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的山脉系列中，就地理学或者地
质学意义上，这是一座小山。按高度、长
度、规模等等，无论怎么排名，恐怕都难以
找到芒砀山的位子。但是，芒砀山在中国历
史上名气却很大。黄淮大平原平坦而少山，
至永城境突起芒砀，古老基岩崭露嵯峨峰峦
12座，成一大奇观。物以稀为贵，大平原上
的山特别受到珍重和尊崇。芒砀山大概就是
这样。

司马迁在《史记》中把秦汉的更替尤其
是汉朝的兴起和芒砀山紧密相连。借用当代
容易理解的比附，它对汉代的意义类似于秋
收起义的井冈山。敏感的秦始皇感觉对自己
的江山形成威胁的可能就是那时的楚地，他
早就发出“东南有天子气”的预警,芒砀山这

一片地方正在怀疑之列。秦始皇言中了。刘
邦发起的反抗暴秦的运动从芒砀山出发，并
且取得了胜利。芒砀山，因此而彪炳千古。

刘邦所建立的汉朝深刻地影响了汉民族
2000多年历史。汉兴以后，不仅汉代帝王奉
芒砀山为“帝乡”，而且成为历朝的朝圣之
地。西汉王侯在芒砀山中的陵墓群及其大量
珍藏，成为保存和展现古代政治经济文化艺
术的宝库。

更早，孔夫子周游列国也是“由曹入
宋”，在芒砀山留下了感动千古的文化苦旅故
事。还因为在无险可守的大平原腹地矗立的
芒砀山，成为兵家必争之地，留下许多传奇
故事。芒砀山名胜荟萃，除了风景，更多的
是因为历史故事。从社会发展更广泛的角

度，因芒砀山的区位处于豫皖苏鲁四省交
界处，因而成为商业流通、文化传播、官民
祭祀和旅游娱乐的中心场地，因而产生海量
的民间文化。

真是说不尽的芒砀山。可以从各种角度
描写和叙述它。在中国文化中，政治文化常
常为龙头老大，与王朝相涉的故事更易于流
传。作为汉兴圣地的芒砀山，这方面的历史
积累尤其丰富。本书串联而成“九龙闹芒
砀”，并且概括为神奇芒砀山，千古龙兴地。
这个理念可以不一定同意，但以其为叙述线
索确实引人入胜。

自然，芒砀山不仅是政治之山，文化之
山，兵家、商家之山，还是地质之山，风景
之山。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芒砀山

重新焕发其青春，向世人展示其靓丽，凤凰
再次展翅，莲花重又绽放，的确是文化朝
圣，探古访幽，饮翠餐霞，不可多得之处。
芒砀的山色胜景同它的历史文化一样，不能
不成为文人笔墨驰骋的平台。

本书作者欧阳华在小说、散文和诗歌创
作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为省文学院签
约作家。这部长篇散文，力图全景式地展现
芒砀山深厚人文和名胜景观，于散文的笔调
中暗藏小说的悬念，尝试一种更加自由的表
现方式，行文或大气磅礴恣肆奔放，或行云
流水婉约浅唱，文中有诗，诗中有画，大概
是芒砀山的厚重和灵气给了她灵感和能量，
使其作品于引人入胜中又多几分色彩斑斓。

作为在芒砀山脚下长大的永城人，芒砀
山的奇山秀水早就融入了我的血脉，我每次
回家乡差不多都不会忘记重游芒砀山，它也
曾经多次进入我的笔下。这一次神奇的芒砀
山重新向我走近，再一次唤起我浓厚的乡
情，这是应当感谢青年作家欧阳华的。

2014年初冬时节于官渡草堂
（孙荪：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作家

协会全国委员、名誉委员，河南省文艺评论
家协会主席，河南省文学院首任院长。）

《龙腾芒砀》序
孙 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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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评论

