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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洮南市地方志》记载：“清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初
四（1902年10月5日），盛京将军增祺和兵部尚书裕德
奏请丈放扎萨克图郡王旗荒地。获准后指派花翎分省
试用知府张心田为总办，于10月14日在辽源州（今郑
家屯）设立扎萨克图蒙荒行局，并出示放荒招垦告示。
10月24日，张心田总办等人抵达扎萨克图旗王府（今
乌兰浩特西南四平夹抗嘎）与郡王乌泰筹商放荒事宜。
10月31日，张心田等人来萨吉盖毛都（今洮南市区），
勘定城基。”

“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十（1903年5月6日），奉天
省蒙荒行局委蓝翎补用总管五品官福龄任扎萨克图蒙
荒行局总办。同年，行局由辽源州迁至萨吉盖毛都，不
久，沙吉盖毛都改称双流镇。”

在这一大的背景下，整个科尔沁地区及科尔沁以东
地区全面实行放垦，于是出现了今天所说的闯关东潮
流，大批山东、河南、直隶等地的民众大量涌入。这期间
来到双流镇的商人看准了商机，纷纷投资兴办实业。据
《洮南市志》记载：“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初一（1903年11
月19日），商人王佐臣集资20股，白银2万两，成立火犁
公司。”是年，豫贞庆烧锅开业。杨家大饼等也落户洮南。

为筹集资金，促进双流镇发展，经盛京将军增祺批
准，洮南庆升号等8家商号于清光绪三十年三月（1904
年4月），在洮南放行街帖（地方纸币）。

由于大量移民的涌入，使蒙古地区的人口结构发生
了重大变化，农牧矛盾也不断显现，放垦越多，进入蒙古
草原地区的汉族人口就越多，其矛盾也不断增多。当时
的蒙古地区还没有适应这种管理的政权机构和相应的
法律规章等。这就为清朝政府在蒙古地区建立州县制
政权机构提供了前提条件。清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一
日（1904年7月4日），盛京将军增祺与钦差大臣奉天府
尹廷杰，因放荒结竣，奏请设洮南府和靖安县（今洮北
区），开通县（今通榆县一部分）。六月初二（7月 14
日），光绪皇帝旨准。在萨吉盖毛都（蒙语，有喜鹊的地

方）设立洮南府，隶属盛京将军衙门，辖靖安县、开通县。
为了加快招垦步伐，六月初一（7月13日），将在扎

萨克图郡王旗（科右前旗）总办放荒事务的张心田调任
扎萨克公旗（科右后旗，原驻地在今察尔森附近）蒙荒行
局总办，负责镇赉县、大安县部分地段的放荒招垦。同
时，又任命双道伦为扎萨克图旗（科右前旗）接任蒙荒行
局总办。

洮南府设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建设这个位于
科尔沁之地的州府所在地的城镇街基建设。同年七月
二十六日 （8月 23日），完成洮南府街道、官府衙
门、商业区的丈放设计工作。同时，设置洮南府警察
总局，由150名马步巡防队员组成，分别驻在城乡，
其中，城内巡兵90人，乡下巡兵60人，分驻新建的县
城及乡下。

同年十月（12月），洮南府首任知府田芗谷到任，并
在街西租赁房屋，正式设立洮南知府衙门，开始行使其
管辖权。

清朝官制规定，府是清朝政府地方政权机构的一种
建制，隶属于省道下，府最早隶属于省，后来增设了道以
后，就成为道的下级机构。府的长官是知府，大多数由
京官外放的，从翰林院编修、检讨、都察院六科给事中，
各道御史，以及中央各部郎中、员外郎中拣选，少部分是
从知县和知州中升任的，所以府有很大的独立性，清廷
为了控制府，设有“知府保举联坐法”，明确规定知府对
其所属州、县官吏的违法行为要负连带责任。

府设长官知府一人，从四品，负责本府各州、县的行
政事务，如宣布政令，兴利除害，每三年对下属官吏考察
一次等等。至于地方大事必须上报上级长官督、抚，得到
批准后才能办理。知府下辅助官员有同知，正五品；通
判，正六品。两者都无定员，有的府未设，有的一、二人，
也有多至三、四人的，他们各有分工，分管缉捕、粮饷、水
利、防务、抚边等事务。另有经历、知事、照磨和司狱管
官，其职务分别与二司的下级官员相同。 （三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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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故事

