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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岁的周安林 （家谱显示为周敦颐 27 代

孙），带着我满城“寻访”周敦颐。

在 衡 阳 城 转 悠 ， 就 像 在 周 敦 颐 家 走 亲

戚：濂溪街 （今司前街） 以北，濂溪巷以东

占地 30 余亩，是周敦颐的外公郑灿的故宅郑

家大院；周敦颐的舅舅郑向嫌吵，就在城西

凤凰山下的西湖建成南北长 1000 米、东西宽

800 米的园林，现 在 衡 阳 市 外 国 语 学 校 所 在

地 ， 就 是 花 园 的 一 部 分 ； 现 在 拆 建 于 濂 溪

文 化 园 内 的 周 子 祠 ， 原 本位于衡劭 （衡阳至

邵阳） 驿道旁，是周敦颐避暑赏荷读书的地

方——史料记载，周敦颐家就是半个衡阳城。

而 著 名 的 石 鼓 书 院 ， 则 是 周 敦 颐 的 邻

家，距离郑家大院不过 600 多米。

作 为 中 国 古 代 四 大 书 院 之 一 的 石 鼓 书

院，和衡阳城中诸多与周敦颐有关的历史遗

迹的共同点是，都毁于 1944 年 6 月，那场中国抗

战史上敌我双方伤亡最多、正面交战时间最长

的“衡阳保卫战”。

47 天可以毁灭书院的建筑，但书院的千载

历史和人文精华，并不会烟消云散。

书院都不爱建于闹市区，毕竟只有安静的

地方才能让心思活络的少年郎修身养性，好好

读书。所以，岳麓书院在岳麓山上，白鹿洞书院

在五老峰下，嵩阳书院在嵩山南麓，同样，石鼓

书院也在石鼓山。

石鼓山拔地而起，突兀江心；但说是山，海

拔才 69 米，面积仅 4000 余平方米，与人们想象

中巍巍然的名山相去甚远。古人说，这座山不

仅形状像鼓，水拍击山时发出的声音也如同鼓

声，所以将其命名为石鼓山。这座不起眼的小

山，因为石鼓书院而名扬天下。

衡阳一直到唐代都不是什么好地方，一个

佐证是，衡州刺史多为朝廷贬官。衡阳方志有

关学校的记载，也仅有唐玄宗天宝年间（742~
756）的 衡 山 县 令 陆 氏 所 办 的 庙 学—— 庙 学 就

是县学，因为没有学舍，只能借庙宇为讲学场

所。这所学校得到了杜甫的赞赏，他在《题衡山

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一诗中写道：衡山

虽小邑，首唱恢大义。

诗 人 喜 欢 夸 张 ，但 衡 阳 真 正 的 大 义 ，即

将 到 来 。

石 鼓 书 院 的 前 身 —— 唐 元 和 年 间（806~
820）的“李宽中秀才书院”，为李宽所建。元和

三年（808），李宽从家乡陇西来到衡州，在石鼓

山结庐读书。他曾经得到当朝宰相的赏识和举

荐，仕途相当坦荡，却无意入仕。这个选择很是

正确，历史上少了一个平庸的官员，却多了一

个名传后世的书院。

最 初 的 石 鼓 书 院 只 是 李 宽 及 其 后 裔 自 己

念书的地方。他的后人几代宦游，加上唐末

战乱，荒烟蔓草的年头，书院也一样沉默。

当李氏后人再次回来时，战乱已经让衡州

城面目全非。诗人们吟咏过的古城、城墙、城

门、城楼已经荡然无存。石鼓山自然也难以幸

免，山上建筑损毁殆尽，李宽中秀才书院也成

为一片废墟。于是，宋初太宗至道三年（997），李

世真重建书院。

宋代是中国文人文化的高峰，也是书院最

幸运的时代。有宋一代，石鼓书院发生了两件

大事——朝廷赐额和朱子做记，前者是顶级官方

认证，后者是学术权威站台。

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宋太宗赵光义赐“石

鼓 书 院 ”匾 额 ，不 到 60 年 ，宋 仁 宗 景 祐 二 年

（1035），朝廷更实惠，不但再赐匾额，还颁赐了学

田，这让书院在地位和经济上都到了保障。石鼓

