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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被中国知识分子誉为群经之首、

群经之源，是中华文化和智慧的源泉。儒法

道诸子百家的思想均源于《易经》，是从不同

侧面、不同角度对《易经》的阐述和发挥。如

儒家是偏重于乾卦系列的发挥，强调自强不

息、勇于担当，其思想以“刚”为主旋律。而道

家则偏重于坤卦系列的发挥，强调厚德载物、

以柔克刚，其思想以“柔”为主线。

曾国藩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儒，

精通儒法道佛诸家学问，对《易经》有深入的研

究和深刻的思考，因此，《易经》的哲学思想对曾

国藩有着深刻的影响。曾氏著述中有很多对

《易经》的阐述和运用，如他在给弟弟的一封家

书中写道：“尝观《易》之道，察盈虚消息之理，而

知人不可无缺陷也。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

孤虚，地阙东南，未有常全而不缺者。”

《易经》反复强调阴阳转化、物极必反的

道理，对曾氏有很大的启发。曾国藩非常推

崇“花未全开月未圆”的人生境界，“以为惜福

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他反复告诫子弟

“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很显然，这

与《易经》的哲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正是由

于善于反省、忌盈戒满、临深履薄，曾氏才做

到了功高震主而善始善终，这在封建社会的

官场上是非常少见的。由此可见，“做官要学

曾国藩”，这句中国近代社会盛行一时的话是

有道理的。深入研究和总结曾国藩的为人之

道、为官之道、处世之道，从中得到启发和借

鉴，应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少禹对曾国藩著作中关于“守身用世”的

论述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归纳，提炼出曾国

藩的“挺经十八法”，提纲挈领，执简驭繁，既

有思想性，又有趣味性。“挺经十八法”从“守

身”到“用世”，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和逻辑性。

第一经“担当”经和第二经“识见”经，是“挺

经”的总纲。“担当”与“识见”合起来就是“胆

识”。“胆识”是古今中外所有成就大事者所必

备的优秀品质。第三经至第六经分别为“诚”

字经、“勤”字经、“谦”字经、“悔”字经，重点阐

述做人之道。第七经至第十二经分别为“明”

