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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城早期在这里主要是指旧石器时期和
新石器时期。在白城这片土地上，人类活动
的遗迹究竟始于何时，一直让白城文博工作
者苦苦求索。从上世纪60年代，全国第一次
文物普查和上世纪80年代全国第二次文物普
查，到近年结束的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白城
地区文博工作者的足迹踏遍了吉林省西部的
科尔沁沙地、霍林河流域、洮儿河流域、嫩江
流域两岸的沙丘、土岗、台地，掌握和获取了

大量的有价值的线索和间接的证物。
1951年 8月，东北工学院地质系的师生

在榆树县城西大于乡进行野外实习时，在松
花江与拉林河之间的周家油坊村前的台地上
发现了距今2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晚期人类头
骨化石及人类使用的石制品和猛犸象、披毛
犀动物化石。1977年10月，吉林省地质研究
所和吉林省博物馆在周家油坊遗址又有新的
发现。

1964年5月，吉林省地质局、东北地理研
究所和省博物馆组织的联合调查组又在延边
地区安图县明月镇东南2.5公里处的石门镇石
门山南坡又发现了距今2.8万多年旧石器时代
晚期的人类遗址，也称“安图人”的遗址。同
时出土的有猛犸象、披毛犀等化石。

在此期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顾乡屯也发

现了距今4至 7万多年前的古人类遗址。这
些旧石器晚期遗址的相继出现，一直激励着
白城文博工作者对自己家乡这片土地古人类
遗迹的寻找。

1982年至 1984年，吉林省地震局、吉林
省地质矿产局、白城地区地震办公室和吉林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组成的地质、考古
工作队，在对吉林省松辽平原地质构造调查
中，在当时的白城地区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
县穆家乡境内，查干湖西岸的一条漫岗上进行
地质和文物调查时，获得6具人骨和一些打制
石器及骨器、蚌饰等。经碳14测定，这6具人
骨距今在13000年至7800年。当时我省著名
考古学家、吉林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侠指
出：前郭青山头人类遗骸及随葬品的出土，填
补了我省考古学上的一个巨大空白，使这一

向为学者们关注的考古学编年上的重大缺环
得到了衔接，这一重大收获应当引起学术界
及本地区文物工作者更大的兴趣和注意。

多学习少应酬，多读书少娱乐。
新一轮读书热正在福建 40 万青年干
部中逐渐形成。人民日报还报道了
一些这类情况，字里行间大有形势逼
人形势不等人之势。为什么呢？原
因很简单：革命形势发展很快，科学
技术进步很快，市场经济千变万化，
不学习就要被形势抛在后面。

我想起一则消息，在台湾地区，
高学历失业现象日趋严重，大批出自
名校的硕士、博士，被企业拒之门外，
原因是他们的学识不适应快速变动
而又多元化的市场竞争环境。昔日

“天之骄子”，不得不去普通中学任
职。另据美国国家委员会报告显示，
该国半数劳工现有技能在三五年后
就会变得一无所用，特别在工程界，
毕业后 10 年所学仍能派上用场的不
到四分之一。要在瞬息万变的现代
化社会左右逢源，甚至仅仅站稳脚

跟，别无窍门，唯有不断地学习。学
习，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生存
的必须。

以前，很多人的生活日程上，学
习似乎只是一生中阶段性的任务，或
者是某些上级部门空泛的号召。“活
到老，学到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
望而不可及，“终生学习”似乎只是属
于“专家”“学者”的事。在他们心中，
一张文凭就是一本功劳簿，躺在上面
可以一辈子衣食无忧。

不少企业家甚至一些部门领导
的抱怨不绝于耳。他们认为，不少大
学生不管用，还不如一些没有学历的
工人。如果留心一下就会发现，我们
周围那些出色人物都是不断学习不
断充实自己的人，即使他们有的没有
文凭，由于他们在急速发展的形势下
注意学习，所以他们仍不愧为时代的
强者。这就是说，学习不再是一劳永
逸的事情。学习就是工作，学习就是
革命，不断学习才能不断成就事业。

