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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千世界本就随着欣赏者的眼界不断变化，
内在学识修养提高也意味着对外界的认知判断大不
相同，当我们站得更高、视野更宽时，世界在我们眼
中又是另一番模样

明代洪应明《菜根谭》中载，“琴书诗画，达士以
之养性灵，而庸夫徒赏其迹象；山川云物，高人以之
助学识，而俗子徒玩其光华。可见事物无定品，随人
识见以为高下。”同样是面对琴书诗画或山川云物，
有的人借以增长学识、怡养性情，有的则仅仅是看到
外在形式。可见，外在事物本身并无一定的高低品
类，不过是随着欣赏者的学识修养变化而已。

推而论之，遇事只有反求诸己、内向发力，才是
正途。《吕氏春秋》中载，夏后相与有扈战于甘泽而不
胜。六卿请复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浅，吾民
不寡，战而不胜，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于是乎处不
重席，食不贰味，琴瑟不张，钟鼓不修，子女不饬，亲
亲长长，尊贤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列子》中载，
楚庄王向詹何询问治国之道，对曰：“臣未尝闻身治
而国乱者也，又未尝闻身乱而国治者也。故本在身，
不敢对以末。”詹何认为，治国的根本在于治身，为政
者如果保持自身修养良好，国家自然能够治理好，反
之则不过是舍本逐末。

在传统社会，许多先贤正是从反求诸己之中悟
道，创立功业，还有的则将其作为一条为人处世法
则，终身践行。唐朝韩愈在《原毁》中论及，“古之君
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
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北宋王安石在《礼乐论》
中说：“不迁怒者，求诸己；不贰过者，见不善之端而
止之也。”明朝王守仁《传习录》中载，“学须反己。若徒责人，只见得人不
是，不见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见自己有许多未尽处，奚暇责人？”不论是
昌黎先生的“其责己也重以周”，临川先生的“不迁怒者，求诸己”，还是阳
明先生的“学须反己”，讲的道理都相类似，遇事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只
有常常反躬自省，才是成事之道。

治理地方、统帅军队、为人处世之成败得失，看似取决于外部因素，实
则考校的是领导者个人的学识修养。晚清重臣曾国藩，早年在京城做官
之时，曾经拜唐鉴为师，潜心研究理学，将修身养性之道在日常行为中加
以践行。晚清社会政治腐败、百业凋敝，面对这样的外部环境，能静下心
不浮躁已实属不易，文正公却将修养心性作为每日功课，并由内及外指导
其创立湘军、兴办洋务，成为少有的能将学问在事业上表现出来之人。梁
启超早年读过曾国藩家书后，对照检讨自己，“猛然自省，觉得非学道之
人，不足以任大事。自顾数年以来，外学颇进，而去道日远，随处与曾文正
比较，觉不如远甚。”

从古至今，世间万物纷繁复杂，简而化之则不过是个人与外界的关
系。传统文化强调个人之修身养性，将其作为处世之前提，要求个人在与
外界相处时，向外要探寻事物规律，掌握改造世界的方法策略；向内则要
修养心性，体悟与外界的相处之道，两者相互促进。反求诸己，是说与外
界相处遭遇不顺，问题可能出在自身德行上、能力上，也可能是脾气性格
上，不能盲目责怪外界环境或苛责他人，要多向内寻原因，在反躬自省、默
默积累的过程中提升自己，蓄势待发；相反，若只见得人不是，不见自己
非，则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而且会使人眼界闭塞，难以有所提升。

事物无定品，随人识见以为高下。大千世界本就随着欣赏者的眼界
不断变化，内在学识修养提高也意味着对外界的认知判断大不相同，当我
们站得更高、视野更宽时，世界在我们眼中又是另一番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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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白城记忆

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开始，蒙古科尔
沁都在哈萨尔十四世孙奎蒙克塔斯哈喇的率领下，
从呼伦贝尔地区陆续迁徙到嫩江流域，并不断南移
东扩，相继占领了绰尔河、洮儿河、霍林河、西拉木
伦河流域及松花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征服了这一区
域的豁罗剌思部，即郭尔罗斯等部。从此，这一地
区称之为科尔沁地区。

明朝后期，科尔沁蒙古在漠南东部蒙古中是较
强的部落。他们不仅控制着驻牧地这片广大区域，
而且还统治着锡伯、卦尔察（又作瓜尔佳）等部，控
制着松花江、黑龙江一带的女真人、索伦人，还通过
海西女真与明朝进行间接的贸易。

