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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历史钩沉
文化人物

翻开中国史册，商丘在华夏五千年文明史中有着
浓墨重彩的一页。“归云送春和，繁星丽云汉。”悠久
的历史、古老的文明、璀璨的文化在商丘汇集，高辛
氏帝喾、遂人氏、王亥、成汤、伊尹、孔子、老子、
庄子、墨子、惠子、文子等圣人名贤辈出，灿若繁星。

如果细心观察，不难发现，上述这些圣人先贤都
是诞生在以商丘为中心方圆一百多公里的区域。迄今
为止，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站在古朴的阏伯台上，我们思接千古，是遂人氏
钻木取火，才结束了人类茹毛饮血的历史，开创了华夏
文明。睢阳区高辛镇的帝喾陵并不高大，可长眠于此的
帝喾，前承炎黄，后启尧舜，奠定华夏根基，是华夏民族
的共同人文始祖；他观察自然天象，总结物候变化规
律，制订四时季令，指导人类按照季令从事农牧业活
动，推动农耕文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商丘之所以
为商，是王亥训牛发明了牛车，用牛车载着过剩的物品，
以物易物，促进社会进入了商业文明的时代。成汤灭夏
建立了商朝，被史学家称为“商汤革命”，其“顺乎天
应乎人”的主张，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
意义。说到商朝，必然要说伊尹，他是商的开国元
勋，提出的一系列治国理念，为历代政治家乐道。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商丘更是圣贤云集，特别是
一些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众星闪耀。孔
子虽然生在鲁国，可他的祖籍是宋国栗邑，讲学和游
历的足迹也曾遍布商丘；他是天纵之圣、万世师表，
倡导“仁、智、礼、义、信”的儒家思想，对中国和
世界都产生深远影响，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
之首。据可靠的说法，老子李耳是鹿邑人，道家学派
创始人，后人称“太上老君”，世界百位历史名人之
一；著有传世名作 《道德经》，其核心思想是朴素的辩
证法，主张“无为而治”“不言之教”。庄子墓坐落在
民权县黄河故道旁，槐荫遮蔽，野花星散，让人们更
多地想起庄周梦蝶的情景；他的作品收录于 《庄子》

一书，笔法恣意汪洋、引人入胜，主张“天人合一”
和“清静无为”，与老子并称“老庄”。庄子最好的朋
友惠子，也是商丘人，是名家的开山鼻祖，他和庄子
在濠梁之上有个著名的“子非鱼”之辨，证明了惠子
的诡辩之才和合纵抗秦的领袖地位。墨子是墨家学派
创始人，与儒家并称为“显学”，提出“兼爱”“非
攻”“尚贤”“尚同”等主张，科学方面创立了宇宙
学、几何学、物理学、光学等一整套科学理论，是中
国历史上第一位科学家，被后世称为“科圣”。文子也
是民权人，大约与孔子同时期，著有 《文子》 一书，
被称为黄老学之祖，他大智若愚，善于从事物露出倪
端之时判断出事物发展规律，常游于海泽，越大夫范
蠡尊为师，授范蠡七计，范蠡佐越王勾践，用其五计
而灭吴；因为他品行正直，酷爱山水，而不肯主动游
说，所以尽管才冠当世，却不为天下人知。

地处黄河中下游的商丘，无名山大川，为何圣人
辈出、群贤云集？像孔子、老子、庄子等万世大家，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和商丘联系了起来，让他们所创立
和代表的思想成为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并至今仍然产生
着重大影响？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商丘的农耕文明兴盛。商丘一带属于黄河冲
积平原，沃野千里。先民们聚集于此，耕耘稼穑，使
商丘早于其他地方进入农耕文明时期。物阜民丰，交
通方便，于是有了王亥驾牛车开展的商业活动；粮食
蔬菜充足，人们“食不厌精”，这样伊尹就有基础从厨
师成长为宰相；蒸熟的粟米吃不完，放在树洞里，时
间久了，酝酿出一些琼浆，于是有杜康造酒的传说。
同时，商丘科技起步也很早，提高了人们对社会的认
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富民安，丰富的物质
基础必然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和政治诉求，人们有
时间来观察自然和研究政治、社会及人与人的关系，
圣人思想氛围也渐渐形成。

