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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延至明末，1636年3月，漠南蒙古科尔沁等十
六部四十九个台吉们齐聚盛京沈阳，一致承认皇太极
为蒙古大汗的正统继承者，是自己的君主。从此，漠南
蒙古十六部归附大清王朝。清王朝为了加强对蒙古各
部的统辖，在蒙古部族中实行盟旗制的统治方式。今
天白城的五个县（市、区），分别属于当时的科尔沁右翼
中旗、科尔沁右翼前旗、科尔沁右翼后旗和扎赉特旗。
蒙古部族控制白城期间，游牧文化重新上升为主流，并
与辽金遗留下的渔猎文化交汇、融合，形成了独具区域
特征的文化类型，并一直影响到今天。现在白城地区
的许多文化风俗虽与蒙区相近，但都各有差异，这就是
文化融合后的产物。比如，从民俗看，冰上捕鱼、大雁
放飞等风俗，都独具区域特色；从美食看，与蒙区的全
牛宴、全羊宴相比，白城还有自己的全鱼宴、全猪宴等
美食，极具地域特征。因为这个原因，很多文化名人到
白城，都感叹“进瀚海大地、感千年历史、看三省民俗”。

第四个阶段是文化转型期，主要构成是农耕文
化。在蒙古族的控制下，白城长期是游牧渔猎之所。
直到1902年，鉴于沙俄对东北的窥伺，清政府实行

“移民实边”政策，开始在科尔沁右翼地区招垦放荒，
大批来自山东、河北、辽南的移民涌入白城，开始垦荒
种地，建立村屯。为了加强对迁入新区移民的管理，

1904年以后，清朝政府开始在今天的白城境内设置
政权机构，先后设置了洮南府、靖安县、开通县、安广
县、镇东县和大赉厅。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延
续了清朝末期白城地区的建制。这段垦荒的历史、农
耕的历史，极大地促进了农耕文化在白城的发展繁
荣。特别是不同区域的移民涌入，把各地不同的民俗
民风、民间文化都带到了白城，形成了广纳兼具、体量
独特的文化特征。

第五个阶段是文化延展期，主要构成是红色文
化。白城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创建的最早的革命根
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中共辽吉省委、辽北省政府、辽吉
军区都曾驻扎在这里，陶铸、阎宝航、邓华等老一辈革
命家也都在这里工作战斗过。独特的革命斗争历史，
涌现出夏尚志、刘海明等一批革命英雄，为豪放粗犷的
地域文化又增添了革命的亮色、斗争的蕴味。

夏尚志出生于吉林省镇赉县，1945年10月，带兵
到白城接收地方政权。10月17日，夏尚志在苏联红
军的支援下收编了公安队，解散了由日伪残余士绅成
立的政务委员会，接收了洮安县（今洮北区）；嗣后，他
又带人接收了大赉县（今大安市）、镇东县（今镇赉县）
等地，建立了党的政权。在其后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他
首先将自己家的所有田地、牲畜和浮财全部登记后分

给贫苦农民，树立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形象。刘海
明时任嫩江军分区骑兵团团长，在解放洮安县（今洮北
区）过程中，面对敌人纠集的七个县、号称万人的“光复
军”围攻，奋力抵抗。激战三天后，在寡不敌众突围过
程中，为掩护战友而不幸牺牲。为纪念革命烈士刘海
明，当时的辽北省政府决定将洮安县城的“回通路”改
名为“海明路”，在白城城区里留下了永久的革命记
忆。这些鲜活的革命英雄、英勇的革命事迹，为白城文
化发展留下了新鲜的体裁、可歌的群塑、浓重的笔墨，
进一步增添了红色文化的意蕴。

这五个时期、五大类型，标定了白城有别于其他地
域、融汇融合的文化根脉和文化传承。渊源有序的五大
类型，从远古一路走来，其间不知发生了多少石破天惊、
烽烟滚滚、生死存亡、悲欢离合的故事。这些故事有的
随着朝代的更迭而长埋于地下，有的被载入史册永久留
存，更有的挂在百姓口头流传至今“活灵活现”。

