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开封旅游的人，常常把包公和这座城市联系在一起，
“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的戏曲唱词更是家喻户晓。落在包公
湖北岸的开封府便是人们觅踪包公足迹，纪念拜谒包公的地
方。

虽然五一节小长假已经过去，但到开封府参观的游客仍
然络绎不绝，包公断案剧《铡赵王》等 6场精彩演出烘足了人
气。据开封府副总经理修振明介绍，开封府不但是兰考焦裕
禄干部学院现场教学点，还是河南省纪委廉政教育基地。每
天，都会有来自天南海北的游人来这里拜谒包公，寻找包公精
神，接受廉政洗礼。

“开封府是开封当之无愧的名片。这张名片，不仅得到了
国内外游客的高度认可，更得到了海内外新闻媒体的热捧。”
开封府董事长段朝现如此坦言。

开封府的建筑群气势恢宏，巍峨壮观，同碧波荡漾的三池
湖水相映衬，形成了楼阁碧水一景中的壮丽景观。在建筑形
制上，开封府依照北宋李诫的《营造法式》修建，布局规整，庄
重典雅，高挑的屋脊、精细的彩绘，处处体现了宋代的建筑风
格。它以府门、仪门、正厅、议事厅、梅花堂为中轴线，辅以天
庆观、明礼院、潜龙宫、清心楼、牢狱、英武楼、寅宾馆等50余座

大小殿堂、楼宇，根据陈展内容的
不同，大体分成了府衙文化区、包
拯传说文化区、道教文化区、刑狱
文化区、教育科举文化区等 9个展
区。

府前临湖是个大照壁，上面是
一幅貌似麒麟的贪财怪兽獬豸，寓
意做官莫贪财，贪财想想黑老包，
警示官员要秉公执法，依法行政。
开封府门前东西相望有两个牌坊，
两个亭子。东边牌坊上写着“承

流”二字，是秉承朝旨的意思；西边牌坊上写着“宣化”二字，是
教化百姓的意思。东边的亭子叫“奉诏”，是开封府接受朝廷
命令的地方；西边的亭子叫“颁春”，是官府举行迎春活动的地
方。门前有一对石狮，寓意驱除邪恶，带来吉祥。

开封府占地60余亩，府衙四周有文城墙护卫，开封府的大
门朝南，俨然像一座城门。府门上有72枚钉，这也是仅次于皇
宫的规格。城上有双层飞檐城楼，门两边各摆有 7杆门戟，更
显示了开封府的威严。门前还有红漆大鼓一面，是喊冤之人
敲它来通知府尹知晓，升堂理案。

进入开封府大门，顺楼梯登上城墙，因是文城墙，所以没
有马道，而是楼梯。城楼东面有一日晷，用于向全城百姓报时
间。城墙的拐角处有一凉亭，上挂“抚琴”大匾，下设石凳石
桌，供人饮酒赋诗。另外还有报时鼓、计时漏壶、听更斗、白龙
高表等。西拐角处也有一凉亭，上挂“听月”大匾，供知府吃茶
赏月。

开封府大门之内，有一道仪门，它是开封府大堂的正门，
门前设有金锣红鼓，进入仪门，就见一块戒石立在院中央，南
面书“公生明”三个大字，北面则书：“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
民易虐，上天难欺。”

步入大堂，气氛庄严肃穆。堂中央悬挂“正大光明”匾额，
左配“清正廉明”，右配“勤政为民”。匾额下的屏风上，汹涌澎
湃的海水拍打着礁石，浪花四溅，气势磅礴，警示官员要清似
海水。屏风前摆放着三尺公案和一把宋式椅子，上面放着文
房四宝、惊堂木、断案牌、发令牌、开封府大印和签筒。签筒内
有红黑签各数支，黑签捕人，红签动刑。

穿过开封府正厅，就来到了包公倒坐南衙的地方。首先
进入齐民堂，据文献记载，齐民，就是平民的意思。穿过齐民
堂，这个小院的主建筑就是梅花堂。两边分别为东配殿、西配
殿。此院朝北开了一个小门，以便喊冤的人直接进入开封府
诉讼，包拯就在此院升堂断案。留下了“包公倒坐南衙”的佳
话。在梅花堂还有《大宋开封府官吏手迹》碑廊，既有随手草
写的手札、诗文，又有题画小品、碑帖。

