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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上古时期，生活在以商丘为中心的殷商
部族，能在夏朝约 8000千个诸侯国中脱颖而
出，经武力推翻夏朝，建立起殷商王朝500多
年。周灭商后的宋国，又在周围皇姓大国的
挤压下，生存700多年。那么，殷商部族凭什
么能够取得如此伟业？其主要原因就是他们
创造并不断创新发展的殷商文化，这一先进
的文化正是殷商部族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逐步走向兴盛的精神动力，在其艰苦创业中
发挥着重要的灵魂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视
察河南工作时明确指出“殷商文化起源于商
丘”，为我们更好地实施中华文明的探源工
程，特别是对发掘研究殷商文化，增强民族
文化自信指明了方向。殷商文化作为中华文
化“多元一体”中的重要一元，在先秦曾主
导华夏文明 1800多年，现将其起源的社会环
境、丰富的精神内涵和鲜明的源头特色，简述
如下，以供商榷。

一、殷商文化起源的社会环境

1.良好的自然环境为殷商部族生息繁衍
提供了优越的客观条件

殷商文化是以殷商部族为主体所创造的
物质和文化遗存。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灵魂
有其产生的社会环境。《诗地理考》记：“殷
以溵水得名，契有功封商，汤始居亳之殷
地，汤之故居，故兼称殷商，商言为国，殷
言其地。”《诗经·商颂》记：“天命玄鸟，降
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这说明殷商部族主要
在溵水地区生息繁衍，这里是殷商部族的祖
居地，“三皇五帝”之一的帝喾和帝喾之子契
的封地都在于此，这里是殷商王朝前期都城
亳地。现商丘古城南约 16 公里仍有溵水旧
河，现名是大沙河。处于中原腹地的商丘，
古为豫州之地，是黄淮河冲积平原，堌堆分
布广泛，土壤深厚而肥沃，水源充沛、四季
分明、温度适中、植被茂盛，物产及水产丰
富，极利于人类生息繁衍。

2.火的发明实现了人类社会生动的第一
次伟大革命

商丘历史悠久，是华夏民族重要的发祥
地之一，为华夏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
献。在距今约 7000年，人们生活在茹毛饮血
的社会，其寿命较短，进化缓慢，到燧人氏
时代，人们受自然现象的启发，逐步发明和
使用火，加快了人类进化的步伐，实现人类
社会生产力的第一次伟大革命，人的寿命得到
延长。《太平御览》记：“申弥国去都万里，有燧
明国，不识四时昼夜。其人不死，厌世而升
天。国有火树，名燧木，屈盘万顷，云雾出
于中间，折枝相钻，则火出矣……号燧人
氏。”火的发明和广泛使用对人类社会发展的
贡献是多方面的，如可吃熟食、取暖、驱赶
飞禽猛兽、烧荒开垦耕地等。清《统一志·
归德府志》记：“古燧皇陵在阏伯台西北二
里。”这说明燧人氏在商丘建立燧明国。

3.炎帝朱襄氏促进了农耕文明的发展
火的广泛使用有力地促进了原始农业向

农耕文明的发展，商丘作为典型农业区为农
耕文明的发展也作出了突出贡献。《路史》
记：“有巢氏没，数阅世而朱襄氏立。于是多
风，群阴閟遏，诸阳不成，百物散解，而果
蓏草不遂，迟春而黄落，盛夏而痁痰，乃令

土达作五弦瑟引来阴风，以定群生，令曰
《来阴》。都于朱，故号曰朱襄氏，传三世而
没。”其意是朱襄氏时期，天常刮干热风，造
成阳气过盛，而阴气不足，阴阳失调，各种
植物难于结果成熟，于是令士达制作五弦
瑟，引来阴风，使阴阳二气平衡，万物结
子，获得丰收，万民以安。由此看出，炎帝
时期人们不仅重视影响农业生产的农具和耕
作技术，而且对影响农业生产的气候也高度
重视。炎帝朱襄氏是上古居住在商丘柘城一
带的原始部落首领。在《吕氏春秋》注释中
记：“朱襄氏陵在柘城县东十里，今地名朱
堌。”这说明，华夏农耕文明在朱襄氏时期得
到了很快发展和提高。

