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第3本版主编 武曼晖 编辑 王娅楠 孙泓轩 文化广场 2021年1月21日

蒙汉团结，共建通辽。
1946年2月23日，热辽边地委（即原阜新地委）根据辽西

省委的指示，在吕明仁的率领下撤至通辽。由于管辖区域的
缩小，地委改为通辽中心县委（对外称“通辽人民民主建国
会”）吕明仁任中心县委书记。对于职务上的变化，一些干部
思想不通，吕明仁耐心地做思想工作：“我们要服从革命的需
要，克服地位观念。”表现了共产党员能上能下的革命精神。

通辽地处哲里木盟中心，是科尔沁草原的交通要道，公路
四通八达。早在1944年，国民党地下组织就潜入通辽地区活
动，抗战胜利后，他们与地方各种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狼狈
为奸，首先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控制着通辽的党政军大权，
一些日伪残余也兴风作浪，成立了维持会。他们造假币，出伪
钞，扰乱金融市场，垄断经济命脉。网罗伪警察宪兵特务百余
人，建立警察局和警察所，进行反共活动，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吕明仁率领干部来到以后，积极依靠工人群众开展城市
工作，他一手抓反奸清算，恢复生产，维持社会治安，一手抓农

村工作，培养积极分子，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会和民兵组织，
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发动农民减租减息和肃清土匪的指
示》，为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努力工作。

通辽有蒙古族人口几千人，虽然蒙古族人数不多，但对东
蒙地区的革命斗争极为重要。吕明仁原在阜新任地委书记
时，就注意按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新四军三师共同做民族工
作，尤其是上层统战工作。三师进入哲盟最早的是独立旅。
12月中旬，东蒙内防部长、东蒙自治军司令阿思根邀请独立旅
首先赴库伦旗王爷罗布桑仁钦就独立旅进入库伦问题进行友
好谈判，最后达成独立旅在库伦建立办事处作为后方的协
议。独立旅于12月28日进入库伦，建立了“八路军驻库伦办
事处”。

1946年1月8日，吕明仁派阜新地委秘书长于洪琛率10
余名干部来到库伦。经独立旅、阜新地委双方代表协定，库伦
也同时作为阜新地委的后方根据地。办事处负责当地党政军
民等各项工作，并配合旅后勤部、卫生部，筹备物资支援前线，

接收安置伤病员。办事处还大力开展地方工作，通过各种形
式进行上层统战工作。2月初，阿思根亲临库伦，与吕明仁、三
师独立旅首长商议在办事处武装“建国支队”基础上，建立东
蒙自治军骑兵二师十四团。同月，正式建立中共库伦旗委员
会，这是哲盟最早建立的旗县级党委之一。

吕明仁认为，做好哲盟上层统战工作，关键是在科左中
旗，因为这里是哲盟的中心，又是东蒙的前哨。吕明仁首先做
乌力图等人工作。乌力图在哲盟是蒙古族上层的头面人物。
他原是伪满国务院地方处蒙古班的主要参事官，后为科左中
旗旗长。他不但在哲盟，而且在东蒙也很有影响。经吕明仁
多方工作，在我党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的感召下，乌力图的政
治立场有了转变。他同意共产党干部协助行署工作。他虽有
些民族主义思想，但能审时度势，深明大义，表示真诚同共产
党合作。

为了加强蒙汉团结，便于全盟的军事统一指挥，经过协商
达成协议，建立东蒙自治军第二师及通鲁警备区联合司令部，
简称“蒙汉联军”，由乌力图任司令员。联合司令部负责对主
力部队和地方部队的领导，协助地方开辟工作，建立民主根据
地，肃清土匪，安定民生。

（一百一十四）
（白城市地方志办公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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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齐宣王对一位名叫颜
斶（chù）的隐士仰慕已久，召见
他入宫。面对齐王的召唤，颜斶反
过来招呼齐王走到自己身前，惹得
齐王大为不悦。

颜斶便围绕“君王尊贵还是士
人尊贵”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齐王
听罢豁然开朗，忙道歉并想拜他为
先生。颜斶拒绝，留下了“晚食以
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的
名句。

