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都知道，中华文明
从夏历开始就用的是阴阳合
历。阴阳合历既不同于纯阳
历，也不同于纯阴历。纯阳
历，我们都知道它只注重太
阳对人类的影响，比如我们
的干支历及“二十四节气”，
则参考了太阳回归年为年的
长度；而纯阴历，它取月相的
变化为周期，注重月亮对人
类的影响。而我们的夏历，
则考虑到了太阳和月亮对我
们的影响，将这二者有机整
合起来。
大家都知道这个月亮、

太阳是跟我们最密切相关的
两个星体。月出则为黑夜，
日出即为白昼。人们习惯于
昼作而夜息。违背这种自然
规律，可能对我们的身体有
或多或少的负面影响。由此
可见，太阳和月亮对我们身
体的影响有多么大。那么，
我们可以想象浩瀚的星空，
每一个星体对我们的身体，
对我们的心情，对我们的生
活，都有所影响。因此，古人
特别注重天文对人文的影

响，其最终结果，便是在我们
传统文化中催生出了天人合
一的思想和中庸思想。

我们看《黄帝内经》就知
道，这种天人合一思想的功
能性已上升到一种卫生、养
生、医治的角度。那么回头
再说我们这个夏历的优越
性。夏历就是阴阳合历，它
既注重太阳对人类的影响，
也注重月亮对人类的影响。
那么这样的一个历法系统，
其优越性体现在哪里呢？这
就是使得我们的认知方式、
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
式，比较辩证：即看到一个事
物的阴的时候，我们就想到
它的阳，看到它的阳的时候
就想到阴，这就是老子所说
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
祸之所伏。”那么这样的一种
辩证思想到了儒家，到孔子
那里，就发展成为著名的中
庸思想。

那么，中庸思想对人有
什么好处呢？它让人在任何
时候都保持一种中和之气。
《中庸》里面讲：“喜怒哀乐之

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
谓之和。”“喜怒哀乐之未发，
谓之中”，这是儒家观察到的
宇宙最和谐的本体状态，而
“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是古
人认为人类应该在天人合一
之后达到的一种人与自然和
谐、人与人和谐、人的身心和
谐的一种状态。所以，孔子
讲：“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
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
可能也。”可见一个人要想保
持一种“中和”，那是比分天
下、辞爵禄、在刀刃上跳舞还
难的一件事情。同时，孔子
也在告诉我们：一个人、一个
家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
要能够保持中和，他就能保
持健康。所以，中医认为人
生病了，是因为阴阳二气不
中和了；中医给人治病的时
候，他主要的方法论就是调
和阴阳。所以，我们会看到
中医治病，往往是病人头疼，
他不去治头，而去医脚；病人
脚疼他恰恰不治脚，而要在
头上下针。换句话说，中医
所代表的传统文化是从根本

处“四两拨千斤”地来解决问
题。这就是中庸思想的极好
体现。
那么，由这样的一个认

知思维行为、生活方式，我
们就可以看到夏历系统的
优越性。所以，这种天文和
人文相对应的系统，对中国
人保持其健康生命力意义
重大。中医在一定意义上
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天文和
人文相结合的一种功能性
传承，也集中体现了不偏不
倚、循序渐进的中庸思想。
比如在传统中医看来，人在
立春之后，就要免冠披发、
舒展生气，以合时节，而且
提醒我们要春捂秋冻，要下
厚上薄，什么意思呢？就是
不要一下子脱掉秋裤。所
以，按照这样的中庸思想，
我们的古人发现冬天的时
候，井水恰恰是热的，夏天
的时候井水恰恰是最凉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祖先

早就发现“阴极而阳，阳极而
阴，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老
子把它概括为“无为”和“有
为”的平衡。所以，这就是阴
阳合历所催生出的天人合一
思想和中庸思想。有这样的
认知思维及其指导下的行为
生活方式，中华传统文化终
将变成我们的生产力、和谐
力和建设力。

天文、人文与中庸
郭文斌

在清代志怪小说集《聊
斋志异》的广泛影响下，说起
动物成精与人类相恋的故
事，人们往往第一时间联想
到狐狸。其实，与人类外形
相近的灵长类动物——猿
猴，也经常成为古代传奇的
主角。《太平广记》中收录的
唐晚期裴铏所著《传奇》中的
《孙恪传》，就是经典的例子。

