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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周末，我都要回自己的村子。周

一早上，我会准时骑上电动车，二十分钟
左右就能到工作的地方。

胡同里，一阵穿堂风刮了过来，吹乱
了我额前梳得整整齐齐的刘海，可我一点
都没放在心上，它影响不了我的好心情。
照旧，在东街十字路口拐弯处，看见了儒
雅的北冥先生。

他穿了身月白色长袍，衬得肤色越发
的白，那双饱读诗书的眼睛射出睿智的光
芒，只一个眼神抛过来，就让人终生难
忘。而他这样儒雅正派的人，日常的生活
却极其乏味，简直似苦行僧一般。善于在
村中捕风捉影的我，即使调动所有的神
经，也从来没有发现有过一个女人走进他
的生活。北冥先生一定是书读多了，有些
呆板，甚至迂腐。料想待字闺中、风华正
茂的俏丽小姐们，对他这类不懂得享受生
活乐趣、如木头般循规蹈矩、不适合生活

在现代的人类，一定非常鄙视吧？
这些念头一闪而过，我却已经距北冥

先生好几米远了。这时，我又闻到了刘家
婶子熬好的胡辣汤香味，混合着刚刚煎好
的葱油饼的芬芳，家乡有名小吃散发出来
的好闻味道，极大地刺激了我的味蕾。在
美食面前，有关北冥先生的任何事情，我
都暂时抛到了九霄云外。

在这一日又一日地来回往返中，北冥
先生的儒雅风范，就慢慢成为我择偶的准
绳了。每逢有人追求我，我都会拿他们与
北冥先生进行比较，他们当然远远不如北
冥先生，于是我萌动的春心就沉下去。

日里想，晚上念，有时候会自言自
语。因此，每次提到北冥先生，周围的人
总是猜他是我的“春闺梦里人”，我一遍
又一遍对他们解释，而那些人却说从来没
有见到过什么北冥先生。因此，工作单位
里面便传起了关于我的一些流言蜚语，于
是便很自然地被领导叫到了办公室。领导

对我的症状表示极大关心，劝我端正思
想，实在不行的话就在家里好好修养一阵
子，等彻底恢复好了再来上班。对领导的
关心，我心中自是苦涩无比，无法释怀。
可无论别人怎么说，永远打破不了北冥先
生在我心中的美好形象。“北冥有鱼，其
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
为鸟，其名为鹏……”北冥先生是鲲，是
鹏，小燕雀怎么能了解鸿鹄的志向呢？

上次晚上回家的路上，我又瞧见了北
冥先生，他正在村东头的桃林前站着，靠
着一棵桃树，还是穿着一身月白色的长
袍。因为月光不很明亮，桃林的暗处有些
灰蒙蒙的，我看不清北冥先生脸上的表
情，就向他打了声招呼。他却没理我，调
头往桃林深处走去。

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的身影。
“北冥先生哪里去了？”我困惑。又过了半
个多月，我忍不住来到刘家婶子的胡辣汤
店里，冒着香气的美食并没有转移我的视

线，我径直走到刘家婶子面前，装作不经
意的样子问：“婶子，这些时日，可曾见
过北冥先生？”刘家婶子愣了下，抬起手
指亲昵地敲了下我的额头，笑着说：“你
这丫头今天是发烧了吧？北冥那书呆子早
在两年前便得病不在人世了。”我怔住
了。不在人世了？我不禁回想起他的面
容，却沮丧地发现在记忆里本应该非常清
晰的他，现在好似隔着层雾。

是了，是我记错了，“北冥先生”两
年前就去了。下葬时，他穿着最爱的月白
色长袍，连同他经常翻看的书、写的字，
也一块烧成了灰，就埋在村东头桃树林中
的一棵桃树下。

