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籍姓古，几百上千年下来，经
过不断传抄、整理、翻印，形成许多
不同的版本。它们之间存在较大差
异，比如字句不同、篇目卷数不同、
注家不同、印刷版式不同等等。

拿《水浒传》来说，有一百回本
的《忠义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的
《忠义水浒全传》、七十回本的《第
五才子书水浒传》，还有一百一十
回本、一百一十五回本、一百二十
四回本。

回数不同，内容自然有很大差
别。比如，一百回本写到宋江受招
安后征辽、征方腊，没有征田虎、征
王庆的情节；七十回本是金圣叹的
删节评点本，删除了宋江受招安以
后的全部情节。

另外，同一首诗，版本不同，字就
不一样。我们都熟悉的杜牧的七绝
《寄扬州韩绰判官》：“青山隐隐水迢
迢，秋尽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桥明月
夜，玉人何处教吹箫。”通行本都是如
此，但在更古老的本子里，“草木凋”
是写作“草未凋”。显然，“草未凋”更
符合江南秋景的实际。

选版本，就好像买菜。同样都
是白菜，这家的好看，但可能瓤里有
坏的地方；那家的脏兮兮的，但可能
是有机的。所以，要买到那种“秀外
慧中”的菜才好，最怕“金玉其外败
絮其中”。

正如张之洞所说，知道应该读
哪本书了，却没有读到精心校勘注
解的好本子，那就事倍功半了。上
次说了校勘的重要性。校勘校得好
的书，篇目较全、错字较少、语句更
符合原貌，就可以称之为善本。因
此，看古书，应当首选善本。

反过来说，如果看书不挑版本，
念岔了倒还事小，顶多误人子弟，严

重的可能要出人命。
明代名医戴元礼，曾经在南京

访医学艺。偶然间看到一位医生家
门前求诊的人很多，戴元礼想着这
一定是位神医，就天天去人家门口
观看。有一次，一位来看病的人刚
出门，这位医生就追了出来，告诉那
人，煎药时一定要放一块锡一起煎
煮。

戴元礼听了，觉得很稀奇，就去
请教这位医生。医生说，小伙子要
多看书啊，我这是古方，载于某某医
书。戴元礼听了去找这本医书，发
现有两种版本，一种写作“锡”，一种
写作“饧”，饧就是糖，作者原意是应
该加块糖，但是劣本上错成“锡”。
版本不同，这不是要出人命嘛。

有了版本意识再去看一本书，
不同类型的读者，就可以选择不同
版本——不选贵的，只选对的。对
的就是合适的、称手的。鲁迅说：

“善本就是能合手适用。”
比如，同样是《资治通鉴》，一位

普通大学生想翻阅一下，作为课外
参考，就可以看中华书局的新标点
本；一位老年人想看，因为视力不好
了，就可以看崇文书局复刻胡克家
本，字大行稀；一位专门研究《资治
通鉴》的学者，可以看商务印书馆影
印的百衲本——各种宋代版本的书
影都在其中，可以进行深入地对比
钻研。

这样一来，各人均得所需，各
书也适得其所。版本的作用，尽在
于此。

吕明仁在加强上层统战工作的同时，注意抓中下层的
统战工作。除了争取上层进步分子外，对相当数量的伪官
吏出身的旧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和东蒙自治军政府及地方政
府负责人，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他们认清前
途，彻底转变立场，接受共产党领导。在吕明仁的努力工作
下，这些人逐渐转变了立场，积极为革命作贡献。科尔沁温
都尔小王爷阿尤，主动用家中财产资助革命军队，投身革
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库伦旗格尔林庙的麦得尔活佛，也
转变了立场，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后担任了内蒙古佛教协会
主席。为了培养和发展蒙古族革命力量，吕明仁指示阜新
县委，选拔一批蒙古族青年组成了蒙古族青年工作队，也
称蒙民大队，领导人员都是进步知识青年。队伍很快发展
到3个骑兵连200多人。他们英勇果敢、骑术高超。主要
任务是发动蒙古族群众，成立农救会，开展减租减息，武装
保卫根据地，收缴地主的枪支、马匹，扩大武装。在保卫哈
尔套的战斗中，拔除欧力板营子地主武装据点，威震窜扰乌
兰木头山南的地主武装，连国民党九十三军二十二师也龟
缩在海州不敢冒犯。到1946年8月，发展的5个连300多
人浩浩荡荡，威武雄壮，在蒙古族中影响很大，被誉为“铁骑
之师”。