在开封府的东北角，有全府的最高建筑清
心楼。原是观察整个京城火情的瞭望台，为避
风雨，且要美观，就建成了楼阁式。它通高 32
米，飞檐重重，俊俏挺拔，富丽华贵。清心楼的
名字来自包公的言志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
身谋”。清心楼的底层有包公铜像，二楼有历
任开封府尹的生平事迹，值得开封府骄傲的
是，北宋200多任开封知府，竟然没有一位因贪
污而被罢官的。三楼是开封府内的重大活动
微型雕塑，有包公出巡、元宵灯会等。四楼是
宋代官服展览。另外三层为过渡层，登上顶
层，可瞭望开封古城风貌，观看乐舞演出。

出拱奎楼北门，迎面就是“桂籍堂”，取蟾
宫折桂、荣登桂籍之意。在开封府东南角有一
小湖叫明镜湖，湖畔还有一座弦月山、范公阁，
这是供游人小憩的地方。

在大堂西侧，是演武场，场南端有一座英

武楼，那时官员检阅将佐兵卒武艺的检阅台，场北有“亦文亦
武”照壁。当年岳飞枪挑小梁王可能就发生在这里。

在开封府的西北角，有一道家建筑“天庆观”。为什么开
封府要建一座道观呢？这是因为当时道教被尊为国教，全国
各州府县都要修天庆观，供奉三清帝君。作为天下首府，开封
府兼有总领全国道、佛教的事务，所以在府内就建了一座天庆
观。

如今，随着郑开一体化脚步的加快，郑州到开封的交通越
来越多元化，正在实现无缝对接。无论铁路还是航空、高速公
路都非常便利。眼下，随着开封府的知名度、美誉度越来越
高，越来越多的游客从四面八方慕名赶来。他们到开封来，就
是要游开封府，品味大宋文化；拜包龙图，领略人间正气。

田宏杰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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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璞，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次女，早年
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2005年以长篇小
说 《东藏记》，荣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近读她所著《云在青天水在瓶》一书，一
桩往事浮现在脑际；因为该书是写她的父
亲冯友兰的，读之令我对冯友兰先生更加
仰望与敬重。

那是 1981 年春天，我因公去北京出
差。临行前，河南省作家协会刘云灿先生
来找我，托我给宗璞带一包新郑大枣。云
灿原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1957年蒙冤，
平反后回到家乡，安排在河南省作家协会
工作。宗璞在北京的工作单位，不知是云
灿没交代清楚，还是我记忆有误，认为宗
璞是他在中国作协工作时的同事。于是，
到北京安顿好后，我就到东四沙滩原中国
作协所在地找宗璞。不料到那里后，作协
却没有宗璞其人，当然没人知道她的具体
住址。我掂着装有枣的提包，站在院子里
犯愁，去哪儿找宗璞呢？就在那当儿，我
突然想到了冯友兰，宗璞是冯友兰的女
儿，如能见到冯友兰，自然就会知道她在
哪儿了。

我曾听过冯友兰一次讲座。在我读大
三的时候，一天上午，系里突然通知我去
学校一个小阶梯教室听课，说是冯友兰教
授来讲学。我和几个同学去了，刚刚坐
下，时任郑州大学副校长兼中文系主任龚
依群教授陪冯友兰走了进来，简短介绍
后，冯先生开讲。讲的什么，今天已记不
起来了，但留下的印象很深，一是他那飘
飘然的胡须，二是那副度数明显有点高的
近视眼镜。讲课时他没拿讲稿，也没见有
提纲，然而却侃侃而谈，风度翩翩，一派
大家风范。我想，为找宗璞，如能再次见
到冯友兰，对我无疑是件幸事。

