无辜的百

姓受到伤害，于是就逃到了彭城（今江苏徐州）的武

原山下。 百姓牵家带口地追随偃王而去，竟达一万

多户。偃王去世之后，百姓把这座山称为徐山，又建

造了祠堂世代地纪念他，拥戴他的子孙为君。 自此

以后徐氏枝繁叶茂，代有贤人。相比之下，同出一源

的秦国却在短暂的历史时空中，灰飞烟灭了。 韩愈

评价说：“非偏有厚薄，施仁与暴之报，自然异也。 ”

“仁”是中华文化的核心。 孔子在《论语》中教导

我们：“仁者爱人”，进而博爱万物，是善行之中最盛

者。 仁者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动而万物滋生。 仁是

“克己复礼”的功夫，以礼义来约束自己，使礼义战

胜嗜欲。

“仁”是不能须臾离开的，君子没有一刻背离仁

道，即使是在造次颠沛中，仍持守仁道而不移。

偃王虽然失去了自己的国家，但是却坚守了仁

德。 虽然身为天子、富有四海

,

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

荣耀，然而“一将功成万骨枯”，这会有多少生灵涂

炭、无家可归，真正的仁者于心何忍？

荀子曾经在《非相》中，将偃王与孔子、周公并

举，奉劝人们不要以貌取人

,

而要效法他的思想、为

人处事。 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先生曾经撰写了《衢

州偃王庙碑》，以缅怀徐偃王的仁德。南宋诗人刘克

庄在《徐偃王庙》诗中写道：“仁暴由来各异施，秦徐

至竟孰雄雌？ 君看骊岫今无墓，得似柯山尚有祠。 ”

徐偃王“以国易仁”的盛德，千百年来感动和启迪着

华夏代代子孙。仁政胜过暴政，柔弱胜于刚强，教导

我们以仁存心、以仁立身，取义成仁。

（本文转自大方广公益文化论坛）

（会意）（形声）字

小篆：点从黑、占声，本意作“小黑”解，（见《说文

解字》许慎著）乃黒之小者，故从黑。又以占本作“灼龟

以卜吉凶”解，其灼处甚小，且有黑痕；点为小黑，故从

占声。

汉字是由基本笔画组成，而最简单、最基本的就

是点。 点画之间能构成整体的和谐与美感，形成了中

国独有的书法艺术。 点虽小，而变化却很多，楷书中

有侧点、反点、竖点、横点、方头点等，书圣王羲之《兰

亭序》的点就有十多种变化。因此，一点也不可小视。

当我们真能用功于一点，一点一点反复地去点，点上

几万个点，就能点出功力，点出水平。

点点之间，也是在不断地克服急躁浮华的心理，

使自己的心灵不断向澄静如水靠近， 以至人生的定

力就会不断增进，智慧便会在澄静中增长，这都始于

一点。唐朝书法家颜真卿说：“点画皆有筋骨，字体自

然雄媚。 ”

人无完人，有优点也有缺点。 对于别人的优点，

我们不要因为嫉妒而贬抑；面对自己的缺点，我们绝

不能姑息纵容，需要及时改正。这样，人生的逆境就会

转变，心境就会提升，道路会更开阔，风景会更绚丽。

如果我们懂得早一点，经常自我检点，做起来努力点，

人生的道路上便会从容点。

点，有时候也能化腐朽为神奇。 有人画好了一条

龙，但黯然没有生气，后来加上一点，龙便栩栩如生，

神采奕奕，欲凌空而飞，这是画龙点睛。 其实，人也如

此，我们在生活中常常得过且过、不知所措，好比在路

边熟睡，对世相一概不知。 这时，有人路过，用手指一

点，将我们点醒。我们睁开双眼，大地山川万物便豁然

开朗，如拨云见日，阴霾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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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空下的启明星

最寂寞时，你遇到了我；

遇到我之后，你便不再寂寞；

而我却陷入了深深的寂寞，

无法自拨！

最惨淡时，我遇到了你；

遇到你之后，我感觉无比的幸运；

从此你便有了沉沉的负担，

无法卸载！

寂寞像冰窖，

冷彻我全身的肌骨；

寂寞像黑洞，

漫无边际地恐慌与无助侵袭着我；

寂寞像旋涡，

令我失去方向与知觉，

越陷越深，直至麻木。

你，像一颗启明星，

瞬间照亮了黯然失色的我。

令我依赖，令我期待。

那道美丽的光———

若隐若现的寒光 ，

需我释放热量才能与之接触。

……一丝阳光……

熔炼了我那布满裂痕的心。

我，变成了一颗太阳，

灿烂地释放着光辉与热量，

越来越热......