（白城市文联供稿）

五牛铜枕

五牛铜枕（图①），1972年云南江川县李家
山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该器形似马
鞍，左右两端上翘，各铸一圆雕立牛，体态雄健，
肌肉饱满，犄角挺立。枕面平滑，在铜枕一侧浮
雕立牛三头，间隙处饰有蛇纹及姿态各异的虎
纹。青铜枕是滇国特有的器物，在此次古墓群发

掘中共出土6件，均位于骨架头部，有的枕上尚
留有头骨残片。

在滇文化中，牛与人关系密切，是重要的生
产工具。这是牛的形象在滇国器物上频繁出现
的重要原因。

曾侯谏铜盉上的牛

曾侯谏铜盉（图②），2013年出土于湖北随
州叶家山28号墓，年代属于西周早期，现藏于湖
北省博物馆。器盖上装饰有两组牛角形兽面
纹。器身腹部也施有大面积的牛角形兽面纹，两
侧配以爬行龙纹装饰；鋬部即器物提手部设计成
牛首状，双耳宽大突出。值得注意的是，这件青

铜盉颈部装饰的半浮雕前肢下跪的牛形纹，与四
川竹瓦街出土的青铜器上的纹饰相同，具有强烈
的中原文化周边地区的文化风格。

错银铜卧牛

错银铜卧牛（图③），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
馆。青铜卧牛作蟠伏顾首状，形态逼真，栩栩如
生。牛身有错银云纹，不仅动感十足，而且充满
神秘气氛。腹下刻有“大府之器”铭文。《周礼·
天官·大府》云：“大府掌九贡、九赋、九功之贰，
以受其货贿之入，颁其货于受藏之府。”大府是
王室掌管财币货藏的机构，是王室府库的官长，

掌管四方向王室进贡的“货贿”，同时在王室进
行赏赐时负责从府库中搬取、清点赏赐品。此
器当是大府所藏专供王室使用的器物，故造型制
作都异常精美。

青铜卧牛为席镇。古人跪坐于地、床、榻等，
上必铺席。为了避免起身落座时折卷席角，需要
重物将其四隅压镇。《楚辞·九歌》有“白玉兮为
镇”的诗句，但考古发现中以青铜镇居多。

影视艺术是人类社会的映照和精神的载体。
无论展现的是对过去的追忆、对现实的挖掘，还
是对未来的向往，优秀影视作品往往都具有共同
点，即符合人的审美观念和价值取向，用多种手
法展现人性的本质，并最终指向善的一面。崇美
和向善可以渗透进影视作品的各个方面，在呈现
美与善的过程中，影视作品也在不断创新发展，
进行着多元化的艺术塑造与文化展现。

多元表达塑造了影视的“外在之美”。影视
作品中，演员、场景、服饰、音乐等都是创造美感
的重要元素。如武侠剧《射雕英雄传》《神雕侠
侣》等的舞美设计，丰富了观众对武侠世界的想
象；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历史剧《三国演义》主题
曲《滚滚长江东逝水》，道出了整部剧的精髓与
气质；影片《泰坦尼克号》细腻婉转的主题曲《我
心永恒》，为作品增添了经久不衰的魅力。值得
注意的是，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影视艺术也迎来
了新一轮变革，《阿凡达》《变形金刚》等海外大
片带给观众强大的视觉冲击；《流浪地球》《刺杀
小说家》等国产片也在摄影、特效等方面引领了
中国电影技术变革，备受专家和观众关注。