3月底，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辽西省委和军区又令高

体乾和曾敬凡率分区机关赶到通辽，与吕明仁领导的地方
武装会合，建立五分区（对外称通鲁警备区），高体乾任司令
员，吕明仁任政委，曾敬凡任副政委。4月29日，西满分局
判定在辽西省委直接领导下，建立新的五地委（即哲盟地
委），由吕明仁担任书记，赵石任副书记。6月1日，蒙汉联
合哲里木盟政府在通辽成立，乌力图任主席，吕明仁任副主
席，赵石任盟政府党组书记。从此，哲盟的工作完全置于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哲盟党政军组织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建
立起上层统一战线。

1946年，在哲里木盟党的历史上，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吕明仁任哲盟地委书记，重担在肩，放射出他全部
的光和热，是他一生中光辉灿烂的一年。这一年，他和乌力
图、阿思根等蒙古族上层人士，以诚恳的态度合作共事，既
坚持了党的领导，又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他特别尊重蒙
古族上层人士的意见，在共事过程中，使蒙古族的上层人士
有职有权，参政议政，当家作主，充分发挥了他做统一战线
工作的才能。

吕明仁在统战工作中，首先抓住了上层，以上层为纽带
带动下层统一战线，然后依靠下层统一战线推动上层统
战。因此，在反对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统一战线旗帜下，除
极少部分投靠国民党外，大多数蒙古族上层爱国人士都跟

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
在哲盟建立根据地的关键，是建立广泛的民族民主革

命统一战线，而统一的核心是发动和依靠广大农牧民群众，
特别是蒙古族知识青年。他们是统一战线的基础，又是我
党开展工作的依靠力量。如何对待蒙古族知识青年，是民
族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吕明仁从实际出发，经过调查研究
后，认为蒙古族知识青年虽多数为剥削阶级出身，但他们
亲身感受了14年亡国奴生活之苦，有强烈的民族解放热
情，反对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统治，有些知识青年在国共
两党的对比中，阶级觉悟初步提高，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忠心拥护群众运动。因此，我们做民族工作和统
战的着眼点，首先应该放在培养教育方面。吕明仁与各方
面配合，举办各种学校和短训班，亲自给蒙古族青年讲马
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浅显易懂，深受
蒙古族青年欢迎。在他的辛勤努力下，一大批蒙古族青年
在思想上得到了改造，走上了革命道路，并初步掌握了做
群众工作的方法，成为我党开辟哲盟蒙汉工作可以依靠的
重要力量。

吕明仁在青年工作中，特别重视内蒙古革命青年团的
工作，在各项工作中，始终依靠内青团组织。号召内青团员
深入农村牧区搞清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依靠内青团去
争取上层，团结中层，改造基层政权。依靠内青团组织新的
人民武装，在整顿和改造骑兵二师队伍中，内青团起了积极
作用，成为我党的有力助手，许多优秀团员光荣地加入中国
共产党。

（一百一十五）
(白城市地方志办公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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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传统文化赓续传承的接力棒交
到了我们手上，更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别让传统文化只有传统，别让历史记忆只
成为历史

燃、炫、潮——这些常被年轻人用来形
容流行时尚的字眼，出现在最近一档传统
文化节目《上线吧！华彩少年》的评论中。
让人不禁好奇，这是一档怎样的节目？

原创民谣中融入悠扬的黄梅戏，快板、
京剧和流行的说唱结合，中国古典舞混搭
街舞……央视综合频道推出的《上线吧！
华彩少年》，向观众展现了青春力量和传统
文化的相遇。35名少年来自五湖四海，其
中有实力不凡的高校学子，有功底扎实的
院团演员，还有非遗技艺传承人。婉转吟
唱、水袖挥洒间，跃动着他们对传统文化的
热爱、融入巧思的现代表达。

其实，这几年类似的“破壁”和相遇并
不少见。重大考古项目、精彩文化展览，总
是引发“围观”；许多纪录片和短视频将镜
头对准非遗技艺，获得高分点评；《中国诗
词大会》《中国诗词小会》等文化类综艺播
出，掀起观看热潮；既有颜值又有底蕴的创
意产品，成为电商爆款。“与古为新”，为越
来越多人创造了亲近传统文化的场景，让
传统文化以更轻盈灵动的姿态走进年轻人的心灵。