企图熔化一个世界。

在这炽热的光芒之下，

那道微弱的光仿佛不再闪烁。

终于，太阳累了。

失去了寒光的辉映与支撑，

这灿烂也同时失去了意义。

黑暗，侵袭了所有的光。

面对这黑暗我是如此的无助，

而你却似乎早已习惯。

你，是幸运的，

有群星与你作伴支撑着黑暗，

有太阳为你疯狂地舞蹈。

你是坚毅的，

面对黑暗还是强光，

你依然坚守那份独有的光。

我是幸运的，

能在无助的黑暗里看见你，

迸发出太阳的光辉为你照亮天空。

而我却是脆弱的，

没有面对黑暗的信心与坚忍，

要你背上我满满的依赖才能安心。

无尽的黑暗，

淹没了我所有的希望和光辉，

将我带入了无尽的寂寞与哀伤。

只有你那瞬间迸发出的夺目光芒，

才能驱赶我内心的恐惧，

点燃希望的火种，

燃烧起熊熊的火焰。

这次，我不再做太阳

我要变成你身边的一颗星星，

和你携手对抗黑暗，

期盼着朝霞的美丽。

因为有我在身边，

你便不再寂寞。

因为有你在身边，

我便不再寂寞。

只要有你陪着我，

什么，什么都不怕

什么，什么都美好!

炊烟

(

外一首

)

电磁炉、液化气

已不是小村的新鲜玩意儿

四叔家的厨房顶

伸出那长长烟囱

倒成了小村风景

直直上升的炊烟

慢慢在天空张开扩散

就像四叔伸出手臂

张开宽大手掌

采摘枝头果实的样子

在外打工的日子

总喜欢抬头看天

一不留神 心

就会被四叔的大手

捉回故乡

打工晚归

月华如水霜凝地

白发老夫村头立

望远盼子归

山村寒夜何寂寂

西风乍起落叶碎

打工归来步履细

惊起三两声犬吠

柴扉轻轻闭

空留四五颗星天外

怀川故事

五 中国历史大事记中的怀川故事

（一）河出图

1、河出图

我们的华夏文明，有文字记载的，应该滥觞

于“河出图，洛出书”的河洛文明。 所谓河洛文

明，就是中国远古时期，生活在黄河中下游流域

与洛河流域的我们的先人，在与天、与地、与人、

与人的生存环境、社会环境，不断矛盾又不断和

谐中， 所形成的具有文明指向的思维方式与行

为方式。关于这方面的依据，我们可以在最古老

的中国历史文化典籍里找到佐证。

《易·系辞上》载：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

之。 ”

《尚书》载：

“伏羲氏有天下，龙马负图出于

河。 ”

《论语》上也说：

“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

图，吾已矣夫！ ’”

