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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清时期相关文化事件

元代，白城一带是成吉思汗幼弟斡赤斤的封地。先后隶辽阳行省
泰宁府、泰宁路管辖。当地的统治者沿用辽金旧城，洮南的城四家子古
城就是泰宁路治所，是斡赤斤家族的统治中心。途经白城的（西祥洲—
吉答）驿道，在二龙山古城、新荒古城、城四家子城址、后少力古城、大乌
兰吐古城等地设有驿站。镇赉县的后少力古城址是元代在白城境内的
一个重要城址，出土了绿釉龙纹瓦当、龙纹白瓷盘、吾剌毛洲站印等重
要文物。

明朝时期白城一带分别隶属于奴儿干都司的泰宁卫和塔儿河卫管
辖，为科尔沁蒙古的游牧之地。这一时期，白城一带人烟稀少，洮北区
大黑帝遗址，镇赉县张海西岗遗址、谢台庙遗址，通榆县永发河遗址，洮
南市哈森查干东山遗址等10多处居住址散落白城大地。

清朝时期，漠南蒙古科尔沁部活跃在白城历史舞台，白城一带分属
于哲里木盟治下的旗管辖。王府、大小寺庙等60余处遗址散布各地，
重要遗址有洮北区莲花图庙遗址，遗址前建于清朝早期的双塔依然耸
立。开辟为博物馆的札萨克图郡王乌泰建立的王府（天恩地局），每天
都有观众参观。清末，清政府在这里开府设治，先后设立洮南府、靖安
县、镇东县、大赉厅等机构，白城获得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从此进入了
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白城市文联供稿）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文化的作用无可
估量

1000 多年前西晋文学家潘岳《家风诗》中的
“义方既训，家道颖颖”是尊崇家文化，恪守祖训，
保持良好家风的名言。在中国的家文化中有一种
说法：家庭和家族的延续，道德能够传承十代以
上，耕读和诗书次之，而财富富贵不过三代而已。
无论是《颜氏家训》《朱子家训》，还是《曾国藩家
书》，都注重对子孙后代品德的培养和砥砺。家是
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文化的作用无可估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
多次谈到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由
中宣部宣教局主办，国家电影局和中央网信办传
播局协办，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制作的《家道
颖颖》电视系列剧成功播出第一部《回家》、第二部

《等着我》后，第三部《大考2020》也如约播出。比
较前两部，这部剧的叙事背景更加宏大，更凸显了
人物在非常时期的家国情怀。

2020 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
应对大战大考，展现了中国力量。

《大考2020》用小切口反映大主题，以家风透
视国风，以6集的篇幅，讲述了一个中医世家和一
个贫困农户的生动故事。

剧中主人公欧阳超是一位出生在中医世家的
扶贫干部。作为驻村第一书记，他既要带领全村
实现脱贫，还要重点帮扶李婆婆一家。李婆婆一家曾经误解过欧阳超
的父亲，但面对李婆婆家，欧阳超秉持着“扶人先扶人心”的理念，以情
化人。剧集以欧阳超的行动凸显了好的家风是“迎考”的力量，而被他
感动的李婆婆在泥石流到来、老屋要被冲垮的时候，让孙子冒险把刻有

“福满家园”4个大字的家匾抢了出来，高悬在新居客厅，寓意重拾丢失
了的家风。

剧集通过两家人由误解、对立走向理解和谐，诠释了家风正则民风
正、国风正，面对困难能够无往而不胜。这部取材于真实生活的纪实性
剧集十分接地气，在叙事上做到了以较短的篇幅引领观众重温脱贫攻
坚、抗击新冠疫情的记忆。整部剧节奏明快，主题鲜明，时代感强，是纪
实性电视短剧创作的一个新收获。

史记里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齐
国有位大将名叫孙膑，运筹帷幄，决胜
千里。当时，魏国进攻韩国，韩国向齐
国求援。齐国便派田忌为将军，孙膑
为军师，领兵攻魏。