公元前十六世纪，夏桀把统治了
400 多年的夏王朝带向了末日。《史
记》记载：“帝桀之时，诸侯多畔（叛
意）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
堪。”夏桀一味地追求奢侈和享乐，根
本不考虑夏朝的命运。由于他的暴戾，
他身边的大臣也大多是阿谀奉承之辈，
以致朝廷上下都沉迷于寻欢作乐之中，
对人民只知压榨，不管死活。酒色宴乐
成了荒淫无度的夏桀生活的主要内容。
据史料记载，夏桀为了自己的享乐，大
兴土木，建造宫殿，过着荒淫奢侈的生
活，当时夏桀宫中仅女乐就有近 3 万
人，夏桀每天早晨都让女乐在宫廷中演
奏，声音飘出宫廷，大街上的人们都能
听到。朝廷的腐败需要大量的财富作支
持，财富不继，朝廷便以暴虐去掠夺百
姓的财富，以致夏民日益贫困，老百姓
被逼得卖妻鬻子，甚至饿死，社会矛盾
更加激化，诸侯多叛。面对夏桀如此作
为，商汤（即成汤）向夏桀进谏，希望
他改邪归正，夏桀反而怀疑他反叛，

“召商汤而囚之夏合”。商汤千方百计让
夏桀释疑，他的臣子又以向夏桀行贿的
方式解救商汤，使商汤终于获释。从
此，商汤开始了对夏桀的深刻反思，他
看夏朝越来越失去民心，百姓陷于水
火，便有了拯救天下的念头。

伊尹是商汤的右相，他劝商汤对夏
桀不要存任何幻想，要毅然担起拯救天
下的大任。经营了400多年的夏朝虽然

“诸侯多叛”，但仍然拥有比商国大得多
的实力。商汤和右相伊尹、左相仲虺都
明白，要完成拯救天下的大业，必须发
展经济，壮大自己的实力。伊尹建议商
汤减轻征赋、鼓励生产，大力发展手工
业；手工业是商业的基础，商业是手工
业的出路，在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同
时，必须大力发展商业。商汤采纳了他
的意见，号召国民搞好农业和手工业生
产。上下一致努力，使农业、手工业很
好发展起来，百姓安居乐业。

伊尹很善于管理经济，见国家农产
品和手工业品有了大量剩余，建议商汤
不失时机发展商业。他对商汤说，商业

“重则至，轻则去”，要“开阖决塞”，
拓宽商业渠道，促进商品流通，稳定市
场。他与商汤一拍即合。在国家政策的
鼓舞下，商国的商业飞速发展，出现了
经济更加兴旺繁荣的局面。

这时候，重大的商机降临了。夏桀
沉缅于宴乐，为了女乐的演奏和歌舞更
加好看，要求女乐身着漂亮的丝织衣
裙。仅宫中3万女乐对丝绸的用量已经

够大的了，加上腐败的臣子们仿效夏桀
的享受，丝绸的需要量更大。而当时丝
绸制造的整个过程全靠手工劳作，供不
应求，尽管农民奋力植桑养蚕，妇女日
夜缫丝织帛，仍无法满足朝廷的需要。
于是，夏桀便让人用粮食与其他资源和
方国交换丝绸。商汤和伊尹认为这是天
赐的机会，便把商国现有的丝绸大量运
往夏都，进行贸易。同时，号召国民大
量生产丝绸，换取夏朝的粮食、金属和
其他资源，以削弱夏朝的力量。国家制
定政策，对国民生产的丝绸高价收购，
然后向夏倾销。史书记载，这一措施使
商国的蚕丝产量很快提高，商汤命令商
民日夜赶织“文秀纂组”。丝绸生产出
来后，挑选精明能干、能言善辩的使臣
押运到夏都，高价出售，《管子·轻重
甲》记载：“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绣纂
组，一纯得粟百钟于桀之国。”除换取
了大量的粮食之外，还换来了其他手工
业原料。原料充足，商国的手工业更加
发达，手工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商业贸
易，形成了良性循环。结果，商地的百
姓越来越富足，商国国力日益强盛，而
夏朝的经济却日益空虚。商国以商业兴
商，为灭夏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管子·地数》记载：“桀霸有天下
而用不足，汤有七十里之薄（同亳）而
用有余。天非独为汤而雨菽粟，而地非
独为汤出财物也，伊尹善通移轻重，开
阖决塞，通于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费
时也。”意思是说：“夏桀霸有全部天下
而财用不足，商汤只有‘薄’地七十里
而财用有余。并不是天专为商汤降下粮
食，也不是地专为商汤长出财物，而是
由于伊尹善于经营交换、善于轻重之
术、善于由国家掌握经济的开闭与决
塞，伊尹还精通物价高低和号令缓急的
政策来集中操纵这些条件。”

