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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小景村是孝义大地一个普通

的小山村，山是普通的山，人是普通

的人。可是，东小景村到底不一般，

它有其它地方没有的历史，这历史，

是红色的，革命的，因此，那一段红色

历史被载入孝义革命事业的史册，也

打动着每一位来此的人。

武利根先生，东小景村人，我父亲

几十年的同事。原东小景村村委书记

武利贤先生在世时，连续几年，重阳节

举办爱老敬老活动，邀请村里七十岁

以上老人及在外工作的东小景人士参

加。我父亲作为武老的好友，曾受邀

参加村里的活动。每每谈起，父亲总

是表扬东小景村委活动搞得好，给每

一位参加活动的人留下美好印象。

后来一度时期，又听说武老常住

村里，一来陪伴思乡心切执意回村居

住的九十多岁的老母亲，二来他正在

参与村委办一件大事，一件极其有意

义的事。

坐下来聊起，我才知道了这是一

个有着红色革命历史的村庄。

1945年 8月，日寇投降抗战胜利

后，我党为保卫孝义抗战胜利果实，

命调整后的中共孝义县委和新组建

的县人民政府从太岳根据地的沁源

县杭村返回孝义，于 9月 18日进驻东

小景村，居住在村民武高义家大院。

因东小景村是紧邻晋西北解放区的汾

孝边山地区，地理地貌沟壑纵横，山峦

起伏，便于作战。还有更重要的一个

原因是，这个村当时有九十余户人家，

参加八路军、游击队、地下党、农会组

织的所有人共 36 人，也就是 36 个家

庭，占全村三分之一的家庭，说明东小

景村的革命群众基础很雄厚。

从 1945年进驻到 1947初汾孝战

役撤出，近一年半的时间，面对重重困

难，孝义县委、县政府带领孝义县解放

区人民“扫除敌据点、摧毁敌编村、扩

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深入乡村，发

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建立人民政

权，试行土地改革，废除阎锡山政权的

“兵农合一”暴政。仅凭 36个革命干

部展开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撑

起了孝义一片革命的天地。

武老说，这就是共产主义信仰支

撑下的不屈不挠无私奉献的战争精

神，当年，孝义的革命是红红火火的，

这样的火种，燃遍了中国大地。

为了记录革命史实，激励后人坚

定理想信念、继承革命传统，经孝义

市委、市政府批准，在市老区建设促

进会和杜村乡党委、政府、东小景“两

委”及市党史研究室、市规划局等单

位的大力支持下，“孝义县人民政府

首驻地纪念馆”修复工程从 2012年 7
月破土动工，于 2013 年 12 月全面竣

工，2014年 5月正式对外开放。一年

半时间，他集中精力，查询历史资料，

走访相关人士，参与了纪念馆设计施

工、竣工验收的整个过程。

孝义县人民政府首驻地纪念馆

开馆后，成为远近闻名的革命教育基

地，武老被任命为纪念馆馆长。这么

多年，他与东小景村的李保旺、武正

成、武元书三位老人把纪念馆打理得

井井有条。因公于私，我与好友维萍、

改锋、香桃多次前往，去得多了，竟与

馆里三位长辈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每年“七一”前夕、暑假或者国庆

期间，总有人会来纪念馆参观学习。敦

厚肃穆的红色大门敞开着，“孝义县人

民政府首驻地纪念馆”几个红色的大字