清朝晚期建在洮南的天恩地局。

天恩地局内院。

精忠报国：是指为国家竭尽忠诚，牺牲一切。
1126年，金兵大举入侵中原，岳飞投军。临行前，母亲把岳飞叫到跟前，说：“现在国

难当头，你有什么打算？”“到前线杀敌，精忠报国！”母亲听了儿子的回答，十分满意，她决
定把“精忠报国”这四个字刺在儿子的背上，让他永远铭记在心。 金天佑 田乐/图文

大豆是我国传统的五谷之一，被
称为“菽”。《诗经》中就有“中原有菽，
庶民采之”等句子。对于中国人而
言，它不仅是一种主要的食用油料作
物，也是植物蛋白质的重要来源。

中国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栽
培大豆的起源地。距今9000—7000
年前后，分布在黄河中游和淮河流域
的裴李岗文化时代的先民已经开始
利用 野生大 豆 属 植 物 。到距今
5000—4000年左右的龙山时代，大
豆已出现较为明显的驯化特征。在河
南禹州瓦店、登封王城岗、山西陶寺、
陕西周原等地遗址，都出土了尺寸介
于野生和栽培之间的炭化大豆。

夏商以后，大豆种子的尺寸明显
增加，这一驯化过程一直延续到汉
代。春秋战国时期，大豆已经成为我
国重要的农作物和主粮，与小米并称
为“菽粟”。《管子》中说“菽粟不足，末
生不禁，民必有饥饿之色”，说明大豆
在当时民生中的重要地位。

到了汉代，大豆的种植规模和产
量有了大幅提升，从公元前一世纪成
书的《氾胜之书》来看，当时大豆已经
在中国广有栽培。洛阳等地汉墓出土
的陶仓上还写有“大豆万石”的字样。

豆制品的发明，是我国先民在大

豆栽培和利用方面的又一重要创
造。汉代以后稻麦替代了大豆的主
粮地位，大豆向着应用更广泛的副食
和调料方向发展。在西汉时期，人们
已开始用大豆为原料作豆酱，并逐渐
发展为制造酱油；而相传由西汉淮南
王刘安发明的豆腐，更是成为经久不
衰的食材。

大豆约于秦代自华北引入朝鲜，
又传入日本，18世纪后才逐渐传播
到欧洲和美国，成为世界上主要的油
料和饲料作物之一。

中国古代技术发明之二

大 豆 栽 培
●徐丁丁

一道残阳铺水中，
半江瑟瑟半江红。
可怜九月初三夜，
露似真珠月似弓。

[赏析]
这是一首记录诗人舟行途中所

见所感的诗歌。这首诗清新明朗，体
现了诗人轻松畅快的心情。可见，旅
途所作，并非一定是抒发羁旅愁思的
诗篇，同样是日暮江上景致，附着的
情感却因人而异。

全诗以写景为主，描绘了傍晚和
入夜两个时段江上的景致。前两句
是傍晚时分。夕阳即将沉落，残阳沿
着水面照射过来，如大红锦缎一般铺
在江面上。“铺”字用得很妙，既写出
夕阳照射角度低的特点，又写出夕阳
的柔和，带给人闲适、平和的感觉。
阳光照射到的江面，呈现红色；而照
射不到的地方，则呈现出深沉的碧绿
颜色。一半红艳，一半深碧，色彩对

比如此鲜明，景色如此奇妙，诗人的
观察可谓细致入微。

但“暮江”的奇景还不只这些。
等到入夜时分，碧空里，新月初升，如
一张精致的弯弓高悬；草丛中，冷露
凝结，映照着新月的光辉，如珍珠般
璀璨夺目。诗人不禁感叹：这九月初
三的夜晚是多么可爱啊。近人俞陛
云评论说：“夜色清幽，诵之觉凉生袖
角。”可说道出了我们读此诗共同的
感受。

有人质疑说，九月初三的月亮是
“蛾眉月”，只能在傍晚的西方天空见
到，而露珠到了夜里才会凝结，这两
种景物不会同时出现，诗人这里犯了
常识性错误。这未免责之过深。诗
人撷取最打动自己的两种景物，以艺
术的方式整合在一起，令我们领略九
月初三夜独特的美。这是艺术的真
实，也从侧面说明，诗人沉醉于夜的
优美中，从傍晚到入夜，玩赏不已，恰
体现出其内心的轻松畅快。（雨果）