书院从此日渐兴盛，名扬天下。

到 了 南 宋 ，淳 熙 十 二 年（1185），石 鼓 书 院 再

次 重 修 ，两 年 后 竣 工 ，朱 熹 受 邀 作 记 。朱 熹 是 学

者，也是官员，这两个身份让他成为一个身体力

行的书院建设爱好者。他在《石鼓书院记》中尖锐

地指出，“抑今郡县之学宫，置博士弟子员，皆未

尝考德行道义之素。其所受授又皆世俗之书、进

取之业，使人见利而不见义”，直言“今日学校科

举之教，其害将有不可胜言者”。

朱熹被誉为理学宗师，而在他来到石鼓书院

前 100 多年，周敦颐就已经去世了。这位理学的开

山鼻祖，才是衡阳城里最明亮的少年。在周敦颐

面前，朱熹都得恭恭敬敬地喊一声祖师爷。

周敦颐为“北宋五子”之一 （其余四人为

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在这个听上去有些

像 偶 像 组 合 的 团 体 中 ， 周 敦 颐 牢 牢 占 据 C 位 。

清代学者黄宗羲在 《宋儒学案》 中写道：“孔子

而 后 ， 汉 儒 止 有 传 经 之 学 ， 性 道 微 言 之 绝 久

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若论阐发心性义

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

元公为周敦颐谥号，他的理学思想在中国哲

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提出无极、太

极、阴阳、五行、动静、主静、至诚、无欲、顺

化等理学基本概念，为后世的理学家反复讨论和

发挥，构成理学范畴体系中的重要内容。

而在衡阳的 17 年，是少年周敦颐打下学术

基础的最重要时光。

周敦颐的父亲在他 5 岁时就去世了。宋仁宗

天圣二年 （1024），7 岁的周敦颐和姐姐弟弟跟

着母亲依附居于衡阳的外公郑灿。郑灿家是标

准的学区房，出大门沿着城墙走 800 步，出瞻岳

门，就到了石鼓书院。

对照一下时间表，周敦颐刚到衡阳时，距

离宋太宗赐匾石鼓书院 47 年，距离下一次宋仁

宗赐匾 11 年，这正是石鼓书院蓬勃发展的黄金

时代。当时没留下学生花名册，但按照就近入

学的原则和家族声望的加持，少年周敦颐在闻

名天下的石鼓书院念书是完全有可能的，甚至

是一种必然。

郑氏为衡阳望族，舅舅郑向官至朝廷龙图阁

学士。在中国的民间故事中，这样的开头大部分

会发展成嫌贫爱富的警世剧，但郑向没有走上这

条路，而是成就一段爱甥如子的千古佳话。

稍大一些的周敦颐，开始在舅舅家的私学地

西湖读书。因为外甥喜爱莲花，郑向在湖中遍植

白莲，为了能让外甥风雨无阻地看莲花，还建了

一个爱莲亭——此亭亦毁于衡阳保卫战。古代衡

阳八景，其一即为“西湖夜放白莲花”。晚至明朝，

爱莲亭畔还有“讲易台”遗址。

15 岁 时 ， 赏 了 几 年 莲 花 的 周 敦 颐 遵 舅

命，在爱莲亭写下了 《爱莲亭说》，当地人认

为这是他后来的名篇 《爱莲说》 的“草稿”。

外甥文章好，郑向见了更加欢喜，为教育族中

子弟，刻碑立于爱莲亭。

而“宠甥”的最高境界是，宋制五品以上

官 员 子 弟 可 以 荫 补 ， 郑 向 官 至 三 品 ， 也 有 儿

子，却让周敦颐荫补入仕，这也是宋代以舅父

名义荫补的第一人。

今日的西湖面积大不如前，隐在一处公园

内，成为衡阳市民的休闲场所，打牌的有，跳广

场舞的更多，十分热闹。湖中有一座少年周敦颐

的石像，这是唯一让外地人能把这里和周敦颐

联系起来的东西，只是湖畔再无潇洒著文章的

少年郎。

大 部 分 人 知 道 周 敦 颐 是 因 为 《爱 莲 说》，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从文章挥就