异常醒目。大门两边，是两幅两米见方

的石雕，刻着革命先辈抗战图景。

进入大门，右边是“天翻地覆慨而

慷”的第一展厅，左边是接待室兼“虎

踞龙盘今胜昔”第二展厅。进入第一

展厅，迎面看见的是一尊伟大领袖毛

泽东主席站着的金色塑像。他身材魁

梧，目光深邃。主席身后的红照壁上，

写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

第一展厅共分为《政权来之不

易》《政府的辉煌业绩》《英雄土地今

胜昔》三部分内容。用文字、照片、沙

盘等形式，对孝义从 1926 年建党到

1948 年全境解放的历史作了详细介

绍。《政权来之不易》介绍了孝义革命

起航、中共孝义早期党组织成员、晋

西游击队诞生、红军东征在孝义、邓

小平在孝义、日本侵略者在孝义制造

的惨案、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等内容。

《政府的辉煌业绩》介绍了县委、县政

府进驻东小景村后设立的地方武装、

军事机构及领导人名录，保卫解放区

的斗争、土地改革试点工作、支援汾

孝战役等内容。据史料记载，汾孝战

役中，县人民政府在短时间内组织了

5000 余 民 兵 、民 工 参 战 ，制 作 云 梯

100 余副，门板 1000 余块，粮食衣物

更是不计其数，为汾孝战役的胜利做

出了积极的贡献。《英雄土地今胜昔》

介绍了杜村乡革命历史、东小景村为

革命做过贡献和牺牲的人员以及今

天的东小景村状况。展厅所记载的，

镌刻的，每个部分都是一幕光辉的历

史，每一段历史都是无法忘记的先辈

们的爱国精神。

上院共有 11间窑洞。政府进驻

后，这里成为当时县委、县政府及公

安局、财政科、教育科、司法科的办公

室。每间办公室都陈列着当时领导

的相片和个人简历，炕是土炕，铺的

是芦席，窗户是木窗，地上摆放着陈

旧的桌椅板凳，炕桌上摆放着一盏油

灯和黑夜走访群众的马灯。就是在

这简陋的办公环境里，先辈们为解放

孝义全境运筹帷幄，共商大事。

房东屋里的墙壁上挂着一幅由

著名版画艺术家力群先生创作的剪

纸作品《织布》，是与东小景剪纸能手

石桂英合作而成。这幅作品以劳动

人民为主题，人物形象生动，姿态优

美，动作娴熟，曾发表于当时晋绥解

放区的《人民画报》和德意志民主共

和国杂志。

公安局办公室的窑洞里，有一个

通往全村四面八方的地下通道，一旦

有险情，可从地道撤离。西边厦窑为

交通站、贸易局。交通站相当于现在

的邮政局、电信局。办公室墙上的公

文袋里塞着信件、公文，当时的敌情

就是这样传递的。贸易局作为政府

物资储备库，承担着晋绥解放区群众

的油盐酱醋、布匹物资、部队的医疗

军需等。

上院东南角有一个水井，水量不

大，当时井中的水只够房东生活所

用。政府进驻后，用水量增加。为了

不增加群众负担，县长杨汉三动员组

织政府工作人员去掏井，经过几天的

劳 作 ，井 挖 深 了 ，井 底 的 泉 眼 找 到

了。从此，政府和村民都有水吃了，

村民亲切地称之为“爱民井”。

第二展厅的墙上挂着西北边区

难民游击队创始人郭芝炳之子郭应

龙、郭璜、郭玉林三人赠送的“缅怀先

烈革命史绩，激励后人为国奉献”挂轴

和郭芝炳孙子郭永红书写的“忠魂一

缕萦萦依故土，伟业光昭日月；正气无

量浩浩满中华，宏恩星耀河山。”“先辈

英灵宛在，功德伟业长存。”等书法作

品。这是革命后辈对前辈的怀念和敬

仰，也是对国家对历史的回望和致敬。

每去一次，我们都要默默地在院

子里走一遍。面对这样一个如同故

乡的地方，只要来一次，心就会被感

动一次，为这里的人和历史而深深感

动。绿树浓荫，青砖灰瓦，纪念馆和