科尔沁部的台吉们始终不忘自己是成吉思汗
的宗亲，对于蒙古汗王忠心不二，以诚相尊。林丹
汗执政前期，漠北喀尔喀三汗以及漠南喀喇沁的昆
都伦汗、阿鲁科尔沁的车根汗、科尔沁的翁阿岱及
其子奥巴洪台吉，鄂尔多斯巴济农等，定期前往察
汉浩特朝见林丹汗，参与政事、军事及围猎活动。

1583年，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用其祖父遗
留的13副铠甲起兵，用了6年的战争，统一了建州
女真各部。建州女真的崛起，不仅对女真其他部落
是个严重的威胁，对蒙古各部也是一个重大的威
胁。然而，如此严重的问题并没有引起北元大汗林
丹的重视，而与建州女真邻近的科尔沁部首领翁阿
岱却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屡屡向林丹汗报告
陈述努尔哈赤的危险，但始终没有得到重视。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九月，扈伦四部女
真之一的叶赫部意识到日益强大的建州女真对他
们的威胁。于是，联合了扈伦四部女真的其他三
部，哈达部、乌拉部、辉发部和蒙古科尔沁部、锡伯
部、卦勒察部、朱舍里部、讷殷部，组成九部联盟，共
3万兵马，讨伐建州女真。科尔沁部参加这次讨伐
的是齐齐克之子翁阿岱及其子奥巴，纳穆赛之子莽

古斯、明安兄弟二人。此次战役，以九部联军大败
告终，科尔沁部首领落荒而逃，明安险些被俘。

九部联军的失败，使科尔沁部的首领们不得不
冷静地考虑自己的实力和面临的危机形势。科尔
沁部自知不是努尔哈赤的对手，逐于1594年遣使
进驼、马表示友好。努尔哈赤要继续发展，也需
要消除四邻的敌对因素，或者化敌为友，取得他
们的支持，科尔沁部正是其争取的对象之一。而
当时的科尔沁部也正受到漠南蒙古最强大的察哈
尔部的威胁，与后金结成军事同盟也是其自身生存
发展的需要。

为了加强与科尔沁蒙古部的联盟关系，努尔哈
赤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主动向科尔沁部蒙
古贵族明安贝勒求婚，明安贝勒亲送其女聘嫁努尔
哈赤，这是建州女真努尔哈赤与科尔沁蒙古贵族首
次通婚。从此，也拉开了满蒙联姻的序幕，以后逐
成定制。

努尔哈赤在完成统一女真各部后，于1616年
在赫图阿拉（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老城）即汗位，
国号曰“金”，史称“后金”。

努尔哈赤建国后，清楚地意识到，威胁后金的
对手不是蒙古，而是明朝。因此，努尔哈赤在对待
明朝与北元蒙古的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对
明朝采取以军事进攻为主，扫清明朝在东北的军事
实力，扩大后金的领地和势力范围。对蒙古则采取
拉拢、忍让、离间、威胁等策略。争取与后金为邻的
科尔沁，内喀尔喀诸台吉，使其保持和睦友好的关
系，达到孤立消灭北元大汗的目的。

1624年 2月，努尔哈赤派遣大臣巴克什、希
福、库尔禅等至科尔沁，在伊克唐噶哩坡（今科尔沁
左翼中旗花土古拉苏木附近）与奥巴洪台吉为首的
科尔沁诸台吉刑白马乌牛盟誓。此时，因北元蒙古
林丹汗将其叔祖岱青台吉的属民全部收回，而岱青

台吉率其妻子及六子投奔科尔沁，受到奥巴洪台吉
的保护。林丹汗命弘吉剌部齐赛诺颜领兵追回岱
青台吉。齐赛领兵深入科尔沁地，斩杀了堵截的6
名科尔沁台吉而返回。1625年11月，林丹汗亲自
率兵前往科尔沁奥巴洪台吉居住的格勒珠尔根城，
围城问罪。努尔哈赤闻讯，命三贝勒莽古尔泰和四
贝勒皇太极率精骑兵5000来支援，迫使林丹汗撤
兵。在此之前，科尔沁与建州女真之间的关系处
于平等地位，以同盟者的身份相处。也就是说在
清太祖时期科尔沁是后金的盟友，而不是属部，
仅以经济贸易和军事联盟为主。这次林丹汗的