的那一天起，就成为后世文人的自我期许。学

界 一 般 认 为 ，《爱 莲 说》 写 于 宋 嘉 祐 八 年

（1063），是 47 岁的周敦颐任虔州通判时，在

于都 （今江西赣州） 一次与文人雅士的聚会中

所作。不过，周敦颐的后人认为，《爱莲说》

孕育于衡阳，而衡阳城的百姓也愿意相信，起

码腹稿是在衡阳西湖打的嘛。

周敦颐从 24 岁开始官场沉浮，先任洪州

分宁县 （今江西修水县） 主簿，28 岁提任南

安军 （治今江西大余县） 司理参军，31 岁任

郴 县 （今 湖 南 郴 州 市 苏 仙 区） 县 令 。 38 岁

时，周敦颐从桂阳 （今湖南郴州市汝城县） 县

令调任大理寺丞，终于成了京官，49 岁任永

州通判，52 岁从邵阳调任郴州知军。

在湖南兜兜转转，宦游人生，周敦颐每次

都 会 经 过 衡 阳 ， 看 望 亲 朋 故 旧 。 县 府 志 有 他

“读书、讲学”的记载，但至于讲学于何时何

地，因何事与何人，则语焉不详。

在担任郴县县令期间，周敦颐最突出的政

绩就是办学。二程的父亲程珦，比周敦颐大十

几 岁 ， 而 且 也 官 至 大 理 寺 丞 ， 在 南 安 与 他 结

识。两人交谈后惺惺相惜，不仅结为知己，程

珦 还 把 两 个 儿 子 程 颢 、 程 颐 都 送 至 其 门 下 受

业，贡献了上文提到“北宋五子”中的两子，

理学一脉由此生生不息。

在 今 天 石 鼓 书 院 的 大 观 楼 ， 设 有 七 贤 木

刻像，祭祀历史上对石鼓书院作出过卓越贡

献 的 7 位 先 贤 ， 他 们 是 ： 李 宽 、 韩 愈 、 李 士

真、周敦颐、朱熹、张栻、黄斡。

石鼓书院旧有七贤祠，前身是明永乐年间

（1403~1424） 衡州知府建的韩张祠，纪念韩愈

（韩愈是史载登临合江亭第一人） 和张栻；成

化年间 （1465~1487），又加进去了朱熹。宋代

理学与书院教学融为一体，石鼓书院有了“东

南三贤”的朱熹和张栻，却没有在衡阳生活多

年的理学鼻祖周敦颐，文化人看不下去了。万

历 十 五 年 （1587） 左 右 ， 贤 达 呼 吁 ， 朝 廷 准

奏，周敦颐入祀石鼓书院。渐渐地，加的人越

来越多，到 7 人成团，遂名七贤祠，一直延续

至清。

中 国 古 代 的 著 名 书 院 大 多 命 途 多 舛 ， 硝

烟一起，往往难以保全，但石鼓书院灰飞烟

灭得更为彻底，毕竟它遭遇的是一场前所未

有的现代化战争。

在 一 本 名 为 《石 鼓 书 院》 的 书 中 ， 收 录

了历代碑刻文献选录，一眼望去，标题中出