暮 江 吟
●[唐]白居易

诗词鉴赏■■

春秋战国时期，虽战争不断，文化却
异常繁荣，思想活跃，百家争鸣，而儒家
无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流派。儒家学说在
其后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规范着人们的
社会生活，也影响着中国政治文化的发
展。那么，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是如何看
待乐的呢？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有
三位——孔子、孟子、荀子，他们都十分
注重音乐，并积极肯定、提倡音乐教化。
在儒家看来，音乐是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
部分，也是个人修养的重要内容。

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开创者，是位
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也是一
位热爱音乐、对音乐有深刻认识的音乐
家。他会弹琴、唱歌、击磬、鼓瑟，还会
作曲。孔子提出“兴于《诗》，立于礼，
成于乐”，他认为人的修养完成于乐，给
予了音乐以至高的地位。同时，他认为乐
与礼密不可分，礼和乐二者对于治国而
言，缺一不可，二者共同在社会生活秩序

的建立、人民优秀品格的培养和性情的陶
冶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他说：“移风
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
礼。”那是不是所有的音乐都对社会和个
人有益呢？孔子的回答是：非也。孔子认
为好的音乐必然是以“仁”为基础的，所
谓“人而不仁，于礼何？人而不仁，于乐
何？”孔子听 《大武》 时说其尽美未尽
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为此，孔子又
提出了一些具体的音乐美的标准，比如音
乐内容要符合礼的要求，音乐表达的感情
要懂得节制，要中节有度。

孟子，继承了孔子思想中“仁”的部

分，认为人天生是善良的，后天的教育可
以使人天生的善继续加强，可以完善人的
德行。荀子，继承了孔子思想中“礼”的
部分，认为人天生是充满恶的，后天的教
育可以引导人、改造人，可以使恶变善。
无论是孟子还是荀子，他们都强调人通过
自身的努力坚持美好、完善不足，他们都
肯定了人有自身的秉性与情感，在他们讨
论音乐时，也体现了这样的认识。

孟子说：“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
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
同美焉。”人们对美的事物是有相同的认
识的：好吃的食物，大家都会觉得好吃；

动听的音乐，大家都会觉得动听；美丽的
色彩，大家都会觉得美丽。人与人并没有
不同，常人也可以成为圣人。那么，音乐
到底在表达什么内容呢？孟子认为音乐表
达的是喜乐的情感，这种喜乐是对仁德的
喜乐，而非其他，音乐也只应该表达这样
的情感。

荀子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
必不免也。”人的生活中是不能没有音乐
的，音乐和人的情感是相通的，因此音乐
也必然影响人的情感和行为，“故乐者，
所以道乐也”。荀子认为好的音乐一定是
和谐的音乐，并应该有一个稳定的基础，
从“一”生出“和”，进而使人们得以和
睦相处。这样的音乐具有巨大的社会作
用，“足以治万变”。

儒家说乐，离不开其治世的抱负，也
体现了儒家的入世情怀。不管怎样，乐在
儒家的思想体系中被强调、被提倡，说明
了音乐不可忽视的改变人心的力量。正因
此，人人说乐，人人离不开乐。

清 朝 晚 期 的 白 城 建 置
●宋德辉

儒 家 说 乐儒 家 说 乐
●张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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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纲目》中所绘大豆

“二十四史”中，一般一个朝
代只有一部专书记述其历史，不
过也有例外，如《旧唐书》和《新唐
书》记录的都是唐代的历史。五
代时期，后晋曾修《旧唐书》，到了
宋朝时，人们不满意于《旧唐书》
的质量，宋仁宗认为其“纪次无
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
落”，下令重修，这便是《新唐书》
的由来。受命编纂《新唐书》的是
欧阳修和宋祁两人，欧阳修是鼎
鼎大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宋
祁知名度不如欧阳修，也是当时
文采与史才兼擅的名家。

宋人张邦基的笔记《墨庄漫
录》中，记载了欧阳修与宋祁修史
时的一段佳话。原来，两人修史，
分工不同，欧阳修专修“纪”“志”
部分，“列传”部分则是由宋祁修
的。在最后统一编校时，朝廷认
为一本书出于两人之手，体例不
能统一，希望欧阳修仔细审阅列
传部分，删改为统一的体例。欧
阳修却并没有对宋祁所修的列传
部分进行删改，他就此对别人解
释说：“宋公是我的前辈，再说人
们的见解多有不同，怎么都能跟