我国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内涵丰富。从诗词歌赋到曲艺戏剧，
从节庆民俗到书法绘画，诞生之初都源于当时人们的生产劳动。
比如，有人把《赠汪伦》比作李白告别好友而发的朋友圈，形容曲艺
是中华民族各种“说唱艺术”的统称。传统的河流行经不同时空，
在薪火相传中走到今天。如今，传统文化赓续传承的接力棒交到
了我们手上，更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别让传统文化只有传统，别
让历史记忆只成为历史。

想要为传统文化“上新”，离不开理念的更新。不是穿上汉服、
练段武术就叫传承，要找到有共鸣的视角、有深度的思考，用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向更多人传递我们的精神之美、价值之美，
让传统文化和现代表达美美与共，而不是汲汲于符号的堆砌，止步
于空洞的表面。

今天的文化可能就是明天的传统。传统文化历经岁月风尘，依
然华彩焕然，离不开守护者和传承人的参与、呵护、激活。也呼唤更
多这样的参与，为传统文化的持续生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内在力量。

农历辛丑年春节将至，牛
年即将到来。近日，中国美术
馆2021新年大展“美在耕耘”
启幕，展览以牛的形象为主体，
展出中国美术馆收藏的脍炙人
口的名作及部分邀约作品共近
600件，涵盖中国画、油画、版
画、雕塑、书法、摄影、工艺美
术、民间美术等类型，吸引了众
多艺术爱好者打卡。

在中国人心中，牛是一种
勤劳而温顺的动物。在中国数
千年的农耕文化中，牛与大地
谱写着耕耘的诗篇，寄托着人
们深厚的情感。

牛在新石器时代就被人类
驯化，距今至少有7000多年的
历史。在中国的十二生肖之
中，牛排名第二，这一排位也被
演绎出很多有趣的故事。其中
比较为人熟知的是这样一个典
故：天地未开之时，混沌一片，
鼠于夜半之际出来活动，将天
地间的混沌状态咬出缝隙，“鼠
咬天开”，所以子时属鼠。天开

之后，接着要辟地，“地辟于
丑”，牛耕田，是辟地之物，所以
丑属牛。

自古以来，牛以农耕为
主。在南方，牛下水田；北方，
牛犁土地。《周易》中称牛为“坤
卦”的象征物，代表生养万物的
大地，具有极高的象征意义。
史书记载，每到立春节气，官府
都会举行“鞭打春牛”仪式，以
示春耕开始，并兆示丰年。春
牛是用泥土塑造的，塑造土牛
始自周代。农历十二月“出土
牛以送寒气”，那时的土牛是寒
冷的象征。汉以后，“造土牛以
劝农耕”，土牛成了春天的象
征，故又称春牛。

民间的《春牛图》，画上除
春牛外，还有芒神，即眉清目秀
的放牛郎。芒神光脚，则预示
来年雨水大，要防涝；双足穿草
鞋，预示来年天旱，要抗旱蓄
水；一脚赤足，一脚草鞋，预示
不旱不涝，好年景，要辛勤耕
作。春牛身长三尺六寸五，象

征一年365天；牛尾长一尺二
寸，象征一年12个月；四蹄象
征四季；柳条象征春天，鞭长
二尺四寸，表明一年24个节
气。牛肚子里放五谷杂粮，鞭
牛之后，人们就将泥牛“瓜
分”，撒到自己家地里，争取五
谷丰登。

而牛的功绩并不仅限于耕
田辟地，其在交通、食用、艺术
甚至军事上都得到广泛运用。
如军事上，相传战国齐将田单
曾发明“火牛阵”战术，在齐燕
交战之时把千余头牛角上缚上
兵刃，尾上缚苇灌油点燃，冲向
燕军，大败燕军，连克七十余
城。交通上，早在3000多年前
的商代，王亥就发明了牛车，在
晋代，牛车成为主要的交通工
具和运输工具。

牛在中国文化中是勤奋、
获取少、贡献多的象征，而牛也
被寄寓吉祥安泰、继往开来的
含义。古时《鞭牛歌》说：“一鞭
曰风调雨顺，二鞭曰国泰民安，
三鞭曰天子万岁春”，就是人们
将美好希望寄托于牛的写照。
耐疾苦、任劳怨、性宽厚，古人
诗词中对牛吟诵颇多，尤以南
宋李纲的《病牛》最著名，诗言：

“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
复伤？但愿众生皆得饱，不辞
羸病卧残阳。”牛的精神从来都
是可嘉的。