4.牛马畜力的利用，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实现了农业与畜牧业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帝舜时代，因商祖契助大禹治水有功，
被封于商，为商部落首领，由于他教化子民
有方，成绩突出，被舜帝任为司徒，以教化
万民。其孙相土继承他的事业，驯服马并发
明马车，马在人们生产生活的运用，大大提
高了社会交通运输能力。相土利用其便利的
交通工具，使其疆域和影响力得到扩展，如
《诗经·商颂》载：“相土烈烈，海外有载。”
商部落第七世君子亥又驯服牛并发明牛车，
《管子·轻重戍》载：“殷人之王，立皂牢，
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这说明商
部落修立栅圈，驯养牛马猪羊，以为人兴
利。牛马畜力运用于农耕和运输，大大提高
了社会劳动生产效率，使人们从繁重的体力
劳动中解放出来。牛马猪羊等牲畜的圈养丰
富了人们的食物来源，改善了人们饮食结
构，促使我国完成了农业与畜牧业的第一次
社会大分工。

5.王亥经商，成为华商始祖
无农不稳，无商不活。殷商部族率先将

牛马畜力广泛运用到社会生产生活之后，社
会劳动效率得到大幅度提升，劳动产品有了
剩余，社会财富增多。以王亥为首的商人赶
着牛羊，带上剩余产品到外部落进行以物易
物，实现互通有无，调剂余缺，发展生产，
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管子·轻重甲》
载：商汤时，夏桀娇奢淫逸，挥霍无度，仅
女乐就有三万人，而且女乐歌伎“无不服文
绣衣裳者”。故此，伊尹令商部落妇女日夜赶
织“文绣纂祖”，以“一纯得粟百钟”的价
格，来换取夏朝都城的粮食，这样夏都的粮
食大批运往商部落。这也是商汤快速灭夏的
重要因素之一。《史记·货殖列传》 记：

“陶、睢阳（商丘）亦一都会也。”这是说当
时定陶、睢阳 （商丘） 已是商业繁荣的都
市。现王亥作为华商始祖逐步成为社会共
识，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认为“商人、
商品、商业起源于商丘”。

如上所述，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伟大革命
及多次社会大分工均在此完成、发展或体
现。这正是殷商文化产生的社会环境并走向
繁荣的客观条件。

二、殷商文化的精神内涵

殷商文化作为华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其精神内涵有如下8
个方面。

1.尊重自然的天道哲学
殷商部族是善于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

律的民族，在上古“五帝”的帝喾时代，帝喾
就迁其子契到商丘观察火星，以火星运行变化
的规律来确定一年四季的变化，并逐步完善确
立了一年 24个节气，以此来指导人们的生产
生活。“道”是指自然规律,“德”是人认识和遵
循自然规律的社会能力。在厚重的殷商文化
的滋养下，中华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在这里应
运而生，其代表人物有商元圣伊尹，他强调以
德治国，并著有《咸有一德》等著作。此后的
老子、庄子等提出的“天人合一”“阴阳和谐”

“五行生克”等哲学思想是华夏文化核心内容
之一，对华夏文明起到了极大地促进作用。

2.不偏不倚的执中路线
商丘古城南 20多公里的高辛镇是几千年

名字不变的古镇。这是上古五帝之一的高辛
氏帝喾的封地和陵地。据《史记》《尚书》等
历史文献记载，他顺应天时，知道百姓之急
需，仁厚而威严，慈爱而笃实，取地之财物
而节俭使用，教养百姓而顺性利导，施政不
偏不倚，秉持中庸之道而平治天下。对国策
的制定都能应天顺民，走中间路线，不激
进、不妄为，循序渐进。这一中庸思想在后
世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弘扬，并逐步成为儒
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 《礼记·中
庸》中有充分的阐述。中庸之道是最能顾及
各方利益，实现社会和谐的最佳途径，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

3.确立五教的伦理道德
殷契因佐禹治水有功，被帝舜命为司

徒，布施五伦教育，努力教百姓亲睦，使人
们的五伦得到训顺，使之父子有亲、君臣有
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促进
了家庭社会和谐稳定。这种社会和家庭的伦
理关系在后世得到了传承、丰富和完善。这
也是中华民族团结融合、和谐相处、社会稳
定，国家长盛不衰的重要文化基因。