在后来的许多历史文化典籍中，无论诠释，

还是引申， 也为我们后人留下了大量的关于这

方面的文字资料。 于是，我们可以说，“河出图，

洛出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先以文化意义记载的

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河出图：

相传远古时代， 在今天孟津县黄河南岸的

支流雷河中，突然出现一头似龙又马的水兽。这

头水兽，龙头马身，身躯高大，左右生翼，水中能

驭波驾浪，空中能兴云吐雾。 更为神奇的是，这

头水兽的背上，呈现出许多耀眼的斑点，五光十

色，夺目生辉，而且这些斑点排列得非常规则、

有趣、美丽。 斑点的排列是：左三八、右四九、中

五十、后一六。 人们看它如龙似马，就把它叫作

“龙马”。 伏羲氏听说这件事后， 特地前来观

看，并且从龙马背上斑点排列的样式与顺序，受

到了深刻的启发。于是，伏羲发明了中国最古老

的八卦，构砌了华夏文明的第一块基石。为了纪

念伏羲和龙马的伟大功绩，后人将八卦叫作“伏

羲八卦”，把龙马出没的黄河支流的雷河，叫作

图河，还在雷河村头修建了龙马负图寺。 至今，

还遗存着羁系龙马的栓马桩、八卦台等遗迹。

第二件事是洛出书：

相传，又过了许多年，到了大禹的时候，洛

阳西南的洛宁县西长水村， 在洛河中又浮出了

一只硕大无比的神龟。 这只神龟的个头、颜色，

很容易让人直接想到来自亘古的那种颠扑不

破，那种完全可以作为虔诚信赖的不容置疑。神

龟的双目，是令人震撼的，它们不仅能够发射出

穿越时空的强烈光束， 同时在人类视力不可洞

悉的黑暗与浑噩之中，一经神龟的目光巡睃，就

会呈现出因果律里旷世的清澈与洞明。 神龟背

驮着天意的“洛书”，众里寻他千百度，最终献给

了治水的大禹。 于是，大禹依循洛书的点化，获

得了治水的巨大成功；又遵照洛书的神示，遂划

天下为九州；并且推而论之，制定了治理国家的

九章大法，这就是后来《尚书》中的《洪范》。

《汉书·五行志》中载：

“《易》曰：‘天垂像，见

吉凶，圣人像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刘

歆以为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

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

范》是也……圣人行其道而宝其真。 ”

这里圣人

“宝其真”中的“真”字，说的就是作为圣人的人，

他们把天意与自然规律之真， 看作是人之为人

需要珍藏与爱惜的宝器。

而我们河内怀川，就是“河出图”的地方。许

多年之后，又呼应着河南地界的“洛出书”。在自

然地理意义上说，孟津境内的黄河与其他支系，

都在北太行、南黄河、邙山的囊括之中，古老怀

川的天造地设，使中国历史上“河出图”的第一

缕人文曙光，对我们覃怀之域的怀川青眼有加，

同时“洛出书”在自然地理上的毗邻接壤，又使

我们怀川在覃怀厎绩的光荣上， 增添了更大的

荣光。如果说古老的中国就是司马迁所说的“三

河之地”的话，我们自然地理意义上的怀川，人

文意义上河内，所处的地理位置，就是古老中国

的心脏部位。同时在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上，古

之孟津在历史上多次属于怀川重镇济源、 孟州

的管辖。

乾隆乙酉年《怀庆府志·沿革》中记载：“东

周（春秋、战国）畿内”地（怀川），在属国上属于

“晋、郑、魏、卫”等国，在封邑上，包括“阳樊、温、

原、攒茅、絺、向、怀、州、盟、扈、轵、隤、宁、卷”等

地。这里，“盟”字的意思，说就的就是孟津。这就

是说，自古孟津就属于怀川在地理上的统辖。

《广韵》、《集韵》、《韵会》、《正韵》中说：“盟，

与孟通。 地名。 ”《左传·隐公十一年注》 中说：

“盟，今盟津。河内邑名。”这里又一次说明，盟津

（孟津）自古就属于我们河内的怀川。

《孟县志·沿革》（民国版）中也说：孟县“周

都洛阳为畿内地。 武王会诸侯于此，谓之盟津。

周初以十二邑封苏忿生，此曰向、曰盟。”这里我

们可以再一次佐证古之盟津、 今之孟津与我们

怀川之间， 具有人文意义上不可分割的领属关

系。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孟津自古以

来就属于我们怀川这一方土地。 进而我们可以

有充分理由， 说我们的怀川， 就是河出图的地

方。既然，我们怀川是中国历史记载上发生第一

件事———河出图的地方，那也就是说，我们怀川

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根扎得最深的地方。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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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沁阳市城区的东北隅， 拥抱着一