字经、“强”字经、“小”字经、“简”字经、“恒”字

经、“忍”字经，重点阐述处世之道。第十三经

至第十五经分别为“赏罚”经、“人才”经、“革

新”经，重点阐述为官之道。第十六经至第十

八经分别为“刚柔”经、“权变”经、“盈虚”经，

则画龙点睛地总结了“挺经”的精华。每一经

均由“经名起缘、曾氏宝典、易经溯源、智慧火

花、史海撷萃”五个部分组成，结构合理，层次

分明，脉络清晰，文笔洗练，处处闪烁着智慧

的火花，给人以深刻的人生启迪。

我在散文集《人间世》中提出了人生三修

炼的观点：“看得透想得开，拿得起放得下，立

得正行得直。”《曾国藩挺经智慧》正是对“三

修炼”课题的探讨。曾国藩有句名言：“打脱

牙，和血吞。”少禹将其概括为“忍”字经，很贴

切。有人问我是学什么专业的，我回答是社

会大学毕业的，学的是苦难系拼命专业，课本

是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坎坷

之身须怀壮伟之志，穷困之境应

无颓唐之意。任何成功者的背

后都有一部磨难史。这也许是

人们在喧嚣浮躁、急功近利的世

态中，最应该从曾国藩身上受到

的启迪。

有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研

究曾国藩，也有许多学者从不同

角度研究《易经》，但把曾国藩的

思想和《易经》联系起来研究，少

禹可能是第一人。这个视角非常独特，也很

深刻，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和思想性。特别是

少禹作为一个业余的国学爱好者，能有这样

的识见，足见其读了不少书，下了一番苦功，

进行了深入思考，难能可贵。

是为序。累累累2
(本文系陈少禹《曾国藩挺经智慧》一书

序文，题目为编辑代拟。）

看《易经》说曾国藩
——《曾国藩挺经智慧》序

序与跋

二月河

秋日玄武湖

秋日的玄武湖张弛有度，自带风

姿。湖面上烟雾蒙蒙，水面一片碧绿，

粉红色的荷花掩映其中，满湖清香，景

色迷人，此时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

田田，鱼戏莲叶间”的诗句就一定会萦

绕在心头。玄武湖，一如江南女子的温

婉，美丽之中有几分端庄，恬静之中有

几分轻盈。

在湖边漫步，沿着小路前行，走过

水榭长廊，水旁的亭台都倒映在湖水

中，六朝古都的故事也就在这水光潋滟

中铺展开来。数千年的杏花春雨江南，

聚合离散悠悠而过。亭台楼阁，水墨烟

波，把玄武湖诠释在江南的梦里、雨

里、画里。曾经沧海，玄武湖沉淀了南

京文化的变迁，也填满了江南才子的诗

笺和画轴。

玄武湖，是触摸江南心灵最近的地

方。 （朱振华）

荷

这是一个荷的世界。

田田的叶接踵比肩，高高低低、层

层叠叠、错落有致地充斥着每一个它们

能达到的空间，你不让我、我不让你，

无边无际，消失在远方那排矮矮的杨柳

林里。高的有人余，粗壮的绿茎擎着圆

圆的青盖，张扬地舒展着，叶间的脉络

时隐时现，如少女百褶裙上的褶。矮的

也不示弱，在夹缝中左冲右突，争得一

席之地，尽情展示着自己的顽强。那些

初叶，还未展开，像怕被遗忘了，迫不

及待地突出重围，高高地昂着尖尖的

首，任蜻蜓在其上栖息。也有含蓄地、

默默地浮在最下边的水面上，像一位隐

居尘世之外的君子，不争不宠、不喧不

哗，外面的繁华和它没有一点关系。

花，才是这个世界的主角。白的、

粉的、红的，如无数星星般闪烁在这片