二是商丘是夏商周时期重要的政治活动区域。从

帝喾到成汤，华夏文明在这里较早地产生，仓颉造字
的传说也说明商丘的文化沉淀厚重，一部分人有基础
有条件成为有闲阶层而从事学术活动。周灭商以后，
把商的后裔贵族封到宋国作为祭祀封地，这部分人有
较好的物质基础，受教育程度较高，思想比较活跃，
民众习惯于接受教育，私学现象比较普遍，社会活动
能力较强。宋襄公帮齐公子复国后，代齐为盟主，成
为春秋“五霸”之一，被称为“礼仪之邦”。宋国能在
春秋战国期间坚守 829 年，繁荣昌盛的商业文化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孔子、庄子、墨子、惠子等圣人的
思想也是重要原因。

三是商丘处在思潮交流碰撞的交汇处。春秋战国
时期社会出现大变革，奴隶制瓦解，封建制度逐步形
成，各诸侯国林立纷争，相互争霸，社会矛盾激烈，
各诸侯国竞相招贤纳士，运用各种学说为本国服务，
形成了百家争鸣的一个宽松环境。一批有思想的知识
分子活跃于社会，周游各国，对社会问题各抒己见，
相互影响，推荐自己的政治学说。据 《汉书·艺文
志》 记载，当时数得上名字的一共 189 家、 4324 篇，
也有说诸子百家有上千家，但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
主要学派有儒家、道家、墨家、名家等。这个时期的
文化思想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学术繁荣，构
成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和基础，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
影响。而商丘正处于当时各诸侯国中心区域，各种学
术思想必然会在这里交集。

面对先祖圣贤，我们仅有敬仰和自豪远远不够。
“明年再有新生者，十丈龙孙绕凤池。”作为商丘人，
我们要珍惜这些传统文化资源，认真研究挖掘，把地
上的、地下的和文字的、口头的资源，变成可见的、
有形的精神财富，重要的要古为今用，把“圣人文化
圈”打造成商丘的文化符号，将商丘建成学习研究中
国传统文化渊源的圣地，让更多的孩子通过了解商丘
而建树起文化自信，发扬光大中华文明。

商丘“圣人文化圈”现象初探
□ 万克才

“伊尹治国有术，被称为历史名相。此外，
他不仅是中华厨祖、中药汤剂创始人，还是中国
历史上第一个帝王之师、军事间谍情报战的鼻
祖，因为贡献卓越，泽被后人，他被奉祀为‘商
元圣’。”夏文雨说起历史人物伊尹头头是道。

夏文雨是睢阳区娄店乡人，历任商丘市豫菜
文化研究会秘书长、河南省豫菜文化研究会副会
长。二十年来，为挖掘研究伊尹文化，他自筹资
金四处奔波，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夏文雨结缘伊尹文化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2002年初秋，中国饭店协会、河南省豫菜文化研究
会在虞城县店集乡魏堌堆村伊尹祠举办隆重的纪
念厨祖活动，夏文雨积极参与了策划和组织，伊尹的
丰功伟绩和美丽传说令他对伊尹文化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

工作之余，夏文雨来到伊尹祠附近搜集整理
伊尹故事，准备出版书籍。在虞城县原文化馆馆
长李荣贵和当地居民朱新起、王子平、冯建设等
众人的帮助下，他搜集到了有关伊尹的诸多历史
文献。2006 年之后的几年间，夏文雨担任河南旅
游学院副院长。利用节假日，他经常奔赴伊尹生
前活动地开封杞县、洛阳偃师等查找有关历史文
化资料，并多次奔赴安阳殷墟博物馆对伊尹文化
作进一步探索。