我去了北京大学。几经问询，得知冯
友兰住在北大燕南园57号。燕南园被称为
北大的“精神圣地”，曾流行这样一种说

法：知名学者不一定住燕南园，住燕南园
一定是知名学者。此话不谬。历史学家翦
伯赞，物理学家周培源，经济和社会学家
马寅初、陈岱孙，哲学家冯友兰、汤用
彤，语言学家王力，美学理论家朱光潜，
社会学家吴文藻和冰心夫妇，以及雷洁琼
夫妇等，都曾在燕南园居住，有的甚至在
那里终其一生。

走进燕南园57号，院门左侧有三间平
房，里面像图书馆那样摆满书柜，那是冯
友兰的藏书室。见我进来，一位上了点年
纪的男子问我找谁？他一口的河南话，听
了很亲切。我说明来意，当然说的也是河
南话。他笑了，说：啊，河南老乡。简短
对话，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他说他跟
冯先生多年了，接着又说冯先生很忙。

“今天宗璞不在家，蔡先生在家。”蔡先生
是冯友兰的外子亦是宗璞的先生，北京一
所大学的教授。那位老乡遂把蔡教授叫过
来。他非常客气，我把枣交给他，并代云
灿向宗璞问好，之后就离开了冯家那个幽
静的院落。

燕南园是幽静的，但居住在那里的大
师们的心境未必平静。尤其是冯友兰，他
倾毕生心血教学与研究的是唯心主义哲
学，因种种原因，难免遭遇风风雨雨。据
宗璞在书中披露，很有一些年头，冯友兰
都在写检讨，进行自我“改造”。当“文
革”风暴袭来时，他还是受到猛烈冲击，
接受批斗，甚至被囚禁。他还被勒令每天
扛着大扫帚，在北大未名湖一带扫地。人
都有尊严，像冯友兰这样的大家名流，自
尊心可能更强，因而他外出扫地时，总带
一个大口罩，看见熟人，远远地就把头低
下来……冯友兰在羞辱和磨难中挣扎与苦
熬着。后来，毛泽东主席说了一句“研究
唯心主义还得请教冯友兰”的话。这句话
很快传到了北大，冯友兰恢复了自由，得
到了“解放”。

燕南园57号院里有三棵松树，我见了，
高大葱翠，故而冯友兰把斋号自命为“三松
堂”，并亲写“三松堂”匾额以明志。

冯友兰从小聪慧过人，加之刻苦努
力，对我国古典文学、哲学、历史都有很
深的造诣。他读书从不摘录卡片，也不写
读书笔记，全凭脑子记。他说摘录卡片等
于抄书，书上已有，不必再抄；记的笔记
用时已时过境迁，想法有了变化，就用不
上了。

冯友兰获取知识如饥似渴，甚至达到
“痴”的程度。1919年他到美国哥伦比亚
大学留学，每天逼迫自己写一篇英文作
文，如做不到，就觉得自己可恨。学成
后，他放弃美国高薪聘用，毅然回国，任
教清华大学，原来说话有点口吃，而用英
语授课则流利畅达。

冯友兰始终把教学和研究紧密结合在
一起，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就出版了两
卷本《中国哲学史》，被学界称为是中国
哲学史学科奠基之作，遂译为英、法、
日、意大利等多种文字，至今仍是国外高
校讲授中国哲学史的范本。抗日战争时
期，他又出版了贞元六书，即《新理学》

《新世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
《新知言》。这部书系纵贯中外，融汇古
今，从我国孔子、孟子、朱熹等，到欧洲
的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等，他都进
行了深入研究，并将研究成果集纳于书
中。在教学实践中，他还陆续出版了《哲
学史史料学》《中国哲学小史》《中国哲学
史历史学》，以及用英文撰写的《中国哲
学简史》，同时还发表了大量哲学史论
文。这些论著，只要有其中一种，便可在
学界立身，称为著名学者，而冯友兰奉献
给社会的却是系列性的瑰丽华章……