白城早期的古人类遗址
●宋德辉

一写就错的汉字，你能对几个？

你挖的是“墙脚”，
不是“墙角”；“谈笑风
生”千万别写成“谈笑
风声”；“甘拜下风”可
不是“甘败下风”；“川
流不息”不是“穿流不
息”……

在写作的过程中，
哪些字词让你纠结不
已？甚至区分到让你怀
疑人生？下面整理了一
些容易写错的一些汉
字，赶紧收藏起来，别
再当“别字生”啦！

（二）

读文解字■■

诗词鉴赏■■

苏东坡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大诗人、大文学家。在小学中
高年级有他的《惠崇春江晚景》《赠刘景文》《题西林壁》等诗
篇，其中的“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不识庐山真
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都是脍炙人口的名句。除诗歌外，苏
东坡的文章、书法和绘画也都十分有名。因此，他在中国文化
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也有很大
的影响。那么，这位大神级的人物是怎样炼成的呢？

二十文章惊海内

苏东坡（1037－1101），名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生于
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1056年，苏轼在父亲苏洵的
带领下，和弟弟苏辙一起到东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参加科
举考试，第二年，兄弟俩双双考中。父子三人一下子名声大
震，迅速成为当时文坛的知名人士。

特别是苏轼，更是被主考官、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看
中，惊为天才。欧阳修说，苏轼将来一定会出人头地，三十
年后人们就只知道苏轼，而没有人会记得欧阳修了。所以，
苏轼在科举的道路上非常顺利，在文坛和仕途上的前景也是
一片光明：少年成名，前程似锦，人生在世还有比这更让人
羡慕的吗？

可惜世事如棋，造化弄人，苏轼的人生坦途，因为王安石
变法、新党旧党之争，以及他绝不随声附和、坚持人格独立
的不妥协的态度，而发生了转折，先后遭到新党、旧党的排
挤与打击，一次入狱，三次被贬。

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1079 年，43 岁的苏轼被贬到了黄州（今湖北省黄冈
市）。在被贬之前，他坐了一百多天的牢，最后总算保住了性
命。与二十多年前的意气风发相比，刚到黄州时，惊魂未定的
他情绪非常低落，好像命运的每一扇大门都已经对他关闭了。

除了精神上的痛苦外，生活上也非常困难。他每月的俸
禄减少了一半。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苏轼把它分成三十
份挂在房梁上，每天取下一串交给妻子来安排一日三餐。一
天下来，如果能剩下一点儿钱，苏轼就高兴而珍惜地把它放
到一个小罐子里。这样，朋友来了，就能买酒喝了。

一位朋友从扬州来看望他，看到他穷到骨子里的生活，

非常难过。在朋友的帮助下，黄州的太守同意把过去用来驻
兵的几十亩荒地让苏轼一家来耕种。苏轼带领全家春种秋
收，终于，生活上的困难得到了缓解。与此同时，在种谷收
稻的劳作中，精神上的痛苦也得到了极大缓解，他兴奋地把
这一大片越来越有模样的耕地，称为“东坡”，“东坡居士”的
雅号随之流行起来。

此外，他开始更多更主动地融入到当地百姓的生活中
去。当时，有身份和比较富有的人家一般吃羊肉，不吃猪
肉。苏轼非常爱吃肉，却常常买不起羊肉。怎么办呢？他惊
讶地发现黄州的猪肉是个好东西，不仅质量特别好，价钱还
特别便宜。为什么呢？因为富人不愿意吃猪肉，穷苦百姓又
不知道怎么做才好吃。大文豪苏东坡有自己的办法，那就是

“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这样，不知不觉中，一
道名吃“东坡肉”就悄悄地诞生了。后来，他在杭州修堤时，
当地百姓为了感谢他，送给他很多猪肉。东坡先生就用这样
的方法把肉做好，送给修堤的百姓，大家一尝，真是美味。