现 最 多 的 两 个 字 是 “ 重 修 ”。 最 后 一 篇 写 于

2007 年，最后一次重修是 2006 年。但愿最后

一次被毁是 1944 年——1944 年侵华日军为打

通大陆交通线，在 6 月 23 日至 8 月 8 日，以 10
余万兵力对衡阳城发动疯狂进攻，在石鼓山

投下大量凝固汽油弹，石鼓书院被彻底摧毁。

此后，书院一直未能恢复。据说 1998 年，

国家邮政要发行“古代书院”一套4枚邮票，曾

来石鼓山考察，却只见园囿，不见书院，地上

偶然露出半块残砖断瓦，早就分不清是谁家院

墙，邮票取不到任何图像资料，于是不得不放

弃。

现 在 我 们 看 到 的 书 院 是 2006 年 6 月 奠

基 ，2007 年 9 月 正 式 竣 工 的 ， 仿 清 代 格 局 ，

恢 复 了 山 门 、 书 舍 、 武 侯 祠 、 李 忠 节 公 祠 、

大观楼、合江亭等建筑。在石鼓书院之巅的

合 江 亭 远 眺 ， 眼 前 是 烟 波 浩 荡 的 蒸 水 与 湘

水。湘水自右，蒸水自左，俱至亭下，合为

一江而东。

关 于 石 鼓 山 ， 北 魏 地 理 学 家 郦 道 元 在

《水经注》 有记载：“鼓鸣则有兵革之事。”这

里大部分时候是读书的地方，但有时候，也

是刀光剑影的地方。相传曾国藩在衡州创建

湘军水师，就是在这片水域训练，景区的讲

解员言之凿凿：“这里是中国海军的摇篮。”

俱 往 矣 。 清 人 范 鹤 年 曾 在 石 鼓 书 院 留 下

一副楹联：“心远地自偏，问草庐是耶非耶，

此处想见当日；江流石不转，睹秋水来者逝

者，伊人宛在中央。”幸好，先贤远去，书院

犹在。

朱熹作朱熹作《《石鼓书院记石鼓书院记》》之前之前，，
周周敦颐是衡阳城最明亮的少年敦颐是衡阳城最明亮的少年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蒋肖斌

关于宇宙，中国文化有

三 个 词 语 表 示 ： 天 地 、 宇

宙 、 世 界 。 三 个 词 语 合 起

来，可以突显中国人的宇宙

特征。“天地”一词出现的

时间在前，因此先讲。

人是生活在宇宙中的，

人有了作为人的自觉意识，

就有了宇宙观念。中国古代

文化最早用来表达宇宙的词

汇是：天地。甲骨文金文中

就 有 天 字 ： 。先 秦 以

来的解释是人上加一或二，

指天在人之头上，还有加□
或○，同样是强调头上。从

远古文化特征看，这些字或

许与各族群中天神之形象相

关。甲骨文无“地”字，“地”