我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如同纸片般飘
到了那棵桃树下。扶着桃树，我小声啜泣
着，脚下踩的是潮湿而肥沃的泥土，土里
面埋着好多年的桃花桃叶残骸，埋着我的
竹马，埋着北冥先生，还有我那段一厢情
愿、无疾而终的初恋……

北冥先生和桃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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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翠华

一
3000 多年前的一天，有一位商王来

到今天的中原临颍与郾城交界处，在一
条清澈的小河边停下脚步。他望着潺潺
河水，深吸一口弥漫着泥土馨香的空
气。他不知道，因为他的到来，这条河
后来被命名为小商河，约2000年后，在
这条河上修建的桥因此而得名为小商桥。

关于小商河名字的来历，还有别的
说法，一说此河叫作溵河、颍河，《郑氏
通志》 说溵水出自阳城东，至西华、汝
阳入于颍，与颍水合流，古人并称；一
说颍河故道经此，且为水陆交通要道，
商务频繁，故称小商河。

在商朝的30位商王中，是哪一位商
王曾把目光投向这河水？他站立河边的
那一刻，究竟怀着怎样的心情？

是商汤吗？夏朝末年，中原东部崛
起的商王汤，在相继灭亡夏属葛国、韦
国、顾国后，决定乘胜进攻西南，攻灭
昆吾氏国。昆吾氏国在今许昌一带，是
夏桀最亲近的盟国。商汤亲率全国军
队，在诸侯国军队的配合下，浩浩荡荡
进攻昆吾氏国，一举将其消灭。《魏书·
地形志》 载：临颍有殷汤城。昔伐昆吾
至于此也。

是商高宗武丁吗？临颍东南三十里
有商高宗城，相传高宗巡狩经过此处。
也可能是来捕蝗，在这里有一个捕蝗
城，相传武丁在位的第59年，西华一带
遭受蝗虫灾害，商王武丁亲率官兵和群
众扑灭蝗虫。他们首先来到奉母镇境内
的七里仓一带灭虫救灾，留下了高宗
寨、清凉寺、养马岗等遗址，后来又辗
转来到田口乡道陵岗和聂堆镇思都岗一
带灭蝗治虫。如果蝗虫不尽快治理，必
将影响百姓生产生活，武丁非常焦急，
昼夜难寝，积劳成疾，驾崩于此。武丁
驾崩后，后人按照他的遗嘱，将他安葬
在田口乡陵西行政村东边。武丁在位59
年，被人尊称为“高宗”。有一个停灵
城，相传是商高宗停灵的地方；而商高
宗筑的抵高仓，今址犹存。

是商纣王吗？在小商桥不远处有个
纣城村，属临颍县大郭镇。据传，纣城
与附近的城周庄、曹城、李城、刘城一
样，都与殷纣王偕妲己游此筑城有关。
纣王在世时，不仅在都城和离宫别馆中
游玩，还经常带美女歌姬和近臣到全国
各地玩乐，纣城即是其偕妲己游玩时所
筑。据说，郾城境内的青娥城也是如此。

就在这条商王经过的小商河上，于隋
开皇四年即公元584年修建了一座桥叫小
商桥，在一千多年后被发现是世界上最
早的石拱桥，被誉为“天下第一桥”。

二
小商桥貌不惊人，但每次走近它，

都让人心怀敬畏，它蕴含的美，需要用
沉静之心慢慢品味，桥里桥外不仅有岁
月的风霜，还有一代又一代人绵长的思
绪。桥北岸东边一块青石界碑上的一段
文字告诉了我们小商桥的大致情况，这
座石拱桥自隋开皇四年建成后，经历代
整修，现存小商桥主体结构属北宋建筑
风格，元、明、清历代均有修葺。它用
红砂岩石砌成，南北长 21.3 米，宽 6.45
米，主拱横跨12.14米，矢高3.06米，桥
栏上保存有精美的石刻艺术，具有较高
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

