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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者常乐无求，贪者常忧
不足。

——《中说·王道篇》（隋·
王通）
■译文

居官清廉的人一心为公，
于己无所求取，因而常感快
乐；做官贪婪的人欲壑难填，
物欲永不满足，因而常感忧
虑。
■解读

一“廉”一“贪”，一“无求”
一“不足”，一“常乐”一“常
忧”，两句整齐对仗，诠释出两
种为官之人的形象和忧乐
观。作者述而不评却褒贬自
现。现实生活中，这两种人都
是普遍存在的，可用这两句话
为之画像。

俗话说，家有良田千顷，
不过一日三餐；家有豪宅千

厦，不过夜宿八尺。人们都
知道钱财是生不带来、死不
带去的身外之物，但有个别
人却迈不过贪婪这道关，最
终坠入欲望的深渊，无法自
拔。他们不仅为自己的贪婪
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往往还
会造成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的悲剧。这种结局，贪婪者
或许事先没有想到，或许根
本就不愿去想。做人是做官
的根本，做事是做官的天职，
为学是做官的基础，三者相
得益彰，相辅相成，是一个领
导干部必须认真思考和躬身
践行的重大问题。为官者应
该多学学古代圣贤的胸襟，
多想想那些贪婪者的悲惨结
局，就会以清廉律己、以清廉
传世，这样于己、于子孙都是
一件幸事。

廉者常乐无求
●夜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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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
王维（唐）

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
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

初冬时节，走进蓝田辋川，便浸入色彩的
世界。

75岁的张效东踩着秦岭林间晨露，在漫
山草木中寻觅历史的痕迹。身为本土文化学
者，张效东的退休生活，与1300年前的王维
结下不解之缘。

说起王维，必有辋川。汉唐之际，蓝田作
为长安畿辅之地，境内蓝关古道，连接帝国南
北。天宝三载（744年），醉心林泉的王维，购
得宋之问蓝田辋川别墅，幽居此地十四载。
在纵深20余里的辋川谷地，过着亦官亦隐、
游畅山林的闲逸生活。

“王维的山水诗卓绝千古，其中数十首为
隐居辋川时所作。”顺着山溪上行，张效东一
路侃侃而谈。此行跋山涉水，只为一睹《山
中》美景。

行至荆峪沟附近，山岭崖壁的红枫映满
山野。不远处，松林苍翠，草木茁发。溪流岸
边，金黄色野菊花缀满山径。虽然天已寒凉，
但这初冬山涧里，仍是色彩缤纷。

“《山中》一诗，就像一幅画，画家绝对是
‘调制色彩’的高手。‘空翠’为背景，‘白石’为
前缀，‘红叶’掩映其间。不是春光，胜似春

光。”眺望山中美景，张效东不禁感慨，“千年
时空流转，秦岭山林色调冷暖、明暗相宜，仿
佛从未改变。”

青山绿水，让人赏心悦目，也温润滋养
伟大的灵魂。王维隐居于此，与友饮酒赋
诗，与僧谈经论道，与邻共话桑麻。徜徉山
水间，诸多闪耀文学史册的诗作，如汩汩山
泉流淌而出。

当年，王维与好友裴迪一道，以“辋川二十
景”为题材，各写20首同题唱和诗，编成《辋川
集》。“这些诗，赋予各景以浓郁的思想情感。”
在张效东看来，它们由报国无门的悲郁，转为
澹远超脱的宁静，再回归到禅佛境界。“字里行
间，深沉地埋藏着诗人的高洁理想。”

隐居辋川十余载，王维身后曾留下大量
珍贵的遗迹以及后世纪念的石刻。然而，由
于年代久远，世事沧桑，如今仅余一株银杏古
木巍巍挺立，相传为王维手植。其余遗迹，已

经荡然无存。
跟随张效东的脚步，来到王维故居遗址，

看见这株银杏古木高20余米，金色树叶在微
风中摇曳生姿。历经千年沧桑，古木虽已臂
折膛空，却依然苍劲挺拔，果实累累。轻轻触
摸虬枝，仿佛穿越千年，将人们带回那个充满
故事的辋川。

王维少时丧父，跟随寡母辗转迁徙，后来
两人曾长期共居辋川。天宝九年，母亲去世，
王维痛不欲生。时年50岁的他辞官离朝，回
辋川为母庐墓守孝。几年后，王维将其和母
亲在辋川的居所捐为佛寺，初名清源寺，后更
名鹿苑寺。鹿苑寺遗址南北长270米，东西
宽120米，其主体今已被毁。