自己想得一样呢？”于是一点也没
有改动。

《新唐书》修完之后，要呈报
给皇帝，按照以往修史的旧例，在
署名方面，一般只署官职最高的
人的姓名，欧阳修的官最高，所以
理当只署他的名字即可。但欧阳
修却说：“宋公对列传也下了很深
的功夫，写了很长时间，怎么能埋
没他的名字呢？怎么能夺取他的
功劳呢？”于是，便坚持只把“志”

“纪”部分署上了自己的名字，而
把“列传”部分署上了宋祁的名
字。两人并列，这是从来没有过
的体例，宋祁因此感动地说：“自
古文人不相让，而好欺凌、埋没对
方，这样的事前所未有啊！”由此
可见欧阳修的谦虚礼让。

这两件事，看起来虽然只是
两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凸显的
却是大人格、大境界。就如一滴
水珠可以折射出太阳的七彩光辉
一样，“小事”也可以反映出一个
人的道德品质，这是一种高尚的
人格修为，但这种修为却不会被
历史的尘埃埋没，而是永远闪耀
着光芒，影响着我们的人生。

欧 阳 修 的 谦 让
●唐宝民

彩陶瓶上，脸部“伸出”了舌头，并配
文“略略略”；猪面纹彩陶壶上，眼睛“转”
了起来，配文“容我想想”……近日，甘肃
省博物馆推出的一组文物表情包在网上
走红。博物馆负责人称，表情包是“让文
物活起来”的举措之一，希望通过此举让
大家更了解文物。

彩陶瓶、三彩俑、铜博戏俑，这些历
史久远的瓶瓶罐罐，与“小拳拳捶你胸
口”等网络流行语原本风马牛不相及。
甘肃省博物馆推出文物表情包，将严肃
的文物和大众娱乐“混搭”在一起，勾画
出一种别致的画风，深受网民喜爱。这
种看似“不着调”的搭配，实则非常用心，
契合了文化审美上的冲突美。

在传统视角里，“冲突”两个字往往
充满争议。一些人在艺术审美上过分强
调匹配、协调、柔和，笼统地认为有冲突
就不好。实际上，在一些主流美学学派
中，“冲突美”一直备受推崇。尤其是现
当代，“冲突美”在文学、绘画、电影等视
觉艺术作品中非常常见。法国戏剧理论
家布伦退尔断言：“没有冲突就没有戏
剧。”这句话一度被人们看为“戏剧定
律”。梳理研究我们会发现，包括《赵氏
孤儿》《雷雨》在内的很多中国戏剧、小说
都饱含着浓郁的冲突美。

包括“文物表情包”在内的文物宣传
推广，有的虽算不上正儿八经的文艺创
作，但其创意和设计也需遵从审美规
律。否则，难免给人暮气沉沉之感，提不
起公众的兴趣。“文物表情包”把庄重严
肃的文物与俏皮的网络流行语“拉郎
配”，二者在强烈的对冲中，达到了寓历
史文化于网络流行语之中的“中和”。此
前，网上很火爆的康熙“朕知道了”纸胶
带、“雍正：感觉自己萌萌哒”的动态照片
等，之所以迅速蹿红，也是因为“冲突”让
静态的文物“活”了起来。

赞赏“文物表情包”的冲突美，并不
意味着此类创意可以无的放矢。相反，
它必须谨慎着手、小心为之。一是精心
推敲文物与网络流行语的内在联系，确
保二者实现顺畅融合，避免不搭调。二
是拿捏好尺度，防止戏谑太过对文物的
严肃性造成亵渎，产生违和感。文创作
品可以活一些，但文物毕竟相对传统严
肃，在创作过程中必须把握严肃性与娱乐性之间的平衡，否则就可能
弄巧成拙。

文物的生命在于融入大众生活。正如专家所言，让文物活起来，
应有两个面向，一是面向博物馆自身，不断挖掘文物藏品的文化内
涵，让文化遗产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二是面向公众，创新文化传播
的表现形式和表达方式，让文物的故事以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
人心，融入百姓文化生活。以合适的方式把历史久远的书画古玩、瓶
瓶罐罐，从尘封中请出来，请到网络上，为人们所用所喜，唤醒的是文
物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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