小商桥造型十分优美，虽然它不算
长、不算宽，没有宏大的气势，却小巧
玲珑，以其独特的敞肩式结构，吸引人
们的目光，它把以往桥梁建筑中采用的
实肩拱改为敞肩拱，只这样一改，便改
出了神韵，改出了别具一格，在大拱两
端各设两个小拱，小拱卧于大拱的肩膀
上，像两个调皮的孩童与长辈嬉闹，既
可节省石料、减轻桥的自重，又可在河
水暴涨的时候增加桥洞的过水量，减轻
洪水对桥身的冲击。同时，拱上加拱，
桥身也更美观，是真正的“虹桥卧波”。
小商桥的大拱，并不是普通的半圆形，

而是像一张弓，采用了小于半圆的弧
度，作为拱桥的承重结构。在相同跨度
的情况下，这种小于半圆的拱比半圆拱
大大降低了桥梁高度；反之，在桥梁高
度一定的时候，可以得到比半圆拱更宽
的跨度，两者结合，使拱桥的技术得到
了发展。大拱和小拱均由20道拱石并列
砌筑而成，主孔每块拱石间均由咬铁连
接。大拱与小拱相交处还镶有龙头，伸
出桥外足有半米，文物专家认为，这个
刻有龙头的石条长达两米，深深地插入
桥身之中，外表看好像只是为了好看，
其实它像锁石一样，起到对整个桥的横
向加固作用。

小商桥的珍贵价值还表现在其石雕
艺术上，从外观看，小商桥的颜色与众
不同，通体显紫红色，采用红色石英砂
岩建造，这种坚硬的石头表面经过细致
的打磨加工，光滑整齐。桥面两边刻有
青石栏杆。桥通体雕有花纹，拱券上通
体饰以精美雕刻，正中的龙门石上刻着
饕餮，它是一种吸水猛兽，面目狰狞，
作吞吐汹涌水流状。有的券石上则刻着
流云、飞马、狮子、莲花等图案。主拱
与腹拱的连接处也各有一兽头伸出，北
端为龙、南端为龟。这些雕刻图案形象
怪异，风格古朴，工艺精湛，对研究我
国古代石雕艺术提供了重要而又丰富的
实物资料。桥体西侧，主拱镶面石刻有
龙云图案，正中龙门石刻因风化而难
辨，南端拱镶面石雕莲花，北端镶面石
雕莲枝、牡丹。小商桥主拱拱脚为三层
石砌基础，桥下铺满石砌海漫，在主拱
基石四角各雕刻着一个负重的金刚力士
像，他们体格健壮，肌肉发达，怒目圆
睁，双手按膝，屈膝负重，大小一尺左
右，似以千斤之力承托着整个拱桥，雕
刻得惟妙惟肖。小商桥的桥墩是经过细
致打磨的六层石条砌成的，表层光滑，
砌体整齐。经测量，两侧的桥墩至今仍
在同一水平线上，并未发现有不均匀的
沉降现象。

三
小商桥被桥梁专家发现还要感谢宋

代名将杨再兴。1982年6月，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李颖霖先生从一篇
介绍宋代名将杨再兴陵墓的文章中，发
现了小商桥依然存在的线索，消息传到
茅以升那里，立刻引起了他的重视。茅
以升是中国著名桥梁专家，那篇被选入
中学语文课文的 《中国石拱桥》 正是出
自他老人家之手。茅以升立刻派袁德
熙、胡达和、李颖霖3位专家赴临颍实地
调查。3位桥梁专家向茅以升提交的考察
报告得出一个令人惊喜的结论：小商桥
是隋代石拱桥，年代早于河北赵县的赵
州桥。