“东坡肉”于是名扬天下，成为一道流传至今的名菜。
当然，除了改变物质上的困苦，苏东坡也渐渐走出了精

神上的苦闷，从打击、挫折和困难中发现了生活和人生的真
谛，开始流连于当地的风景名胜，视野大为开阔，心境更加
平和通达，文风和诗风也因此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先后创作
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进
一步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实现了现实和精神两
个层面上的完美超越，达到了中国士人精神与人格上的全新
高度。

黄州收留了苏轼，成全了苏轼，也为自己做了丰富的文
化积淀。如今，苏东坡和“东坡赤壁”景区俨然成了黄冈的
名片，在中国的文化地图上闪闪发光。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1094年，年近花甲的苏东坡被贬往岭南的惠州（今广东
省惠州市）。岭南在北宋被看作瘴(zhāng)疠(lì)之地，九
死一生，因此，苏东坡中途安顿好家人后，只带了侍妾王朝
云、小儿子苏过等五个人来到岭南。

惠州当时经济落后，生活水平低，苏东坡作为贬官，生活
更加艰难，经常缺米少酒，靠当地一些官员的接济过日子，
后来甚至不得不把衣服也当（dàng）出去。但是，他仍然非

常乐观。
当时，集市上每天只杀一只羊，羊肉主要卖给官府和有

钱人家，普通人很难买得到。可是，他又是那么喜欢肉食，
怎么办呢？苏东坡就悄悄地和卖羊肉的人商量，请他把人家
不要的羊脊骨卖给自己。买回来之后，先把羊脊骨煮熟，然
后涂上些酒和盐，再放到火炉中去烤。这样一来，羊脊骨就
变得又酥又香了，苏东坡吃得津津有味，高兴地说，这简直
就像吃螃蟹的大钳子一样可口啊，几天吃一次，感觉对身体
大有好处！然后，这位乐观的美食家兴致勃勃地写信告诉苏
辙，弄得弟弟既伤感又哭笑不得。

怎么渡过生活的难关呢？像在黄州一样，苏东坡借了半
亩地来种菜。每天，他愉快地到田里去劳作，急切地盼望着
发芽、长大、成熟，看到下雨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梦回闻
雨声，喜我菜甲长。……小摘饭山僧，清安寄真赏。芥蓝如
菌蕈（xùn），脆美牙颊响。”你看，大文豪变成了地地道道的
菜农！他和苏过天天吃菜，晚上喝醉了，就把菜摘来，煮好
了解酒。在这么艰难的岁月里，东坡先生对生活依然充满了
希望，充满了幻想，在劳动和困难中体味着人生的乐趣。

蔬菜之外，苏东坡惊喜地发现了岭南水果的可爱，他对荔
枝情有独钟，甚至把荔枝当作肉来吃——日啖荔枝三百颗，不
辞长作岭南人。这，就是他对贬谪生活的态度和回答。

春牛春杖，无限风光来海上

1097 年，年届花甲的苏东坡又被贬到海南岛的儋
（dān）州为当时海南的自然条件和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
贬到那里去往往是有去无回。

在儋州，苏东坡和苏过相依为命，朝廷给他下了三道禁
令：不得食官粮，不得住官舍，不得签公事。这使喜欢结交
朋友、喜欢美食的苏东坡心情一度十分低落。但像在黄州
和惠州一样，乐观豁达的心性和修养使他逐渐找回了精神
上的坚守，因为他是那么热爱生活，那么热爱这里普普通通
的百姓，这是他精神上的甘泉：与生活同在，与达观同处。
他积极参与当地的文化与教育，引导鼓励年轻人认真读书，
胸怀天下，并留下了“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的
名句。

春天来了，东坡先生兴奋地吟道：“春牛春杖，无限风光
来海上。……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是啊，个人苦
闷，与大自然的春意盎然、与芸芸众生的生活洪流相比，是
多么渺小，甚至可笑。