汪碧水蓝天。数百年前，这里曾是一片茅草丛

生的湿地，常有天鹅在这里繁衍生息。岁月延

绵，天雕人凿，成就了今天让人心神陶醉的景

区———天鹅湖。

天鹅湖与杭州的西湖相比， 只有十万分

之一大小，自然是巨石微尘。虽然算不上牵心

勾魂的“大家闺秀”，却也是韵味十足的“小家

碧玉”。寒来暑往，满目皆是诗情画意，令人一

游难忘。

蜿蜒曲折的湖岸，婀娜万条的垂柳，亲吻

着碧水微波。两座多孔拱桥飞架湖上，湖中芦

苇簇拥、荷花竞放，蕴含着“一碧荷莲半湖栽，

万朵芙蓉映日开”的精彩，铺展着“红男绿女

游船嬉，白鹅野鸭竞自在”的画卷；又演绎着

“谁家顽童学垂钓，斜挎网篓蹦鱼虾”的浪漫。

旭日初升时，微波涌动，鳞光闪耀；夕阳晚照

下，满湖铺金，霞光万道。 仲夏之夜，明月高

挂， 游人如织， 点缀着一弯醉人的 “荷塘月

色”。

随着游人与日俱增， 商业服务也紧跟发

展。 宾馆、医院、酒楼、排档

......

疏密有致地散

布在湖的周围，方便着游客吃住行游购娱。外

地游客，多数都要到宾馆留住一宿，连中央领

导人江泽民、胡锦涛、朱镕基、温家宝视察沁

阳时，也曾下榻于此。 当然也少不了到“梦园

楼”酒店搓一顿，以示心想事成、遂心了愿。大

凡少小离家的海归、时运亨通的老板、久别重

逢的情人、 金榜题名的学子……都要来这里

欢聚庆幸。 怀府特产———铁棍山药、 闹汤驴

肉、百香肉丸都是游客分享、回捎的罕物。 摄

影工作人员，也常背相机徘徊在这里，随时为

客人留下美好的瞬间。热情好客的沁阳人，让

天南海北的的旅人们享受着“宾至如归”的礼

遇。

天鹅湖满腹经纶， 有说不完道不尽的故

事。 这里是李商隐、朱载堉和曹瑾的故乡，趣

闻古训千年传颂，男女老少耳熟能详。历经沧

桑的古城墙余段，斜卧在天鹅湖旁，无言地述

说着过去兵荒马乱时，“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的威风。歧路往东五十米，就是修葺一新的天

宁寺，大殿雕梁画栋，古色古香。 院中大墙小

壁都是色彩鲜丽的诗画配，“庄严国土 利乐

有情”的佛教理念，洗漱着世人的心灵。 不同

肤色的外国游人，也来这里上香叩拜，谋求好

运。天鹅湖广场是文人墨客大显身手的地方，

一支粉笔在手， 大书特书真草隶篆、 诗词歌

赋，针砭时弊，弘扬正气，引来过往行人驻足

欣赏。

一天到晚，这里是鼓乐悠扬，歌戏嘹亮。

“青草坪上垂柳下，生旦净末丑展才华，多情

姑娘放歌喉，多才小伙把弦拉”的场面处处可

见。 沁阳怀邦剧团，被称为“天下第一团”，是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退休的老演员也都

释放余热，不辞劳碌在这里辅导、度徒。京剧、

豫剧、曲剧、歌剧无所不有，豫腔怀调此起彼

伏，或清新，或嘶哑，萦心绕耳。 夏秋的树荫

下， 冬春的向阳处， 常有人围在一起谈天说

地，享受自然的冷暖。“银发一族半围坐，戏说

古今笑掉牙，离退干部议国事，资深老农话桑

麻”，便是对他们的写照。

天鹅湖的北段是动物园，这里是东北虎、

小熊猫等国家级保护动物的繁殖基地。 天真

烂漫的小朋友，也会围在这里看动物表演，仿

猕猴动作，与百灵对话。

经过春的活泼，夏的热烈，秋的繁华，迎

来了冬的静谧。 隆冬季节，冰封雪飘，天鹅湖

银装素裹，碧玉一块。 好渔者凿冰垂钓，厚衣

静坐，点缀着湖面的苍凉。 假日，成群的儿童

在湖面溜冰、打闹、嬉戏、狂笑……温暖着封

冻的湖面。

岁月飞逝，四季更迭，天鹅湖如同袒怀少

女，蕴含着无尽的风采，暗送着迷人的秋波，

让人心潮激荡，情思万千，“朋友请到沁阳来，

山山水水惹人爱。你来这里走一遭啊，一生一

世难忘怀……”的歌唱，会油然而生。 随着沁

阳市委、市政府“富裕沁阳、文化沁阳、美丽沁

阳、和谐沁阳”战略的实施，天鹅湖会更加魅

力四射，吸引四面八方的来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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