当然，单凭技术的进步是无法完整构建影
视之美的，以往有些影片在技术上进行了多种
尝试，但由于内容单薄等原因，仍饱受诟病。可
见，追求影视作品的“内在之美”更是至关重要
的，而表现人性就是构建“内在之美”的核心。
上世纪优秀的国产影视作品《马路天使》《巴山
夜雨》《城南旧事》《空镜子》《中国式离婚》等，聚
焦普通人的内心世界，用朴素的镜头语言与平
实的叙事手法，营造了令人难忘的诗意之美。
近几年也不乏此类影视佳作，不论是展现大时
代背景下小人物抗争与酸楚的《我不是药神》，
还是以客观视角冷静深入触及社会问题的《亲爱的》，抑或是群像式描绘重
大现实事件的《在一起》等，都通过对人性与情感的深入挖掘打动了观众。

影视作品承担着一定的教育功能，但教育不是刻板宣教与生硬灌输，而
是要通过艺术手段实现对受众的引导。网剧《隐秘的角落》看似是悬疑剧，
实质上蕴含着对家庭教育、婚姻生活等现实问题的深刻揭示；电影《少年的
你》《嘉年华》等以小见大，通过少男少女的成长展现了社会痼疾。这些作品
成功地将观念与道理进行人格化、故事化呈现，让观众在欣赏作品的同时进
行反思，引人向善。

向善是一种力量。善是共同的人性，是引发共鸣的最佳手段。影视作
品中惩恶扬善、拼搏向上的情节，往往能激发观众的正义感，引发他们对理
想生活的向往。网剧《沉默的真相》以主人公的悲剧贯穿全剧，突出了小人
物的抗争和对正义的坚守，让观众为之动容；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通
过主人公从自我厌弃到逐渐成长，最终实现自我救赎与突破的过程，将“我
命由我不由天”的精神融入传统神话故事，成为动画改编的杰作。

影视艺术的崇美与向善互相融通、缺一不可。作品既要符合观众的审
美心理，塑造“外在之美”，也要主动挖掘、展现人物以及现实世界的本质特
征，展现“内在之美”，增强作品在受众精神层面的感化与催化作用。

吴讷，字敏德，明代监察御
史，人品刚直公正，从政廉洁自
持，颇有美誉。明代名臣魏骥曾
这样评价吴讷：“公为人端重纯
明，履方居约，不以穷达易所守。”
履，即实践；方，乃方正之道；居，
即怀着；约，乃俭朴简约。履方居
约，就是说吴讷践行方正廉洁之
道，葆有清贫俭朴之节。这四字，
是对他一生最为恰当的评价。

明宣德年间，吴讷巡按贵
州。他根据贵州少数民族多的特
点，恩威并施，上任后不久，就查
处了大量陈年积案，并使新案发
案率大幅下降，当地吏治焕然一
新。吴讷也以严谨刚正的工作作
风赢得了敬重和爱戴，当地官民

“敬之若神明，爱之如父母”。
在他离任时，贵州百姓纷纷

上书，请求将其留任，可惜未成。
临行前，贵州三司准备了厚礼送
给吴讷，吴讷拒而不受，登舟而
去。他乘舟顺江而下，两岸绵延
的群山像画卷一般伴随小舟而
行。当到达夔州时，贵州三司派
遣的差人追了上来，再次奉上礼
品和黄金百两。本以为在这样的
情况下，吴讷也盛情难却，却未想
到他连封都未启，就在其上挥毫
题诗一首，即为流传至今的著名
却金诗：

萧萧行李向东还，要过前途
最险滩。

若有赃私并土物，任教沉在
碧波间。

面对重金厚礼，他通过题诗
方式来表达自己坚定的清廉决
心，是一种智慧，一种情操，更是
一种境界。故此，持金者无奈，只
得悻悻而返。

明宣德五年（1430年），吴讷
赴南京任右佥都御史，不久升任

左副都御史，掌都察院事务。这
是一个纠察吏治、监管政风的职
位。当时，南京大理寺少卿杨复
的家仆日日到玄武湖捞浮萍回去
喂猪。玄武湖紧挨都察院的议事
厅，经常有重要的公事会在此地
商议。杨复不是普通百姓，而是
当朝官员，家仆经常来捞浮萍，若
是听到了机密事宜回去告诉杨
复，那就不得了了。因此，吴讷禁
止其家仆来玄武湖捞浮萍。杨复
知道后，专门作了一首诗讥讽吴
讷：