东坡先生苦中作乐、以苦为乐的经历告诉我们：苦与乐
是人生这枚硬币的两面。没有苦，乐就失去了凭借；没有
乐，苦就失去了目标；而没有苦与乐的交织，人生也就失去
了意义。所以，面对困难、痛苦、挫折，就让我们想一想东坡
先生的“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吧，谜一样的生
活会毫不吝惜地绽放出谜一样的绚丽多姿！

咬定青山不放松，
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
任尔东西南北风。
【赏析】
郑燮，号板桥，是清朝著名

的诗人，诗、书、画三绝，为官清
廉，有政声，性情耿介，疏放不
羁，以“怪”出名，民间流传着他
的许多传说。

竹，因其挺拔修长、劲节青
翠、凌寒不凋，与梅、菊被誉为

“岁寒三友”之一，历来为文人雅
士所重，咏竹绘竹者甚多。郑燮
善画竹，他笔下的瘦劲竹子，具
有独特的审美意趣；作为一首题
画诗，《竹石》与诗人的画互为映
衬，以托物言志的形式，凸显出
竹子苍劲挺拔、凌风不屈的坚毅

品格，表现出自己的人格追求。
一丛竹子深深扎根在岩石

缝隙中，紧紧咬定青山，毫不放
松，与岩石合为一体。其生长环
境可谓艰苦，却充满力量和坚韧
的感觉。一个“咬”字，将竹子人
格化，写出竹子的坚毅，也为下
文作了铺垫。扎根深，方能立得
稳。因而，即使四面八方狂风倒
卷，千磨万击，四季不断，竹却

“岿然不动”。“任尔东南西北风”
一句，表现出竹子内心的坚定，
展示出豪迈的自信，让我们感受
到一种顽强的生命力。看到这
样的竹子形象，我们不禁联想到
诗人嫉恶如仇、不畏权贵、不因
生活磨难而改变初心的精神品
格，可以说这丛竹子正是诗人人
格形象的化身。 （雨果）

从左至右：甲骨文中的
“笔”、《说文解字》中的“笔”（小
篆）、米芾写的“笔”（行书）

“笔”在甲骨文、金文中，像手
拿笔书写之形。据清代段玉裁考
证，先秦时期不同地方的人对

“笔”的叫法不同，楚国的人称
“笔”为“聿”，吴国的人称为“不
律”，燕国的人称为“弗”，秦国的
人称为“筆”。秦统一了天下，于是
我们今天就沿用了秦人的称呼。

“筆”字是在“聿”字上加竹，
笔杆本有以竹、木、象牙等为材
料的，从“竹”是以竹为代表。今
天简化的“笔”由“竹”和“毛”两
部分组成，提示笔以毛制笔头。
据古籍记载，制笔的毛有用胎发
的，后蜀潘远的《记文谭》云：“南
朝有姥善作笔，以胎发作者尤
佳。又有笔工名铁头，能莹（磨
治）管如玉，世莫传其法。”“胎
发”即初生婴儿未剃过的头发。
还有用黄鼠狼毛的、用羊毛的、
用兔毛的、用鼠须的、用猪鬃的、
用鸡毛的等。

不过，用山兔毛制成的笔，
很得古人的青睐。李白有一首
《草书歌行》，赞扬大书法家怀素
的草书艺术，其中有一句“墨池
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中山
兔”。传说中北溟之鱼有几千里
大，这么大的鱼从墨池中飞出，
极言墨池之大；同样，为做笔锋
把山中的兔子都杀尽了，李白用
夸张的手法描写怀素练字时的
用功之勤。明代谢肇淛的《五杂
俎》说：“（制笔用毛）要其纯正得
宜，刚柔相济，终不及山中之兔，
下此则羊毫耳。然羊毫柔而无
锋，终非上乘。”说的是最好的笔
是用山兔毛做的笔，羊毫笔终究
不及兔毫笔，可见用山兔毛制笔
锋的方法被一直沿用着。