牛，作为数千年来一直陪
伴人类的动物之一，被赋予了
中华民族的美德。孺子牛、拓
荒牛、老黄牛，是家喻户晓的美
好形象，是底蕴深厚的文化意
象，蕴含着中国人民自强不息、
砥砺奋进的精神密码。欣逢牛
年，希望牛的精神能继续滋养
我们，一如既往脚踏实地、苦干
实干、开拓创新，用平凡铸就伟
大，耕耘人生之美。

如法炮制这个成语，曾出现在
清代长篇小说《镜花缘》中。李汝
珍在讲述讨伐武则天的军队时写
道：“即如法炮制，果然把阵破了。”
依照现有的方法、照着现成的样子
去办，结果和成效也是可以预期
的。

如今，如法炮制往往用作贬
义，例如有时同制造假货联系在一
起。但事实上，成语的来源绝对

“根正苗红”，其本源来自于制作中
药的过程。

炮制，古代又称为炮灸、修治、
修事等，意思是用烘、炒等方法制
作中药。在中药成为“药”之前，往
往要进行加工处理，包括对原药材
进行一般的修治整理和对部分药
材进行特殊处理。很多人在使用
成语时将“炮制”误写作“泡制”，以
为讲的是泡药喝的事儿。若是理
解了其背后的中医知识，这样的笑
话就不容易犯了。

如法炮制，关键在于“法”。
中药炮制法历史悠久，随着历代
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充实，方法也
越来越多。目前应用比较广的有

修制（去除药物杂质，把大块变
成小块）、水制（水洗浸泡，使药
物变软、纯净）、火制（通过火上
加热处理使药物变脆，发挥药
效）、水火共制（通过水火共同加
热，改变药物性能）等。

不同的药材，通过不同的炮制
方法，其性状和疗效也有所不同。
与此同时，经过炮制后，一些新鲜
草药能够得到更好地保存，药物的
质量也得到了保证。

炮制看似简单，实际上非常讲
究技术。对于与治病休戚相关的
药物加工来说，“不及则功效难求，
太过则性味反失”。炮制是否得
当，直接关系药效和用药安全，也
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作为
一门技术，中药炮制需要经过专门
训练的人才去完成。

这也提出了一个警示，如法炮
制虽然很有必要，可一旦不慎就有
可能变成照猫画虎。如果没有专
业知识、缺乏医生指导，凭感觉买
药用药、使用不靠谱的偏方治疗、
随便加减药物剂量，极容易造成严
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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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好敲门砖（下）——看版本

神医开药 要加块锡？
●熊建

俯首甘为孺子牛
●张勇

展品《千年土地翻了身》油画

“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
月白。”一首《琵琶行》写出了琵琶的独特韵味。

琵琶古称“批把”，起源于秦汉，盛行于唐代，是古老的弹拨乐器。“批
把”二字指的是这种弹拨乐器的演奏手法，汉代刘熙在《释名·释乐器》中
说：“批把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象其鼓
时，因以为名也。”“批”指右手向前弹，“把”指右手向后弹，“鼓”就是演奏
的意思。后来，为了与当时的琴、瑟等乐器在书写上统一，便改称琵琶。

正因为琵琶这个词所指的是演奏手法，所以，在秦汉至唐早期，无论
圆形音箱还是梨形音箱、无论横弹还是竖弹，只要是符合“批把”演奏手
法的弹弦类乐器，如现在的阮、月琴、三弦等，都统称琵琶。后来这些乐
器都有了自己的名字，琵琶才专指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竖抱、木制、四弦、
半梨形音箱、左手按弦、右手弹奏的乐器。

琵琶的器型、大小，在竖抱的弹弦类乐器中可以算是最美的：它的大
小、重量适中，所以能旖旎出“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蕴；它是优雅的半梨
形，所以能映衬出“暖玉琵琶寒月肤”的形态；它在弹奏时右手拨弦、左手
按弦，格外细腻深情，所以能律动出“泪润玲珑指，多情满地花”的情致；
就连在演奏前调弦的几声拨弄，也仿若是欲诉含情：“转轴拨弦三两声，
未成曲调先有情。”

不同文人常对不同乐器情有独钟，李白酷爱竹笛，而白居易则钟情
于琵琶。唐宪宗元和十年，白居易被贬为九江郡司马。第二年秋季的一
天，送友到湓浦口，忽然遥遥闻听水上有人弹奏琵琶，曲尽其妙，一时众
人尽皆忘情而沉醉其中，于是邀请演奏者以曲会友。听完曲中故事，白
居易有感而发写下长诗《琵琶行》，讲述了一名技艺出众的乐坊琵琶女，
在嫁人后郁郁寡欢、情志不得理解的寂寞。而这份情绪，正如同白居易
仕途不顺、志向不得舒展的苦痛。