碧海上。这些花，多是盛开的，片片花

瓣层层环绕着碧绿的莲蓬，丝丝花蕊，

密密匝匝，闪着金光。也有半开的，小

窥洞天不得见，犹抱琵琶半遮面。一两

个出水的苞，如箭而立，像是一只饱蘸

浓墨的笔，是要画天吗？

（王公叁）

曾经的乡村

曾经的乡村是一幅古朴的画，我在

这幅画中生活了很多年头，我的童年就

是在这幅画中度过的。

曾经的乡村是多么美好呀！弯曲的

不宽的土路上充满了忙碌时的欢乐，冬

暖夏凉的矮瓦房里装载着我成长的奢

望，清澈的满满的小河让我的夏天不再

炎热无比……牛儿的铃声在田野里响着

农人的梦想和希望；香香的煮熟的玉米

比饕餮盛宴更有味；放牛的时光里记录

了我无尽的自由和幸福……

曾经的乡村是多么温暖呀！冬天里

和老人们一起在墙根晒太阳、与小朋友

们一起玩挤油的游戏，这些都让我身心

皆暖；大人、小孩端着饭碗坐在路边一

起边吃饭边闲侃，这让人与人之间没有

了距离；农忙时左邻右舍你帮我我帮

你，把收获拉回家，把希望种下地，这

样的温暖画面常在我的脑海中回荡……

曾经的乡村是多么快乐呀！牛羊猪

狗鸡鸭在奏乐，小朋友们满庄子跑着玩

儿，一块泥巴也能玩得有滋有味，在教

室里生火烤火，在大雨中捡枣，在春节

时拾炮……这些都是多么暖心窝的美好

回忆啊。累累累2 （曲贞文）

片玉集

往年，这个时候，姑姑都要亲自

去酿葡萄酒，我是她的小尾巴。

我端着竹筐，仰着脸，看着她站

在椅子上，飞快地剪葡萄，不大一会

儿，就是满筐晶莹剔透的葡萄了。我

一把一把地往嘴里塞，真甜！

“洗洗再吃”，她回过头来，笑着

拉着我去厨房里洗葡萄，过来又爬上

椅子。葡萄摘好了，姑姑还要用盐水

把葡萄泡上十来分钟，这是我们小孩

子最难熬的漫长时刻，忍不住想赶紧

去捏碎，放到罐子里。清水冲洗沥干

后，就可以捏葡萄了，软软的，滑滑

的，甜甜的，这是我们小孩子最乐意

的工作——不知是捏葡萄还是吃葡

萄。“少吃点，当心拉肚子。”姑姑看

着我们满脸满手的葡萄皮，笑着说。

捏好，放上白糖，就可以装到罐

子里了，再等一二十天，一过滤，就

可以喝到醇厚的葡萄酒。酒做好了，

姑姑把酒端出来，让大家尝尝，“葡

萄酒常喝美容活血，”姑姑边倒酒边

大声地向人们介绍。“小孩子，抿一

点就行了。”她又转身对我说。其

实，她不知道，我早就抿了好几点

了。大人们也知道我馋，故意倒满满

一杯，说抿一点就行，我于是就抿着

抿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抿完了，一

杯下肚，感觉整个人就像一片树叶飘

来飘去，等醒来时，已经躺在床上

了。一听见姑姑脚步声，赶紧把脸埋

进被子里。

现在又是葡萄成熟的季节，我对

妻子说，咱们也自己做葡萄酒吧，姑

姑酿的酒真好喝。她淡淡地说，葡萄

酒都会酿，姑姑的味道哪里复制得

来？一听，我也默然无声了。

葡萄，古代曾叫“蒲桃”，庾信

《燕歌行》 中写道：蒲桃一杯千日

醉，无事九转学神仙。定取金丹作几

服，能令华表得千年。诗人将葡萄酒

与得道成仙、永享千年相提并论，其

实何止是庾信，今天看到贾玲在小品

表演中穿越时空找妈妈，感动全场，

我也是潸然泪下。饮下这饱含亲情的

葡萄酒，我宁愿永永远远沉醉其中，

千日也不多。累累累2

蒲桃一杯
千日醉

中秋，看父亲
□李永普

这个节日是为家人团聚准备的

父亲现在不是家人 他一个人

或者一个无法命名的命名

和一块地 一座土坟连在一起

我去看他 先是下了南河

走一段河谷再上坡 这期间

父亲在我的行走中

偶尔闯入我体内