这可是个天大的发现！因为我国古
代建筑的高度成就主要表现在木结构方
面，是东方建筑体系的代表，在世界建
筑史上独树一帜，举世公认，然而在砖
石结构建筑方面的成就却鲜为人知。西
方建筑以砖石结构为主，其数量之多、
体量之宏大、雕刻艺术之富丽远远超过
东方。但在我国古代，也有一种砖石建
筑在结构的独创以及技术和造型的先进
等方面，曾经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那
就是古桥，就是像小商桥这样的石拱
桥。小商桥发现之前，世界公认的石拱
桥的杰出代表是赵州桥，从时间上说，
它比欧洲这种形式的桥早出现了1000多
年，并且它的结构科学、造型优美、艺
术精湛，堪称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但
像赵州桥这种类型的石拱桥在我国古桥
中数量并不多，桥梁专家们一直希望能
有更多的发现。新中国成立前，梁思成
先生在赵县先后发现了小石桥和济美
桥，20世纪50年代，桥梁专家在山西和
河北又发现了几座，从此这类古桥就

“销声匿迹”了，以致许多专家以为它很
难再出现了。正因为这样，小商桥的发
现立刻震惊了国内外学术界。

1982年11月3日，《北京晚报》在第
一版显著位置刊发了题目为 《河南发现

一座隋代石拱桥》 的通讯，数十家媒体
纷纷转载，桥梁建筑界由此掀起一股研
究小商桥的热潮。1986 年，小商桥被河
南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同
年，茅以升主编的 《中国古桥技术史》
一书出版发行，书中专辟一节对小商桥
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他认为：小商桥建
于隋朝初期，是可以相信的，但现存的
桥式，是否是创建时的形式，有待进一
步的考证。由此却可以推知，敞肩式圆
弧石拱桥在隋代赵州桥以前已有相当的
发展。这一论断给小商桥戴上了“世界
第一”的桂冠！因为茅以升的论断，小
商桥得以声名远播。但经过1000多年的
风雨剥蚀，战争破坏，经历了无数次的
地震和洪水，被发现的小商桥已经破旧
不堪，有的地方甚至已经出现了坍塌。
1992年1月，国家文物局著名文物权威专
家罗哲文先生亲临考察小商桥，再次确
认该桥始建于隋，并盛赞该桥为“世界
桥梁史上珍品中的精品”。1994年国家文
物局拨款100万元对小商桥进行大修，维
修工程于1995年竣工。2001年，小商桥
被公布为第５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2003 年 3 月 29 日，国家邮政局发行

《中国古桥——拱桥》邮票，其中，第2
枚为小商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于漯河来说
具有非凡的意义，因为在漯河在这块土
地上，发现了创造9个世界第一的贾湖遗
址、最早的石拱桥小商桥。

四
为什么会在开皇四年 （公元584年）

的时候于小商河上建起世界上第一座石
拱桥？“开皇”是隋文帝杨坚在位时的年
号，历史上有“开皇之治”的说法，说
明隋文帝在位时期，国家统一，天下安
定，经济发展，出现开皇之治的盛况也
不是偶然的。东汉至隋南北分裂达四百
多年之久，民生疾苦，国库空虚，开皇
九年 （公元 589 年）， 杨 坚 统 一 天 下
后，即以富国为首要目标，轻徭薄赋
以解民困，在确保国家赋税收入之同
时，稳定民生。开皇四年，隋文帝刚
刚即位，国家还未统一，从可见的历
史纪事中可以想见，隋文帝杨坚在定
国之初兴修水利、重视交通、发展社
会事业的雄心壮志。就在这一年，隋
文帝以渭水多沙、深浅不一、影响漕
运为由，诏太子左庶子宇文恺率水工
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
百余里，名为广通渠，漕运通畅。这
是修建大运河的开始。宇文恺是隋朝
著名的建筑家，他主持规划和建设了
新都大兴城，之后又营建了东都洛阳
等宏伟工程。大兴城的修建不仅是中
国 古 代 城 市 建 设 规 划 高 超 水 平 的 标
志，也是当时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科技
水平的综合体现。大兴城乃当时的“世
界第一城”，它的设计和布局思想，对后
世都市建设都有深远的影响。