王维长期隐居并终葬辋川，其“名人效
应”大大提高了辋川的知名度。“这片土地，已
成为文人墨客心中的圣地。‘辋川’，也成了隐
士生活的一个代名词。”张效东介绍说，上世

纪80年代以来，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等
地的王维研究者，也跨越重洋，纷至沓来。

行走今日蓝田，心里默念诗篇，胸中便升
腾起一幅幅“牧歌田园”。虽然这片土地上的

“王维遗迹”大都不复存在，但其承载的超脱
精神却代代相传。“天机清妙，与物无竞”，或
许这就是“桃花源”的使命和意义所在。

跟着诗词去旅游■■

蓝田风景

行冬日辋川 品山中色彩
●高炳

丰子恺先生的漫画妙趣横生，他的文
字平易温润，他洞察生活百态，细细勾勒
人间的情味。对于读书，丰子恺拥有自己
的切身体验和独到见解。

但凡读书，丰子恺每读完一个章节总
要复习一遍，读到第三个章节，还要把前
面两个部分再复习一遍。就这样一丝不
苟、不厌其烦反复地读，反复地温习，谓之

“重复法”。丰子恺在一篇自述中坦言，读
书时“计算遍数，用选举开票的方法，每读
一遍，用铅笔在书的下端画一笔，便凑成
一个字。不过所凑成的不是选举开票用
的‘正’字，而是一个‘读’字。”有人
说，“重复是学习之母”，按心理学的观
点来讲，同一信息经常重复刺激大脑，
不仅能增强记忆，而且还能加深理解。
试想，一本书重复读了20多遍足以记
诵，岂还有不烂熟于心之理，岂还能不
解其中兴味？

藏书如山积，读书如水流。山形有
限度，水流无时休。通过一遍遍“埋头在
案上，行种种机械的方法而用笨功”重复
阅读，“这在我又感到一种愉快，这愉快

也足可抵偿笨读的辛苦，使我始终好笨而
不迁。”

正所谓“温故而知新”“书读百遍，其
义自见”。毋庸讳言，随着现代网络技术
和信息工具的日新月异，“浅表型”“碎片
化”阅读现象及由此带来的不利影响，已
引起人们对于阅读的深刻反思与深切关
注。可以说，丰子恺的读书法对当下阅读
有着积极的教益功用。当然，重复阅读方
法也是因人而异、多种多样，既可以结合
学习、工作需要随时翻阅，也可以根据记
忆学原理分次重复阅读，如此等等，不一
而足。只要能够潜下心来增强阅读定力，
驰而不息砥砺恒心意志，每个人都能深谙
书之妙处，潜入文之幽境，饱览别样风景。

丰子恺曾有这般精彩妙喻，“人生有
三层楼：第一层是物质生活，第二层是精
神生活，第三层是灵魂生活”。掌握重复
阅读方法，便可透过文字表层肌肤，而至
文章造型腠理；深谙重复阅读之道，便可
透过文字承载的人文信息，感受作者的现
实生活、精神意趣和灵魂温度。丰子恺的
读书法，值得我们潜心学习。

都说，没有谁能够随随便便成功。人见
人爱的宋代大文豪苏轼，可谓是博学多识，诗
书画皆精通，大家都会认为他是靠天资聪
慧。近日，笔者阅读南宋陈鹄所著《西塘集耆
旧续闻》一书，读到了一个人到中年的苏轼仍
然勤奋好学的故事，也许这个故事能让我们
对天才窥见一斑。

当时，苏轼被贬到黄州，司农朱载上正在
此地管理粮仓，苏轼与他还不熟识。有一天，
一位来访客人吟咏了两句诗：“官闲无一事，
蝴蝶飞上阶。”苏轼听了，十分惊讶地问道这
首诗是谁写的？客人回答说是司农朱载上所
作。苏轼再三称赞欣赏，他认为这首诗充满
了优雅的意境和情趣，觉得是写给自己的，因
此，对朱载上印象很深。后来，朱载上专门去
拜访苏轼，两人一见如故，交谈甚欢，于是就
成了知己。从此以后，朱载上经常去拜访苏
轼，每次谈兴都很浓。