2010 年的秋天，夏文雨前往浙江省象山县
伊家村拜访那里的伊尹后人。他给他们带上了一
本 《伊氏族谱》，这本 《伊氏族谱》 是明朝之前
编纂的，是十分珍贵的伊尹文化历史资料。伊家
村一带伊尹后人众多，这本 《伊氏族谱》 填补了
他们明清之前宗谱迷失的空白，他们对夏文雨出
版书籍的计划予以大力支持，并提供了关于伊尹
文化的一些资料和诸多参考意见。

经过长期努力，2011 年，夏文雨写的 《元
圣伊尹》 一书在河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元圣伊尹》 的成功出版再次激发了夏文雨研究
伊尹文化的积极性。在组织参与国内外餐饮活动
时，得知几年来郑州、开封、洛阳、安阳都相继
成立了伊尹文化研究会，在政府的支持下开展了
每年一度的国际伊尹文化节，他就产生了在商丘
举办国际伊尹文化节的打算。目前夏文雨正在为在我市筹办国际伊尹
文化节而不懈努力，他的努力已取得了国内诸多文化精英和多家餐饮
机构一致赞同。说起其中的努力和艰辛，夏文雨说，商丘是伊尹执政
为官的主要活动地，自己是商丘人，作为一个伊尹文化的真正爱好
者，这样做是自己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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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陵孤峙宋城隈，古木蒙茸一径开。”
这是三百年前，侯方域挚友贾开宗咏三陵台之

诗句。三陵台者，于商丘古城近郊、为史前西周宋
国三公之王陵者也。三公者，为戴公、武公、宣公
之谓也。因时代久远，神话传说众多，加之海内外
戴氏等祭祖寻根者众，特别是每年三月三日逢古庙
会，慕名好奇者趋之若鹜，休闲观光者车塞于途，
熙熙攘攘，蔚为壮观。

今次壬寅二月初八，余与老妻携小辈驰车三陵
台一游。进院门，但见神道开阔，两旁古柏挺拔，
诸多石人、石马、石羊相向而立，或站或卧，肃然
壮观。移步慢行，迎面是一座神殿。跨过神殿，依
然是石人、石马相迎。不经意间，柏林生风，花草
起舞，突兀一尊石像引人注目。近前，但见断裂的
像身用玻璃镶罩，严密无缝，置于残身之旁——这
是几百年上千年的“真品”，堪称史迹残片，弥足
珍贵！

复前行，已抵三陵台丁字路口，几百棵古柏葱
茏，“龙柏”“神柏”更显苍翠挺拔。抬望眼，“宋
戴公墓”赫然入目。史载，戴公者，西周宋国第
11 位国君，名㧑，字庄，在位 34 年 (公元前 799—
前 766)，是戴氏、庄氏、乐氏祖先，是宋氏始祖微
子启的弟弟微仲衍的第 8 世孙。他一生仁信爱民，
德高望重，深得百姓爱戴。周宣王念其有功，赐谥
号戴，封戴邑侯。

移步前行，宋武公、宋宣公之陵寝排列有序。
至此，三公王陵并峙，宛若三座驼峰。墓区几百棵
古柏，郁郁葱葱，气势恢宏。

继而往，紧靠土峰之前沿，另有一座古墓，是明朝
万历年间吏部尚书宋纁之墓。宋纁者(1522—1591)，字
伯敬，商丘人。万历年间，他担任御史、巡抚、户
部尚书、吏部尚书，为官清廉，惩处贪官 100 余
人。其名言 :“君子之为学者，将以成身而备天下
国家之用也。”请看古人，多为君子之儒者，念兹
在兹的是国家社稷！