太平堤下后湖边，不是君家
祖上田。

数点浮萍容不得，如何肚里
好撑船？

这诗意思是说玄武湖又不是
你吴家祖先遗留下的私产，我捞
点浮萍你也不容许，心胸未免太
狭窄了，哪能堪当大任呢！吴讷
读后，面不改色地抄了一遍，并署
上自己的名字，反赠给杨复。这
一赠，其意味就大大不同了：玄武
湖不是你杨家祖上的私产，你却
连湖中的浮萍都不放过，还怎能
堪当大任呢！吴讷不惧权贵，不
因事小而不为，坚决履职尽责，出
面制止，防微杜渐，其方正刚介可
见一斑。

明正统初年(1436年)，光禄
丞董正等盗窃官物，被吴讷得知，
立即查办。有人劝他：“你这样做
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于己不利，
何必太较真呢。”然而，吴讷认为
盗窃官物乃是大罪，更何况是以
光禄丞为首的京官，影响恶劣，岂
可含糊？最终，吴讷据实上奏朝
廷，董正等人都受到了查办，44
人被发配戍边。

吴讷为官多年，大多数时间
都在御史任上。无论是巡按地

方，还是在京监察，均端正纯明、
清廉守节，除了自己的一份俸禄
外，分文不取、两袖清风。明正统
四年（1439年），已近68岁的吴
讷告老还乡，住在早已破败的老
屋里，并题为“归全堂”，过着布衣
蔬食、戴月荷锄的生活。江南巡
抚周忱来拜访吴讷时，见其居“环
堵萧然”，要为其翻新房屋，也被
吴讷婉言谢绝。自68岁归乡至
辞世的18年时间里，他的生活归
于宁静，终日博览群书，著述丰
硕，其中还有两本重量级著作，即
为《百家词》和《文章辨体》，成就
斐然，可垂于后。

吴讷还十分重视家教家风。
有一次，他的孙子吴淳身着绸衣，
吴讷便要求他换上布衣。还有一
次，吴淳因为公务顺道回家乡看
望，吴讷觉得他延误公务，不但没
有让他在家停留，反而非常生气
地令他立即返回。后来，吴淳也
成为一名监察御史，清正廉洁，政
绩显著。吴讷对外甥钱昕也是严
加管束。在他的言传身教下，钱
昕同样也成了一名“律己廉慎，遇
事敏决”的监察御史，被百姓誉为

“钱青天”。吴家后代人才辈出，
且大都为官清正，这显然和吴讷
严厉的家教家风、躬身垂范密不
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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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有个笑话，讲一家药铺的老板
一天出门，让他儿子看着铺子。来了顾
客要买牛膝、鸡爪黄连这两味中药。老
板儿子不懂中药，找了半天没找到，就
割下自己家耕牛一条腿，砍了两只鸡的
爪子，一起卖了。

老板回到家问儿子都卖了什么药，
知道了这档子事，大笑之后感叹说：“顾
客要是买知母、贝母这两味药，你岂不
是要把你妈抬出去卖了？”

这个笑话表明，中药是门复杂学
问，必须认真学习，仔细用药，才不会张
冠李戴。不过，如果不明白牛膝、鸡爪
黄连、知母、贝母都是常用的中药，恐怕
连这笑话都看不懂。

牛膝为苋科植物，以根入药，生药
能散瘀血，熟用能补肝肾、强筋骨。鸡
爪黄连是黄连的一种，因形似鸡爪而得
名。黄连在中药中使用频率颇高，具有
泻火、燥湿、解毒、杀虫之功。

知母、贝母都是百合科植物，前者
根茎入药，有滋阴降火、润燥滑肠之功；
后者鳞茎入药，具有化痰散结之用。

知母的运用，可见《伤寒论》中解热
除烦的白虎汤、《延年方》中治温疟不能
食的知母鳖甲汤、《济生方》中疗咳嗽喘
急的二母汤、《症因脉治》中救眩晕昏扑
的知母补血汤、《医学衷中参西录》中治
消渴的玉液汤等，都是古人应用知母的
得意之作。