故事的主角孙恪落第
后，在洛阳游历，偶然经过一
座宅院，遇见一位艳丽惊人
的女子，心生爱慕，以租住为
由向婢女探问对方身世。婢

女称女子是袁姓长官之女，
父母双亡，尚未婚配。孙恪
有意求婚，袁氏女欣然答
应。二人婚后生活和美，却
不料平地出现了一桩风波。
孙恪的表兄张闲云修道多
年，偶遇后觉得孙恪面有妖
气，认为袁氏必有蹊跷。

在读者看来，张闲云想
必会像法海拆散白娘子和
许仙一样，将袁氏打回原
形，却不料“道高一尺，魔高
一丈”。孙恪把张闲云送的
除妖宝剑带回家中，袁氏见
后大怒，训斥丈夫用心不
端，吓得孙恪叩头求饶，宝
剑也被袁氏随手折成几
段。张闲云得知后不敢登
门，再也没有外来的力量能
把他们拆散了。

然而，孙恪和袁氏最终
仍没有白头偕老。十几年
后，孙恪赴南康做官，携带全

家上任。经过端州，袁氏要
求去峡山寺礼佛，并布施了
一个碧玉环。用过斋饭后，
几十只野猿从松树上跳下，
在讲经石台上吃食，又拉着
藤萝啸叫跃走。僧人们对猿
群早已见怪不怪，袁氏却由
喜转悲，题诗一首：“刚被恩
情役此心，无端变化几湮
沉。不如逐伴归山去，长笑
一声烟雾深。”随后，她和丈
夫、儿子流泪告别，变成一只
猿，追随猿群跃入深山，再也
不见踪影。
寺中百岁老僧终于想

起：“我当小和尚的时候喂养
过这只猿，后来高力士将它
买走，献给唐玄宗，听说养在
上阳宫内。安史之乱后，就
不知去向了。那个碧玉环，
是它曾经戴在脖子上的。”孙
恪悲伤不已，放弃赴任，带着
孩子回乡了。

千百年来，人妖相恋题
材的作品数不胜数，但孙恪
与袁氏的故事却别具一种魅
力。袁氏尽管对夫妻之恩、
母子之情怀有深厚的羁绊，
也能轻松地破除来自外界的
阻力，但在回到熟悉的山中
古寺时，遁世之心仍然战胜
了凡间的情爱，让她回归本
来面目，消失在惝恍的烟云
之中，行止竟有“太上忘情”
之高旷。
袁氏的结局，与唐代社

会深受道教影响也有关
联。特别在中唐之后，随着
社会的动荡不安，文人很容
易将逍遥遁世作为一种人
生追求，并映照在笔下作品
之中。

人世湮沉

不如归去
李 潇

王安石的“三不足”很有名，

其曰：“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恤。”言人之所未言、之

所不敢言，分明是和孔子的“君子

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

之言”唱反调，石破天惊、掷地有

声，历来为改革者所推崇。40多

年前我初次读到王安石这名言，

也不禁热血贲张、拍案称绝。

然而，随着年齿渐长、阅事增

多，我越来越觉得“三不足”的精

神固然可贵，但如果将其作为一

种固定的、普遍的思维模式和处

世原则来奉行，也很不妙。天变

不足畏，然而亦有足畏者，如地

震、火山爆发、海啸、太阳黑子爆炸等等，更别说自然

规律必须敬畏，必须遵守，否则就会受到惩罚；祖宗

不足法，然而亦有足法者，如祖国悠久的优秀文化传

统，即便是洋人的好东西，也应学习，“拿来”为我所

用；人言不足恤，然而亦有足恤者，如正确的舆论、合

理的诉求，也应得到尊重和回应，正所谓“民之所盼，

政之所为”。看来，处理实际问题，还得具体情况具

体对待，切不可一概而论。

王安石变法是为了富国强兵，初衷很好，只可惜

失败了。究其原因，固然纷繁复杂，但也和他绝对、片

面、走极端的思想方法不无关系。例如，王安石刚愎

自用、一意孤行，对不同的意见一概不听，还以对待

“变法”的态度划线，谁支持变法，就提拔重用，谁批评

变法，哪怕意见不无可取之处，也统统排斥打击，结

果，像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一批敢提意见、老成守

正之士受到打击迫害，逐出朝门，而像章

惇、吕惠卿、蔡京等一批官迷心窍、善于逢

迎的奸佞小人却被擢为朝廷大员。甭说王

安石的变法不是十全十美、无懈可击，就即

便是完美无缺，让这些狗苟蝇营的无耻之

徒操控实施，也会使其走样变味，引起民

怨、激起民愤，最终失败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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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写意·影子
程 远