当时，如果没有伊尹的作用，商国
的经济不会发展那么快。而倘若没有商
汤的知人善任，伊尹的才能也只能束之
高阁。“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
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韩愈语）
所以，在当时创立一个新朝代的只能是
商汤。

商业兴商
□ 刘秀森

□ 编剧 司玉笙 张玉杰

(接上期）一拳将刘老汉打倒在地。殷红的鲜
血从刘老汉嘴角溢出。

刘老汉：该杀！
多田（一挥手）：八嘎，上刑！
两扇门板放在场中。四个鬼子把刘老汉脸朝

下放翻在一块门板上，上面压上另一块。
多田：说！
刘老汉怒目而视。
多田（俯下身）：老头的，说话！
刘老汉（双目喷火）：该杀！
多田一挥手，两个鬼子狞笑着跨上门板两

头，两脚离地作骑马状。随着鬼子的晃动，刘老
汉身上发出骨头断裂的声响，脸上的表情越来越
痛苦。

翻译官：说吧，说吧，再不说腰就给你踩直
了！

多田再挥手，又有两个鬼子跨上门板，并且
站起来踩压。

两块门板慢慢合拢，随着“咯嘣”一声，一
股股鲜血涌流而出。

场上男女老少悲声戚戚，有的捂住了自己的
脸。

人群中哭喊声连天：爷爷！大叔！天杀的鬼
子！

多田挥枪打倒两个。
20. 区小队驻地。白天。
队员甲匆匆忙忙跑进周书记的房间。
听到一声“报告”，周书记转过身。
周书记：什么情况？
队员甲：鬼子在刘楼西地挖大坑，不知道干

啥。
周书记：当地乡亲们怎么说？
队员甲：刘楼的老百姓被杀的不少，庄里没

人了！
周书记神色凝重，一只手握得咯咯响。
队员甲：听说两个鬼子被杀，鬼子在刘楼报

复，把一个驼背老人活活踩死——
周书记：畜生，畜生！（想了想）你再带上一

个人，到刘楼一带摸摸情况，看那帮畜生想干什
么！

队员甲：是！
周书记：还有，问清楚杀那俩鬼子的是哪支

部队。
队员甲：是！
21. 张各庄。白天。
二大爷在院内树底下还是念书，重复的还是

那两句。与以往不同的是，他一边念书，一边不
住地往外看。

堂屋内，春梅和秋菊剥着花生。母亲在门口
缝补衣服。读书声引得俩姑娘也跟着小声念——

壮志饥餐鬼子肉，笑谈渴饮汉奸血！
院门被推开了，孬三牵着一辆自行车进来。
二大爷：打听到了没？
孬三（自行车往树上一靠，向堂屋里张望）：

我那俩媳妇呢？
二大爷：你咋光想这事儿——问你话哩！
孬三：小鬼子在刘楼杀了不少人，驼背大爷

被踩死，活着的都跑没影儿了。
二大爷：那驼背大爷就是春梅的爹呀！
孬三：可不要对我那媳妇说。
二大爷：人家遭这么大的祸，你还老没正

经——背两句岳飞的《满江红》我听听。
孬三：这难不住我——壮志饥餐胡虏肉，笑

谈渴饮匈奴血！
二大爷：错了，错了——壮志饥餐鬼子肉，

笑谈渴饮汉奸血！
孬三：改得好，改得好，带劲！
二大爷：记住你老师我的话，咱宁死也要和

鬼子血拼到底！
孬三：记住了——我要吃那鬼子肉、喝汉奸

血——这是谁改的？
二大爷：你娘。
孬三（大叫一声）：娘！
22. 二大爷堂屋内。白天。
东间，孬三和母亲说着什么。
春梅（对二大爷）：二大爷，我也会背那两句

了。
秋菊：俺都记到心里了！
二大爷：好，好！
春梅：孬哥回来没说啥？
二大爷：这会儿鬼子闹得凶，你俩不能再回

刘楼了。
秋菊（不安地）：咋啦？
二大爷：唉，这事咋摊到你俩身上了——
春梅：是不是—— （未完待续）

作品欣赏

近日，中央电视台七套《乡土》栏目播出“在那梨花盛开的地方”，对宁陵县刘腾龙笔庄作
了报道。刘腾龙笔庄的制笔业历史悠久，其产品精致优良，以“尖、齐、圆、健”四德俱备，畅
销国内外文化市场，备受广大书画家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喜爱。图为员工在给毛笔装礼品盒，准备
外销。 吕忠箱 摄