4.与时俱进的革命胆略
殷商部族长期生活在黄河两岸，受黄河

水奔腾不息、奋勇向前的感染，形成了善于
根据时态变化而不断创新发展的特性。如商
汤在自己浴盆上的铭文是“苟日新，日日
新，又日新”。这在《礼记·大学》中有明确
的记载，他能够在伊尹的辅助下顺应民心天
意，做到与时俱进，开启了以有道而伐无道
之先河，推翻了无道昏君夏桀的统治，建立
起我国第二个奴隶制国家。

5.执政为民的仁德思想
仁德思想在殷商文化中具有突出位置，

并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展。殷商文化的仁
德思想，起源于殷契之父帝喾，并在殷商部
族中得到发扬光大，特别是到周朝宋国的微
子时，他把“仁德”丰富和扩展到仁义礼智
信，后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其典型事
例有商汤的“桑林祈雨”和宋襄公的六次行

“仁”等。这种仁德思想成为后世圣君、贤臣
及名仕追求的理想目标。

6.兼容并蓄的开放意识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殷商部族在积极

传播自己文化的同时，还能以博大的胸怀，
广泛吸纳各地文化的积极因素。殷商部族是
个善于迁徙的部族，他们每到一处都积极吸

纳当地文化的积极因素，实现与其自身文化
的不断融合、丰富、完善和提高。同时，殷
商部族重视物品的交换，促进我国商业的发
展。兼容并蓄的开放意识是殷商文化一个显
著特征，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7.“网开三面”的发展理念
殷商部族是个勤劳而智慧的部族，他们

能够根据自然万物的发展规律来组织自己的
生产生活活动。对一些人们生活必需的食物
严禁一网打尽、竭泽而渔，充分体现出可持
续发展的理念。如司马迁在 《史记》 中记
载，商汤游猎，见到捕鸟者四处张网，并祈
祷说天下四方之鸟皆入我网。商汤对此予以
制止，并让其撤去三面网，只留一面，避免
一网打尽。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国策，这也是
殷商文化先进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

8.勇于牺牲的爱国精神
殷商部族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和勇于为

国献身的爱国精神。《史记·殷本纪》记载，
太甲继王位3年以后，昏庸暴虐，违背了汤王
的制度，败坏了祖业，为殷商王朝带来了极
大隐患。对此伊尹作为右相痛心不已，为了
国家的长治久安，伊尹以大无畏的爱国精
神，果断将太甲流放到汤王葬地桐宫。在太
甲3年悔过向善后，伊尹又迎接太甲回朝，还
权于他。又如《墨子·公输》记载，在墨子
得知楚国要攻打他的祖国宋国时，他只身到
楚国，阻止楚国攻宋，并通过与公输班攻守
演练的胜利，迫使楚国取消攻宋计划，使宋
国免受攻击。中华民族的爱国精神是中华民
族 5000多年文明不间断的重要因素，是民族
血脉的重要纽带，也是当前我们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内在动力。

三、殷商文化的源头特色

商丘作为殷商文化的源头，有其自身源
头特色，主要表现它具有丰富的首创性、元
典文化的集聚性、融合发展的开放性和守正
创新的连续性等。

1.丰富的首创性
殷商文化的源头特色首先表现在内容上

的首创性。其主要表现在如下 10个首创文化
元素上，一是首施“中庸之道”，帝喾（商祖
契之父）努力做到不偏不倚；二是首推“五
伦之教”，殷契推行五教在宽；三是首做“以
物易物”，商侯王亥开创商业先河，使其成为
华商始祖；四是首开“革命先河”，商汤开启
以有道伐无道，做到与时俱进；五是首禁

“一网打尽”，商汤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六
是首创“天道哲学”，商相伊尹自觉遵循自然
和社会规律；七是首立“仁德文化”，使之成
为殷商部族发展之根基；八是首阐“五行理
论”，箕子教育人们科学认识自然万物；九是
首举“仁义之师”，泓水之战，宋襄公虽败犹
荣，使仁义美德得到弘扬；十是首筑“高台
望母”，宋襄公尽孝道美名远扬等。