诗仙醉酒处遗址当在宋纁墓附近，但如何也找
不到当年遗存。此时忽然想起描述诗仙在汴京与友
人畅饮酬答的诗句：“鼓吹台前，三贤祠内，李杜
高适酬唱酣。”而在三陵台的今天，既无宴饮，也
无酬答，只好抱憾作罢。

再挪步，不远处乃梁孝王离宫之遗址也。史
载，西汉景帝时，梁孝王刘武建梁园，在三陵台建
了许多楼台亭阁，使之成为梁园中胜景之一，客居
梁园的文人雅士，常和梁孝王一起到这里消闲饮
酒，吟诗作赋。然迄今，鼓乐笙歌者寂然，离宫遗
址尚存。

这已是三陵台最西端，再往前走，即进入两行
夹道之柏林。尚可怡悦，但无雅趣可谈，不如觅径
登临。

又返回神道路口，经百般寻找，终觅一小径，
可攀缘而上。因径曲而窄，且横柯乱枝，几经周
折，披荆斩棘，终达峰顶。俯瞰四周，紫气升腾。
吾顿悟：此为仙气也！再而攀，又登高，若置身于
空灵。此刻，清气乍起，柏林兴风。夫风，生于
地，起于青萍之末，盛怒于土囊之口，舞于松柏之
下……此言信然。

其实，只是登上三陵台东端一角，更神秘之处
当在中西部。种种迹象表明，彼处至今无人问津。
至于他人是否登临，比如考古学家、探险家等也无
从查考。

三陵台者，因古而神，因神而秘。
至此，游兴未尽，姑且以诗代言 :
久闻胜迹梦中攀，今日登临始逸然。
三座陵崇藏虎豹，千棵古柏指云天。
宋祠肃穆风水处，石马从容梁孝前。
海外寻根临此地，史前龙脉两千年。

登三陵台
□ 张在福

纯祐尚未安，纯仁得解忧未归。贤弟计安，请宽

心将息。虽清贫，但身安为重。家间苦淡，士之常

也，省去冗口可矣。足下或未能发得书，请贤弟写书

相报相报。请多著工夫，看道书，见寿而康者，问其

所以，则有所得矣。

宅眷贤弟各计安：京师少往还，凡见利处，便须

思患。老夫屡经风波，惟能忍穷，故得免祸。孙先

生、蔡十四，见希致垦。为他在官邸，不欲发书，悉之

悉之！时请惠字以慰，倾企倾企！儿子亦渐安。某上。

以上两封书信是宋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教育
家、文学家范仲淹写给宁陵朱氏异父兄弟的两封家
书，收录在 《范文正公全集·尺牍·卷上》 中，见证
了范仲淹和商丘的不解情缘。

范仲淹在应天书院读书、执教，而且在这里娶妻生
子、置产葬母，将家安于宁陵，与异父朱氏兄弟亲情可
鉴，他成为寓居宁陵的乡贤而被奉祀于乡贤祠。此间，
范仲淹在外做官从政，但与宁陵朱氏兄弟家书不断。

人们常说“富不过三代”，但是范仲淹的后世家族
却兴旺了八百年。范仲淹的四个儿子不但贵为官卿、
道德极高，而且能遵从父亲舍财济世之风，他的后代
子孙在朝为官的绵延不绝，令人叹服。那么范仲淹是
如何教育家人的呢？他家庭兴旺的秘密又是什么呢？
从这两封书信中我们即可窥见一斑。

第一，注重亲情，家和万事兴。从第一封家书
“贤弟计安，请宽心将息”看，这封家书是范仲淹写给
宁陵朱氏兄弟的回信。首先给朱氏兄弟通报了一下两
子纯祐、纯仁的生活情况，长子纯祐虽然身体有病还
未痊愈，次子纯仁尚“得解忧未归”，但这些请朱氏贤
弟都不要担心，“宽心将息”。因为纯祐、纯仁自小就
在宁陵生活，是由宁陵朱氏兄弟抚养成长的，他们与
朱氏族人感情深厚，在朱氏给范仲淹的信中肯定询问
了两人的近况，所以范仲淹才回复有此说法。从范仲
淹的家书中可以看出，他注重家庭和睦，只有关爱亲
人，人生才能走得顺心，家庭才能长久兴旺。