在战斗中，孙膑利用敌人骄傲狂
妄、轻视齐军的心理，向田忌献策说：

“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建议用逐
日减灶的计策，伪装溃败逃跑，诱敌深
入。田忌采纳了他的计谋。骄傲的魏
军果然中计，尾随齐军进入一个叫马
陵的险恶地带。这时，早已埋伏好的
齐兵万弩齐发，一举歼灭魏军。这便
是历史上有名的“马陵之战”。

军事上，利用敌人的骄傲心理，
诱敌上当，以取得胜利，是很高明的
计谋。而中医也很强调因势利导，要
求医生根据患者体质、病位等因素而
施治。

2000多年前的中医古籍里就有
“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因其
衰而彰之”“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

者，引而竭之”等治疗法则。这里的
“轻”“重”“衰”“高”“下”等都是指疾病
的“势”，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采取相
应的治疗措施，便是“因势利导”的体
现。

病在上部较轻浅的，宜轻扬宣散，
因此清代医家吴鞠通，经常选用质地
较轻、气味较薄的药，即“治上焦如羽，
非轻不举”的治法。古人还根据“其高
者，因而越之”的法则，创立吐法，主张
服盐汤或用鹅毛刺激喉管引起呕吐，
使病邪从上而出。再如，夏秋时令，误
食腐败不洁之物，腹泻腹痛，医生也得
因势利导，让病人继续泻下秽臭之物，
腹痛、腹泻亦渐好转，若此时止泻，逆
其病势，反而有可能加重病情。

兵法与医法相通。难怪清代名医
徐灵胎说：“用药如用兵”。他甚至还
说：“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
矣。”在他看来，中医的治疗思想贯
穿在《孙子兵法》中。这话颇有几分
道理。

诸子百家中，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谁？
相信对中国文化略有了解的读者一定知道答

案，是老子、庄子，合称老庄。但要是换成东汉时期
的读书人来回答，他会说是老子、严子，合称老严。

您要是反驳他，他就会拿出班固写的《汉书》来
说，您瞧，这么权威的书里写的就是“老严之术”啊。

这是怎么回事？班固错了？他是明知故错。
因为这里面有个避讳的问题。颇为赏识班固才能
的皇帝汉明帝，叫刘庄。“庄”这个字既然被皇帝起
名字用了，那就被皇上垄断了，天下的书籍中，就
不能有“庄”字了。你庄周的哲学再玄奥也没用，
名字得改了。为啥改成“严”字？庄严，庄严嘛。

同样的道理，楚汉相争时，劝说韩信脱离刘邦
自立为王的那位谋士，史书里写的是蒯通，其实人
家本名叫蒯彻。皆因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叫刘
彻，你个小小的谋士，就得改名。为啥改成通？通
彻，通彻嘛。

还有，今天我们称湖北为荆楚大地，楚好理
解，楚国故地大部分在湖北，但为啥前面要加一个

“荆”字？唐朝学者张守节解释了，秦始皇的父亲
秦庄襄王（前281年—前247年）叫嬴子楚，所以
秦国要避开这个“楚”字，把楚国称之为荆。后来
秦一统天下，以荆代楚成了全国的共识，后世也就
荆楚并举了。

这就是避讳。民国以前，人们在写文章时，不
能直接写当代君主的名字以及他所尊重的人比如
父母的名字，同音字也不行，必须避开。不然轻则
抓，重则杀。乾隆就因此杀戮过多人。事关人头，
因此甭管什么人名、地名、官名、俗用语、寻常物名
称等等，都得避开皇上一家的名讳。流弊所及，一
些作威作福的地方官，也要治下的百姓避他的讳。

有个俗语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出自陆游的笔记，讲的是宋时有个州郡太守叫田
登，为人跋扈专制，不许州内的百姓在谈话时说到
任何一个与“登”字同音的字。结果元宵节到了，
本来大家要放灯，他让人贴出告示说：“本州依例
放火三日。”成为笑谈。