2.元典文化的集聚性
商丘殷商文化源头特色还表现在元典文

化的集聚性。元典文化是指某以文化开始形
成并具有典范作用的首要经藉。以商丘古城
为中心，向周围约 70公里内形成十分特殊的
圣贤文化圈现象，其圣贤人物十分集中，古
城东南约 20公里有商元圣伊尹墓，伊尹辅助

商汤灭夏建立殷商王朝，并辅助了商五位君
王。他的天道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留有
《咸有一德》《伊尹·九主》《太甲》三篇等文
化典籍，被后人尊为“商元圣”。商丘古城南
约65公里有“太清宫”，是道家鼻祖老子的出
生地，其 《道德经》 等成为我国道家之经
典。商丘古城西北约 45公里有庄子文化园，
庄子生于宋国的蒙墙寺，做过漆园吏，他的
《华南经》等也是我国道家文化的重要经典。
墨家是我国春秋战国时的显学之一，曾与儒
家、道家齐名，其创始人墨子是宋国贵族目
夷之后，作过宋大夫。其《墨子》成为墨家
的原始经典。名家代表人物惠施是宋国人，
著有《惠子》传世，成为中国名家典籍，其
辨证思想在“历物十事”中得到体现。我国
首位经济学家计然是现商丘民权人，著有
《计然子》十五卷，成为我国最早商业理论之
经典等。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丘已是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中华元典文化的圣地，

3.融合发展的开放性
殷商文化能够成为华夏“多元一体”中

的重要一元，有其融合发展的开放性。殷商
部族是善于迁徙的部族，能够根据经济生活
和政治统治的需要适时进行迁徙，且区域面
积广大，据史书记载其大的迁徙就有 13次之
多，即有“前八后五”之说。从 1994年中美
联合考古队在虞城县沙集乡马庄考古发掘的
文物元素上看，这里含有龙山文化、岳石文
化、仰韶文化和良诸文化等多种文化元素。
同时，能够根据社会发展需要，顺应时代的
发展，不墨守成规，如商汤在夏桀荒淫无
道，民众盼望圣君来推翻夏桀时，在伊尹说
服下，勇敢地打破了“愚忠”的束缚，开启
以有道伐无道之先河，通过“商汤革命”推
翻了无道昏君夏桀。

4.守正创新的连续性
殷商文化的核心是仁德思想，这是符合

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正道，殷商部族
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都能恪守其道，并能
够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做到创新发展。殷
商文化的仁德思想萌生了殷契之父帝喾；殷
契被舜帝任命为司徒，推行“五伦教育”时
重于“宽”；商十四代君侯成汤实施“网开三
面”重于“德”；周朝宋国第一位国君微子启
又把仁德创新发展为“仁义礼智信”；孔子七
代祖正考父又将仁义创新扩展到谦恭、节
俭、低调做人，世有“三命而俯”之美名；
后来孔子把仁德思想进行归纳整理，使之成
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从以上殷商文化的
仁德思想不断创新发展上看，他们始终不忘

“仁德”之本，守住正道本色，使之一脉相
承，连续不断，做到了在守正中创新发展。

总之，殷商文化是中华文化“多元一
体”的重要一“元”，其内容博大精深，蕴含
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质和精髓，是中华
文化的主根、主脉之一，并具有强劲的基因
传承和时代价值。有其包容兼蓄、圣贤辈出
的源头特征，具有遵循自然和社会规律、
坚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这进一步证明了
文化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对其
国家的兴衰和民族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证
明了“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的科
学论断。

