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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故事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
潇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
尚前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赏析
这首词是元丰五年（1082）苏轼贬官于黄

州时所作。当时，他病后初愈，与友人同游蕲
水城外的清泉寺，感慨于途中所见景物，遂写
了这首词。

清泉寺邻近兰溪，溪因水畔兰草丛生而
得名。兰草多生于幽谷中，可见清泉寺其地
之清幽。词作上片写景，为游览之所见。溪
水潺潺，蜿蜒流到山下，兰草的嫩芽，刚刚露
出水面，浸在溪水中，显得水流格外清澈；踏
着松间沙路游玩，路面洁净湿润，了无尘滓，
大概都被流水冲刷干净了。这两句描写的景
物是明朗而清新的，但接下来就带着点忧伤

的调子。傍晚，细雨潇潇，传来布谷鸟的悲
啼。此景此声，在身处贬谪地、又大病初愈的
词人听来，不免生发出世事无常、“人生无再
少”的感慨。但苏轼向来心胸豁达，善于随缘
自适，一旦心中有了消极的苗头，那个积极的

“自我”就会站出来鼓劲儿。于是就有了下片
的议论。诗人首先做出否定：谁说人生不能
再回到年少岁月？并申述理由：你看那兰溪
尚且能向西流淌（一般河水都是东流入海），
世事又如何能断言呢？最后给自己打气：还
是不要在头白之际自伤衰老了吧。这不啻
（chì）青春的宣言，催人自强，令人奋进。诚
然，岁月流逝，无法逆转，但此时与其空发感
叹，哀戚年已迟暮，倒不如振作起来，奋发有
为，容或有转机之时。即使在困境中，苏轼依
然能保持平和的心态，甚至愈挫愈勇，对生活
充满信心，这正是苏轼的伟大之处。 （雨果）

Ｂ 白城记忆

中国古代科学发现与创造之三 ——

小 孔 成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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浣 溪 沙
游蕲（qí）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

［宋］苏轼

从公元907年契丹建国到1125年辽朝灭亡，这一时期是
辽朝统治时期。辽朝时期是白城历史上空前发展的一个重要
时期。辽建国初期，为了加强对白城及周边这一区域的管辖，
在今天的黑龙江省泰来县塔子城设置了白城这一区域历史上
第一个州级政权机构——泰州。辽泰州的建立，不仅结束了
白城及周边这一区域没有地方政权建置的历史，而且使这里
成为包括今天吉林省西部、内蒙古东部和黑龙江省西部一带
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从此，也掀开了白城历史崭
新的一页。

契丹是一个勤劳勇敢，有着悠久历史，对祖国历史和文化
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民族。辽朝是以契丹民族为主体联合
其他民族所建立的多民族的政权，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重要
朝代之一。它建立于唐朝灭亡之后，大体上与五代、北宋政权
相始终，它的建立使我国历史上又一次出现了南北朝局面。它
的建立与发展，对于当时中国东北、北方的开发与建设，开拓和
稳定北方疆域，特别是对于加强东北、北方同中原地区经济和
文化的联系，加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促进祖国统一的各
民族国家的形成，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辽朝的建立与对白城的管辖。
唐朝末年，即九世纪末十世纪初，契丹社会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契丹族最后完成了从原始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从部落
联盟到国家的过渡。

这个历史任务是由迭剌部酋长耶律阿保机来完成的。耶
律阿保机利用唐王朝的衰亡，防御力量削弱之机，积极发展经
济，展开了更大规模的俘掠奴隶的战争，迅速扩大了自己的政
治权力，终于将氏族制推向了尽头，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建立
起奴隶制剥削方式的奴隶制国家，实现了对我国北方和东北地
区的统一。

公元907年，契丹新兴势力代表耶律阿保机推翻遥辇氏部
落联盟痕德堇可汗的统治，结束了契丹族从氏族、部落到部落
联盟400多年的历史，揭开了契丹族历史发展新的一页。

公元916年春，耶律阿保机在龙化州（今内蒙古赤峰市八
仙筒一带）东“金铃岗”辟地为坛，称帝建国，接受百官和诸国使
臣上给他的“大圣大明天皇帝”尊号，上给皇后的“应天大明地
皇后”尊号。接着阿保机宣布大赦，建元“神册”。从此契丹国
开始有了正式年号，这一年即为神册元年。契丹正式建元，是
契丹人依照中原王朝模式建国又向前跨进一步。