他被“解放”了，其现实意义是从失
落自我到回归自我。知识的沉淀，新角度
的思辨，他决定写 《中国哲学史新编》。

但这时的冯友兰已八五高龄，而且视力极
弱，用宗璞的话说是“准盲人”，要完成
这项浩大工程，困难是不言而喻的。而有
利条件是，他脑子里有个知识海洋，头脑
还十分清晰。严谨的治学态度，坚韧不拔
的精神境界，使得《中国哲学史新编》工
程按他的计划动工了。鉴于冯友兰的身体
状况，他亲自动笔去写显然不现实，于是
由他口述，助手和研究生记录整理，然后
念给他听，他再字斟句酌，直至满意为
止。在这个过程中，他曾几次因病住院。
欣慰的是，苍天有眼，总让他病情稳定而
出院，继续他的“口述”，后两卷竟是在
轮椅上完成的。稿子定稿发排，再将样稿
念给他听，由他最后审定。天意人间，历
时10年，当冯友兰“九五之尊”高龄时，
200 多万字的七卷本 《中国哲学史新编》
终于问世，成为中外学术史上一个罕见的
奇迹，从而也树起一座高大的丰碑。

宗璞写父亲的书取名《云在青天水在
瓶》，这是唐代李翱诗中的一句，原诗
为：“炼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
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
瓶。”上世纪40年代起，常有友人向冯友
兰求字，他多写此诗以赠。宗璞说，只有
佛、道、禅的对“云在青天水在瓶”看得
破，才能在严酷的环境中活下去。这可以
说是冯友兰的真实写照。

冯友兰1895年12月4日出生于河南唐
河，1990年11月26日在北京辞世。他的
墓碑是一块大石头，碑阴古篆为“三史释
今古，六书纪贞元”，高度概括了冯友兰
的道德文章。

《诗经·小雅·车辖》 有“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句，司马迁《史记·孔子
世家》 引以赞美孔子，曰：“ 《诗》 有
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
心向往之。”

我仰望冯友兰。

仰望冯友兰
金风带来黄澄澄的收获
每一丝微风都紧系着老师的叮咛
秋日带来沉甸甸的果实
每一缕阳光都凝结着老师的汗水

春种、夏耘、秋收、冬藏
我们在四季中渐渐成长
怎能忘记，春光中
您将真善美的种子播进稚嫩的心田
于是，我们站成了一片绿色的信念
沐浴着春风春雨
我们
向世界大声宣读我们成长的誓言

难忘三尺讲台
您带领我们步入那一片田野
语数外打造着我们的知识结构
政史地浇铸着我们的精神世界
沿着音体美的小路
我们去追赶夸父
想，摸一摸太阳的额头
吻一吻白云的双眸

难忘深夜里
您坐在窗前
厚厚的练习册摆满书案
幽幽的灯光下
您一丝不苟，埋头
把红色的批语写下
将疲惫的身影留在角落

难忘放学后
您和我们打扫教室
用笤帚清扫着灰尘
也清扫着我们身上的娇骄二气
用抹布擦亮每一扇窗户
也擦亮我们的心灵

难忘成长的道路上
多少次迷茫、徘徊
是您，用心灵擎起不灭的灯塔
带领我们寻找光明

三寸粉笔写春秋三寸粉笔写春秋
三尺讲台系国运三尺讲台系国运
一颗丹心绘蓝图
一生秉烛铸民魂
这就是您——老师

刻在木板上的名字未必不朽刻在木板上的名字未必不朽
刻在石碑上的名字未必传世刻在石碑上的名字未必传世
而你刻在我们心上的名字而你刻在我们心上的名字
永远珍存永远珍存

我们的歌声淳朴我们的歌声淳朴
我们的舞姿笨拙我们的舞姿笨拙
我们的诗艺不精我们的诗艺不精
我们的画技稚嫩我们的画技稚嫩
但我们感念师恩但我们感念师恩
我们怀念母校我们怀念母校
九月的蓝天上九月的蓝天上，，有我们写下的思念和祝福有我们写下的思念和祝福

不管今天不管今天，，我们是参天的大树我们是参天的大树
还是匍匐的灌木还是匍匐的灌木
或是一株平凡的小草或是一株平凡的小草
都以生命的葱绿向您致敬都以生命的葱绿向您致敬
老师老师，，我们永远我们永远
都是您的都是您的
学生学生

