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几年，汾阳市侯荃先生一口气

创作了《也说西游》《也说女皇》《也说

汾阳王》等系列专著。出于好奇，我

向侯先生索要了一套来读，结果竟爱

不释手，一口气把三本书全部读完。

又想，我也该为“也说系列”说点什么

吧！

也说西游

《西 游 记》是 一 部 神 话 寓 言 小

说。小说所包含的哲理可以服务于

不同时代不同人群。不

同的时代可以从不同的

视角去解读和品鉴；不同

的人群可以从不同的角

度去品读和欣赏。

侯荃先生首次将《西

游记》与反腐倡廉联系起

来，全方位研究了《西游

记》里的治国理政主张，

可谓新颖独特。

侯 荃 先 生 为《西 游

记》中唐僧师徒和众多妖

魔鬼怪都在唐代社会找

到了对应之身：孙悟空乃李世民，猪

八戒乃廉官佐吏，唐僧乃芸芸众生，

沙和尚乃能臣良帅清官，白龙马是民

族的图腾和象征等；而白骨精是贪官

污吏，黄袍郎是皇亲国戚，红孩儿是

势利小人，等等。这既新颖大胆，又

发人深思。许多人喜爱《西游记》，往

往只是满足于热闹，看完之后一笑了

之，很少有人思考小说背后隐藏着的

思想内涵。

《也说西游》从新的视角深入研

究《西游记》，对读者群众深刻理解小

说的思想内涵有重要的启发价值，可

以唤醒人们在红火热闹之余，运用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去正确解剖、

分析和评价《西游记》这部积极浪漫

主义的经典作品，坚持“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将

艺术与现实、寓言与事例统一起来，

让人们认识到，这些方面与人类社会

存在的现象是何等相似和一致！

侯荃先生充分肯定了《西游记》

的作者吴承恩“不专鬼神，专寓人间”

的思想，认为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先

贤，指出：“作者根据民间

唐僧取经的传奇故事，大

胆地改造了原来的思想

内容，以取经为目标，塑

造组合了唐僧、孙悟空、

猪八戒、沙和尚、白龙马

这个团队，展示了一幅世

人为生存而奋斗的社会

大画面。”“他怀着对社会

对人民的深厚感情，构作

了一个幻想的、理想的社

会 …… 这 不 能 不 说 是 个

奇迹，尤其是他把劳苦民

众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一切为民

众利益服务的观点，着实让我们感

动。”

深受吴承恩感动的侯荃先生，欣

慰地告诉这位先贤，“为人民服务”已

经成为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宗

旨。先生倡导的理想社会，我们实现

了。

也说女皇

我对武则天的了解，以前仅限于

上大学时教科书上的一些介绍。对

武则天的身世、成长经历、生活情感、

获得皇位和宫廷斗争，以及对大唐王

朝所建立的丰功伟绩，没有做过全

面、细致、深入的研究。直至我阅读

了侯荃先生的《也说女皇》之后，才对

女皇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

女皇武则天是谜一样的历史人

物，在史学界和影视界，既魅力四射，

又争议不断。一度时期，影视界曾经

刮起武则天旋风，拍摄了诸多有关武

则天的影视作品。但这些影视剧本，

大都以“戏说”的笔法，津津乐道于勾

心斗角和绯闻野史，虚构了一些编造

的与历史相悖的事件和情节，严重损

害了武皇形象。这种任意歪曲历史

人物形象，并篡改主要历史事件的

“戏说”，实在是令人难以苟同的。“戏

说”让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的教育意义大打折扣。

侯荃先生的 《也说女皇》 全方

位分析了武则天性格的形成背景，

客观公正地分析了武则天成长为一

代明君的历史原因，首次审视了武

则天与唐太宗之间的长幼亲情和政

治理念的传承，审视了她与唐高宗

之间的相濡以沫和共同结成的战斗

堡垒，改变了长期以来宫廷戏自私

残忍的戏说旧范。不再侧目于她的

女人身份，而是关注于她的明君之

道。父母教育了武则天，唐太宗培

养了武则天，一位历史人物有了厚

重的支撑。

《也说女皇》还原了唐朝至武周

时期的政治家和中国历史上唯一的

正统女皇帝武则天的明君形象和女

性楷模形象。侯荃先生认为，“武则

天是妇女解放的倡导者、缔造者、开

创者、实践者，是妇女自尊、自爱、自

强、自立的光辉榜样。”