在不少古方中，贝母都以主药的身
份出现，以“贝母丸”命名的就出现在
《圣济总录》《圣惠方》《鸡峰普济方》等
多家著作中。此外，还有贝母散、三母
散、贝母汤、贝母括痰丸等以贝母唱主
角的处方。

知母、贝母，虽一字之差，作用不
同。在队伍庞大的中药家族中，这种听
起来辈分相近，功能上却存在距离，或相
距甚远、南辕北辙的药物比比皆是。诸
如一枝香与一枝蒿、丁香皮与丁榔皮、三
楞草与三棱草、天麻子与天葵子、东风菜
根与东风橘根、地肤子与地茄子、花椒与
花楸、苦草与苦菜、夜交藤与夜花藤等，
多不胜举。应用时稍有疏忽，就会酿成
大错，出人命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孩子开始长大，逐渐进入青春期，这时候人一生中
最美好的“韶年”时代就开始了，也就是青葱岁月豆蔻
年华。“美好的”“大的”这个意思，汉语里称之为“良”。
上古社会夫妻双方互称为良人。

在“美好的”这个义位上，“良”主要用于指称“人”，
在“良”人的基础上，孳乳出了两个重要的词：“郎”和

“娘”：血气方刚、仪表堂堂的少壮男性就是“郎”，也就
是今天“新郎”“伴郎”“少年郎”的“郎”；仪容姣好、体态
婀娜的年轻女子就是“娘”，也就是今天“新娘”“伴娘”

“美娇娘”的“娘”。
“郎”从字形上说，从邑良声，是一个形声字。邑就

是城镇，所以有学者认为，“郎”最初可能与行政区域有
关，应该是古邑的名称，或者是诸侯国的名称。这个
说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典籍文献中的用法较
少。我们日常语言生活中用到的“郎”字，大多数情况
下都是“男子”之义。李白《长干行》中“郎骑竹马来，绕
床弄青梅”中的“郎”如此，《三国志》中“瑜时年二十四，
吴中皆呼为周郎”里的“郎”也是如此。

“郎”的古今义差别并不太大，但是“娘”的变化就比
较复杂。“娘”最初指的是成年而未出嫁的妙龄女子。古
乐府《子夜歌》中“见娘喜容媚，愿得结金兰”中的“娘”用
的是这个意思，《西厢记》里的“红娘”一词用的是这个意
思，俗语“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中的“娘”用的也是这个意
思。这个俗语说的是，天会下雨是自然法则，年轻的女
孩子要嫁人是人的本能，这些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后来
随着语义的发展，“娘”又引申出“母亲”这个新的义项。
《木兰诗》中“旦辞爷娘去”中的“娘”和杜甫《兵车行》中
“爷娘妻子走相送”用的都是这个意思。所以，“姑娘”这
个词，可以指“年轻的女孩子”，这里的“娘”用的是最初
的意义，而有的地区“姑娘”一词又等同于“姑妈”，这里
的“娘”用的就是后来的引申义了。在“母亲”这个义项
的基础上，“娘”又进一步泛化为长辈女性或年长已婚
女性的称谓，这就是“大娘”“婶娘”等词中的“娘”。

在“大”这个义位上，“良”孳乳出了“狼”“朗”“浪”
等词。“狼”是犬科中体态较大的种类，“朗”是月亮很大
月光很明亮，“浪”是凸起的大水花。

博 物 馆 中 的 牛

知 母 贝 母
●熊建

成语里的中医

吴 讷 履 方 居 约
●李佳嘉

吴讷像

汉字“郎”与“娘”
●孟德宏

◇汉字里的故事◇

①五牛铜枕

③错银铜卧牛

②曾侯谏铜盉
（据《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