避讳为中国特有的风俗，起于周，成于秦，盛
于唐宋，直至明清。其弊端显而易见，把古书弄乱
了，一些地方让人看了不明所以：看见“端月”不知
什么意思，殊不知是避秦始皇嬴政的讳，正月改端
月；看见一本记录晋朝历史的书叫《晋阳秋》，名字
太怪不知怎么理解，殊不知晋简文帝的母亲名字
里有春字，人家本来叫《晋春秋》；看见一物叫“金
樱”不知是什么东西，殊不知是避五代十国时吴越
国国王钱镠（音同刘）的讳，此物原来是石榴……

不过，避讳造成古书混乱是一方面，另一方
面，若反其道而用之，则可以解释古书中疑涩不通
的地方，还可以辨别古书的真伪和著作时代。因
为避讳的字，各个朝代都不一样，不啻为特定时代
的标志。比如，某人的功名里出现“茂才”了，一般
就可以肯定是东汉时期的著作——为了避讳汉光
武帝刘秀的名字，把“秀才”改为“茂才”。

可能有读者朋友会问，这么多避讳的陷阱，太
烦了，怎么才能从根本上避开？有个捷径，看元代
的书。元代帝王不管怎么评价，在避讳问题上，个
个看得开：我们全家的名字，没什么可忌讳的，大
家随便用。

胡同是先人留给北京的传家宝，古都的历史文化大宝库。“老北
京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胡同，要注意保留胡同特色，让城市留住记
忆，让人们记住乡愁”。

胡同历代变迁

北京的胡同源于元代。元大都以皇宫为中心，四周建五十坊，坊
内纵横交错的街巷即胡同，形成大片棋盘式胡同路网，构成大都城格
局。明永乐时将城郭南移改扩建，嘉靖时又向南增筑了外城，北京城
从此以凸字定型。经清、民国发展，到1948年，北京城存有胡同
3200余条。

新中国定都北京后，紫禁城和中轴线两侧古建得到保护，而随着
办公、服务、交通等建设迅速发展，老城也不断变化，部分胡同被拆除。

随着《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等一系列保护政策的出台与
实施，北京在加快城市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同时，切实加强了对古都风
貌的保护。将老城的核心构成，即两轴、四重城郭、棋盘路网、六海八
水、九坛八庙作为整体进行保护，扎实推进中轴线遗产保护。

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张金名片，传承
保护好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首都的职责。从2017年到2019
年，北京市政府在核心区2336条胡同治理开墙打洞达4.5万处。按
照“背街小巷是最能体现精细化管理水平的，城市管理要向街巷胡同
延伸”的要求，老城出现了口袋公园、墙根花园、架空线入地、不停车
街区、“最美街巷”等新气象，老胡同焕发了无限生机。

讲好胡同故事

胡同历史文化极为丰厚：民俗文化多样，古建艺术多彩，从王府
名园、学堂老校、会馆戏楼、百年老店、工艺作坊，以至商业老街、古树
名木，到处都有历史遗迹，饱含人文底蕴。

最重要的是，在胡同生活、学习、工作过的名人数不胜数，如文天
祥（府学胡同）、李时珍（东交民巷）、曹雪芹（小石虎胡同）、林则徐（福
州馆前街）、詹天佑（东不压桥胡同）、孙中山（张自忠路）、鲁迅（宫门
口三条）、齐白石（跨车胡同）、梅兰芳（护国寺街），还有在胡同里读过
书的钱学森（安平里实验一小）、杨振宁（西绒线胡同三十一中）等，
700多年谱写的恢宏史诗，与民俗、遗迹、古建等一起，汇成胡同历史
文化宝库。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现在，有些年轻人不了解胡同历史文
化，需要补上这一课。一个有效办法，就是讲好胡同故事。如今，老城
不少街道都重视收集胡同历史文化，有的还建起胡同博物馆。今年是
建党百年，可以重点讲胡同与党的事业有关的故事，如：马克思学说
研究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沙滩北街），李大钊（文华胡同）领导
中共北方区委革命活动，向警予（冰洁胡同）扮“用人”掩护党员安全
转移，高君宇（腊库胡同）装“厨师”摆脱军阀缉捕，邵飘萍（魏染胡同）
为真理献身，刘少奇（四眼井胡同）在北平推进白区对敌斗争，斯诺
（盔甲厂胡同）撰写《红星照耀中国》等，这些都是珍贵的红色记忆。