拂去历史云烟掩盖的真相，还

原武则天的本来面目，是本书最大

的亮点，也是价值所在。《也说女皇》

对于正确认识和评价武则天有着深

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我相信，

《也说女皇》一定会随着时间的流逝，

在中国现今重视传统文化和历史人

物研究的大背景下，体现出它珍贵

的价值。

也说汾阳王

《也说汾阳王》是侯荃先生所著

《也说西游》《也说女皇》之后的又一

精品力作。郭子仪是唐代中兴名将、

政治家、军事家。《资治通鉴》说郭子

仪：“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三十年，

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

极人臣而众不疾，穷奢

极 欲 而 人 不 非 之 。”可

谓千古完人矣。

侯 荃 先 生 的 《也

说 汾 阳 王》 运 用 马 克

思 主 义 辩 证 唯 物 主 义

和 历 史 唯 物 主 义 立

场 、 观 点 、 方 法 ， 对

《旧唐书》《新唐书》《资

治通鉴》等历史典籍有

关郭子仪的大量记载，

做了全面梳理和分析，

以夹叙夹议的行文方式，生动形象的

语言风格，全景式描述了郭子仪成

长、成才、成功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

件；叙述了郭子仪在平定安史之乱、

收复两京、智退吐蕃、回纥的战斗中，

有勇有谋、战功赫赫的生平事迹；讴

歌了郭子仪忠君爱民、尽忠报国，进

思尽忠、退思补过，严于律己、敢于自

责，宽厚待人、和以容人，谦虚谨慎、

归咎养德，义侠交友、有恩必报的

思想品格和做人准则。

读了《也说汾阳王》后，我为郭子

仪这位唐代中兴名臣、千古完人的事

迹而震撼，也深为侯荃先生渊博的学

识、正确的历史观和独到的见解、文

笔流畅的写作技巧所折服。

侯荃先生在《也说汾阳王后话》

中声明了他创作此书的目的和意愿：

“我写《也说汾阳王》，不是写郭氏家

谱，不是写郭子仪传记，而是根据史

实记载，通过《也说汾阳王》，让人们

进一步明白安史之乱的历史教训，肯

定汾阳王郭子仪的历史功绩；学习汾

阳王郭子仪的处世思想和品德。做

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有贡献的人。”

《也 说 汾 阳 王》站

在历史的高度，全面分

析 了 唐 代 由 开 元 盛 世

逐 步 衰 落 的 历 史 背 景

和历史原因，记录了一

个 政 权 由 兴 盛 到 衰 落

甚 至 消 亡 的 历 史 轨

迹 。 侯 荃 先 生 在 书 中

指 出 ：“ 越 是 处 于 太 平

盛世，越要不忘初心。”

唐 太 宗 李 世 民 与

魏征的故事，千百年来，一直被传为

佳话。在唐太宗眼里，魏征就是他的

一面镜子。唐太宗每每“以人为镜”，

观察自己，端正自己，真正做到了勇

于改过、从善如流。后来魏征死了，

唐太宗惋惜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

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

镜，可以明得失。而今魏征不在了，

朕就少了一面镜子。”但是，人死了，

书却“活”着。人们可以通过记载人

事的“史记”，穿越遥远的古代，寻找

成败兴亡的教训，作为继续前行的镜

鉴，夯实通向未来的道路。侯荃先生

的也说系列著作，其价值就在于他把

历史上的名人名著，当作解读人类社

会历史和壮丽人生的工具，为后人提

供了一面面“镜子”，让后人可以知兴

替、明得失。

苏秦拜鬼谷子为师，几年之后，

学成下山，准备在这红尘万丈，试一

试胸中的韬略。

他回到洛阳的家，苏家上下一派

喜气洋洋，设酒摆宴。鬼谷子门下毕

业，相当于拿到博士文凭，这份荣耀

苏家上下皆与有荣焉。酒过三巡，苏

秦的弟弟苏代、苏厉，问：“兄长，日后

如何打算？”

苏秦说：“我这番学成归来，想变

卖家产，周游列国，取个卿相回来。”

话音方落，全家人都极力反对，

道：“我们祖祖辈辈都是经商，过得衣

食不缺。何必要变卖家产，再四处去

求官位呢？万一失败，那一家老小如

何是好？”

两个弟弟也劝道：“兄长若是真

想走做官这条路，何不去游说周王，

本乡本土的，能博一番功名更好。何

必走那么远，去游说诸侯呢！”