从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到公元947年（大
同元年）耶律德光改国号辽，契丹奴隶主贵族继续不断地向四
周扩张，终于占据了包括燕云十六州在内的北方广大地区，据
《辽史·地理志》载：辽之疆界“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
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实现了对北部中国的统
一。在这一广阔的区域内，生活着契丹、奚、汉、渤海、女真、室

韦诸族人。他们虽然被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但其社会经济结
构却不相同，有的从事畜牧生产，有的从事农业生产，也有的从
事半渔、半畜牧业生产。其社会发展形态也各异，有的处于奴
隶制阶段，有的处于封建制阶段，还有的仍旧停留在原始氏族
制阶段。如契丹族和居住在北部的其他少数民族，大都处于奴
隶制阶段，过着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
的不定居游牧生活。在南方包括渤海、女真族在内的汉人地
区，已进入了封建制的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手段的时期，过着耕
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廓以治的定居生活。而对这一
复杂情况和不平衡局面，契丹统治者根据各族社会发展和经济
发展不同的特点，创制了一套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统治方
针和政策，即：“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具体办法是：
统治契丹和其他游牧民族，一律由契丹贵族统治，称为北面
官。负责“宫帐、部落、属国”和“兵机武铨（选拔武官）群牧”等
军政事务。统治汉人、渤海人的则采用汉人地主和契丹贵族，
称为南面官，凡属“汉人州县，租赋、军事之事”和“文铨（选拔文
官）、丁赋之政”都由他们负责。同时，在经济较发达地区采取

州县制，经济落后地区采取部族制统治。从而有效地解决了辽
朝以契丹人为主体统治各族人民的诸多问题和矛盾，加强了各
民族间的联系，维护了辽王朝统治在政治上的统一，促进了包
括东北地区在内的北部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契丹社会
的封建化进程。

白城位于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的东北部，属契丹族
核心区的边缘地带。发源于大兴安岭的霍林河（在辽代称“燕
支河”、“郝里河”，金代称“鹤五河”），洮儿河（称“挞鲁河”、“长
春河”；金代称“挞鲁古河”）；嫩江（在辽代称“纳水”），在流经白
城这片土地上形成了特殊的地理环境。西北部是长满了落叶
松、白桦树的原始森林地带；西南部是柳、榆、杏、桑相间的沙地
草原地带；中部、东部是广袤的草原地带，还有众多的河汊、泡
沼和季节性河流。这为以游牧为主的契丹人提供了得天独厚
的生存环境。同时，这里也是进出大兴安岭的三条主要通道和
北御室韦，东防女真的战略要地。

辽代初期，这里是契丹二十部族放牧之地。契丹二十部族
是当时契丹所有部族的统称，是在原有契丹八部基础上，随着

阿保机取代遥辇后，不断向室韦、乌古、奚、霫和女真等部族用
兵，人口急剧增加，新部落出现过程中重新组编形成的。即《辽
史·营卫志》所载的“阻午可汗二十部”，它是阿保机建立政权的
基础。据《中国东北通史》载：当时游牧于今天白城一带的部族
属于契丹五院、六院两大部，原为耶阿保机所属部落迭剌部，后
为削弱其势力分为两部，即五院部和六院部。

为了加强对今天白城及周边地区的管辖，有效地控制室韦
和女真族的南下和西进，在今天黑龙江省泰来县龙套河下游的
台地上，即今天的泰来县塔子城古城设置了州级政权，并定名
为泰州，行使对今天的嫩江、洮儿河及霍林河下游这一地区部
族的管辖。

契丹部族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兵民合一社会组织，《辽
史·营卫志》载：“部落曰部、氏族曰族。契丹故俗，分地而居，合
族而处。”平时从事农、牧、渔、猎生产，战时则从军打仗。在部
族内，有贵族、平民和奴隶之分，实行奴隶制的生产方式。

辽兴宗时，泰州隶属兴宗，延庆宫是兴宗皇帝的斡鲁朵。
斡鲁朵，又作斡里朵、斡耳朵，原为“中央”之意，在辽代为“宫”