村庄留在身后。但用不了多久，我们

还会带着虔诚和敬仰的心，再来。

探访东小景
□ 李怡萍

小时候追落日

是真的想知道

山里面

有没有住着神仙

长大后等落日

疲倦的鸟

扑棱着翅膀

终于归巢

顺着长长的乡路

一直走下去

走不动的时候

就坐在流淌的河边

做一个童年的梦

明晃晃的月亮

炕头的小木枪

奶奶轻轻哼唱

催眠曲

遗 产

那只倔强的鸟

想飞跃高高的山峰

去更辽阔的天空

翱翔

绝壁是冰冷的盾

掉落的瞬间

鸟把口粮——

一粒微小的树籽

留在了石缝里

至少成长了五百年

小树籽

伸出了坚韧的树干

往后的鸟

在这里筑巢

轻松飞过

高高的山峰

孝义在唐贞观元年以前叫永安。县志记

载，该县历史上有两位孝星：一是邑人郑兴，

他孝悌力田，割股疗亲，县名因此被钦改“孝

义”，郑兴也被祀于学宫；二是寓贤郭巨，他埋

儿保母，掘地获金，后被列入二十四贤孝，名

震天下。由于他们的奇光异彩挑战了人类道

德的极限，世上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

郑兴、郭巨舍己为亲，精神可嘉，孝感动天；而

另一种观点认为郑兴、郭巨舍己杀子，沽名钓

誉，违反人伦。对这种极孝行为，在孝义历史

上 也 曾 有 不 同 看 法 ，并 在 明 代 引 发 一 起 讨

论。他们隔空喊话，各抒己见，至今言犹在

耳，令人深思。

号称文直先生的乡贤赵讷，是明嘉靖三十

八年进士，曾任刑部、户部主事，其为官清廉，秉

性俭约，教人以孝友为宗、实行副之。赵讷一直

嫌邑人对郑兴礼遇不够，万历元年他利用邑西

下坊村修葺龙天土地庙的机会，建议县令李守

正加祀郑兴、郭巨二孝子，绘像供奉，并改庙名

为“天经地义庙”。庙成，赵讷撰写《天经地义庙

碑记》“寄农于乡”，以倡孝风。

赵讷写道：“有人认为身体是生命的载

体，儿子是亲人的骨血，而郑兴、郭巨却以残

忍的手段对己对子，实在令人不解。尽管他

们能够舍痛奉亲，但这种做法并非亲人所能

接受。奉养父母贵在尊重他们的心愿，而不

仅仅是满足物质需求。从前曾子孝亲，一定

要征询亲人的意愿，注重亲人的感受，即使昏

厥于地，也要挣扎手脚向父母示安。对于自

己的身体和子女，更不应刀戈相加，做无谓的

牺牲；满足父母生活上的需求，完全可以换一

种方式，而不必自残自虐。此事亲人不可能

一直不知道，一旦他们知悉子女的这种行为，

会怎样面对自己的儿孙？伤其子孙实际上等

于伤其父母，还谈何孝顺？所以郑郭之孝并

非中庸之孝。”

对于上述意见，赵讷这样解释道：“凡事要

看子女的心地。由于郑郭心中只有父母，没有

自己，自然不会计较太多。孟子批评的世俗不

孝之子有几种人：一种是只爱妻子而不顾母亲

的人，一种是只知有子不知有父的人，还有一种

是四肢懒惰而不顾奉亲的人，这些人怎样可以

与郭巨埋儿的义举相比？当年章子之孝（指章

父杀妻埋厩，章子遵从父志拒迁母坟的典故）也

不被世俗所接受，而孟子却理解他、礼遇他。郑

郭之孝确实是世俗之人难以做到的，如今我们

既然祭祀他们，又何必怀疑他们的诚心呢？我

只是想要大家以二贤之心为心，而不是要求大

家非得像二贤那样做。”

这篇碑记明显降低了对圣贤的评价标

准，将极孝之人与极端自私、懒惰的人进行道

德比较，本来就十分牵强，以既已祭祀、何必

怀疑为由要求人们将错就错、盲目崇拜更也

有些荒唐。不过赵讷对郑兴的评论在其《明

伦堂记》中更公允些，他说：“郑兴之孝虽然意

念真诚，心底无私，然而用夫子之道衡量，还

是不符合中庸之道、人伦之常的，所以并不被

当今之世所看重。如果我们能从中庸之道出

发，从良知良能切入，鉴达天下之事，即可达

于神明、塞望天地、不断超越自己。”