偶有一天，朱载上又来见苏轼，家丁已报
告过来访者的名字了，可是过了好长时间，苏
轼才出来见他，满脸惭愧地感谢朱载上久久
等候的诚意，并且说：“刚才我做完了每天的
功课，才耽误了些时间，有失迎接。”二人坐
下来，开始交谈，仍然十分尽兴。即将结束
谈话时，朱载上问道：“刚才先生所说的每
天的功课，是怎么回事？”苏轼回答说：“我
正在学习《汉书》，每天都是边读边手抄。”
朱载上听后，很是吃惊，说道：“凭先生的天
赋，打开书卷，一经浏览，就会终身不忘，怎
么还要用手抄这种费力的办法呢？”苏轼
说：“非也！我读《汉书》，到今天一共手抄了
三遍！最初是一段事手抄三个字作为标记，
第二次则减少为两个字，现在则减少到一个
字就行了。”

朱载上虔诚地离开座位请教说：“不知先
生所抄的书稿，能否有幸一见？”苏轼就从书几上取来一册，朱载上
看了，根本看不懂苏轼所抄书稿的意义，有些困惑。苏轼说：“足下
可以随便找出我标记中的一字为例，我来背诵。”朱载上照他说的
随便找出一个字，苏轼就应声背出了那一段几百字的内容，结果与
《汉书》原文无一字差错；朱载上接着又挑了几个字试验，都与第一
次一样，没有一点错误。朱载上感叹很久，不禁说道：“先生真是下
凡神仙一样的天才啊！”

回去后，朱载上把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的儿子：“苏轼尚且如此
认真学习，天赋一般的人，怎么能不更加勤奋读书呢？”苏轼自己也
曾对弟子说过：“我每读一部经典，都是从头抄到尾的。”

这不正是“天才出于勤奋”在苏轼身上的生动体现吗？读后应
令我辈感到汗颜。

文体省净：指行文精工本色，朴素真率，简约干净，不事雕琢。钟嵘《诗品》评价陶渊
明的诗文：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
直。 金天佑 田乐/图文

成语故事

一部让地球“流浪”的电影，被誉为中国
科幻电影的里程碑，票房突破40亿，热度持
续至今；一次让故宫“灯如昼”的活动，“霸
屏”朋友圈，也成为元宵佳节一种新的浪漫
表达……人们日益爆棚的精神文化需求，显
露出巨大的爆发力和推动力。而这种喷涌
的对高品质文化产品的渴求，意味着我们的
文化供给和表达方式需要不断“升级”，来进
行及时的响应。

近些年火热的文化类节目也在创新升
级。刚刚结束的第四季《中国诗词大会》，不
仅在赛制、舞美等方面有不小的创新，还突
出了诗词的“日常生活化”和“传统文化性”，
首次增加传统诗词在现实场景中的应用题，
生动展现经典诗词活在当下的魅力。要让
传统文化在更广阔范围生机盎然，就必须让
其在更现实的层面产生影响。《中国诗词大

会》就在这个方向上发力。
去年走红的文化综艺节目《声临其境》

今年也“更现实”，第二季不仅继续用“声音
飙戏”，还别具匠心地把拟音师邀请至舞台，
将这一群“声音的魔术师”展现给观众的同

时，也真实呈现他们面临的生存危机：从业
者寥寥，技艺面临失传。这种关注现实、聚
焦行业的创新举措，不仅有助于一项技艺的
复苏，更有助于“声音产业”的良性发展。

也要看到，在广袤的乡村和偏远地区，

文化供给还不能让所有人满意，有硬件缺软
件、有人气缺人才、有内容缺精准……种种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需要通过不断发展来解
决。而解决的方子，就在“升级”二字：升级
理念、升级机制、升级创作、升级表达，让文
化内容更丰富多样，让传输机制更通畅便
利，让表达形式更灵活亲切。

文化供给“升级”不会一蹴而就，需要持
续发力。取得的进步，可喜，但不能止步。
要让优秀传统文化在现实生活中不仅“火起
来”，更要“一直火”。弘扬中华文化，需要

“流行体”，更要“走心体”。我们要通过供给
的提升、表达的创新、意识的进步，来更好地
回应人民群众饱满的文化热情，推动传统文
化的传承、文明素养的提高。也要通过讲好
中国故事，共推中华文化走近民众，走向未
来，响应这个伟大的时代。

丰子恺的“重复法”
●朱冠军 张先辉

“升级”我们的文化供给
●杨暄

文化供给“升级”不会一蹴而就，需要持续发力。取得的进步，可喜，但不能止
步。要让优秀传统文化在现实生活中不仅“火起来”，更要“一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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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白城记忆