成为我身体里的家人

然后又逃出来

在我几乎模糊的视线里

分化成

时光的碎片

穿过一段很短的花生地

父亲居住的土坟到了

在坟头摆上

月饼西瓜

我点起黄纸燃起鞭炮

火势有了 声势有了 父亲并未

站出来

和我团聚的意思 我很怅惘

抬起步子准备朝回走

鞋面上裤腿上

很多鬼针草的种子

很细小尾端带爪的种子

粘着我 拍也拍不掉 打不掉

我回过头

望着坟上有些老迈的鬼针草

原来它们是从土坟深处

从父亲身体

长出来的

为他身体或身体某一部分的延伸

这些种子急于代表父亲

并通过我

带它们回家看看

中秋夜
□魔头贝贝

这周而复始升起的圆满

——唯有今夜

滋味特别

仿佛更近了

那些越来越远

四十年前外婆

拉着我的小手

指给我看——

那一轮皎洁中隐约的桂树

那一轮皎洁中隐约的桂树

此刻仿佛飘来

故土的幽香

再一次

她用竹篓背着我

走了几十里山路

为我疗伤

再一次

她坟头的草木

披着月亮细细，寂寂的银辉

致
□薛松爽

在公众的烟火里——

我已慢慢学会了

用微黑的肉体与初生的明月

相互照应

——我的羞愧，它的无邪

——我的混沌，它的皎洁

唯有轻盈，它永远新鲜

唯有沉重，我转瞬衰老

经历了那些崩裂

我已失去生命中的一些重要部分

当我重新走过

泛白的道路

又一次走入这昏暗

伸出手抚摸一张张

沉默的脸庞

我终于触到你的完整的雪的形体

我知道古诗隐藏在这些

穷途上欹斜的身体中间

犹如深暗带来的一丝曙色

我们写下长长短短的句子

新鲜的词语穿透了皮肤

走过的路上种满了槐树

有人在我们中间穿着旧衣

踏着月色尘土的重叠阴影

我们的衰老变作初生诗歌写成

无题

浑浊的血液吟唱失去了姓氏的

清明

孤独就是辽阔的祖国

它的低矮的原树上栖满了乌鸦

它们用噪叫呼唤一场大雪

不要那座石桥，不要那些脚印

只留下母语的寒风，吹起团团

雪雾

裹紧那个满怀破絮离家出走的人

用白，裹紧他的小路和墓碑

裹住那座枣核般晶莹的坟

那个人用身体析出的盐

铺了一条通往大海的道路

那个人以尘埃之苦

谱写赞美之诗

正剧正为悲剧

孤独焕发光芒

天高地阔

他一生为一个时代佩戴着黑纱

最后，他会沿着道路，走向大海

抱着自己的遗像

白蜡杨树上的黑色伤疤

高于我们的头顶

俯瞰道路上的欣喜与悲戚

所有的树木都在默吟一支简单

之歌

正像那高于我们的灰鸟

痛楚时我看到它大于头颅的白眼

而现在它凉风吹翻的羽毛

枯枝的骨骼里演奏着一首古老

的赞美之歌累累累2

老表的
小册子

小小说

残雪

京剧《空城计》中的经典唱词“我本是卧

龙岗散淡的人，凭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先

帝爷下南阳御驾三请，算就了汉家业鼎足三

分”让南阳卧龙岗红遍大江南北。

唱词虽为戏言，却可窥诸葛亮当年隐士

思想。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自言：“苟全性

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其隐士心态自

然流露。据陈寿上奏给晋武帝司马炎《进〈诸

葛亮集〉表》记载：“亮……遭汉末扰乱，随叔父

玄避难荆州，躬耕于野，不求闻达。”“躬耕于

野”是隐士典型的生活方式。诸葛亮54岁时
写给8岁儿子诸葛瞻的《诫子书》中亦说：“非
淡（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而“淡