8 月 20 日，夏邑县委
宣传部、县文化广电旅游
局在县博物馆举办纪念抗
战胜利70周年书画展。来
自全县的 100 余名国家、
省、市书画会员和书画爱
好者，围绕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潜心创作，挥毫
泼墨。100余幅书画作品展
出后，深受广大干部群众
青睐。 本报记者 韩丰 摄

叱咤风云 盛 伟 作

书名：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
王小波传

作者：房伟
出版社：三联出版社
内容简介:作者以通俗平静的

笔触描写出一个思想者的生命轨
迹。仿佛一部人生纪录片展现了王
小波人生过程中每一个大事件以及
每个事件对他的精神世界的影响，
把王小波的人生经历、作品、思想特
点很清晰地勾勒出来。“一个人拥有
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
一个诗意的世界。”正如这句话所说
的，王小波就拥有一个诗意的精神
世界。这个精神世界里有王小波对
他经历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现状的深
刻思考，作者由此也向我们间接地
描述那个时代里的人的命运。

书名：南京大屠杀全纪实
作者：何建明
出版社：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内容简介：《南京大屠杀全纪

实》是一部全面完整地反映南京大
屠杀始末的报告文学作品。作者参
阅了4000多万字的历史史料，从多
角度再现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
相：有沪淞会战的顽强抵抗和失败
后的大面积溃败；有南京沦陷前的
战事布防和谋求停战后的撤军令；
有日军肆意虐杀的残暴也有放弃抵
抗的军民的软弱；有拉贝、魏特琳的
人道主义的爱的怜悯，也有汉奸麻
木自私的为虎作伥；有远东国际法
庭上的控诉，也有证据材料缺失的
遗憾；有日本右翼分子的无耻否认，
也有日本士兵忏悔日记的摘录……

一年一度的读书盛会上海书展——
2015“书香中国”19日在上海展览中心
启幕。为期一周的时间里，15万种参展
图书、近千位作家名家、700多场阅读活
动汇聚上海，与大众分享一场“既文艺
范儿、又接地气”的阅读嘉年华。

走过 11年的上海书展，被誉为一场
阅读的“发现之旅”。从局于一隅到开放
多元的上海书展，国际影响力随之增长。

创办５年的品牌活动之一——上海
国际文学周，本周将迎来 30位国内外文
学嘉宾。其中，既有澳大利亚、日本、
韩国、哈萨克斯坦的亚洲作家，也有德
国、英国和美国的作家学者。

影响力的增长，源自于价值观的坚
持。为阅读价值搭台，向阅读品质致
敬，是上海书展持之以恒的追求。

阅读，在上海这座节奏繁忙的国际
都市里，逐渐成为灵魂的求索、精神的
朝圣以及不可或缺的生活习惯。

2015上海书展揭幕前夕，《上海市民
阅读报告》火热出炉。调查显示，在纸
质阅读日益遭受新媒体阅读方式挑战的

背景下，上海人“阅读体质”健康。上
海市民每天人均“开卷”半小时。与全
国国民阅读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 4.56
本的数据相比，上海 18岁以上市民的年
平均阅读量约为6本，7至18岁市民的年
平均阅读量约为 11本。每年与读者相约
的上海书展，正是这座城市“书卷气”
的终极展示。

今年上海书展从上海展览中心这一
主场延伸至全城，上海 17个区县共襄盛
举。思南读书会、望道讲读会、书声分
享会、科学咖啡馆……坐拥众多历史名
人故居资源且入选上海十大最美林荫道
的上海市黄浦区思南路上，谈笑有鸿
儒、往来无白丁，手持一卷来来往往的
读者成为一道最美风景。

“政府搭台、各界参与，品牌运作、
持之以恒”，在上海，党政机关、社会团
体、企事业单位纷纷参与到阅读推广活
动中，组成“书香共同体”。一大批民间

“阅读达人”在城市的不同空间中日益活
跃，也让阅读在上海真正成为大众自己
的阅读嘉年华。 （据新华社）

书香沉淀，
让一座城养成阅读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