安步当车这个成语，原本是表
达人生的淡泊志向、称赞安贫乐道
的品质，如今人们往往将其字面意
思拿出来，强调多走路的好处。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走
路、散步，简单动作背后藏着健康
密码。在中医里，散步是很重要的
养生之道。人体一半经络在足部
聚集，脾经、肝经、肾经、胃经等重
要经络都经过足部，许多重要穴位
也在足底。这些经络穴位与五脏
六腑、四肢百骸相连接，走路一定
程度上能按摩足底穴位、疏通经
络，增强免疫力。

无论是散步还是大步快走，都

能起到健足的功效，锻炼心肺功能，
舒缓压力，改善身体血液循环，长期
坚持可以实现强身健体的目的。

如今的都市生活，大家多习惯
以车代步，留给走路的时间越来越
少。便利的交通条件极大延展了
个人的活动半径，但也“侵占”了大
量走路的机会，这也是不少人感慨
自己“缺乏锻炼”的重要原因。想
改善这种情况，最简单有效的办法
就是“迈开腿”，多走点儿路。

除此之外，“安步当车”也是开
给当代人的一剂“心药”——工作
与生活节奏很快，压力难免引发困
扰。淡然知足的精神状态，安步当
车的悠闲心态，或许更容易帮我们
寻到生活真谛。返璞归真，生活原
来可以变得更简单。

最后要提醒的是，走路锻炼务
必量力而行，不然很容易损伤膝
盖，像一些不顾及身体可承受负
荷、动辄“暴走”十几公里的做法并
不可取。走路虽好，贵在适度，安
步虽可当车，但却不能全然替代车
的作用。哪怕再喜欢走路，该上车
的时候，还是得上车啊。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古书都是靠
抄写传播的。人工抄写，再仔细的人
也会出错。因此，对于古书中的一些
说法，不能轻信。

孔子的徒弟子夏，有一次旅行路
过卫国，看到该国的史书中说：“晋师
三豕涉河。”翻译过来就是说晋国军
队的三头猪渡过黄河。子夏说这肯
定不对，应该是晋国军队在己亥年
（我国传统纪年方式）过河，“己”与
“三”相近，“亥”与“豕”相似，抄写时
写错了。后来，子夏到了晋国，问起
当地人这件事，回应确实是“晋师己
亥涉河”。

“己”与“三”、“亥”与“豕”的字形
相差挺大，怎么会抄错呢？我们今天
写字机会少，难以体会。写得多了，
确实容易出错，哪怕字形相差较远。
古谚语说：“书三写，‘鱼’成‘鲁’，‘虚
’成‘虎’。”因此，“鲁鱼亥豕”后来成
为专门指错别字的成语。

古书在传抄过程中出错，在所难
免。晋国军队三头猪这样的错误，凭
常识就能判断出有问题，但是很多时
候，抄错了，要是不仔细辨析，是看不
出来的。

《战国策》里有一个著名的故事，
“触龙说（音同睡，说服的意思）赵太
后”，讲述战国时期，秦国趁赵国政权
交替之机，大举攻赵。

赵国形势危急，向齐国求援。齐
国想，帮你行，但你得有抵押，不然这
忙不就白帮了吗？于是一定要赵威
后的小儿子长安君作为人质，才肯出
兵。赵威后呢，溺爱长安君，舍不得，

执意不肯，并一意孤行，表示决不听
劝。

后来，赵国大臣触龙用“爱孩子
就要为他做长远考虑”的道理说服了
赵太后，让她的爱子当了人质，换取
了救兵。

这个故事曾经很流行的说法是
“触詟（音同哲）说赵太后”。对此，清
代学者王念孙说了，《史记》里写的是

“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触龙说愿意
见太后。写成“触詟”的原因是把“龙
言”二字误合为一个字。因为古人写
字是从上往下，所以出了这样的错
误。1973年，马王堆出土了帛书，上
面正是写的“触龙”。一桩公案才得
了结。