苏秦一听，也是一番道理。就

说：“好吧，我去拜见周王。”

在家歇息了几天，苏秦就动身去

王宫求见周王。周王当时的处境很

尴尬，自己说了算的地盘，只有洛阳

附近一二百里的范围，重整周室的念

头想也不敢想，能维护好这点地盘，

已经很是庆幸。他听说有个叫苏秦

的人，欲献强国良策，先就不感兴趣，

但听说是鬼谷子的学生，就礼节性地

见了一面，让人把苏秦安排在宾馆住

下，然后不理这件事了。

周王如此，手底下的官员，更是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家谁也不愿意

在周王面前提一句苏秦。就这么把

苏秦晾在宾馆里，没人搭理。苏秦满

腔热望，可怜兮兮地在宾馆里等下一

次的会面。这么着过了十几天，有位

与苏秦相好的官员看不过去，悄悄地

对苏秦把情况说了。苏秦恍然大悟，

打道回府。

回家后，苏秦不顾母亲妻子的阻

拦，执意把能卖的家产都卖掉，筹了

一大笔钱。他买来贵重的狐裘大衣，

购置了华美的车子、车夫、仆人，气气

派派地周游列国去了。

苏秦想，当今天下，秦国为七国

之首，有望统一天下，我当献兼并之

策给秦王，想必会得到重用。若献此

策，需对列国形势了解越清楚越好。

我先周游列国，观察情况，最后去秦

国。计议已定，苏秦从齐国开始，游

历楚、韩、魏、赵、燕等国，熟知列国人

文地理、世俗民情、国政得失等等。

最后，终于来到秦国。

此时，秦国是秦惠文王当家，他

不喜欢游说之士，勉强接见了苏秦。

苏秦絮絮叨叨地讲解自己的兼并之

策。秦惠文王听了一会，不感兴趣，

打断他的话，说：“先生讲的都对，只

是我羽翼未丰，暂时还没有能力展翅

高翔。您远来也累了，先下去歇歇

吧！”

苏秦回到宾馆，还不死心，认真

写了一篇大文章，从以前的圣王如何

攻伐天下写起，直到自己拟定的秦并

天下的策略，林林总总写了几万字，

又花钱托人献给秦惠文王。秦王看

了，不置可否。

苏秦无奈，又去求见相国公孙

衍。公孙衍心想，把你推荐给秦王，

那我怎么办？当然哼哼哈哈就把苏

秦打发了。

现在的苏秦处境可惨了，因为他

从家里带的钱所剩无几。原来想着，

自己这一肚皮的才学，绝对能说动秦

王，获取重用，根本就没考虑钱花完

怎么办的事。现在坐吃空山，连饭钱

都快没了。眼见在秦国没希望，苏秦

被逼无奈，只好变卖仆从、狐裘和车

马等，多少得了点钱。自己扛着随身

的物品，栖栖惶惶地返回洛阳。

经过几十天的跋涉，苏秦满面尘

色 ，衣 衫 褴 褛 ，饥 肠 辘 辘 地 回 到 家

中。原想着终于到家了，虽不指望受

欢迎，但热汤总能喝两口。不料，刚

进门，母亲看到他这个样子，责怪道：

“说不让你这样，你不听，现在好了，

把钱都糟蹋了！真是个败家子！”

苏秦满腔的喜悦被一盆冰水劈

头浇来，登时哑口无言，自己默默地

放下行李，推开自家的门，看到妻子

正在坐在纺织机上纺线，听到他进

门，头也不抬，正眼也不看。苏秦呆

立片刻，黯然退出。他好多天没有吃

过饱饭了，不觉来到厨房，恰好嫂嫂

在，就请嫂嫂给煮点吃的。嫂嫂冷冷

地说：“家里没柴，没法生火。”

苏秦面红耳赤，低头回到自己房

间，泪如雨下，长叹一声，说：“唉，做

事失败又没钱，母亲不当我是儿子，

妻子不把我当丈夫，嫂嫂不把我当小

叔子。这也不怪他们，人之常情啊。

要怪，都怪我的错！”