隋文帝在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在
地方行政方面进行了一项重要的改革，
开皇三年，尽罢诸郡，实行州县二级
制，使国家地方行政渐上轨道。此前一
年，重颁均田令，行租庸调制，这样隋
初的赋役便比前代大为减轻。

回顾一下历史就会明白，在重视水
利、重视民生的隋朝初年，在这里建成
一个世界最早石拱桥的可行性。我们不
知道这石料来自何处山峦，设计者是
谁？但有一点可以明确，隋朝时，这里
有一条十分繁忙的官道，需要小商桥贯
通南北。

五
中国自古就有桥的国度之称，距今

4000 年前的新石器晚期，就有记载出现
了原始的、临时性的简单桥梁。有人考
证，中国现存的古桥有三百多座，几乎
每座桥都有它的一段历史，或惊心动
魄，或凄美感人。中国悠久的历史与桥
的有机结合，也形成了内涵丰富的桥文
化。潮州广济桥、河北赵州桥、福建洛
阳桥、北京卢沟桥“中国四大名桥”，以
及文成公主嫁往西藏时走过的瑜项桥，
都曾名噪一时，这些古桥，除了技术在
当时先进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因有历
史文化价值而被后人铭记。遍布在神州
大地的桥、编织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
络，连接着祖国的四面八方。我国古代
桥梁的建筑艺术，有不少是世界桥梁史
上的创举，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
民的非凡智慧。

或许很多人在内心深处都会有关于
桥的情结，桥不仅能使水陆相通，更是
一种风景。中国著名的爱情传说多与桥
有关，牛郎织女与鹊桥、许仙白娘子与
断桥等，都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记忆中，
桥和传说一起变成人们美好的想象。

小商桥上发生过什么故事？有过什
么传说？小商桥的桥面上有明显的车辙
的痕迹，像是人脸上的皱纹，显得那么
古老。俯下身子，细细地打量、抚摸这
皱纹，让人悲喜交集。这是一条古道，
沟通南北的古道，在它建成以后，每一
个朝代的人在路过它时，或许都会拍一
拍它的栏杆，会停下脚步听一听流水
声。隋炀帝的暴政和唐中晚期安禄山叛
兵与唐军在此发生的激战，对小商桥产
生了一定的破坏，紧接着的黄巢农民起
义军及后来金国与宋的对垒，让小商桥
饱受战火洗礼。明崇祯六年，高迎祥、
李自成、张献忠等渡黄河南下进入豫
西；七年，朝廷调集全国兵马，企图将
农民起义军消灭于中原地区。《临颍县
志》中有“数万人至小商桥”的记载。

小商桥如一位长者，内心埋藏着深
沉的伤痛，它亲眼看见，就在不远处，
抗金名将杨再兴被乱箭射死在小商河
中，杨再兴在弥留之际，在堕入小商河
的一瞬间，在金人的箭镞飞入他身体的
那一刻，定会望望这座古桥，留下对生
的留恋和对金人的憎恨吧？

小商桥建成后，有无数辆不同朝代
的车子从桥面上驶过，留下马蹄声声。
在中国古代漫长的路途上，马成为主要
的交通工具，这一条贯通南北的官道，
必定响过马蹄的“嗒嗒”声。当然，更
少不了人的脚印，从光脚、草鞋、木
屐、布鞋、皮鞋，不同的脚底、鞋底磨
光了桥面的石头，它们重重叠叠，成为
一本厚重的史书，渐行渐远。路过它的
人，可有唐代的诗人？韩愈跟随宰相裴
度来到郾城平定淮西叛乱，是否来过这
里？可有宋代的词家？有一种观点认为
岳飞的 《满江红》 就是在小商桥写成
的。到了近代，小商桥上更是迎来了架
子车、三轮车、自行车、摩托车，不同
的车轮驶过它的身躯，它心情愿地承受
着，为人类带来便利。终于，它的附近
又出现了火车的身影，那标志着一个崭
新时代的来临，它一定惊诧地睁大双眼
看着这一切，听着那如水的车流声，感
叹时光的飞逝。