触詟愿意去见太后，从语义上讲
也没错，不容易看出问题。这也就是
懂校勘的学者，才能用啄木鸟一般的
眼光，挑出这样的错误。

因此，校勘的作用，主要就是把
古书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找出
来更正，恢复原貌。古籍校勘之所以
成为一种学术，就是因为古籍构成复
杂，存在不同的写法和解释，必须在
各种相异写法中，参合比较，判断正
误，以存真复原。

怎么做？陈垣先生提出过“四校
法”：对校，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
刻本比较异同；本校，根据本书思想，
对前后文义矛盾之处进行逻辑分析；
他校，搜集他书中关于本书的资料进
行考证；理校，依靠校勘者本人的知
识系统对文辞的疑难问题进行论证。

不管用哪种校勘法，也不能想当
然，轻易改动原书。

南宋学者彭叔夏，十二三岁的时
候抄写太祖皇帝《实录》。他照着抄
的书上写到“兴衰治□之源”的时候，
发现缺失了一个字。彭叔夏根据上
下文琢磨，“治”后面一定是跟着“乱”
才能说得通，于是写成“兴衰治乱之
源”。后来，他得到该书的一个善本，
上写“兴衰治忽之源”，这才知道自己
当时改错了。他说，三折肱为良医，
我这才知道书是不能凭借臆测轻易
更改的啊。

校勘的高妙之处在此，危险之处
也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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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好敲门砖（中）——明校勘

晋国三头猪过河去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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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优秀国产纪录片越
来越多，让更多观众看到它
们的美好

近日，体育题材纪录片
《棒！少年》在院线上映，以流
畅的剪辑、动人的故事呈现
引发热议。在不久前举行的
2020 中国（广州）国际纪录
片节上，该片被评为评审团
特别推荐优秀纪录片，由此
也引发了人们对国产纪录片
的关注。

纪录片被称为“时代影
像志”，具有独特的思想价
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传
播价值。相关数据表明，近
年来国产纪录片年轻观众激
增，观看纪录片成为年轻人
认知和探索世界的一个重要
窗口。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
布的《中国纪录片发展报告
2020》显示，我国纪录片发展
实现多点突破、质量总体提
升，目前进入高质量发展关
键期，产业链各环节日益成
熟，整体发展态势持续向好。

近年来，大量优秀电视
纪录片受到欢迎。如《舌尖上
的中国》《我在故宫修文物》

《航拍中国》等，不仅创造了
较高的收视率，同时也获得
了较好的口碑。一些电影纪
录片在票房和口碑上也取得
了不俗成绩。以《棒！少年》为
例，该片有大量侧写、空镜等
镜头设置，以及成熟的叙事
文本和剪辑手法，传递出关
于时代变迁、少年成长、体育
运动发展的人文思考，让观
众获得剧情片般的沉浸式观
感。观察前几年上映的纪录
片，《二十二》斩获1.7亿元票
房，《冈仁波齐》以1500万元
制作成本，取得近1亿元票房。这些成绩离不开影片本
身内容质量的过硬，体现出国产纪录片在融合社会关怀
与艺术品质方面的探索。

不过，和全球范围内其他国家一样，相较于电视
荧幕和流媒体平台而言，对于纪录片来说，大银幕仍
然是一道门槛，难以跻身电影市场的主流。如何让更
多国产优秀电影纪录片叫好又叫座，推动电影纪录片
更好融入电影市场，在电影市场获得更好的发展，为
世界电影和纪录片行业提供中国经验？

一方面需要电影创作更加多样化，解决创作源头
的问题，培育观众更加多样化的审美习惯，从而促进
电影纪录片更好融入电影市场。而电影观众审美趣
味的多元化，最重要的是要在创作上下足功夫，市场
要提供包括电影纪录片在内的更加多样化的影片。
另一方面，电影纪录片要取得市场成功，不仅要在创
作上有好内容，创作之外的功夫也不能疏忽。要做好
电影上映前的预热，在中国电影市场发展得越来越好
的基础上，用好上映期间的口碑拉动效应。

希望优秀国产纪录片越来越多，让更多观众看到
它们的美好，更好地丰富电影市场，更加有力地助推
电影市场的多样化发展，为世界电影和纪录片行业提
供更多宝贵的中国经验。