古都焕发生机

胡同逢春，生机无限，新时代为古都风貌的保护开创了辉煌未
来。北京市目前实施的城市规划，要求老城不再拆，保护凸形城郭及
护城河，扩大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最严格管控建筑高度，更好地
保护胡同、四合院建筑形态等，既是保护老城的有力举措，也是重建
老城的有利条件。

随着综合国力持续大幅跃升，人民生活更加宽裕，住进院有空间、
屋接地气、安详宁和的新型四合院，可能成为未来的居住新时尚。设想
不久的将来，北京城不再向高空发展，而是向地下完善现代化设施。地
面上，是苍劲端庄的老城墙（城楼），城内平缓开阔的胡同（四合院）棋
盘路网，簇拥古建连串的中轴线，中心屹立着金碧辉煌的紫禁城。

未来的北京，既还原古朴端庄的历史文化古城，又是高度现代化
国际大都市，她将以独特的魅力，更有力地展示中华灿烂文明，见证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四大名著中写园林最高妙的当属《红楼
梦》，这似乎没有异议。其实，在以写权谋、战
争为主的《三国演义》中，也有关于园林的描
写，虽极其简略、非常隐晦，但不少的著名情
节都发生在园林之中，比如刘关张结义于张
飞的桃园，吕布与貂蝉幽会于董卓丞相府后
花园的凤仪亭，曹刘煮酒论英雄发生在曹操
相府的后园。此外还有刘备韬光养晦的后
园，诸葛亮隐居的草庐等。

张飞庄上的桃园最为有名。阅读《三国演
义》，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桃园在张飞庄园后
部，相当于后花园，里面种了桃花，刘关张三结
义时“花开正盛”。面积应该比较大，可以容纳
三百余人同时就餐，“（三人）祭罢天地，复宰牛
设酒，聚乡中勇士，得三百余人，就桃园中痛饮
一醉。”如果按照现在的餐饮习惯，十人一桌，
三百余人得同时坐三十多桌，由此可见桃园中
除了桃树，空地应该不少。

司徒王允也有后花园。他这个花园里种
了荼蘼，其中至少有一个叫牡丹亭的亭子，其
中或者边上有一座画阁，也就是雕饰华丽的
楼阁。书中貂蝉出场就是在王允的后花园：

“司徒王允归到府中，寻思今日席间之
事，坐不安席。至夜深月明，策杖步入后园，立
于荼蘼架侧，仰天垂泪。忽闻有人在牡丹亭
畔，长吁短叹。允潜步窥之，乃府中歌伎貂蝉
也。……（王）允以杖击地曰：‘谁想汉天下却
在汝手中耶！随我到画阁中来。’”（第八回）

董卓在长安的丞相府，也有后花园。这个
后花园在前厅和后堂的后面。董卓觐见汉献帝
时，随侍董卓的吕布趁机悄悄离岗，跑去与貂
蝉幽会，董卓“回头不见吕布，心中怀疑，连忙
辞了献帝，登车回府；见（吕）布马系于府前”，
于是“径入后堂中，寻觅不见”，再“寻入后园”，
一下就看到吕布和貂蝉在凤仪亭下共语。

总的来看，董府的后花园比较精致，这个
赫赫有名的凤仪亭，围着曲折蜿蜒的栏杆，亭
下有一个荷花池，貂蝉为了表现忠贞不二和
对吕布感情的真挚，后来装作“手攀曲栏，望
荷花池便跳”。园中栽了花，应该很有观赏
性。当董卓寻找貂蝉的时候，别人的回答是：

“貂蝉在后园看花。”
董府里可能不止上面这一个荷花池，或

许有多个池子，也可能这个池子比较大，致使
董卓的卧房窗外可以直接看到此池，书中写
吕布在董卓卧房外偷窥貂蝉，被貂蝉发现，因
为吕布的身影映照到了窗外池中：“（吕）布大
怒，潜入（董）卓卧房后窥探。时貂蝉起于窗
下梳头，忽见窗外池中照一人影，极长大，头
戴束发冠；偷眼视之，正是吕布。”（第八回）