其实，赵讷所代表的孝亲观并不被人们全

部接受，即使同时代、同乡里、同阶层的人也有

不同看法——贤乡张冕就是其中之一。张冕，

明嘉靖十一年的进士，曾任户部主事、外郎，河

南按察司佥事，廉明有威，人咸异之，德行文学

远近推重。他在编纂《中阳独断》时一定见过青

义村的郭巨墓，赌物伤情，颇有不平，遂以一首

小诗《郭巨墓》表达了他的看法，词曰：

慈孝同一理，五伦无轻重。

忍将杀子心，博取孝亲名。

母食犹可充，子死不可生。

赐金保婴孺，岂云为孝旌？

张冕这首诗最直接的意思是说：忠孝悌

忍善“五伦”中的道义无分轻重，且各自包含

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即以孝道来讲，既包

括父母对子女的慈爱，也包括子女对父母的

孝顺，两者不可偏废，像郭巨那样杀子奉亲的

做法不仅谈不上孝道，而且根本就是惨无人

道，这种沽名钓誉的做法根本不应当旌表，而

且应当受到谴责。通过张冕的这首诗，我们

还可以看出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1、关于郭巨埋儿事件的真实性。对此，历

史上许多人提出过质疑。南宋·林同《郭巨》诗

就写到：“为养宁埋子，那知地有金？如何有天

赐，且复怕官侵。”表达了作者对郭巨丹书得金

的怀疑。明·林俊《见素集·卷二十八·郭巨辩》

称：“尤无谓好事者将神巨于孝，不知说之邪陷

巨于恶，教天下蔑之，巨始也。”认为郭巨之事纯

属他人附会。综合各方面的信息，疑点主要在

三个方面：一是为母坑儿，既不符合慈孝之道，

也不符合人伦；二是掘墓得金，纯属巧合，天下

奇闻；三是天赐丹书，狗尾续貂，纯属人为。历

史上郭巨墓也有多处，如河南内丘、陕西白水、

山东长青、浙江吉安、山西孝义等。这些墓冢有

些可能是后人为纪念先人所筑，有些是因名附

会。前一段我到济南长青区孝堂山郭巨墓祠走

访，得知这里经多次考古发掘，并没有证据显示

这冢汉墓与郭巨有关。拉名人为地方争光似乎

也是一种积习。

2、关于郭巨埋儿事件的荒诞性。历史上

也有许多人都做过尖锐的批判。明·方孝孺

在《逊志斋集·卷五·郭巨》中直接开骂：“巨陷

亲于不义，罪莫大焉。而谓之孝，则天理几于

泯矣！”明·林俊在《见素集·卷二十八·郭巨

辩》也说：“巨埋儿，有诸曰慈孝一道也。世无

亏慈而能孝者……况埋之耶？”对郭巨埋儿分

析最精辟、最有趣的是鲁迅先生，他在《朝花

夕拾·二十四孝图》中说：“我最初实在替这孩

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

松。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

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家景正在坏下

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

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

如果一丝不走样，也掘出一釜黄金来，那自然

是如天之福，但是，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似乎

也明白天下未必有这样的巧事。”正如赵讷所

题，孝亲本是天之经、地之义的事情，没有必

要弄得这样血糊淋刺、惨不忍睹，也不需要弄

得这样光怪陆离、诡谲怪诞，能为孝、善为孝、

乐为孝才是孝道的精髓，如果让人难为孝、怕

为孝、苦为孝，孝道怎么推行？

张冕是明嘉靖十一年进士，赵讷是明嘉

靖三十八年进士，从乡贤梁明翰的《重修普化

寺碑记补》等资料来看，他们也可能有些交

结。他们两人都关注和倡导孝道，但对孝的

道德标准、行为模式以及推行方法理解不同，

态度不同。正是这种争鸣，成就了孝义文化

上的千年佳话。至于孰是孰非，孰长孰短，只

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这也是历史名人

所产生的文化现象。

笔者曾为政协委员，2020年 4月孝义市“两

会”的主题是“奋力开启高质量转型发展新征

程、奋力进军全国百强第一方阵”。当时我为了

鼓舞士气，助力远征，曾写过一首小诗：

七律·奋战新征程
瀚海横流起飞鸿，孝行义举傲苍穹。

窃嗤郑兴不丈夫，奉母何须割股肱？

产学研销生利润，融投管退写乾坤。

千帆竞发乘风力，百舸争流逐群雄！

现在来看这首诗虽难免有追风应景之

嫌，但还是说明了一定道理。献丑于此，或许

能对大家有所启发。

落 日
（外一首）

□ 高鹏

孝义先贤隔空喊话辩孝慈
□ 郭建荣

上昆仑！这是我许多年前就有的一个理想。去

年十月，来到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就有了这个念

想。结果，机缘未成，没有实现。今年六月，我再次

来到和田策勒。就在端午节的前一天，我敬重的一

位长者对我说：今天下午我们就上山。我说：上什么

山？他说：上昆仑山。

我的心里猛地就热血沸腾。上昆仑山，那可是

我梦寐以求的大愿望啊！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昆仑

山从来都不只是山，而且是华夏文化的根、华夏文明

的源，是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极高、极远、极大

和极古。因为它是帝之下都、王母瑶池、天柱地维、

黄河之源、万山之祖，是中华龙脉，是五千多年来中

国人最天马行空的的想象。从《山海经·大荒西经》

中首次出现“昆仑”一词后，它便气势不凡、神秘威

严、旷古豪迈。“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

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山海经·西山经》中

又说：“其光熊熊，其气魂魂”。屈原在《楚辞·涉江》

中歌曰：“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

同光”。从此，寻觅昆仑，想象昆仑，登上昆仑，就成

为中国文人的精神寄托与伟大理想。《穆天子传》《庄

子》《楚辞》《史记》都有其美丽而壮观的景象。黄帝食

玉投玉，稷与叔均作耕，魃除蚩尤，共工触不周山及振

滔洪水，鼓与钦 杀葆江，建木与若木，夸父逐日，禹杀

相卿及布土，长生不死，窜三苗于三危，西王母与三青

鸟， 娥窃药，烛龙烛九阴，黄帝娶嫘祖，横山与有穷

鬼，等等神话传说层出不穷。所以，《史记·大宛列传》

中说：“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劈隐为光明

也，其上有醴泉、瑶池。”

