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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养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男性气质，关键要塑造一种有勇
气、有担当的内在品格，形成包容、开放的现代风度，培养守法
律、有教养的行为习惯

最近，曾经参加过《真正男子汉》节目录制的特种兵王威
退出现役，微博开通后短短几天时间，就收获了 30 多万粉
丝。一名普通军人脱下军装后备受关注，成为名副其实的“网
红”，也正可成为最近引来不少讨论的男性气质问题的一个观
察入口。

军营中站过岗、训练场上流过汗，在王威的军人形象背
后，是内在的军人气质。这样的军人不在少数，武警战士杨明
鑫常常期待“在别人危难的时刻出手相救”，潜水员官东在救
援过程中舍生忘死，“中国男子第一天团”国旗护卫队用整齐
的正步走出爱国精神……他们之所以受到关注，出众的个人
形象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一股子军人的血性和担当，让人
感受到力量，感受到超越外形的精神魅力。当然，这种精气神
并非军人独有，无论是比赛场上奋力拼搏的运动健儿，还是关
键时刻力挽狂澜的英雄机长，抑或是平常生活中成就善举的
普通百姓，构成了时代的一道风景，也构成了我们对男性形象
的一种认知。

从对于热血、阳刚男子汉的推崇，也可以看出，内涵更深
刻地决定着人们对一个人的评价。其实，关于到底什么是男
性应有的气质，尽管有各种讨论，但有一点已成共识，那就是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强调的是内在与外在的统一。“谦谦君
子，温润如玉”，中国传统文化也推崇这样的精神气质和内在
修养，而那种不修边幅的生活习惯、鲁莽粗鄙的做事方法，那
种轻佻浮夸、矫揉造作的举止言行，历来受到人们的摒弃。“重
质不重形，魂到品自高”，这样的认识应该说是主流。那些能
持久地作用于社会文化、浸润着世道人心的，正是闪现于一言
一行、一举一动的“内在美”。

阳刚之气、担当精神，体现于内在的修养、精神的境界。一
个理性、成熟、宽容的社会，在包容多元审美的同时，若要关注男性气质的构建，更应倡导
发扬内在的勇气、坚强和担当等诸多品质。这种品质，我们在保家卫国的军人身上可以看
到，在为国争光的体育运动员身上可以看到，在梅兰芳、程砚秋等杰出演员身上同样也能
看到，他们容貌或有不同、外形风格各异，但是高尚品格、家国情怀都同样值得推崇。

其实，所谓男性气质中，为人们所推崇的“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天下兴亡、匹
夫有责”等意志品格，应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价值共识。从这个角度来看，涵养现代
社会所需要的男性气质，关键是要塑造一种有勇气、有担当的内在品格，形成包容、开放
的现代风度，培养守法律、有教养的行为习惯。砥砺其精神、强健其身体，才能培养出阳
光、健康、向上的“真正男子汉”。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担当则民族兴旺。我们呼唤在青少年中有着广泛影响的明星
们，呈现更加积极、向上的形象，展示更加健康、阳光的审美，以应有的社会责任与担当精
神成为真正的偶像。摒弃矫揉造作的风格，扭转娱乐至上的倾向，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病
态的审美乃至“审丑”，以文育人、以文化人。期待更多人以更有意义的“内在颜值”，共同
塑造刚健勇毅的时代气质、自信自强的社会风尚，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业的时代新人。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
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
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赏析
夏天最不招人喜欢，骄阳似火，汗

如雨下，让人诗兴全无，历来写夏天的
诗词较少。但夏天却是农作物生长旺
盛的季节，其灌浆抽穗，酿成丰收，全
在此时，因而写夏天的诗歌往往与田
园、农家有关。辛弃疾的这首词作，就
描绘了他夏夜行走在黄沙道上所见的
田园景致，表达了他对田园生活的热
爱以及对丰收年景的祈愿。

整首词以写景为主，融情于景。
明月升起，皎洁的月光惊醒了枝头栖
息的鹊鸟，发出几声清脆的啼鸣。一
阵清风飘过，凉风习习，将远处的蝉
鸣吹送到耳边，反衬出夜的宁静。田
野间弥漫着稻花的香味，水稻长势正
旺，预示着丰年的到来。歇凉的农