为后来形声字，土为义而也

为 声 。甲 骨 文 中 的“ 地 ”是

“ 土 ”，为 ，由

地 上 之“__” 生 出 万 物 之

义。从远古文化看，是地神

“社”的象征物。东西南北

各族关于天和地的各种想象

演进到先秦时，“天地”成

为表达理性化的宇宙整体。

本来，人在每天每月每年周

而复始的生存活动中，抬头

看见天，低头看见地，人及

其所在周围环境，都在天地

之中，因此，以天地来名命

宇宙，最直观，最简要。孔

子说：“天何言哉，四时成

焉，百物生焉。”（《论语·

阳货》） 这里“天”乃“天

地”的省文 （为古代汉语的

法则之一）。《周易·序卦》 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

物 ， 然 后 有 男 女 ； 有 男 女 ， 然 后 有 夫 妇 ； 有 夫 妇 ， 然 后 有 父

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

后礼仪有所错。”讲的正是自然社会的一切都由“天地”而来。

《老子》（七章） 讲：“天长地久”，说的是宇宙的永恒性。我们

说 到 天 ， 自 然 想 象 头 上 的 天 空 ， 说 到 地 ， 自 然 想 到 脚 下 的 大

地。中国古代用“天地”来表达人在其中的宇宙，有什么样的

特点呢？

第一，以天地来表宇宙，体现了现象直观与整体性质的统

一。天上的日月星辰，地上的山河草木，是直接可以看到的 ，

呈现为直观现象。山河日月何以这样存在，以这样方式运行 ，

又是有整体性质的。整体性质通过现象体现出来。天上，日的

东升西落，月的圆缺循环，星的四象变化，极星永立中央，北

斗斗柄旋转，呈现出天象的整体性和规律性。地上，草木在四

时荣枯变化，河流因季节涨落，人类禽兽的生长衰亡，同样呈

现了整体和规律性。中国人对天地的整体性质，是通过所能看

到 一 切 现 象 ， 发 现 恒 常 性 与 变 异 性 ， 对 之 作 整 体 思 考 而 得 出

的，并把所得出的整体性质，在现象中进行验证，以对恒常进

行确认，对变异进行调适，从而得出具有整体性的既重视直观

现象又重视整体本质的天地观。天地一词，最具包容性，是直

观现象的又是整体本质的，二者密不可分，因此，天地是最能

表达中国宇宙性质的词。中国的天地没有像西方的宇宙那样产

生日心说与地心说的争论，也没有产生宇宙有限还是无限的争

论。西方的 cosmos （宇宙） 一词，在词义上，是从混沌中区别开

来的秩序。西方人对宇宙的认识是从秩序中去认识。面对天地

中混沌的虚空和虚空的物体，西方人是把虚空中的物体，进行

秩序化的把握，形成有秩序的 form （形式），这就是从古希腊开

始的西方宇宙观的特点，这意味着只有看得到的星体为宇宙 ，

看不见的星体则不在宇宙之内。因此，西方的宇宙随着认识的

变 化 会 不 断 变 化 、 升 级 ， 从 亚 里 多 德 、 托 勒 密 的 宇 宙 到 哥 白

尼、牛顿的宇宙再到爱因斯坦的宇宙。

第二，中国的“天地”是把天地中的一切，特别是看得见

的 物 体 和 看 不 见 的 空 间 都 包 含 在 其 中 。 以 “ 天 地 ” 命 名 的 宇

宙，是虚实合一的整体。不同于西方的只重实体的 cosmos （宇

宙）。中国古人通过昼观日影、夜观极星等系统观察，得出极星

在天之中，由极星北斗气化万物，形成了中国天地由气之虚与

物之实的虚实相生结构。在这一结构中，虚之气是主要的，实

之物由虚而生，然后又归于虚的气。在这一思路中，无论在天

上 看 到 多 少 星 辰 ， 这 些 星 辰 都 与 气 化 流 行 的 天 地 整 体 密 切 关

联。由于看具体物体要关联起天地整体之虚来看，由此不仅突

出所见之物的功能的重要性，而且要把所见之物的功能与不可

见之物的功能关联起来，从整体功能上得出整体的性质。这一

整体观念不但与认知工具的性质基本相合，而且与天地整体的

性 质 基 本 相 合 。 在 这 一 思 路 中 ， 无 论 在 地 上 看 到 多 少 山 河 动

植，都是与可知的华夏地区及其关联地区和不可知的地区 （八

荒） 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的。这一整体以“天下”来命名。

第三，以天地命名的宇宙，是时空合一的整体。不同于西方

偏重空间确实性的 cosmos （宇宙）。日月星辰的运行，突出了时

间，以天干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彰显出来。但日月星辰的

运转又呈现为空间，即以极星为中心的四方天象 （青龙、白虎、

朱雀、玄武）。山河动植的分布彰显了空间，以十二地支 （子丑寅

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予以强调，但山河动植在四季中的变化，

又呈现为时间。中国的用天干地支记年，是时空合一。在时空合

一的天地中的万物，用“形象”一词来表达，形，是物体的空间

固定形态，象，是作为固定形态的物体在时间中的变化。事物作

为形象合一体，正是天地作为时空合一体在具体事物上的体现。

通过以上三个特点，可以进入到中国以天地来命名的宇宙

的更多领域。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教授、博导，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天长地久□
张

法

:

天地文化关键词

天上出现了十个太阳。

烈日当空，怪兽横行，赤地千里。人类又一次到

了生死存亡的边缘。

此时，掌管天下的是帝喾的儿子放勋，也就是后

来人们所说的“尧”。尧是一个爱民如子的帝王。穿着

粗麻的衣裳，吃的是野菜糙米，住的是没有修剪过的

茅草屋。屋里柱子和木椽上的树皮都没有去掉。

尧 采 取 了 种 种 办 法 ，祷 告 、哀 求 ，或 许 还 有 威

胁。天帝们终于坐不住了。十个太阳闹得太不像话，

并且好像也不打算做回到原先安分的样子。要派个

人去警告它们一下。

十个太阳是帝夋和羲和的孩子，住在汤谷。汤谷上

面有一棵几千丈高的扶桑树。羲和每天在甘池，有时也

在咸池给他们洗澡。洗得干干净净了，就带他们中的一

个到扶桑树的树顶。树顶上停着一辆车子，拉车的是六

条龙。羲和让太阳坐好，一声吆喝，驾着车子腾空而起。

大地上立即就透出万缕的光芒。车子要在天上走一天，

到悲泉停下来。六条龙也要休息了。接下来黄昏时的这

点路，就由太阳自己走。太阳从悲泉走向虞渊，最后进

入蒙谷，身影完全消失。每天一个太阳，轮流飞越天空，

照耀大地。忽然有一天，羲和一不留神，十个太阳全跑

出来了。这一出来，就再也不肯回去。

天帝请了羿过来，他是天上箭射得最好的，让

他到人间去把那些吃人的怪兽杀一杀。至于天上乱

跑着的十个太阳呢，天帝没有明说。

羿带了妻子嫦娥一同来到人间。

尧请他把这些作恶的太阳射下来。

羿可怜人间的百姓，他从背后的袋子里抽出一

支白色的箭，搭在血一样彤红的弓上。太阳的光刺

得人的眼睛生疼。好在圆圆的太阳是个大靶子，并

不用过多地瞄准。重要的是这一箭的力道。他的左

臂比右臂长，有着天生的神力。羿拉开弓，像在怀里

抱着一轮圆月。猛然一撒手，箭飞起来，不见了。白

色的箭融入了太阳的光。

突然之间，“嘭”的一声巨响。一颗太阳在天空中炸

开来。羽毛漫天飞舞，不一会儿，一只鸟儿从天而坠。人

们跑过去一看，是一只黑乎乎的长着三只脚的鸟。

“再射！”“再射！”“再射！”人们呐喊着。天上的

太阳也慌乱起来，惊惶地四处奔逃。大地上更热了。

羿拔出箭，连续射了出去。一只、两只、三只、四

只，一只只三足黑鸟跌落下来。

“停！”“停！”尧大喊着跑过来，一把拔出羿箭袋

里剩下的箭。

羿停住手，天上剩下最后一颗太阳。

又有风了，凉凉的。

“走吧，走吧，我们去把剩下的几头怪兽杀掉。”