“围城问罪”等于把科尔沁推到了努尔哈赤的一
边。努尔哈赤出兵解围，使走投无路的科尔沁部
奥巴洪台吉痛下决心，与建州女真结盟。1626年
6月，奥巴前来盛京与努尔哈赤相会盟誓。他
说：“自扎萨克图汗以来，我科尔沁诸贝勒对察哈
尔、喀尔喀皆以诚相待，并无构恶之处。然欲求
好而不可得，杀掠不尽。尽杀我博罗科尔沁。其
后，又杀我无辜达赖台吉。不久，宰赛来兵又杀我
6人。欲求相安无事不成，反被掠杀无辜，故我的
等拒之。”盟誓毕，努尔哈赤赐奥巴“土谢图汗”号；
赐图美以岱达尔罕之号；奥巴弟布达齐以札萨克图
杜棱之号；又将图伦台吉（努尔哈赤之弟舒尔哈齐
的儿子）之女肫姐（敦哲）嫁给奥巴台吉。到此时，
蒙古科尔沁部与后金努尔哈赤间的关系仍处于平
等的联盟者的地位。

在此期间，努尔哈赤还以各种借口，深入蒙古
地区扎鲁特部、巴林等部击斩部落首领，收其人户
牲畜。面对后金统治者的军事压力，林丹汗未能有
效地组织各部与后金正面作战，客观上为后金提供
了蚕食其外围各部的机会。

1626年8月，后金国主努尔哈赤去世，其四子
皇太极即位。皇太极登基后，加快了征服蒙古各部

的步伐。皇太极以软硬兼施的手段，拉拢并征服了
察哈尔部外围的内喀尔喀（巴林、札鲁特、巴岳特、
乌齐叶特、弘吉剌特）和科尔沁部，使素来强大的察
哈尔部的力量大为削弱，于是皇太极将军事行动的
锋芒直指察哈尔部。

从1628年2月、1628年9月、1632年3月，皇
太极三次率领大军亲征察哈尔林丹汗，迫使林丹汗
西渡黄河至大草滩永固城一带（今甘肃省山丹县境
内）。1634年夏，林丹汗在青海西喇塔拉之地因病
去世。1635年4月20日，后金多尔衮、岳托等人的
军队俘获了林丹罕之子额尔克洪格尔额哲，夺得元
朝的传国玉玺。

在与蒙古打交道的40年过程中，皇太极察觉
到“女真”和“金国”这两个名词由于历史的原因，在
蒙古人心目中的低贱和不愿接受的形态，于是决定
公布其族源，下诏谕说：“我国原有满州、哈达、乌
拉、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
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默尔根之裔，实与我
国无涉。我国建号满州，统续绵远，相传奕世。
自今以后，一切人等上我国满州原名，不得仍前
妄称。”皇太极将“女真”改为“满州”的做法，
得到了蒙古诸台吉的认同，并从中得知“满州”
是由蒙古兀良哈、兀狄哈、女真三族所组合而成
的真相之后，排除了以往“女真乃吾蒙古之奴才”的
偏见。1636年3月，漠南蒙古科尔沁等16部49个
台吉们齐聚盛京，承认皇太极为汗，并奉上“博格
达·彻辰罕”的尊号。同年，皇太极在盛京（沈阳）即
位，改国号为“清”，改元崇德。皇太极改族称和国
号，达到了征得蒙古部众崇拜和拥戴的目的。从
此，蒙古科尔沁及各部臣服于清朝政府的统治之
下，并成为清朝皇帝的重要的依重力量，在清朝入
主中原的征战中和维护清朝统治的过程中，立下了
汗马功劳。 （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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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元皇帝达延汗 科尔沁部首领哈萨尔十四世孙奎蒙克塔斯哈喇 北元皇帝林丹汗

拔葵去织：拔掉自家栽培的冬葵，去
掉自家从事的纺织。比喻做官的不与百
姓争利。

据《汉书》记载，公仪休斥责家人种葵
织帛，侵害了种菜人与织布女的切身利

益。他认为自己作为国家重臣，已享受了
俸禄，如果家人再种葵织帛，就是与民争
利的行为，这样难以为其他官员和百姓做
出表率作用，他决不允许。

李昊轩 蔡相龙/图文

拔葵去织

成语故事诗词鉴赏■■

黄四娘家花满蹊，
千朵万朵压枝低。
留连戏蝶时时舞，
自在娇莺恰恰啼。

赏析
《江畔独步寻花》是唐代诗人杜

甫成都草堂生活期间所写的一组诗，
共七首，这是第六首。组诗描绘了诗
人于春暖花开时节，独自在锦江江边
漫步，寻花赏景的一幅幅画面。这七
首诗是一个整体，诗人从恼春、怕春，
到最后沉浸在遍地春色中，表达了对
美好事物的向往和希望世间美好永
驻的情感。