《琵琶行》是描写琵琶非常重要的一首诗作，除了讲述琵琶女的故
事，里面对于琵琶的弹奏技法、音色特点叙述得淋漓尽致。“低眉信手续
续弹”，是乐曲起奏的平缓部分；“轻拢慢捻抹复挑”，是弹奏手法里的滑
音、揉弦；“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
珠落玉盘”，是四条弦的配合形成高低音的错落；“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

无声胜有声”，是演奏中的空拍、停顿；“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
鸣”，是右手轮指的气势如虹；“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是强
音作结，无限震撼。一曲终了，东船西舫的人们都静静地听着，只见江心
之中映着秋月的影子。此情此景，不禁让白居易脱口而出，“同是天涯沦
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人们印象中，琵琶总是柔情似水的，正如诗中说“莫对琵琶思往事，
声声弹出断人肠”，“相逢不尽平生事，春思入琵琶”。琵琶带有江南丝竹
的悠扬婉转，然而它最早却并非诞生于江南，而是源自西域。去过敦煌
莫高窟的人定会为那里精美绝伦的壁画所倾倒，仅在莫高窟中所绘制的
琵琶数量就多达700余件，其中，壁画《无量寿经变》的局部《反弹琵琶》
被公认为空前绝后的壁画杰作。仔细观察可发现，《反弹琵琶》的绘画色
彩和舞蹈动作明显带有西域少数民族的特点。“批把本出于胡中”，史书
记载，汉魏时期，西域乐人经丝绸之路从印度把五弦琵琶带入了中国，开
始在中原地区盛行，后来又流传到南方地区。可以说，琵琶是中外文化
交流的产物，是盛唐时期对外友好交往的见证。

正因是从西域传入中原的，所以琵琶又带有些边疆气质、塞外风
情。正如王翰《凉州词》所写：“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
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酒，是西域盛产的葡萄美酒；杯，相传是
周穆王时代，西胡以白玉制成的酒杯；乐器则是琵琶，一切都表现出浓郁
的边地色彩和军营生活风味。在琵琶声扬边塞的硝烟中，冲杀是那么平
常，生死是那么无常。而在琵琶声里，将士们痛饮豪歌、暂忘生死。“醉卧
沙场”，决不是浅斟低酌、借酒浇愁，而是豪放豁达、视死如归。这也正是
盛唐边塞诗的特色。

“两军相见醉琵琶”，因为惯识了军中狼烟，琵琶曲中常能闻听金戈
铁马之声。中国十大古曲之一的《十面埋伏》，便是以公元前202年楚汉
相争时最后的垓下决战为题材而创作的琵琶曲。以音符为画笔，以琵琶
为画卷，在起伏的旋律之中，让人仿佛看到浩浩荡荡、笙管齐鸣的军队，
看到了两军战于垓下的激烈紧张、十面埋伏阵法的凶险，看到了楚军不
敌节节败退的仓皇、楚霸王乌江自刎的凄切。慷慨悲歌，仿若史诗。

琵琶的豪情，不仅止于男儿的金戈铁马，也有属于女子的一抹嫣红。这

抹嫣红便是王昭君。几乎所有昭君出塞图中的昭君形象，都是身披红色氅
衣、怀抱一只琵琶，眼望前方。史载王昭君善弹琵琶，所以那么多以描写她
来抒发家国之情的诗词，总是离不开出塞路上的琵琶形象。比如李商隐《相
和歌辞·王昭君》写：“毛延寿画欲通神，忍为黄金不为人。马上琵琶行万里，
汉宫长有隔生春。”远嫁大漠，人人视此为畏途，唯独王昭君自告奋勇，愿意
前往。与昭君在异域终身为伴的，是来自故乡的琵琶私语。一年又一年，无
论更换多少新作曲调，征人望乡却是永恒不改的主题。

琵琶，虽非土生土长于中原的乐器，然而在后来漫长的历史云烟中，
早已成为了中国民乐的重要代表。它可剑拔弩张、金戈铁马；也可柔情
似水、蜜如私语；它可托举戍边男儿的豪情，也可倾诉水乡女子的相思；
可走上朝堂弦索调初张，也可散落民间浔阳江上月……从古至今，琵琶
就是这样一件在诗里、在画里、在江南、在塞北、在歌舞里、在乐队里，都
不可或缺的乐器。琵琶轻弹，天涯海内便尽在四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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