“宫帐”“宫卫”的意思。斡鲁朵宫卫制是辽王朝一项特殊的制
度。根据《辽史·营卫志》记载：“辽国之法，天子践位置宫卫，分
州县，析部族，设官府，籍户口，备兵马。”辽代，每一个新统治者
上台，都要设置自己的斡鲁朵，每个斡鲁朵都掌管着若干个契
丹人石烈（相当县）、瓦里（相当乡）和汉人、渤海人州县以及调
发宫卫武装力量的提辖司，统辖数量不等的契丹正户和蕃汉转
户，并负责提供数量相当的宫卫骑兵。斡鲁朵人户也叫宫户，
他们除了保卫皇帝与皇帝四时捺钵外，还担负着宫室的租税和
力役，实际上是皇帝的奴隶，随着封建进程的加快，这里又相继
设县，以加强这一区域的管辖。辽泰州设立后，对辽朝早期、中
期东北路地方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十三）

辽 朝 时 期 的 白 城
●宋德辉

辽代鸡冠壶

辽代契丹纹铜镜

鸡腿坛

摆袖却金：比喻为人
廉洁，不受贿赂。

据韩愈《顺宗实录》记
载，唐永贞年间，韦夏卿担
任吏部侍郎，其族兄韦执
谊接受他人的贿赂，替人
谋求官职，向韦夏卿的袖
中塞金子。韦夏卿正色道：

“你我二人有赖先人德惠，
方在朝廷为官，怎可如此
自坏名节!”说罢拂袖而
去。

移小月 凌澄/图文

在一个明亮的物体与屏幕
间放一块挡板，挡板上开一个
小孔，在屏幕上会形成物体的
一个倒立的实像，这种现象被
称为小孔成像。

小孔成像现象的发现是早
期光学研究中揭示光的直线传
播性的最重要的证据之一，也
是后世照相、幻灯等技术诞生
的物理基础。

成书于战国中期（约公元
前4世纪中叶以前）的《墨经》
最早述及小孔成像现象。在
《墨经》的“经下”和“经说下”
两篇中记载了一系列关于光
线成像、成影以及镜面反射规
律的论述，是世界上最早的关
于光学问题的论述，小孔成像
问题就是其中一条。其中不
仅描述了光线通过小孔在墙
壁上形成倒立实像的现象，而
且还讨论了成像机制，正确地
指出形成倒像的根本原因在于
光的直进性。

自《墨经》以后，后世学者
如沈括（1031——1095）、赵友
钦（约13世纪中叶——14世

纪中叶）等又对小孔成像现象
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和讨论。
其中赵友钦还设计了大型实
验，他动用上千根蜡烛作为光
源，在屋内地面上开凿最深达
8尺（约2.6米）的深井作为物
距，以从地面到天花板的距离
作为像距，对孔的大小与形状、
光源亮度、像距、物距等因素对
成像效果的影响进行细致的研
究，做出了中国古代对小孔成
像问题最为系统、完整的论述。

在西方，最早记载小孔成
像现象的是希腊哲学家亚里士
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
322）。他在《问题集》（公元前
4世纪后半叶）中记述了阳光
穿过树叶或柳条制品的间隙在
地上成像的现象，并尝试对其
原因进行了讨论，不过他给出
的解释基本上是错误的。此
后，直到公元10世纪，阿拉伯
学者海什木才对小孔成像的原
理给出了正确的解释。这一工
作与海什木的其他光学发现一
样，后来传入欧洲，成为文艺复
兴后欧洲相关研究的基础。

面对既有文学类型敢破敢立、锻造通俗
文学历史厚度、高扬精神价值，这或是金庸
小说对当前通俗文艺的启迪——通俗不是
借口，通俗一样可以成为经典

日前，《射雕英雄传》三部曲英文版第一
卷面向全球出版发行，年届 94 岁的金庸又
一次引发关注。经过这么多年，金庸作品在
赢得几代人捧读同时，在国外亦有众多读
者，其原因值得我们深思。特别是对方兴未
艾的以网络文学为代表的通俗文艺来说，金
庸作品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具有重要启示。

武侠小说是中国文学一个古老类型，从
《史记·刺客列传》到《虬髯客传》再到《水浒
传》《三侠五义》，中国武侠根脉绵延不绝。
近代以来涌现出还珠楼主、平江不肖生、王
度庐、赵焕亭、郑证因等众多武侠小说名家，
香港新武侠小说正是在此脉络上别开新枝，
出现了金庸、古龙、梁羽生等大家。金庸最
重要的贡献是汲取古今中外文学滋养，对武
侠小说这一传统文学类型进行现代改造，凭
借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现新武侠小
说“集大成”。