他抹了把眼泪，整理自己的行

李，除了一些日用品，基本上都是竹

简。他低着头，一卷一卷拿起来看，

边看边落泪，心想：这些书，我熟稔在

心 ，竟 然 不 得 其 用 ，读 书 有 什 么 用

啊。我辜负了师傅的厚望。

忽然，苏秦拿起的一卷竹简，上

面写着“阴符”二字。他蓦然想起师

傅临别之时的话，“若是游说失败了，

可以好好看看这篇《阴符》，自然会有

心得。”苏秦展开这卷《阴符》，三百余

字尽收眼底，犹如一缕阳光破开重重

迷雾，照在苏秦的心头。

他站起来，在地上走来走去，心

中默念，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大方

向错了，无论再有才干，无论多努力，

终究还是要憋屈死啊！以前，我不懂

这个道理，就敢去游说诸侯，实在令

人羞愧。待我重新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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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我吕梁·文明印记④

◇爱我吕梁·民间传说⑦

瓷枕是中国古代瓷器造型中较为流行的一种，

始烧制于隋代，流行于唐代以后。隋唐时期的瓷枕

最大的特点，就是尺寸相对都比较小，长度仅十几

公分，据说开始时是作为诊脉之用。瓷枕发展到宋

代，不仅器形有所增大，而且装饰技法也突飞猛进，

刻、划、剔、印、堆塑等技法纷纷采用，极大地丰富了

瓷枕的表现力和艺术性。这时期有不少生产瓷枕

出名的窑口，如河北定窑、磁州窑、江西景德镇等。

造型有长方、八方、银锭、花瓣、如意云头等。

在古代，人们枕着瓷枕睡觉不仅凉快，还可以

维持发髻形状。南宋女词人李清照有一首很著名

的词《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

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

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

花瘦。”这里的“玉枕”就是指江西景德镇窑的青白

釉瓷枕。瓷枕不仅凉爽消暑，还具有保健功能。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一书里就讲过，久枕瓷枕，可

清心明目，至老可读细书。《清高宗御制咏瓷诗》咏

宋代瓷枕曰：“修内当时秘，千年制朴淳。通身辞

火气，彻体蕴精神。木以阳城重，玉非荆国珍。不

须更鼓响，防值碎椎人。”

吕梁市博物馆收藏一件辽三彩剔花元宝形瓷

枕，国家一级文物，长 25.9 厘米,宽 19.8 厘米,前高

7.5厘米，后高 8厘米，重 1.75公斤。该瓷枕呈元宝

形，前低后高，前壁较平直，后壁圆弧，沙底。枕面

中间稍凹，两边微翘，面上剔花绿色折枝荷莲花卉

纹图案，底色填青绿釉，通过对花瓣和花叶进一步

使用划花技法，优雅流畅的线条，增强了荷莲纹饰

形象逼真的装饰效果；瓷枕壁腰部四周模印比较

对称的缠枝牡丹花卉纹，施光洁亮泽的赭黄釉，釉

面有细碎开片，后中部的花朵中心留有一圆形气

孔，以防止中空的瓷枕在烧制过程中发生炸裂；瓷

枕整个布局严谨、工整，釉色簇新，色调温和莹润，

将元宝外形和美观的剔花纹饰完美结合更现富贵

之韵，生意盎然，体现了辽代工匠将泥火与文化、

艺术抟化的高超技艺。

辽三彩是由唐三彩发展来的，虽然叫辽三彩

瓷枕，其实是上了釉的陶器，它以陶土做原料，在

摄氏 1000度左右下烧结成形，由于烧成温度低，胎

体疏松，吸水率高，叩之声音发闷，不具备瓷质标

准。三彩并非专指那三种色彩而言，有的只有单

彩或者二彩，却具有较复杂的多彩颜色，一般而

言，除了胎体之外，黄、绿、青三彩最为普遍，在三

彩的调配技法上，也最富艺术的韵味。

传说，北宋政和年间，临县义居寺大

兴土木，山门、钟楼、正殿等修葺一新，眼

看工程就要告竣，却遇到个难题：需铸一

口铜钟，可怎么也铸不成，请了好多高超

匠人，结果不是模型出问题，就是浇铸漏

泄，还差点出了人命。

一筹莫展之际，寺院来了位白发老

翁，风尘仆仆。老翁见状，便主动探问缘

由。主管者见老翁年老体迈，本不想搭

理，可老翁问得热情，就一五一十地道出

原委。老翁胸有成竹道：“干别的我不一

定会，若说铸钟，那是祖传手艺。请放心，

我一定铸出让你满意的一口大钟。”