第二，安贫乐道，修身业能成。范仲淹虽在仕途
位高权显，但他勤俭节约，告诫家人要注重修身养
性。在第一封家书中他告诉宁陵朱氏兄弟，生活清贫
些不要紧，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吃的虽然不是太

好，但这是士人之常态，省去那些不必要的开支即
可。并体贴地说，您若要没时间写信，就请贤弟来写
回复之信，报一下宁陵朱氏族人的近况。并希望朱氏
兄弟多著理疗之事健身养生，多看道佛之书修身养
性，看见长寿且健康者，问其原因和方法，肯定会有
所收获和裨益的。范仲淹长子纯祐年少多病，他说：

“门才起立，宗族未受赐，有文学称，亦未为国家用，
岂肯循常人之情，轻其身汨其志哉！”因而告诫朱氏兄
弟要爱惜身体、远离疾病，方能为国效力、为家操持。

第三，慎重接物，廉俭传清风。范仲淹居官清
廉，对兄弟、子女要求也非常严格。第二封家书内容
除开头问候语与结尾的期盼外，有两项重点，值得深
思。其一，“京师少往还，凡见利处，便须思患。”北
宋京师开封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范仲淹同
母异父朱氏兄弟居于宁陵，距京师较近，来往百十里
较为方便。或争利于市，或争名于朝，这里是最佳的
理想去处。也有可能想利用范仲淹名望活动于官场或
社会，以获得某些好处。为了防患于未然，范仲淹严
格地约束朱氏眷属，劝诫他们少去京师，“凡见利处，
便须思患”，见利虽然是福，但是天上不会掉馅饼，

“福兮祸所伏”，祸潜伏在福里，福祸相依，祸福转
化，这时范仲淹熟悉的辩证法的客观规律，所以他特
别强调“见利思患”的道理。这是他从切实的人生经
历中总结出来的真知灼见，也是人生处世的至理名
言。其二，怎样才能“思患免祸”呢？他以自己的亲
身经历，现身说法，集中在一点，就是“忍穷”。其
实，范仲淹一生都在身体力行这一点，以穷为乐，以
苦为乐，心忧天下，砺炼自己。也正因此，在惊涛骇
浪的政治斗争中，无论是皇太后、皇帝、执政 20多年
的权相、皇上宠爱的内侍都监，他都敢反对和质问，
都敢揭露和参奏，因为一身正气、清白做人，所以才
能“屡经风波……故能免祸”。什么谗言诋毁，什么陷
害贬官，他都泰然处之，经历四进四黜，再加一次降
官，依然我守我道。

好的家风，渗透到家族每位成员的骨血中，成为
他们之间的精神纽带，甚至成为他们性格乃至命运的
一部分。好的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是文明的延
续，更是一个家庭兴旺的秘密，是最宝贵的财富。

范仲淹《与朱氏家书二通》浅析
□ 马学庆

5 月 25 日，夏邑县曹集乡老年文化艺术团在长寿亭义演。该团演员大都是民间艺人和戏曲爱好者，他
们自编自演，以老年人爱好为目标，活跃老年人文化生活。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 丰 摄

文游商丘

先讲一件几乎人人都知道的事吧——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计划生育管控非常严，但是在农村，哪家

不想尽一切办法超生一个或两个？！孩子一会跑，就在屋里“闷”
不住了，渐渐地，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叫狗蛋，是谁家老二，那个
叫钢圈，是谁家老三。但是，就有一个问题，这些孩子，在公安户
籍上没有户口，俗称“小黑孩”。如今，鼓励生育的政策实施后，
这些“小黑孩”都有了官方户口，变成了“小白孩”。