人，憧憬着丰收前景，低声细语，断续
传来；水中的群蛙，应和着诸般天籁，
呱呱鸣叫，连成一片。时已夜半，四
下寂静，虽有鸟啭、蝉鸣、人语、蛙响，
构不成喧嚣，却与夜的静融合无间，
令人顿生柔和惬意之感。

继续赶路，天气发生变化。明月
隐没，仅余七八个星星在空中闪烁，而
零星的雨点开始在山前滴落。沉浸在
夏夜中的词人，这才想起需要找个投
宿的地方了。但，不要着慌，也不要着
忙，前边应该有个客店的，当年住过
的，词人告诉自己。果然，沿溪水前
行，转过一座小桥，顿时柳暗花明，小
店赫然出现在社林边上。一个“忽”
字，恰如其分地表现出词人的惊喜。

词作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别
致的景物，都是夏夜的寻常事物，组
合起来，构成一幅宁静恬淡、优美自
然的夏夜乡村图景，让人顿时忘却了
夏夜的潮闷，而心生向往。 （雨果）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宋］辛弃疾

诗词鉴赏■■

海曲明珠：指优秀的人才。唐
代阎立本曾评价狄仁杰：可谓海曲
之明珠，东南之遗宝。

狄仁杰，字怀英，唐朝并州太
原（今山西太原）人，经历了唐高宗
与武则天两个时代。狄仁杰为官，
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
色，“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居届堂之高，始终以民为忧，后人
称之为“唐室砥柱”。他任掌管刑
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便处理了
前任遗留下来的1.7万多件案子，
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喊冤。

范仲淹称赞狄仁杰：“金可革，
公不可革，孰为乎刚！地可动，公
不可动，孰为乎方！” 林森/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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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州的农牧业

金朝初期，是金太祖、太宗开疆拓土时期，这一时期先后灭亡了辽和
北宋，将统治区域推进至黄河以北。金太祖为了解决大规模对辽国用兵
的粮饷和对归降部民的粮食问题，以及对新占领地区的巩固，确立了以移
民屯田发展农业为中心的重要社会改革措施。移民屯田发展农业对于刚
刚建国的金朝具有重要意义，既解决了对粮食的需要，又有利于对新占领
区的有效治理。因此，阿骨打十分重视移民屯田发展农业。

史载，屯田开始于金太祖收国二年（1116年），太祖以银术可为谋克，
分鸭挞、阿懒所迁谋克二千户，屯宁江州。天辅二年（1118年）三月，太祖
以娄室言“黄龙一都会且僻远，苟有变，则邻郡相扇而起，请以所部屯
守。太祖然之，仍合诸路谋克，命娄室为万，守黄龙府”。同年五月，“辽户
二百来归，处之泰州”。这是《金史》记载第一次向泰州移民。然而，天辅
五年（1121年）金太祖“以境土既拓，而旧部多瘠卤，将移民泰州”。这确
是金朝开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金史·婆卢火传》载：“天辅五年，
摘取诸路猛安中万余家，屯田泰州，婆卢火为都统，赐耕牛五十。婆卢火
旧居按出虎水，自是徙居泰州。”后来，还将先徙居宁江州的女真部民“拾
得、查瑞、阿里徒欢、奚挞罕等四谋克，挈家属耕具，徙于泰州”。对这次大
规模的移民屯田，阿骨打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事先做了周密细致的调查
研究。迁移前派皇弟昱（蒲家奴）和皇侄宗雄按视泰州土地，宗雄包其土
来奏曰“其土如此，可种植也”。于是皇帝从之，并选派开国大将，战功卓
著的婆卢火为都统，亲赐耕牛五十，来实现金太祖既移民屯田发展农业，
又增强金上京西路的军事防务，保卫已取得的胜利成果。

这次婆卢火移10万女真人到泰州是从金天辅五年（1121年）二月
开始的，大约到“是年十二月，泰州移住已告一段落”。他们携家属、带
耕具，从故土上京一带，跋山涉水来到草树相间，江河纵横，泡沼密布，
沃野千里的这片广袤的土地，首先是建村立寨，以避风寒，其次是选地
开荒，以供衣食。