心歌一曲谢师恩
□吕秀芳

11年过去了，我仍然忘不了史老师的
恩情。

2005年盛夏，中考分数公布，我的英
语只有31分。那时一个村子考上高中的不
过七八个人，剩下的落榜者只能另谋出
路，有钱的可以去读技校，没钱的只能告
别校园，到社会上接受磨砺。我属于后
者，依依不舍地从学校搬回了书本，等待
父亲对我的前途作安排。

那个夏天很漫长，雨水较往年要丰沛
许多。菜园里的豆角丰收了，我无所事
事，就去村中心的市场上卖豆角，很少有
人问津，只能任由它们失去水分。没多久
豆角都被雨水泡死了，我便完全闲了下
去。那时我才 15 岁，未来的事想不了太
多，只是隐隐地对远方有所期待，又有些
不可名状的忧伤。秋风再起的时候，和我
一起上学的伙伴都不来找我玩了。这时候
蝉声已经没有活力，天地间都是凉凉的，
心里总感觉失去了什么。在街口遇见去复
读的老同学，他们喊我一起去，我只能无

奈地走开。穷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
我的成绩严重瘸腿。

我永远忘不了史老师找到我的那个上
午，她只是偶尔听说了我的情况，觉得我
不补习太可惜了，便不辞辛苦地赶到我们
村，几经打听找到了我。我很激动，真想
立马跟她走，可惜我自己不能做主。我爸
对我的未来已做好了规划：劳动挣钱，娶
妻生子，一眼可以看到末尾。想到这里我
眼中的光芒暗了下去。我妈面露难色，她
知道我爸的执拗，只能如实相告，拜托史
老师一同前去劝说。我没有去工地，不知
道过程的艰难。事后听我妈说，开始我爸
脸色很难看，不想答应，直到史老师打保
票说一定帮我拿下英语这门功课，他方才
松了口。

我兴冲冲地跑去了学校，暗下决心
一定要争口气，千万不能辜负了史老师
的苦心。开始的一个月我没有任何规
划，几门课程用力很均衡，我以为轻车
熟路加上勤奋就可以有好的结果，可是

月考时只考了第八名，以前没我学习好
的，都排到了前面。我心想这是刚开
始，以后超越的机会有的是，于是继续
按部就班地学着。有次物理老师吃过午
饭来学校，见我没有走，便过来提醒我
时间。见我在做物理题，她笑着说：”你
物理快满分了，还学——你不知道吧，史
老师总是念叨你的英语……”我想了想确
实如此，月考时的35分让她很警觉，此后
她在课堂上讲题总要单独问我哪一个不会
做，提问单词也总是忘不了我。

这样，我在英语上便更加使劲了。学
校不允许在宿舍熬夜，我就偷偷地钻进被
窝里背单词；回家吃饭的路上，我边骑车
子边看英语试卷；快到期末时天寒地冻
的，我溜到教室熬通宵。天道酬勤这句话
没错，但是有时候报酬来得很滞后，千呼
万唤也不见得会出来：到期末我只考了50
多分，名次被许多应届生超越。我非常着
急，心情和冬季的天空一样阴沉。

史老师这时候来找我谈话了，我很感

激，她又一次给我带来了希望。她细致地
帮我分析原因，指出我的软肋在语法上。
她决定给我开小灶，大课间带上本子去办
公室。春天来的时候万物复苏了，那些难
啃的语法也开始松动。我按照她的计划，
把时态、语态、单复数等扎扎实实地学了
一遍，终于在第一次通考时考了80多分，
总排名位于班级第二。那是四月间，离中
考还有两个月，这个进步无疑给我带来了
希望，我似乎看见了六月的丰收。

最后的结果是很好的，我考上了高
中。通知书下来后，我去史老师家感谢
她，她说：“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我
没有做什么。”可是我分明知道，我的所
有进步都是她的功劳。那时我的成绩并不
出众，若是换成其他的老师，很可能就把
我忽视了，可是她没有这样做。

人生关键处只两三步，我很庆幸关键
时刻有史老师的指引。这恩情我会用一生
来铭记。

难忘师恩

红喇叭 洛 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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