泊”与“宁静”正是隐士心态的重要表征，可见

诸葛亮当时确有归隐之心。

孔子云：“天下有道则

现，无道则隐。”儒家还认

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

善其身，而独善其身的最

好方式莫过于隐居避世，

远离纷扰。诸葛亮少年时

父母便相继去世，此时正

值天下大乱，因叔父玄与

荆州刘表有旧，为避乱随

之来到荆州。荆州刘表，

懦弱而寡断，却是个颇好虚名之人。以诸葛

亮之智，并不想明珠暗投选择刘表，刘表也并

未在意身边的这条“卧龙”，这使诸葛亮产生

与“势统”的疏离感，隐士心态逐渐凸现，故才

会选择南阳卧龙岗近十年的隐居生活。

中国的隐士往往身在江湖，心存魏阙。

诸葛亮心怀大志，“自比于管仲、乐毅”，虽有

隐居之心，也有强烈的入世之愿。但残酷的

现实让诸葛亮蛰伏南阳，等待腾飞。然而高

度自尊乃隐士阶层的群体心理，唐代诗人汪

遵在《咏南阳》中写道：“陆困泥蟠未适从，岂

妨耕稼隐高踪。若非先主垂三顾，谁识茅庐

一卧龙。”一个“识”字，反映了诸葛亮当时的

“待识”心态。直到刘备以恢复汉室、拯救苍

生的大义相招，诸葛亮兼济天下、建功立业的

念头，终于压过隐士心态，才有一场君臣之间

的风云际会。

卧龙岗悬挂有清代书法家伊秉绶楹联：

“梅花百树鼻功德，茅屋三间心太平。”意为诸

葛亮隐居田园，享受清贫生活的人生志趣。

很多年以前，卧龙岗虽然并不巍峨壮观，却很

有气势和灵气。当人们伫立在高岗上，剥去

喧嚣的凡尘和现代化的包装，想象诸葛亮在

此逍遥自在的生活，顿发思古之幽情。

诸葛亮躬耕南阳期间，其人生的快乐和

洒脱，内心的充实和愉悦，非今人所能想象和

体会。老子《道德经》有言：“功成、名遂、身

退、天之道。”诸葛亮作为一位深受道家思想

熏陶的千年智圣，自然明白其中奥妙和玄

机。隐居、入世、归隐，可谓诸葛亮为自己设

计的完美人生轨迹。但他却因操劳过度，病

逝于北伐途中。第一位读懂武侯之心的是唐

代诗圣杜甫，他在《武侯庙》中云：“遗庙

丹青落，空山草木长。犹闻辞后主，不复卧

南阳。”罗贯中对诸葛亮的内心世界亦有较

准确地把握和揣摩，在《三国演义》的描述

中，诸葛亮出山之前，曾对弟弟诸葛均嘱

咐：“吾受刘皇叔三顾之恩，不容不出。汝

可躬耕于此，勿得荒芜田亩。待我功成之

日，即当归隐。”如今卧龙岗大拜殿悬挂有

清同治年间金国钧所书楹联：“巾扇任逍

遥，试看抱膝长吟，高卧尚留名士隐；井庐

空眷念，可惜鞠躬尽瘁，归耕（ ）未慰老臣

心。”对诸葛亮当年没有回到他躬耕之地南

阳卧龙岗，而引发后世诸多感慨和遗憾。

武侯之梦，千年方圆。2016年，南阳恭
取陕西武侯墓冢灵土，并迎回南阳卧龙岗，封

添在诸葛草庐周围参天古柏之下，也算实现

了武侯回归南阳的夙愿。累累累2

谈古论今

李远我本是卧龙岗上
散淡的人

好学生想进名校，普通生想进培优班，差学生只想找个学校上。

这就是中国式教育。我老表是某校副校长，也曾遂了不少学生家长

的心愿。于是有朋友便央俺找老表开个后门，让他的孩子进某校上

学。由于有老表这层关系，俺把握十足地答应了朋友。可是开学都

几天了，仍不见老表吐口，看来事情真的黄了，弄得俺在朋友面前

灰头土脸的。

一日里，表嫂到俺家串门，不无显摆不无抱怨地说：你家老表一到

暑假，家不敢进，电话不敢开，三朋四友，邻里乡亲，那是一拨一拨的都

来找他说学生上学。你老表哪有这份能耐管得了这么多的事！你老

表不贪污不受贿，为人又实诚，又有人不敢得罪，只好造个册子，先尽

着三种家长的孩子办。首先是有权有势的家长咱不敢得罪，再者是管

得住咱的家长咱不能得罪，最后是咱今后用得

着的家长——咱不能自己断了自己的路。一学

期下来，弄得你老表心力交瘁，就这

样，能推的就推，能躲的就躲，光经他

手的学生就足有一个班哩。

表嫂一席话让俺恍然大悟，说到

底，俺是上不了老表的小册子呀！累累累2

编者按

本报日前成功举办

白河中秋诗会。郑州、许昌、

平顶山、南阳四地诗友50余人
汇聚南召莲花温泉，赏莲吟诗，

把酒对月。按惯例，本次诗会

参与者均提供了最新原创诗

作。今日起，《白河副刊》将

择优陆续刊发，敬请关

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