传统武侠小说大多篇幅短小，即使有长
篇如《水浒传》《三侠五义》等，某种程度上也
是短篇故事的连缀，在结构上不是很讲究，但
从近代开始，武侠小说开始注重布局、结构与
线索，这在金庸小说中达到一个高峰。我们
读《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笑傲江湖》《天
龙八部》，会进入一个峰峦叠嶂的武侠世界，
其构思之精巧、线索之众多、布局之严密，令
人叹为观止。金庸不仅在形式上对武侠小说

进行革新，也在小说主题上融入很多现代观
念。传统武侠小说主题限于武侠精神、“替天
行道”、江湖与庙堂等，但在金庸小说中出现
现代个人观念（如郭靖的成长）、现代爱情观
念（如杨过小龙女之恋）以及现代民族国家意
识（如乔峰的家国意识），对于武侠精神，金庸
也将之从个人武力、侠义拓展到“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做出新的理解与诠释——正是这
种面对既有文学类型不循旧路、敢破敢立，用
新观念和新视角激活更多可能性的艺术魄
力，使金庸小说汇聚此前武侠小说历史脉络
于笔下，汲取所长，自成传统，在武侠小说史
上奇峰突起。此后的武侠小说或正面继承，
或反向叛逆，或借鉴其一点而发扬光大，或学
习其一处而自成风格，多受其影响。

类型的“集大成”之外，金庸创作另一经
验体现在锻造通俗文学的历史厚度上。虽
然当下有不少网络文学写作者奉金庸为“祖
师爷”，但他们或者一味架空历史、飘渺于九
霄云外，或者打着虚构名义随意编造，恐怕
不会为金庸所认同。与还珠楼主的仙侠、古
龙的浪漫化叙述相比，金庸的小说更具现实
感与历史感。无论是郭靖、杨过，还是乔峰、
韦小宝，都生活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具有
触手可及的真实感，他们的身世遭际也更能
牵动读者。金庸调动起历史，同时不拘泥于
历史真实，而是在历史素材基础上开拓出一
片江湖天地，融入浪漫瑰丽的想象，创造出
一个独属于他的武侠世界。可以说在历史
与想象之间、在形式与内容之间、在技术与
艺术之间，金庸走的是一条中间道路。这条

艰难的道路，金庸将之走成了通向经典之
路，他那厚重而轻盈、现实而浪漫的艺术世
界不因时间流逝而褪色。

通俗文艺之所以吸引人，就在于它契合
或唤起人们的潜在欲求。人的欲求有高下
之别，通俗文艺也有高下之别。武侠小说中
不乏渲染暴力、血腥、色情之作，金庸小说之
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他超越低层次的博人
眼球之举，唤起并且提升读者心中的精神向
往，因而雅俗共赏，赢得广大读者——金庸
小说受到几代读者欢迎，这种欢迎不仅是文
学意义上的，也是文化意义上的，他小说中
的精神文化气质深深吸引并且滋养着读
者。比如侠义是中国人的理想人格之一，金
庸小说就彰显这种侠义精神，并将这一民族
无意识以现代方式呈现出来，塑造出众多风
采各异的大侠，成为读者雅俗共赏、心向往
之的文学符号。这种对精神价值的高扬、对
文化意义的追求或许是金庸小说对当前通
俗文艺的最大启迪。

金庸作品好看却难学，因其通俗不是一
味向下的“流俗”，而是穿透历史与现实、净
化欲求与精神的“通约”。尤其值得一提的
是，金庸的通俗以广博的学识做根底。他一
直对治学充满兴趣，2010 年以 86 岁的年龄
于剑桥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其作品
中深厚的人文学养不是一蹴而就的，一方面
来自孜孜不倦的求学态度，另一方面来自精
益求精的创作态度。金庸小说曾两度修
订。自 1955 年于香港《新晚报》连载《书剑
恩仇录》开始，至 1977 年于《明报》刊载完

《鹿鼎记》为止，报上的连载或结集成册的金
庸小说，统称为“旧版”，其后，金庸以10年
时间细细修订旧版小说，出版“新版”金庸作
品集。此后数十年尽管对外宣称封笔，金庸
却没有停止检视自己的著作：从 2000 年至
2006 年，历经 7 年的再次修订，最新版金庸
小说终于面世。这种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
亦值得今天的通俗文艺创作者学习——通
俗不是借口，通俗一样可以成为经典。

诗词鉴赏■■

优秀通俗文艺可成经典
●李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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