小商桥头顶世界最古老石拱桥的光
环，映照着我们这块土地，依托小商桥
和杨再兴陵园建成的小商桥景区，也必
将吸引更多世人的目光。

小商桥

■王坤山
漯河，《说文解字》作者许

慎的故里。阅读、使用、宣传
《说文解字》，是广大漯河人的历
史使命。只要信心坚定，方法得
当，《说文解字》并不难读。主
要的方法是：查、联、比、译、
研、写，六字诀。

一、查。就是查阅式阅读。
《说文解字》是百科全书，博大
精深，从哪开始？闲来无事，每
个人都可以从查阅开始，从最简
单的汉字开始。一二三四五，木
火水金土；东西南北中，春夏与
秋冬。如果发现《说文解字》的
说法与自己的想象不一样，就要
把这些不一样弄清楚、搞明白。
通过查阅，不仅加深对这个字的
认识，而且丰富与这个字有关的
知识，就可以形成一篇读书心
得。哪怕每月只查一个字，就能
夯实汉字文化基本功。“一”，很
多人认为是个非常简单的数字，
查了《说文解字》，发现许慎说
的和想象的根本不一样：“一，
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
地，化成万物。凡一之属皆从
一。古文一。于悉切。”查阅之
后，知道“一”不仅是个数字，
而且蕴含哲理意义，顺便可以弄
清楚“太始”“道”“属”“古
文”“切”等概念。

二、联。就是联想式阅读。
任何一个汉字，都不是孤立的存
在，都有与之关联的字。一是字
形的联想。“一”，上面加一横就
是 二 ， 加 一 竖 就 是 丄 （古 文
上），下面加一竖就是丅 （古文
下）。把联想到的字记下来，一
个一个弄清楚。二是部首的联
想。“一”，是个部首，属字有
元、天、丕、吏，把这几个字记
下来，弄清楚。三是连续的联
想。由一而及二、由二而及三，
由三而及王，由王而及玉，等等
等等。联想一个字，弄清一个
字，形成一个汉字链，长成一棵
以“一”字为根基的汉字树。

三、比。就是对比式阅读。
由一联想到二，《说文解字》：

“二，地之数也。从偶一。凡二
之属皆从二。”既然有地之数，
就可能有天之数。通过对比，查
到了《周易·系辞上》：“天一、
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
六 ， 天 七 、 地 八 ， 天 九 、 地
十。”这样，对比了一个“二”，
就知道了天数、地数。然后，可
以运用联想式阅读，再建立一棵
以“二”为根基的汉字树。脑海
中的汉字树多了，就会长成一片
汉字的树林、汉字的森林。《五
对照：我读<左传>的方法》 在

《漯河日报》发表后，市政协教
科文卫体委办公室主任李华强先
生提出再加一对照：与《说文解
字》引文对照。李华强先生说得
很好，既可以作为阅读《左传》
的方法，也可以作为阅读《说文
解字》的方法。

四、译。就是译注式阅读。
检验对一个汉字的理解程度，就
是能不能将《说文解字》的说法
翻译出来、疑难之处注释出来。
由“二”联想到“土”，土部有
坤。《说文解字》：“坤，《易》之
卦 也 。 从 土 ， 从 申 。 土 位 在
申。”坤，是 《周易》 的卦名，
这好理解；从土、从申，也好理
解。为何土位在申？我查了几个

《说文解字》译注本的解释，都
没说清楚。后来才明白，五行纳
入洛书九宫，东为木，南为火，
中为土，西为金，北为水。五行
画成环形，东为木，南为火，西
南为土，西为金，北为水。二十
四方位图中，坤、申同处西南。
所以，许慎说：土位在申。