尽管《金史》中没有记载当年是否向长春州移民，但作为金朝建国
后派出的第一任都统婆卢火，其职权范围也一定包括长春州在内。仅
从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在白城市所辖的五个县（市、区）内已查明的
辽金时期的333处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生产工具，大都以金代遗物为主，
如：铁犁、铧、铁镰、铁锄、铜犁范、铁车辖、铜钳锅及铁刀、铁箭头等。其
中，在洮北区平安镇红光村后喇嘛仓，濒临洮儿河东岸的一个台地上，
一次就出土窖藏陶器和铁犁铧达上百件之多。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
水平的重要标志。从这些出土的生产工具可以看出，金建国后生产工
具有了很大改善。这一时期出土的铁制工具，种类多，数量全。特别是
铁锄的出现说明农耕技术已有很大的提高。出土的生活用具，有六耳
铁锅、鱼纹铁釜、铜烫斗、铁剪子、中性火山岩制成的石磨、石臼、石杵
头，其中，尤以石臼居多，有酱釉粗瓷瓮、缸、钵、碗、白釉瓷碗、罐以及铜
镜、小铜人、小铁人等。其中，在通榆县瞻榆镇大宁村就先后出土20多
件这类小铁人。又可以看出，这时期长春州一带的居民是安居乐业
的。特别是在洮北区德顺乡城四家子古城出土的带有“泰州主薄记”边
刻的铜镜、铜佛牌、铜风铃、玉罗汉等，为研究金代晚期该城的历史沿革
和宗教信仰，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同时，这些遗址、遗物也充分验证了
《大金国志》在描述这些移民的搬迁和定居时，曾“尽起本国土人，棋布
星列散居四方；令下之日，比屋连村，屯结而起。”说明当时移民活动迅
速，呈现出一种繁忙的景象。而且在开始阶段，猛安谋克移民，不愿和
当地有人烟的地方相联结，故有“筑寨村落间，皆不在州县。”这可能是
便于他们自己的管理。因为，“村社则随户众寡为乡置里正，以按比户
口，催督赋役，劝课农桑”，“禁察非违”。今天散落在霍林河、洮儿河、嫩

江沿岸的城堡、遗址、村落，虽非全部是婆卢火时代所修，但其中大部分
遗址是这一时期留下来的。女真人到长春州一带移民垦荒，使这里的
农业有了空前的发展，在今天在嫩江沿岸，在洮儿河、霍林河旁的台地
遗址边仍可以看到那些“自化垅”和“地影子”以及散落在各遗址上的捣
米工具“石臼”，足可以说明金代长春州农业开发规模之大、之广。

金代东北均为一年一熟的旱地农业，其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有粟、菽两
种，占有重要地位。粟，古代也称“禾”“稷”“谷”。北方通称“谷子”，去壳
叫“小米”。是一种广泛分布在我国各地的旱地粮食作物，适应性强，具有
耐贫瘠的特征。菽，大豆，为豆类的总称，栽培历史很久，南北方都有大量
分布。早在辽金以前，这种作物即传入东北，被当地民族种植食用。辽金
以来，随着农耕区域的扩展，粟、菽类作物的种植范围也逐渐扩展。此外，
还有黍和高梁等，也是广泛种植在各地的作物。黍与稷同属于禾本科，为
同种作物的不同变种，区别在于成熟后籽实质的不同，生育期也不一样。
粘性或糯性为黍，不粘或硬性的为稷；晚种晚收的为黍，早种早收的为稷。

畜牧业也是长春州的一大优势，长春州境内水草丰美，河流纵横，有
广阔的草原，具有发展畜牧业的天然优势。在辽代这里就是“契丹二十部
族牧放之地。”以达到其“马逐水草，人仰湩酪。”而且马在当时的军事、狩
猎和运输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仅契丹人重视畜牧，女真人也不
例外。婆卢火到泰州之后，积极恢复辽时的牧场，又划分一些新的牧场，
扩大畜牧业。现在我们虽然不清楚这些牧场的名称和位置，因为，放牧和
农耕不同，很难留下生产生活遗迹。但在今天的白城、内蒙古兴安盟的这
片广袤草原上，一定有辽金时期的牧场。虽然史书上缺乏这方面的记载，
但从文献资料中却能证明这一点。《金史·兵志》记载：金初，从辽人手中接
过仅有的四个牧场，（辽人称牧场为“诸抹”；金人称“乌鲁古”或群牧）。“四
所之所存者：马，千余；牛，二百八十余；羊，八百六十；驼，九十而已。”经过
一段蕃息，到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竟达到：“马，至四十七万；牛，十三
万；羊八十万；驼，四千。”足见金初畜牧业发展之快，它与长春州、泰州畜
牧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