我的住所离一所大学
比较近，常听大学生们聊起
食堂的伙食，新闻报道也常
介绍如今大学食堂的菜品
如何丰富。这时，我就会想
起1978年上大学吃食堂的
情景。
记得当时我最爱吃的是

烧茄子。烧茄
子分素烧和肉
烧两种。素烧
茄子两角钱一
份，如果再加五
分钱，就能买一份肉烧茄
子。只要有烧茄子，我的学
习劲头就会大增。一顿烧茄
子，特别是肉烧茄子下了肚，
我就觉得浑身都是力量。于
是，每次我都会早早去排队，
因为很多同学都特别青睐烧
茄子，只要食堂师傅把烧茄
子的盆子端出来，很快就会

售卖一空。
有时也觉得自己有点

没出息，因为有的同学吃窝
头就着最便宜的菜，也一样
刻苦学习。我有个中学同
学，他的姐姐也在大学读
书。据他说，他姐姐总是最
后一个去食堂，有什么吃什

么，她不愿在排
队买饭上耽误
时间，有工夫就
多读几页书。
这事使我感触

很深。此后，再去食堂时，
我也不在排队等候上花太
多的时间，把有限的时间都
用在读书上。

然而，至今烧茄子的影
子还会时常萦绕心头，每每
想起它的美味，总觉得还要
感谢它。毕竟在我学习的道
路上，它曾助我一臂之力。

烧茄子
伍 柳

我的家
离 海 河 不
远。夜晚去
海 河 边 散
步，满眼的
灯光璀璨，流光溢彩。但
是，天天看月月看，觉得这
是很平常的事。有时，工
作忙碌，生活繁琐，心情不
好，看啥都烦，走在海河
边，也无心看风景。总想
着某天，能走进大自然，放
飞心情。
终于等到休假，我立

刻订票回到南方故乡，一
个青山环绕的山村。
下火车转乘汽车，车

行驶在蜿蜒盘桓的山路
上。红日西沉，晚霞铺满
了连绵不断的山峦，群山
被镶了一层金色彩边。草
木在晚风中摇曳。又红又
圆的柿子，如一个个小灯
笼挂在树枝上，如油画般
的景色让人为之沉醉。呼
吸着山野间清新的空气，
舒适的心情仿佛沐浴在阳
光和风霜酿就的成熟与甜

蜜中。
我问来

接 我 的 表
妹：“清晨，
山里鸟鸣的

声音可好听？夜晚，天
空的星星多吗？”
表妹漫不经心地回

复我：“鸟鸣声有啥好听
的，叽叽喳喳，叫得人心
烦。晚上天空有星星，
但周围漆黑一片，没啥
好看的。”
住在家乡的这几

天，感觉太美了：那清脆
的鸟鸣声，是大自然在
歌唱；远望山顶，云雾缭
绕，如群山在舞蹈；清凉
如水的夜晚，繁星点点，
煮上一壶茶水，和亲人
们围炉喝茶唠嗑。爽快
的笑声溢于唇齿之间，
感受着亲情，特别放松。
休假完毕，我回到

城里，出门是电梯、楼梯，
没有山野田园。在乡间
经常看到的星星，也很
难看见。我又开始想念
故乡的乡野风光。

不久，表妹来天
津找工作，说不想待
在那个小村庄。晚
上，我领她到海河亲
水楼台观夜景。海河
夜景在两岸五颜六色
霓虹灯的映射下，变
得异彩纷呈、美不胜
收。表妹激动地说：
“太美了，太美了。”

那晚，表妹说了
一句让我回味很久
的话：“表姐，你真幸
福，天天可以看海河
夜景。”

不一样的眼光
彩 虹

一次到医院看
病，我问大夫：“像我
这年纪的，每天睡几
个小时为好？”大夫回
答说：“6个小时。”打
那以后，若我晚上只睡了5
个小时，就想白天再睡1个
小时，凑够6个小时，可往往
睡不着。

有一天，我身倚
被摞休息，不知不觉
睡着了。醒后我“大
彻大悟”：越是执着地
想达到某种目的，反

而达不到；你放松下来，不去
关注它，目的反而实现了。
真是应了“有意栽花花不开，
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句古话。

无 心
韩铁铮

这是我收藏的一块戈
壁泥石。多年前，我出差新
疆，进过塔克拉玛干大沙
漠，在沙丘上爬过滚过。此

石形与纹皆颇有沙丘之神
韵，案头见之，只觉亲切，一
时神魂飞动，已在塔克拉玛
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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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期 文 库
唐传奇中的动物精怪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