下午七点多，和田策勒还是日光明，天大亮。四

野明媚，大地熙攘。我们出发了，预计两个多小时可

以到达昆仑圣境板兰格景区。别提我的内心是多么

得激动。再有两个多小时，就能上了昆仑。真的

吗？我就能看见茫茫雪山、浩浩深渊？我就能看见

司马迁说的醴泉瑶池、东汉画像石中的九头人面兽

即神兽陆吾、敦煌莫高窟 249窑画的西王母“戴胜、虎

齿、豹尾、穴处”以及青鸟围绕？我简直有些不相

信。这激动与幸福也有些来得太早太容易了吧？

汽车离开县城，十几分钟就进入了茫茫戈壁

滩。苍黄阒静的亘古荒原上毫无一点生机。只有一

条幽暗黑色的公路通向了无限前方的地平线。汽车

在其上面飘浮运动着。路旁黑色高细的电线杆忽上

忽下，游移不绝，仿佛初学作曲者画的五线谱，虽然

些许整齐，但乱七八糟的唱不成个样子。侧目偶尔

也可以看见远方有两三个黑点在移动，待汽车驶上

前去,才是两三辆汽车在远在几百米之外的另一条公

路上缓缓飘移。汽车行驶在这万古荒原上，人多少

是有些寂寞的。寂寞的连车上的人都不想说话。仿

佛人就是说上千言万语也无济于事。当然，前面公

路两旁，偶尔，零零落落的，也可以看见，一群羊，几

头牛，还有一两匹黑色的野驴子，也有停着的一辆汽

车，不知是坏了，还是怎么了，偶尔，也有两三个人，

在荒原上游荡，仿佛悬疑惊悚片里可疑的黑社会

者。但是，这些根本对汽车里的人没有什么吸引力，

却更加加剧了人的孤独感与寂寞感。

进山了，褐黄色的沙石山。道路弯曲了，上下缓

缓起伏，仿佛汽车在海上漂。以为快到了。却忽然

前面出现了一片葱绿茂密的新疆杨。是一片绿洲，

有房屋街道，有庙宇商铺，才知道是一个村庄，或者

是镇子。就这样，一会儿是荒原荒山，一会儿又是绿

洲中的村庄和集镇，反反复复，复复反反，好几个来

回，让人觉得上昆仑依然十分遥远，到处都是人间俗

境，岂能有了昆仑圣境？但是，我发现这些村庄集镇

上的人和动物都生活得十分悠闲。那些羊，那些牛，

都似乎不怕车，或悠悠散步，或低头吃草，或抬头远

望，都不忧不惧，宠辱不惊。那些少年儿童，活泼自

然，蹦跳灵动。那些妇女老人，路旁聊天，开怀大

笑。那些汉子后生，扛着工具，开着电动，专注认

真。我想，他们总是距离昆仑圣境很近，仿佛仙人仙

物，不屑乱哄哄的外面世界，不顾你炸我袭的地球怪

事。想着想着，汽车就进入乌鲁克萨依乡了，进入昆

仑山景区的高古沧桑的石雕大门了，进入了博斯坦

乡喀山草原。天尽管渐渐暗了下来，但依然可以看

见圆润舒缓的牧场草原黑绿黑绿的，一群一簇的白

羊花牛，还在旁若无人地悠闲散步，低头食草。车上

的人告诉我，这里是策勒县境内的四个草原，分别是

板兰格、亚门、帕卡、喀山。汽车驰骋过茫茫昆仑天

路，终于穿行于无边无际的高原牧场，蜿蜒 156公里，

盘桓而上，终于到达昆仑圣境的板兰格景区了。

我多少有些失望。夜色中，远处一片幽黑，心

想，这和我在老家吕梁云顶山和千年景区看到了景

观有什么不同。我看见的都是灯火阑珊处的房车营

地，骑马体验区，萌宠乐园，星空营地，度假木屋，昆

仑酒店等等，哪里有什么醴泉瑶池、九头人面兽、“戴

胜、虎齿、豹尾、穴处”的西王母和青鸟围绕？我十分

怃然沮丧，和大家草草吃了晚餐后，就已经晚上十二

点了。我闷闷然回到度假木屋蒙头大睡了。