长春州的手工业

农业生产的发展，必然促进手工业生产的发展。金代的手工业在继
承辽、宋以及渤海的手工业技术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手工业是金
代经济中的一个重要部门，它直接关系到金王朝军队的军事实力，农业生
产的发展，财政收入和人民生活。

从白城这一区域的金朝时期考古资料看，锻铸业和陶瓷业较为发
达。从出土的大量铁制生产工具可以看到各地普遍使用锻铸生产工具，
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镇赉县沿江镇南莫村出土两套金代犁铧铜范，洮
南市二龙乡出土的用来溶化、浇灌铁水或其他金属的铜坩锅。此外，城四
家子古城的大型冶铁、锻铸作坊，通榆县乌兰花镇西太平、团结乡新发堡
屯、方家围子南岗子、瞻榆镇大宁村、新华乡大有村西力布克屯的锻铸作
坊、镇赉县丹岱乡乌兰吐古城的锻铸作坊等。这些作坊生产的铁农具的
先进程度已于当时中原地区的农具所差无几。遍布各地的锻铸作坊表明
金代长春州的手工业技术是较先进，而且分布也普遍，几乎在每一个较大
城堡村落遗址都有这类作坊。

金代的手工业不仅服务于农业生产和军事，而且也大量服务于人们
的日常生活。如出土的大量的生活用具：铁锅、铜烫斗、铁烫斗、铁剪子、
小铜人、小铁人、铜饰品等。更值得一提的是制镜技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
程度。金代人们以铜为镜，其制镜技艺甚为高超。在目前白城市博物馆
征集到的二十余面铜镜中，可以看出这些铜镜图案新颖，做工精美，意境
深邃。“航海铭文镜”“家常富贵镜”“海兽葡萄镜”“泰州主薄记铜镜”“大双
鱼纹”“双龙纹”“牡丹纹”“童子戏花镜”,以及人物铜镜，如：柳毅传书故事

镜、许由洗耳故事镜、王质观琴故事镜、吴牛喘月故事等图案的铜镜，千姿
百态，形状各异，这些手工珍品，一方面反映体现了金代手工艺和绘画艺
术的高水平，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丰富多彩。表达了当时人们
追求美好生活的良好愿望。“泰州薄记”刻字铜镜则记载了金代晚期白城
这一区域为（新）泰州的历史和制造铜镜的作坊和所在地。

金代长春州时期的陶瓷业也较发达，尽管其工艺水平较当时一些名
窑还有差距，但在满足人们生活需要上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
的窑址有洮南市永胜乡尹凤鸣屯窑址。主要以烧制敛口罐、广肩大瓮、直
口凹底杯、卷沿深腹盆等。其中有一种侈口鼓腹凹底的大盆，形制是不常
见的。其烧造火候高，叩之声脆，质地坚硬，除磨光以外，大多都带有纹
饰。通榆县新发乡后太平村的以烧制生活用具的窑址。此外，还有一些
砖瓦窑址。大安市月亮湖镇叉古敖村的瓦窑址，以生产布纹瓦、筒瓦、瓦
当为主。镇赉县沿江镇后少力古城窑址，以烧制青砖、布纹瓦为主。洮北
区青山乡的马家窝堡砖窑址和保平乡纯阳村砖窑址等。2015年，吉林省
考古研究所在城四家子古城还发掘一处规模较大的窑址。这些砖瓦窑址
与当年附近的城堡和寺庙建筑有一定的关系，同时也反映了金代长春州、
长春县、（新）泰州时期陶瓷业的发展水平。