五、研。就是研究式阅读。
如果能把一个汉字及其关联字译
注出来，就可以对这个汉字及其
关联字展开研究，研究其字形、
字义、字音、字源、重文、相互
关系、历史意义及时代价值等，
形成研究成果。《说文解字·女
部》有媒、妁二字，古人常说：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说文
解字》：“媒，谋也。谋合二
姓。”“妁，酌也。斟酌二姓。”
谋合与斟酌有何区别？也就是
媒、妁有何区别？《说文解字》
的一些译注本查不出来，这就需
要研究。原来，周代有同姓不能
结婚的习俗，如果男女双方不同
姓，就可以从中撮合，就是媒、
说媒。如果是没有姓的庶民，或
是不知其姓的流民，则需要用占
卜、占筮等方法确定是否同姓，
就是妁、斟酌。

六、写。就是写作式阅读。
脑海里形成的读书心得或研究成
果，还只是感性的东西，如果不
变成文字，久而久之就会忘记。
只有变成文字，过滤掉那些非理
性的东西，才能由感性到理性，
形成正确的认识。研究媒、妁之
后，我开始动手写文章，写的过
程中间发现，事情并非这么简
单，因为又牵扯到了姓、氏的区
别，等弄清楚姓、氏的区别，却
发现一个《说文解字》译注本对
媒、妁的解释出了问题：“媒，
谋划，谋划使两个不同姓氏的男
女结合。”“妁，斟酌两个姓氏的
男女 （可否结合）。”这样解释，
错了。周代，同姓不能成婚，姓
不同、氏相同则可成婚。郑国的
孔氏是姬姓，鲁国的孔氏是子
姓，在周代可以成婚。宋国国君
和他的大夫戴氏、华氏，鲁国的
孔氏等，都是子姓，不能成婚，
而宋国国君娶大夫之女为妻，违
反礼制。所以，上述译注，应当
去掉“氏”字。

有人说，《说文解字》里面
有太多的字看不懂、弄不明。其
实，如果不想成为《说文解字》
专家或者文字学家，没有必要弄
懂那么多字，掌握一些常用字和
次常用字也就行了。

《说文解字》
读法“六字诀”

■杨晴晴
在老师的推荐下，我接触到

了一本对我影响很大的一本书。
“谭以菜根名，固自清历练中
来，亦自栽培灌溉里得，其颠顿
风波，备尝险阻可想矣。”故名
曰《菜根谭》。其实，仅从这几
句话中，我们就能大约揣测出一
丝作者想要表达的观点：乐从苦
中来。

这本书包含了儒道佛三家思
想，以儒家的中庸思想为主，提
倡中正平和、通融豁达。在书的
序文中，提到了这样一个故事：
乾隆年间，有一个处于官宦仕途
的人，在朝廷里面居于要职。他
经历了许多人生世象，在不断地
升迁与贬官过程中，得了一场重
病。这时，他回想往事，最终发
现，无论是人生险境还是人生乐
境，世事总是匆匆忙忙。自己的
心绪总是被外物所牵绊，使得心
神疲劳以致身患重病。与其如

此，不如乐观。
这种超脱淡然的心境是我们

现代人应该去学习的。在传统文
化与时代潮流不断交汇融合的当
下，习总书记在众多外交场上屡
屡引用我国古典诗词，不仅体现
了他个人对传统文化的喜爱，更
体现了他对我国传统文化发展的
引领。我们应该为拥有的几千年
优秀文化而感到更加自信、骄
傲，更加热情洋溢地去吸收、汲
取其中的精华。做时代的弄潮
儿，做时代的引领者，只有先好
好继承，才能有更好的传承。

阅读经典，受益人生。一本
经典好书的力量，就好比一双明
净之眼，早已经世间的污浊澄
清，只将清净之思留于世人心
中，帮助人们走出迷雾，拨开云
彩见日明。就放下心中的浮躁，
去追随圣人的脚步吧!你会发
现，经典的力量从未远去！

作者为高中三年级学生

阅经典 嚼“菜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