羿也兴高采烈起来。唯一不高兴的是嫦娥，她知道

羿闯了大祸。

说好来接他们的神无影无踪。羿垂头丧气，嫦娥不

是哭哭啼啼就是吵吵闹闹。羿受不了嫦娥的埋怨，想到

西王母住在人间的昆仑山，去找她，或许会有办法。

西王母给了羿两粒“不死之药”。一粒给他，一粒

给他的妻子嫦娥。有了这两粒药，和妻子就可以长生

了。虽然仍然不能回天上成神，但比终究要死的凡人

好多了。羿欢天喜地回到家，把药丸拿给嫦娥看。

天黑下来，嫦娥睡不着。思来想去，实在厌恶这

世间的生活。嫦娥倒一碗水，把两粒“不死药”一口

吞了下去。

药才吃下去，嫦娥就觉得身子轻起来，慢慢离了

地面。轻轻一飘，就从屋里飞到了外面。头顶上，一轮

明月正朗朗地照着。她就朝着这月亮飞了过去。

羿 失 去 了 不 死 药 。偷 去 不 死 药 的 是 自 己 的 妻

子，妻子抛弃了他，这样的痛要比回不了天庭更重。

羿不再快乐。

如 果 说 还 有 一 点 点 的 快 乐 ，就 是 教 几 个 学 生

射箭。

其中最有天赋的学生名叫“逢蒙”。有一天，逢蒙

陪着羿去打猎。他用一根桃木棒猛然打在羿的后脑。

逢蒙为了自己成为天下箭法第一的人，杀死了羿。

羿死之后，一场大洪水又席卷而至。

大水四处漫溢，连尧的国都都淹了。尧没有办

法，只好带着民众往高处搬迁。刚落下脚，洪水跟着

就来了，只好再搬。一搬再搬，最后来到平阳。

尧让鲧去治水。

鲧一去就是九年，眼看洪水即将治理成功，突

然死了。

鲧是被祝融杀死的。为了治水，鲧从天帝那里偷

了一块息壤。这是一种神奇的土，放到哪里，它自己会

长。拿一点点，就会自己长成大土丘。这当然是治水最

好的工具了。可惜就在鲧将要治好洪水的时候，天帝

发现息壤丢了，并且很快就知道，是鲧偷了去治水。于

是就派火神祝融来杀他，把息壤带回天庭。

鲧被杀死在羽山脚下。鲧被杀死了，过了三年，

尸 体 也 不 腐 烂 。“ 舜 ”担 心 满 腹 怨 气 的 鲧 有 什 么 异

变，就派人用最锋利的吴刀把他划开。谁知道一刀

划下去，鲧的肚子里藏着一个孩子。鲧的尸体变成

一只“黄能”，跳进了旁边的羽渊。

从 父 亲 肚 里 出 生 的 那 个 孩 子 ，就 是 后 来 的

“禹 ”。鲧 变 成 的“ 能 ”，据 说 是 一 种 三 只 脚 的 大 鳖 。

当地百姓建了一座鲧庙，祭祀他的时候，海里常常

有蛟龙和黑色的鱼跃水而出。人人都觉得惊异。

尧已经太老了，也太累了。先是十日当空，大地

热得像火烧一般，现在又是洪水漫天。灾难不断。他

一直找不到可以接他位子的人。

他的儿子“丹朱”是不行的。性格傲慢，又喜欢

四处游玩。尧也曾着力培养过他。专门为他发明了

围棋，花心血教他。丹朱很感兴趣，学得也好，不久

就成了天下第一的围棋高手。可是性格还是没改过

来，甚至变本加厉。洪水来的时候，他看到人们乘船

往来，觉得好玩。洪水退了，他还常常坐在船上，让

人们在浅水里推着船玩。白天玩不够，晚上继续喧

闹，呼朋引伴，在家里淫乐。

“我如果把天下让给丹朱，是丹朱一个人得好

处，却害了天下的人。这不行。”尧说。

尧做了七十年的天子，有人推荐了舜。他又一直不

放心，又观察了他二十年，才退下来，把位子让给他。

“ 后 羿 射 日 ”“ 嫦 娥 奔 月 ”“ 鲧 窃 息 壤 ”“ 禅 让 天

下”，美丽传说的背后，总是藏着一段难以言说的悲

伤往事。

烈 日 与 洪 水
□ 申赋渔

2 月 14 日，首届“大国工匠出少年”文物修复冬令营活动圆满闭

营！来自全国各地的 30 名喜欢历史、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小学

生完成了为期 4 天的文物修复技艺的探索之旅。本次冬令营活动

由中国文物学会、北京博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联合举办，共开设

中国古书画文化知识及装裱、青铜器修复知识和技艺手法课程，

深受青少年营员的欢迎。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副院长阎宏斌

亲临现场对少年们给予鼓励和期望。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李建泉/摄

首届“大国工匠出少年”文物
修复冬令营在故宫圆满闭营

先秦人物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