长春州的交通

金长春州座落在洮儿河畔，是金上京会宁府与辽故上京临潢府之间
的重要城镇。又是金朝控制洮儿河流域的要冲之地，洮儿河流域又是通
往大兴安岭的重要交通要道，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在辽代这里交通已十分发达。金王朝建立后，对这一交通要道更是十分
重视。《金史·太宗本纪三》载：天会二年（1124年）正月，“始自京师至南京，
每五十里置驿。”闰三月，“命置驿上京春、泰之间”。这里所说的上京和南
京指的是辽上京临潢府和南京析津府（今北京）。由此可知，天会二年正
月到三月，建立的是辽代上京临潢府到南京，上京临潢府到春、泰二州的
交通驿站。而长春州则位于从辽上京临潢府到金上京会宁府（阿城）这条
交通路线的交汇点上。从我省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李健才先生研究得知，
其长春州至金上京（阿城）会宁府白城的陆路交通线如下：长春州至金上
京陆路交通路线：从洮北区德顺乡城四家子古城东行，至前郭县塔虎城，
由此渡第二松花江，到达扶余县伯都纳古城，再到扶余风华乡班德古城，
至扶余县夹金沟古城，由此渡拉林河，过双城市万隆乡唐家崴子古城，后
经双城市杏山乡古城，再东行至双城市公正乡古城，向东偏北至哈尔滨市
平房区平乐古城，经阿城杨树新强村古城到达阿城金上京。

从长春州至燕京（北京）的交通路线如下：长春州(城四家子)至突泉双
城子，经科右中旗吐列毛都古城，到扎鲁特旗，经阿鲁科尔泌旗至临潢府
（巴林左旗）再经赤峰市到中京（宁城县大明城），经平泉到达燕京（北
京）。金代海陵王完颜亮，由上京会宁府迁都燕京时，就是走的这条路
线。正隆、大定年间（1161-1162年），窝斡领导的起义军进攻临潢府以
后，北上围攻泰州时，也是走的这条路线。

此外，金长春州时期还有从水路至金上京会宁府的交通路线：从长春
州（洮北区德顺乡城四家子）乘船沿洮儿河（金时称挞鲁古河）至肇州（前
郭塔虎城），进入嫩江（金时称纳水）后再进入松花江（金时称混同江）顺流
而上，进入阿什河（金时称按出虎水）到金上京（今黑龙江阿城）。

长春州辖区内交通也十分便利：长春州至金山古城路线，从城四家
子出发沿洮儿河可到达位于今天的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乌兰哈达
苏木前公主陵村，即金山古城所在地。沿途有许多戍堡和村屯遗址。
从金山县经今天的扎赉特旗可到达泰州(泰来塔子城)，即乌古迪烈招
讨司所在地。再经过镇赉县丹岱乡内的大乌兰吐古城返回长春州（城
四家子古城）。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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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
随后，习近平和各国领导人来到中国馆。中国馆

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主线，
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巨大成就，体现共建“一带一
路”为世界各国发展带来的新机遇。中外领导人一同
观看展示中国发展新气象的视频。在创新发展单元，
老挝和越南两国总理操控复兴号高铁体验舱模拟驾
驶台，亲身感受以时速350公里飞驰的高铁带来的
视觉和听觉冲击。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连连赞叹

“太快了”。中国自主研制的C919型飞机引起各国
领导人的浓厚兴趣。在协调发展单元，刚刚建成通
车的港珠澳大桥模型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习近平介
绍说，大桥刚刚建成，就经受住了强台风的考验。
动态版绿水青山图呈现出浙江省安吉县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发展现状。习近平

2005年就是在安吉首次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科学理念。在开放发展单元，各国领导人观
看了展现中欧班列模拟动态运行的电子沙盘。习近
平和各国领导人还共同巡视中国馆内的台湾、澳门
和香港展区。

各国领导人感谢中方作为东道主对各国参展给
予的大力支持，称赞中国的发展成就，祝愿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取得圆满成功。他们表示，中国举办国际
进口博览会充分展现了中方对外开放的包容姿态和
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他们高度评价、深度认同习近平

在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讲，表示各国非常重视中
国市场，普遍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愿深挖同中方合作
潜力，推动双边贸易增长，促进世界自由贸易发展。

国家贸易投资综合展是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共有82个国家、3个国际组织设
立71个展台，展览面积约3万平方米。印度尼西亚、
越南、巴基斯坦、南非、埃及、俄罗斯、英国、匈牙利、
德国、加拿大、巴西、墨西哥等12个国家为主宾国。

丁薛祥、李强、杨洁篪、胡春华、黄坤明、王毅、赵
克志、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习近平同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