第二天，一起床，已经早上八点多了。拉开窗

帘，推开窗户，我不由地大叫，看山昆仑啦，看见昆仑

啦！

只见黄绿圆润的一座座山峰间，无边无际的云

海雪峰纯洁圣白，高低起伏，壮观无限。这才是我心

目中的巍巍昆仑雪山、浩浩伟岸大昆仑！

九点半，吃过早餐后，我们坐上景区内的游览公

共汽车，缓缓盘桓而上，到达海拔约 3500米的“仙界

之门”地乳峰。这时已经空气有些稀薄了。我忽然

觉得有些高原反应了。我静静地坐在地乳山野外帐

篷下的矮椅上，定了定心，缓了缓神，歇息了一会儿，

我和大家缓缓攀登上地乳峰的最高峰，海拔 3800
米。一种从未有过的巨大震惊，充斥着我的眼眶，充

斥着我的胸怀。我终于仰望连绵不绝的雪域昆仑诸

峰了。

亲眼所望，层层雪峰，无边无垠，深邃广远，浩大

无底。正如《大唐西域》中言：“崖岭数百里，幽谷险

峻，恒积水雪，寒风劲烈”。我看见的仅仅是昆仑山

的北麓，仅仅是昆仑的一角。其实，它巨大无比，夹

在新疆和西藏之间，从西向东延伸进入青海，绵延

2500千米，是“中国第一神山”。自古以来，从来不缺

少人类的攀登活动，但是他们都无法深入其内部，无

法认识其全貌。要想全面了解认知它，至今依旧是

天方夜谭。站在这里，我望着茫茫雪原，巍巍昆仑，

终于明白昆仑山不是什么绚奇辉煌的神仙宫阙，它

就是一座比一座高的、层层叠叠的、密不透风的大

山。它里边巨石成堆，冰河广布，寒风凛冽，群兽横

行。静静地伫立于此，我终于感悟到大自然的神奇

与神秘，大德生道，大道生地，乾健坤顺，万物自生，

自然永存。我突然惊讶中华文化与文明的伟大。中

华文化最早解释“昆仑山”的本义是“众人在烈日下”

和“宗庙”。这里的“昆”代表“众人在烈日下”，而

“昆”代表“次序”或“宗庙”的含义。有人推测，昆仑

山的名称，可能源于上古时期，当时众人（“昆”）在宗

庙（“仑”）参加祭祀活动的场景。也有人解释，“昆仑

山”的意思就是“圆形滚动”。这里的“昆”就是“圆形

滚动”之意，而“仑”依然代表着“次序”。它告诉我们

太阳与众人合为“昆”，即宗庙合为一的意境。它启

示我们：“昆”就是神人合一，天人合一，大自然与人

一体；“仑”乃“伦”也，就是“次序”“顺序”“秩序”。只

有大自然与人融于一体，按“德”和“道”的“次序”与

“伦理”运行，万物才能生长，自然才能永存，人类也

才能亘存。它警醒我们：人必须对大自然，对万物众

生，要有敬畏之心、悲悯之心、同情之心和羞愧之心。

阳光下来

照在草地上

你在草地上走着

草地便全是你的

像是一个梦

绿水晶一样的梦

我喜欢晨风吹动着的裙摆

喜欢你倏然之间扭头过来

多么美好啊

在我们迈过四十岁的年纪

你依然有着

晨风一样的微笑

当我把这些告诉姐姐

我无法隐瞒一双洞穿世间的眼睛

我手中的薄荷愈发清香

我知道

这是我与上帝之间的事情

上帝从不吝啬什么

而我的贪恋

未必会是罪恶

秋天就这样来了

我想要留下来

建一座木屋

居住，等待或是祈祷

让天空一无所有

这样我就可以忘记一整片花海

上昆仑
□ 马明高

阳光下来
□ 曹对龙

三川河三川河
李够梅李够梅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