老翁重新开炉，自制模型。当铜水沸

腾之时，老翁双手一挥，大喊一声：“开

炉！”随后纵身跃起，投身炉中。钟是浇铸

成了，可老翁献出宝贵的生命。事后，住

持询问老翁的尊姓大名，谁也不知，只知

钟中铸入白发老翁的灵魂。

翌年，庄稼长势喜人，天公作美，眼见

就是个丰收年。然而，就在夏末的一个午

后，乌云在天边涌出，雷声在半空炸响，一

场冰雹随时都要砸下来，人们的心都悬了

起来。义居寺住持见势不妙，急忙带众僧

诵经祈祷，看着窗外越积越厚的乌云，听

着耳边越响越大的雷声，人在诵经，心却

提心吊胆。雷声到了头顶，风越刮越大，

仿佛就要推开经堂大门，看来一场特大冰

雹在劫难逃。住持无奈地叹了口气，手中

的木鱼槌无力敲下去，众僧停止了诵经，

一双双迷茫的眼睛看着住持。

突然，钟鼓楼上钟声大作，雨点般地一

阵紧似一阵！寺钟除规定时间撞击外，寻

常是不能随意乱撞的。是谁如此大胆敲

钟？心慌意乱的住持，勃然大怒，带领众僧

冲经堂朝钟楼一瞧。只见撞钟之人正是为

铸钟而献出生命的白发老翁，只见他拼命

地撞着钟。钟声嘹亮，钻天入地，仿佛有一

只看不见的大手，合着钟声的节奏，将天空

涌来的乌云撕成碎片，撒向八方。

于是，乌云四散，化作润物无声的细

雨；雷声隐退，托出一片湛蓝的天空。钟

声渐止，撞钟的老翁不翼而飞。正凝神观

看的住持，恍然大悟道：“此是钟神显灵，

撞钟却雹。”从此以后，每遇冰雹来临之

时，寺僧们便撞钟退雹，十分灵验。

辽三彩剔花元宝形瓷枕辽三彩剔花元宝形瓷枕
□ 薛继珍

撞钟却雹
□ 解德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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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长莺飞二月天，

拂堤杨柳醉春烟。

儿童散学归来早，

忙趁东风放纸鸢。

村居村居
【清】高鼎

◇
诗
词
坊

春（外两首）

□ 李 峰

辽三彩剔花元宝形瓷枕，国家一级文物现
收藏于吕梁市博物馆。长25.9厘米,宽19.8厘
米,前高7.5厘米，后高8厘米，重1.75公斤。

第一场春雨过后，行走在城市的一条

便道，梧桐树上，坚守了一个冬天的枯叶

坠落，或被风卷走。相对于这喧闹烦躁的

空间，我把它视为一段人生，或一种乡愁

从一场春雨到最后一场大雪，不知凋谢过多少

花枝招展的春梦，更多的是，走着走着就散了

的遗憾。要知道，终老在一棵树上，那就得

拒绝一年四季里的风言风语，直到满脸长满皱纹

这样的坠落是值得庆幸的。你的人生刚好

行走在两场春雨之间，你没有夭折，也绝不是

逃亡，而是叩谢过一场大雪后，在一滴春雨中高喊，

春来了

初 春
这会儿，窗外只能听到细碎的鸟叫

几只鸽子在地上啄食，没有人去打扰

柳条率先甩着春的辫子，迎春花抛出

第一支橄榄枝。一夜之间，万物都在和解

我安静地坐在书桌前，在一杯清茶里

写着有关春至的颂词。我看见，有些词语

跌倒在去年的冬天，扶起时，还有冰茬。而

更多的词语在一江春水中流淌，毕竟已春暖花开

多年来，我已习惯了在季节中无缝链接

二十四个节气，就是季节的二十四个关节。用

旧时，都会有疼痛的感觉。最好是现在

彻底交出那些刺骨的冰凌，静等一场春雨

雨 后
一夜春雨，淋湿干枯了一个冬天的

树枝，滋润着树的心脏，疲倦多日

的灵魂，将脱胎换骨；渗透进土地里的

雨水，沿着生命的血管，扩张，那是饥饿时

母亲的乳汁。顺着年轮，依附在地脉中

归宿，是那样的安然，慈祥，像是一次慈航

挂在一根铁丝上的一串雨滴，肯定也是

来自这场春雨，只是不停地用泪眼张望

像是一些跑散的羊群。风一吹，它们就会

魂牵一线，这样的生存状态，多么像我的

青春呀。多少年过去了，我小心翼翼地与一片春叶

交朋友，低头在大地上行走，从不敢走神和东张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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