通榆交哥庙。交哥庙位于通榆县兴隆山镇林胜村庙腰屯中南部，四面沙岗环
绕，中间为平坦草地，庙宇坐落在草地北段中部，坐北朝南，视野开阔。庙宇基址
较大，外墙南北长132米，东西宽120米，建筑基址为泥土和青砖堆积。中间为主
体建筑，南北长46米，东西宽8米，四周砌有砖围墙，南北长78米，东西长46米，
砖墙四角各有一座小庙。小庙基址南北长18米，东西宽12米，每个小庙四周也
砌有青砖墙，均在南墙中部留门。庙大围墙的院门建有高大的门楼，这道门距大
殿内院门窗26米，有6米宽的甬道相通，距外部山门16米，由4米宽的青砖甬道
连接，甬道两侧各有4个旗杆坑址。

寺庙由五座殿堂组成，五座殿堂均为砖墙平顶式建筑，中间大殿为三层阶梯
式建筑，北高南低，南一层，中二层，北三层，前层屋顶为后层平台，平台东、南、西
三面建有高约1米的砖围墙。

当年庙宇宏伟壮观，是目前白城境内已知规模最大的寺庙。据2003年7月，
庙腰屯当年78岁的蒙古族老人白长胜介绍，交哥庙建于清代中期，庙内大佛高12
米，香火兴旺，最多时有喇嘛700多人，牛羊2000多头，马300多匹，土地100多
垧。庙后有七道街基，有200多幢喇嘛、平民、庙奴的住房。每年都举办几次大的
庙会，如跳鬼、降妖、驱魔、祈求风调雨顺等，赶庙会的人很多。1948年以后，土地
改革，喇嘛都陆续还俗了，庙就成了队房子，放大车、喂牲畜。如今，昔日榆林深处
香火缭绕的大庙，已成为一片废墟。

通榆向海庙。向海庙位于通榆县向海蒙古族乡所在地，据考证向海庙建于清

代中期，为喇嘛庙，庙大殿为三层平顶式砖木结构。其他建筑多为八尺见方小房
间，有81间。大门里有走廊，东西两院为喇嘛居室，东院有桑树、榆树。殿内供奉
铜佛和泥像，中殿绘有唐僧取经、阴曹地府等故事壁画。

庙门朝南，宽6米。院落呈长方形，长90米，东西宽34米，院内东西两院各种
一棵大榆树，如今已长成近三人合抱粗，院内青砖铺地，是喇嘛活动的地方，喇嘛
最多时70余人。向海庙位于历史上的图什业图旗(科右中旗)，这里元朝时称为榆
林深处，是历史上蒙古族聚居的地方。蒙古族信奉佛教，进香礼佛不断，榆林深处
香烟缭绕，因此，向海庙也称为香海庙。该庙近年又修复重建。

此外，通榆县境内还有部分喇嘛庙，如仓颉庙、七台庙、二龙庙、太喇庙、哈拉
呼苏庙、傅青屯庙、沙力海庙等。

洮北区洮东乡三十户大庙。位于乡政府所在地永和屯东北角。建于清光绪
年间，是白城境内诸多寺庙中唯一一个班禅大师法驾降临的寺庙。据《白城文史
资料》第四辑刊载王六离口述的文章《班禅活佛过白城》记载：民国十六年（1927
年）秋天，正逢西藏活佛班禅大师（九世班禅）去葛根庙“放经”路过白城子。首先
到洮南，后由洮南坐汽车，由洮辽镇守使张海鹏陪着，到了三十户，看了那里的大
庙。……听喇嘛讲，班禅来到三十户，只停留一会，跪接活佛的喇嘛和蒙古人有上
千人，班禅只接见了正座,其他的喇嘛均没接见就走了。

大安市洪法寺。位于新荒乡永兴村沙坨子敖包山上，是一处建于清代光绪年
间的喇嘛寺庙。

镇赉县拉杆庙。位于五棵树镇前英台村西，是镇赉县境内较大的一处喇嘛
庙，占地面积存1.7万多平方米。

镇赉县谢台庙。位于莫莫格蒙古族乡米太村谢台庙屯内，原名“金蟾庙”，
因庙建在一个四周围环水的呈蟾状的土岗上而得名。后讹传为谢台庙，现已
无存。

除此以外，还有讲堂庙、五棵树庙、黑帝庙、铁力喇嘛庙、布特庙、兴隆庙、珲春
庙等喇嘛庙、道庙（观）等。 （三十六）

清朝时期建在白城的喇嘛庙
●宋德辉

通榆县兴隆山镇交哥庙遗址。

我看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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