殷商文化的产生背景和源头特色
□ 赵 杰

之三十四骑行商丘
“我浮黄云去京阙，挂席欲进波连山。天

长水阔厌远涉，访古始及平台间。平台为客忧
思多，对酒遂作梁园歌。却忆蓬池阮公咏，因
吟渌水扬洪波。洪波浩荡迷旧国，路远西归安
可得。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平
头奴子摇大扇，五月不热疑清秋。玉盘杨梅为
君设，吴盐如花皎白雪。持盐把酒但饮之，莫
学夷齐事高洁。昔人豪贵信陵君，今人耕种信
陵坟。荒城虚照碧山月，古木尽入苍梧云。梁
王宫阙今安在，枚马先归不相待。舞影歌声散
绿池，空馀汴水东流海。沉吟此事泪满衣，黄
金买醉未能归。连呼五白行六博，分曹赌酒酣
驰辉。歌且谣，意方远。东山高卧时起来，欲
济苍生未应晚。”——这是李白的 《梁园
吟》。这首诗写于唐玄宗天宝三载 （744 年）
诗人游大梁 （今河南开封一带） 和宋州 （州
治在今河南商丘） 的时候。梁园，亦作“梁
苑”，汉代梁孝王所建；平台，春秋时宋平公
所建。这两个遗迹，都在当时宋州。李白是
离长安后来到这一带的。天宝元年 （741
年），他得到唐玄宗的征召，满怀理想，奔向
长安。结果不仅抱负落空，立脚也很艰难，
终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新唐书》 本
传），离开长安，“浮黄河”以东行，到了梁
宋之地，便写下此诗。彼时的梁园虽负盛名，
却已是繁华褪去，尽显落寞。

“梁园”素有“七台八景”之说，“平台”
乃七台之一。岁月荏苒，时过境迁，如今的

“平台”不过是一个街道的名称，值得说道的是，
从古至今她都承载着不朽的传奇故事——据
《左传》记载：“ 宋皇国父为太宰，为平公筑台，
妨于农收。”说的是鲁襄公十七年，宋国的皇国
父做了太宰，要为宋平公建造一座高台，因此妨
碍了农业收割。宋国贤臣子罕请求在农事完毕
以后再建造，但宋平公不答应。可见平台的

“平”字，不是平坦的意思，而是借用了宋平公的
“平”字。这平台建成后也定是成了宋平公游乐
观景的一个所在，从此便有了平台之名。到西
汉景帝时，梁孝王刘武挟梁国之富庶，修建了

“方三百里”的梁苑，平台便成为梁苑一景。梁
国君臣和聚集在梁国的文人墨客，如枚乘、邹
阳、公孙诡、司马相如等人，经常到平台田猎悠
游纵酒作赋，使平台在荡漾着富贵气息的同时，
又沾染上了文雅气息。此后便引来一众文人墨

客，特别是失意的文人墨客登高怀古，抒发怀才
不遇的情愫，平台也成为文化人能够得到应有
尊重与理解的精神家园。

与李白一行游历宋州的杜甫亦有诗云：
“浩劫因王造，平台访古游。彩云萧史驻，文
字鲁恭留。宫阙通群帝，乾坤到十洲。人传有
笙鹤，时过此山头。”提及平台，但愿彼平台
就是此平台。

到了北宋，苏辙再次见识了梁园的萧条，
他给苏轼写信：“梁园久芜没，何以奉君游。
故城已耕稼，台观皆荒丘……”成了荒丘的台
观中，不知道有没有平台。

为了寻找著名的平台，书者骑行十余公里
到达地图上的平台村。然台早已不见踪影，眼
前的只是一个集市，但见鳞次栉比的街道，大
大小小的商铺，川流不息的人群。正索然寡味
之时，见街边有一块有些年头的石碑，遂仔细
阅读碑文：平台集历史悠久，地理位置优越，
是商丘市东部重要的集贸地。为加强农村小城

镇建设，平台镇政府决定改建集市街道。改建
工程受到了镇领导的深切关怀和广大党员群众
的鼎力支持，2004年 2月 19日，35户开始拆
迁。一期工程于 2005年 12月胜利竣工，为彰
显街道改建业绩，彪炳志士仁人功德，特铭刻
此碑，以作纪念。2006年6月18日。2006年立
碑，是近年拆迁改建的事。此碑到现在也不足
二十年，看样子是和文物沾不上边吧。