我实在没想到，我们商丘土生土长的伤力草，如今，竟然还是
“小黑孩”！说起来这件事，多年来付出很多心血搞伤力草系列产品
研发的王云鹤先生很无奈：“民间有传说，民俗有记载，地里有生
长，但是，你说它是药吧，《中国药典》 里没名录，你说它是植物
吧，《河南植物志》 里没选入，狗尾巴草、拉拉秧都有官方称谓，
就伤力草没有，你说咋弄？”

马上又到端午，端午吃伤力草在商丘沿袭很久很久了，可以
说，商丘人都知道！《商丘市志·民俗卷》 记载：端午当天，民间
常食用伤力草炒鸡蛋或伤力草熬水打荷包蛋，谓能治痨病。

伤力草是商丘特产，有人说，它起源于殷商时期，从商朝起在
商丘繁衍至今，故又称商力草或商立草，还有叫上力草的，大体有
十余种称呼。但伤力草这个名字在民间流传最久，来历说是农民在
田间过度劳累，伤着了身体，但是吃下“伤力草打鸡蛋”之后，受
伤的身体得到迅速修复，精神也有了，力气更足了。其药食同源，
被称为豫东仙草，在千百年的民间实践中，确实有消除疲劳、补气
固元的作用。

伤力草多见于房前屋后、田间地头，生长力极为旺盛。它的规
模化种植，应该是起源于梁园区水池铺镇，由立志发掘商丘传统文
化的梁园区人大党委会原副主任孟凡友及种植户侯俊鹏等发起，后
来，虞城县界沟镇、睢阳区路河镇也都有了种植基地。其他的地方
也许还有，只是我没听人介绍过。

伤力草茶是主打产品，但是它的药味重，是推广普及中的软
肋。为让它的口味更适宜大众，商丘市茶文化研究会会长王治安先
生没少费脑筋，他研究出了伤力草茶与红茶、白茶等十余个品类的
茶进行组合配伍的方式。“1+1，精确到克，味道好极了。”很多人
品过王治安先生沏的“配伍茶”后都认为，如果依此调制出风味茶
系列饮品，市场一定不可限量。

后来，搞国学文化研究的方自安先生也对伤力草茶的推广作了
很多工作。他开发出了“商立草”系列茶十余种，宣传口号是“商
立草草立商”，意思是，要让这个产品变成商丘的文化符号或者地
域标志性特产。他如今正踌躇满志。

王云鹤先生在伤力草的推广上下了大功夫。请权威机构检测了
伤力草的成分并出具了报告，请有关高校进行专门研究，还组织了
一些学术研讨，最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开出了“上力草膏”系列产
品。可惜，虽然“上力草膏”口感和作用都不错，但是不能上市销
售，为何？因为伤力草就是“小黑孩”。

“小孩上学，没有公安户口，就不能立学籍；产品没有官方名
称，就没法进入市场。”商丘所有从事与伤力草有关行业的，都面
临这样一个产品“上市”难题。还有人打了一个有趣的比方：就像
一个字，大家都知道它读啥，但是你无论从拼音或是偏旁部首都查
不到它，它就没法获得普遍认可。

伤力草“黑户”，看着是小事，其实还真不是小事。目前，商
丘规模种植有几千亩，如果发展到万亩以上或十万亩以上，这就是
十亿百亿产业。“它属商丘独有，系列产品研发成熟，具有极大推
广价值，希望有关部门重视起来。”王治安先生就此给有关部门打
了几个报告。

伤力草如果属药材，卫生健康、医药管理等有关部门应该重视
起来，推动其入中药材方面的名录；如果属植物，农业、林业或农
林科学研究等部门应推动其入权威植物名录。

话再说回来，它就生长在我们眼皮底下，总不能啥都不是
吧？！让“小黑孩”变“小白孩”，有关部门要尽快动起来。

伤力草是个“小黑孩”
本报融媒体记者 侯国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