古人制笔，并不完全采用同
一种毛，有时会合用两种毛，比
如合用兔毛和羊毛。三国时期
魏国的韦诞曾提到，以兔毫做笔
心，在兔毫外面裹一周羊毫，裹
成极圆的圆桶状，用力捆扎好，
使羊毫上部低于兔毫二分，中部
正对笔的中心，这样做的笔显然
是合取羊毛与兔毛的优点，称为
兼毫笔。

古人把笔中的精品称作“笔
妙”，王羲之在《笔经》中这样描

绘：“制笔之法……直中绳，勾中
钩，方圆中规矩，终日握而不败，
故曰笔妙。”后晋时，汝州有位不
知名的高士，做的笔很好用，每
夜作十管，天亮后卖掉。后来此
人不知去向，几十年后人们再次
见到他时，容颜竟未有丝毫改
变，所以人们尊称他为“笔仙”。
透过这个称呼我们可以看到古
人对制笔的重视。历代我国各
地名笔迭出，争奇斗艳：长沙楚
笔、云梦秦笔、江陵汉笔、武威汉
笔等，南宋以后，浙江吴兴（元代
属湖州路）制笔，尤为著名。

纵观我国的制笔历史，汉以
前的毛笔锋短而势单，晋以后笔
锋加长、笔毫也更加饱满，毛笔
在制作工艺、种类上的改进和丰
富，使它更能充分地发挥富有弹
性、便于随意提按的特性，有力
促进了各种字体的完备成熟，而
且成就了大批风貌独具、垂范后
世的书法家。

古人对运笔留下的墨迹有
十分精彩的描绘。《晋书》说王羲
之“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论者
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
惊龙”。而他儿子王献之的书法
又被这样评述：“观其字势疏瘦，
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
若严家之饿隶。”

“笔底春风殊未老，蟠桃积
核已如山。”在娴熟的书画家笔
下，才思有如春风吹过，留下一
幅幅情趣盎然的传世佳作，使我
国的书画苑百花争艳，与此同时
也留下了很多的趣事逸闻。《晋
书》说桓温曾经让王献之书扇，
王献之“笔误落，因书作乌駮牸
牛（乌駮意为毛青白相间之状，
牸为雌性），甚妙。”后人因此以

“笔误作牛”来比喻随机应变、化
拙成巧的能力。《晋书》还记载王
珣曾做梦有人把如椽一样的大
笔塞到他手中，醒来后对人说：

“此当有大手笔事。”果然不久即
应验，后代就以“大笔如椽”来形
容重要的文章或著名的作家。还
有五代时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
事》记载，李白少年时，曾梦见他
用的笔头上长出了花，后来李白
文才横逸，成了一代文豪。人们
就以“梦笔生花”来指人的才思
俊逸、文笔优美。诸如此类，都
是因笔而滋生出的一段段佳话。

竹 石
●（清）郑燮

说“笔”
●宛兮

成语故事

图为镇赉白沙滩大坎子旧石器古人类遗址

图为镇赉县白沙滩旧石器晚期古人类活动地

苦中作乐的苏东坡
●王世友

急速发展的形势在呼唤学习
●李闻方

我看我说■■

蔼然仁者是指对人和善的有仁德的人。韩愈在《答李
翊书》中写道：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历史上称得上蔼然
仁者的有很多，比如明朝户部尚书夏原吉。

一次，夏原吉巡视苏州，婉谢了地方官的招待，只在旅
馆中进食。厨师做菜太咸，使他无法入口，他仅吃些白饭充
饥，并不说出原委，以免厨师受责。

夏原吉告老还乡依然宅心仁厚。还乡途中，旅馆伙计
把夏原吉的袜子烧着了，吓得托人去请罪。他笑着说：“怎
么不早告诉我呢？”就把另一只袜子也丢了。

（李伟 张金亮 图/文）

蔼 然 仁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