我们今天谈论陶渊明，每每简单地将其视为隐士。其实，
陶渊明的底色，并不是一位隐者。从他少年时代的“猛志逸四
海”（《杂诗》其五），到中年的“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
诗》其二），再到晚年的“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其十），“大
济于苍生”的济世热情，贯穿陶渊明的一生。

每位青年都有自己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并希望在社会舞
台上展现自己的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青年时代的陶渊明
也是这样。诗人“总角闻道”（《荣木》），少年“游好在六经”，植
根于儒家学术思想土壤，崇拜孔子的“士志于道”（《论语·里
仁》）。他在《杂诗》中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
海，骞翮思远翥。”抒发了他辅佐明君、立业兴邦的政治渴望和
救世济民的用世思想。其壮志凌云，不失侠客豪气。“少时壮
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九首》）
渴望建功立业，英雄情怀跃然笔墨之间。

二十九岁这年，陶渊明入仕为官，出任江州祭酒。他怀抱
着“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
闾”的美好愿景，秉持着“大济于苍生”的理想，开始实现其济
世的猛志。然而，官场不同于田园，初涉官场的体验给他的美
好理想泼了一身凉水，于时急转身退。《宋书》等记载的原因是

“不堪吏职”，只得“少日自解归”，他受不了官场的种种束缚和
折磨。而其中缘故，陶渊明也曾略有提及。其《饮酒》其十九：

“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
向立年，志意多所耻。”委婉含蓄地透露当时自己的心迹。

初仕的碰壁，让诗人不禁犹豫起来。但他的政治热情和
理想并没有消退，而且对未来充满希望，等待“良主”的出现，
一晃六年过去了。正踌躇立功的他，再次入仕当时的显赫人
物——桓玄的军幕。很明显，诗人将这次入仕作为见识社会、
体察仕途的好机会。在此期间，东晋政局发生了很大变化。
桓玄与司马元显两大权臣之间你死我活的厮杀，全然不顾国
家大局，陶渊明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入仕的愿望再次落
空了。统治集团上层人物所关心的不是救民于水火，励精图
治，而是个人的私利。陶渊明借诗言志：“商歌非吾事，依依在
耦耕。”虽然自己很想成就一番功业，但既然不能像宁戚那样
干禄求官，那就再回归田园吧。正当犹豫之际，他母亲去世
了，就借此名义回到故乡。

再仕失败，陶渊明确实对官场有点冷漠和厌倦了。《和郭
主簿二首》：“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余滋，旧谷犹
储今。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
诗中流露出闲适生活的自得与惬意。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
陶渊明济世的热情不减。其诗云：“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
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在看到自己收获劳动成果的
同时，不禁对世道表示忧虑。所以，当守丧期满，年近不惑之
时，他积极用世的激情再次猛烈迸发出来，《停云》《时运》《荣
木》等系列诗歌，充分抒发了他这时期饱满的政治热情。在
《荣木》诗中，他以荣木喻人生短促，认为“晨耀其华，夕已丧

之”，“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
策我名骥，千里虽遥，敦敢不至”。时不待人，功业未就，经权
衡比较，于是选中了当时以整顿朝纲面貌而活跃在政治舞台
中央的刘裕。刘裕此时被拥为都督八州军事的镇军将军，陶
渊明便出仕做了镇军将军参军。

陶渊明先后出仕桓玄、刘裕，都是抱着很大的政治期望
的。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说：“（陶渊明）选择了东晋政府最动荡
的时候，又选择了最足影响东晋政局的两个军府，这说明他还
是关注于政治，并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但是刘裕和桓玄
完全是一丘之貉，阴怀篡逆。严酷的政治现实使陶渊明认清
了刘裕的伪善面目，其正当炽热的政治热情，犹如熊熊烈火被
泼了几瓢凉水，他只得在浊流中勇退。原本希冀政治上能够
有所作为，但他在这污浊的官道中，开始对年轻时的抱负颇有
些怀疑，感到内心矛盾极了。世道虽与他相违，但真要隐居不