寻寻觅觅见到平台小学，虽说不一定有多
少年历史，但至少是传承文化的地方。

听村里一位八旬老人唐老师介绍，平台只
是个地名，从小时候就没见过平台。只知道在
马辛庄有过一处极大的寺庙，叫平台寺，可能
因为有平台寺就叫作平台了。

顺着唐老师指的路，书者骑行到了马辛
庄。马辛庄北面有一大片树林，这片树林就是
传说中的平台寺坐落的地址。树林的角上，半
间小屋的平台寺看着很是滑稽。

在百度地图搜索一下，又有一座平台禅寺

出现在手机上。于是按照语音提示，穿过平台
步行街，一路南行，到商都大道，继续骑到侯
方域路上，见一指示标牌，上有“平台禅寺”
字样。箭头所指，一段土路就对着一座寺庙，
庙门却书“地藏寺”，就感觉不对了。明明是
指示平台禅寺，怎么成了地藏寺了。又四处张
望，发现离地藏寺不远的地方，有一座院落，
遂继续探访，到了门前，果然就是“平台禅
寺”了。

这座平台禅寺坐落在一片荒凉的树林后
面，看着也是一处稍显荒凉的禅寺。不过这座
平台寺还算禅寺，建有天王殿和主殿。天王殿
的墙上绘有四大天王的像，中间有两尊雕塑，
前弥勒后韦陀。雷音宝殿是主殿，是用板子搭
建而成，看着多不像个大殿，不过三尊佛像还
是庄严。

寺里有一对居士在平整一块土地，见有人
过来，男居士很热情地招呼书者说：有骑友来
访，欢迎。女居士跟着说：春暖花开，也该活

动活动了。男居士是个虔诚的信众，这座平台
寺就是他花钱出力建起来的。他给书者介绍
说，平台寺是最有史料记载的寺庙，曾经就坐
落他的村里。小时候村里有一座好大的高台，
听老人讲，台子上曾经有过寺庙，老几辈人都
见过。因为身体的原因，促使他要建平台寺。
他费心费力，几经周折，建成了现在的平台禅
寺。“最有价值的就是这两块石碑。”他指着院
子里立着的碑说：“都是光绪年间里的《重修
平台禅寺记》，一个光绪十九年立碑，一个光
绪二十二年立碑。”说话间他又到大殿背面拿
出一卷拓片，打开，让书者拍照。

拓片清晰可见碑文。碑文是《重修平台寺
碑记》。平台寺者，因其地而名之也，昔汉梁
孝王尝筑台于此矣。古称菟园，之侧有平台，
为复道连属于睢阳城者是也。孝王与邹枚、司
马相如之徒宴集其上，后世文人学士慕其雅，
风流形诸歌咏。过其地者，时有怀古凭吊之思
焉。然台之遗迹已久尘矣。其地旧有佛寺，历
年兹多无碣可考。自咸丰兵燹，而后寺益倾圮
颓垣，故只仅存名者，光绪壬辰里正父老相与募
资为立，因旧址定。落成之日，香火磐声，运隆
肸蚃。盖此寺之迭废迭兴，不知几更事变矣。
夫伊古以来，高台荡为原隰，泯灭无闻者所在多
有，而平台阅数千年，更借佛寺得以传焉。然则
此寺之修不独为此方人士好善之微，亦迹所赖
以不没也。举人陈锡祜撰文，监生孙祥泰书丹，
大清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初八。石工张圣坤。证
明历史上确实有座平台寺，寺就建在平台上。

如今平台境内，沈楼村头有一棵千年银
杏，据考证为西汉梁园平台遗存之树。这棵银
杏树像山西洪洞老槐树一样，已经长在这里人
的记忆里。当地人把它当作“神”树——树上
悬挂的园林部门制作的古树名木牌子，编为
001号，树龄2000年，树高约20米，树干周长
约7米。到了夏天，2000多平方米的树冠，像
一把张开的绿色巨伞，为当地的村民提供了一
个天然的避暑场所。

千年银杏树，书者不止一次前去参观。虽
然经历千年风雨，但它不显老态，依然生机勃
勃。春天它展露新芽，夏天它枝繁叶茂，秋天它
硕果累累，冬天它虬枝傲雪。一棵银杏树，站立
两千年，见证了繁华，见证了落寞，见证了人生
百态，见证了沧桑岁月。

访 古 始 及 平 台 间
□ 文/图 书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