自长安十年之后，杜甫的生活一
直处在颠沛流离之中，未有一夕安枕，
但也因此对世情国运有了清醒的认
识。定居成都后，生活安定下来，可以
从容创作，因而他的创作达到了一个
新的高峰，像《登高》《秋兴八首》等均
作于此。或许也正是相对安定的生活，
点燃了诗人生活的热忱，因此才能创

作出这七首色调温暖、情感炽烈，不那
么忧愤深广、沉郁顿挫的诗歌。

到这一首的时候，诗人已经完全
忘却了烦恼和忧愁，沉浸在春花烂漫
的世界里。你看，诗人寻花来到邻人黄
四娘家，小路上花开满地，成千上万
朵，压得枝头都低垂了下来。“千朵万
朵”是对前句“满”的具体化，“压枝低”
则形容花朵怒放，层层叠叠的盛况。

有花自然少不了蜂蝶与飞鸟，彩
蝶翩翩飞舞，戏于花间，留恋着春花
的烂漫鲜艳；自由自在的黄莺，穿梭
其间，娇滴滴的声音，恰恰欢啼。“戏”
写出蝴蝶之蹁跹，“娇”写出黄莺之轻
软可人。“留连”者是戏蝶，“自在”者
是娇莺，但何尝不是诗人自我的映
射？看到这明媚的景象，诗人如彩蝶
般留连其中，沉醉其间，而内心的感
受又如娇莺般“自在”闲适。此时的
杜甫，似不再是那位忧愤深广、心怀
天下的现实主义诗人，更似一个普通
游人，内心充满了对美的向往，平和
而雅致。 （雨果）

江 畔 独 步 寻 花
●［唐］杜甫

中国珠算是以算盘为工具，运用口诀
通过手指拨动算珠进行加、减、乘、除和开
方等运算的计算技术。算盘以木制为多，
由框、档、梁和上珠组成。长方形框中纵向
安柱，称为档。每档贯珠若干，被一称为

“梁”的横木隔开，一般上珠二下珠五，梁下
珠作一，梁上珠作五。算盘以档定位，左档
各珠皆为相邻右档之十倍，逢十进一。拨

珠靠梁计数，珠靠档时不计数。用拇、食、
中三指拨珠，进行各种运算。

“珠算”一词首次出现于东汉数学家徐
岳所著《数术记遗》（190年），该书后由数
学家甄鸾（535年前后）作注。《数术记遗》
载：“珠算，控带四时，经纬三才。”甄鸾注
曰：“刻板为三分，位各五珠，上一珠与下四
珠色别。其上别色之珠当五。其下四珠，
珠各当一。”上面一颗珠与下面四颗珠用颜
色来区别。上栏一珠当五；下栏四珠，一珠
当一。所采用的表数方式与现今珠算相
近，由于没有形成一套口诀，还不够便捷。

唐宋时期，商业繁荣，数字计算增多，
要求改革计算方法。南宋杨辉、元朱世杰
等数学家的著作中都包含大量口诀，且与
现今珠算口诀已基本一致。北宋可能已出
现穿珠算盘。北宋张择端画的《清明上河
图》中药铺柜台上有两个长方盘子，珠算史
学者认为是算盘，但也有学者认为是钱
板。不过南宋刘胜年所绘《茗园赌市图》中
有清晰的算盘，这说明有梁穿档算盘在宋
代已经出现。

元王振鹏所绘《乾坤一担图》（1310
年）的货郎担上却有一把算盘，它的梁、档、

珠都很清晰。元末陶宗仪《南村辍耕录》
（1366年）中有“算盘珠”比喻，《元曲选》杂
剧中有“去那算盘里拨了我的岁数”的戏
词，表明元代已广泛应用珠算。

16世纪后期，珠算专门著作大量出
现，开方计算也可在算盘上进行，珠算全面
普及。珠算熟练者呼出口诀的同时就可拨
出得数，较筹算计算快得多。珠算在明代
商业繁荣的环境中蓬勃发展，而筹算则逐
渐销声匿迹。

明末珠算著作《算法统宗》传入日本，
对珠算在日本的普及与和算的发展都起了
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珠算也传入朝鲜、
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在民间得到应用。

珠算包括了硬件和相应的算法程序。
算盘可以说是其硬件，各种口诀和计算方
法则是其软件。珠算能够做到“心到、口
到、手到”，三者配合、运珠如飞。算盘作为
实用工具使用至今，已入选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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