出，实也有悖于自己最初的理想与壮志。他感到唯一能做的
是再次等待命运的安排。

因此陶渊明旋即出仕为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刘敬宣
为东晋名将刘牢之子，以破桓歆功，迁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其
地位可与刘裕相抗衡。可就是这位功勋赫赫的将军，却遭人
无端排挤，不得不借安帝复位之际“自表解职”，不得善终。这
一事件对陶渊明触动很大，推人及己，他由刘敬宣想到自己的
遭遇，体会到若想建功立业，欲“大济于苍生”，是何其艰难！
身居高位、功勋赫赫的刘敬宣，尚且落得如此结局，更何况一
名小小的参军呢？陶渊明想到自己虽然先后四次出仕，政治
理想却依然无法施展。他认识到正直的人不仅受谤，而且随
时有坠入“密网”而丧失性命的可能，感到世道与己颇不相容，
昔日的凌云壮志很难实现了。随着刘敬宣的解职，陶渊明也
回到了故乡。这一次入仕本是带着最大希望的，是他一生中

五次入仕的最高峰，也是他仕与隐的分水岭。从这以后，他入
仕的政治热情明显弱化了，再也没有猛烈迸发过。

最后一次出任彭泽令，并非出自本心，而是为公田种秫而
“足以为酒”去的。《归去来兮辞》说：“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
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刚上任不久，从“仲秋至冬，在官八
十余日”，思想又有了波折。“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再加
上督邮的到来，使他积于胸中多年来政治抱负未遂的愤怒与
痛苦，彻底爆发而出，“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这
既是给官场的诀别书，也是对五次入仕理想的总结。以前抱
定“大济于苍生”的政治理想，他认为“邦有道”而出仕；现在欲
作贤臣而无路、欲有为而不能的情况下，他只能退而“独善其
身”，“守拙归园田”。

虽然归隐田园，但还在眼观政治，也害怕卷入政治漩涡。
归田园初期，陶渊明在“放欢一遇，既醉还休”（《酬丁柴桑》），在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欢愉园田之乐。但五十
岁（五十而知天命）的到来，壮志未酬，他不得不感叹：“人生无
根蒂，飘如陌上尘”，“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
终晓不能静”，“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亲
此事”（《杂诗》）。这种忧思随着他年龄的增长，疾患的病重，而
不断加剧。尤其与当时政局联系起来，这种情感更为鲜明。严
酷的政治形势使他对抱负的施展不再抱任何幻想，坚隐不仕。

在陶渊明五十六岁时，晋、宋易代，诗人心情又发生了很
大改变，内心充满了愤懑，他把这股愤懑之情化成了《咏荆轲》
《读山海经》等充满豪情斗志的诗篇。朱熹说：“陶渊明诗，人
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
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
（《朱子语类》）但陶渊明深知自己无力扭转局面，他的理想和
抱负完完全全破灭了。为了躲避现实，他在耕种、读书中寻求
慰藉。“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
如？”（《读山海经》其一）

几十年的坎坷经历，对人生不断的思索，生活的实践，特
别是长期与劳动人民躬耕一处，激发了他那敏锐的思维力，促
使他的思想得到升华。在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一个超脱于“小
国寡民”又不同于“大同”社会的“桃源”世界。可以说，这是他
一生思想的精华与顶峰，是他不断对人生、对社会思索和实践
的结晶。也正因为他已不为世俗所累，因而他对自己的一生
遭遇，甚至生死安危，都能泰然处之了。在“死去何足道，托体
同山阿”（《挽歌诗》）与“人生实难，死如之何”（《自祭文》）的豁
达爽朗与自歌自吟中，他将自己的一生推向了巅峰。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年四十而见恶
焉，其终也已。”陶渊明二十九岁出仕，四十一岁归隐，其一生
重要的经历，大体都是参照孔子的人生设定来践行的，体现了
他作为一介儒生坚定的人生奋斗目标：“奉上天之成命，师圣
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感士不遇赋》）这
是陶渊明的底色。

陶渊明的底色和他的五次出仕
●钟书林

明仇英绘《桃花源图》。

安 步 当 车
●孙亚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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