《三国演义》第二十回写道：“（曹）操军回
许昌，封赏出征人员，留玄德在相府左近宅院
歇定。”可见刘备在许昌也有宅院，此宅有个
后园，但是刘备将其开辟为菜园，书中写
道：“玄德也防曹操谋害，就下处后园种菜，

亲自浇灌，以为韬晦之计”，“一日，关、张不
在，玄德正在后园浇菜”。在庭院中种菜的
做法至少在西晋是有的，西晋文学家潘岳在
《闲居赋》中写得非常清楚：“筑室种树，逍遥
自得……灌园鬻蔬，供朝夕之膳”“爰定我居，
筑室穿池……菜则葱韭蒜芋，青笋紫姜，堇荠
甘旨，蓼荾芬芳，蘘荷依阴，时藿向阳，绿葵含
露，白薤负霜。”

《三国演义》对曹操在许昌的相府描写比
较简略，读“曹操煮酒论英雄”那一回，可以知
道的是相府后园种有青梅，还有一个小亭子，
曹操和刘备就是在亭中饮酒吃梅，品评人物。

诸葛亮青年时代隐居的草庐，罗贯中是
用诗来描写的：“襄阳城西二十里，一带高冈
枕流水：高冈屈曲压云根，流水潺潺飞石髓；
势若困龙石上蟠，形如单凤松阴里；柴门半掩
闭茅庐，中有高人卧不起。修竹交加列翠屏，
四时篱落野花馨；床头堆积皆黄卷，座上往来
无白丁；叩户苍猿时献果，守门老鹤夜听经；
囊里名琴藏古锦，壁间宝剑挂七星。……”看
来主要是卧龙冈景色优美，至于草庐则名副
其实的简陋。

这个草庐的门是柴门，没有砌院墙，而是
插的篱笆，刘关张第一次拜访诸葛亮时，书中
写的是：“玄德来到庄前，下马亲叩柴门”。后
文还有“童子招手篱外”的描写。

诸葛亮的宅院可能是两进或三进院落，
刘备第二次拜访诸葛亮时，到了“中门”，这应
该是指内院、外院间的门，在中门边，刘备看
到草堂之上一少年拥炉抱膝而歌，后来才知
道这是诸葛均。（第三十七回）

刘备第三次拜访诸葛亮时，门童告知：
“（诸葛亮）在草堂上昼寝未醒”，后来诸葛亮

醒来后即“转入后堂。又半晌，方整衣冠出
迎”。这个院子是有“后堂”的，考虑到这个宅
院不仅能住下诸葛亮和其家人以及看门、端
茶的童子，还能让刘关张等留宿一宵，应该不
是很狭小。（第三十八回）

诸葛亮当了丞相后，他在成都的相府里
有一个小池塘，这个池塘位于相府的第三重
门后，里面养了鱼。曹丕发五路兵进犯蜀境，
军情非常紧急，诸葛亮却推病不出，急坏了后
主刘禅，他决定亲自去相府问计，书中写道：

“后主车驾亲至相府。……后主乃下车步行，
独进第三重门，见孔明独倚竹杖，在小池边观
鱼。”（第八十五回）

这是《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难得的闲暇时
刻。

此外，书中还提到了道号水镜先生的司
马徽的草堂：“架上满堆书卷，窗外盛栽松竹，
横琴于石床之上，清气飘然。”（第三十五回）

“窗外盛栽松竹”，似乎隐喻水镜先生的高洁
避世，和前面“松形鹤骨，器宇不凡”的外貌描
写相呼应，后面刘备拜请水镜出山相助，同扶
汉室，被其拒绝，也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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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书有陷阱（上）——好多讳得避

在 东 汉 庄 子 为 啥 改 姓 严 ？
●熊建

因 势 利 导
●陈得

连环画《桃园结义》封面

连环画《凤仪亭》

《三国演义》中的园林
●甘正气

古 书 今 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