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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评论

文化简讯

历史钩沉

文化人物

永城诗人柳歌把他的诗精选
出一批，编成《柳歌诗选》，放到
了我们面前。这确实是一批很有
份量的诗作。这种份量，来自诗
人对现实生活的独特感悟，也来
自诗人对传统文化的感悟，更来
自诗人内心与众不同的情感控制
力和语言控创造力。正是这样，
读他的诗，会感觉到，文化的韵
味要浓于生活的韵味。可以说，
诗人把生活许许多多的体悟都放
到内心中那个文化大缸里浸泡了
好些时日，才一点一点打捞出
来，组成一句句诗句，组成一首
首诗歌，也因此有了诗人自己的
特色和风格。

我们一定会注意到柳歌的诗
节奏感非常特别。不是一泻千里
那种奔放，不是那种热情的烈
火，而是像宽阔的江面上的流
水，平缓而从容，好像被一种内
在理性力量所控制一样，把诗人
的激情和冲动，都放在平静的水
面下。《一条河流与我背道而驰》

《读自己的倒影，渐渐痴迷》《春
天的力量来自内心》《写给妻子》

《醒来时，是画轴里收藏着的那个
清明》《大风吹过芒砀》 等诗作，
这个特点非常突出。实际上，这
部诗集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有意
在消解过当的激动，让诗人在情
感中流淌着理性的精神，形成一
种比较沉稳的节奏，让语言之间
的关系更为和谐、更为和美。所
以，柳歌的诗，不是以激情撞击

人心，而是以韵味抓住人心。
这种理性稳健的控制力，实际上是对生活更为深层的把

握和体悟。就像他诗中所说的：“在历史的长河里，一些事
物因为轻盈顺流而下；另一些事物，因为沉重走进记忆。”
写诗何尝不是这个过程，去掉一些虚火，把真正的情感保留
下来。这样的情感，在柳歌这里，就成了哲理。《一条河流
与我背道而驰》 中的句子：“从一出生，我就朝着西方飞
奔，而沱河的流水，与我背道而驰，浩浩荡荡，一路向
东”，充满哲理意味。他的那些怀古诗，在感受历史无情的
力量时，更是追求哲理的境界。《大风吹过芒砀》中诗人写
道：“仅凭听觉，你绝对无法感觉出这一声钟鸣的厚重。你
必须用心，反复而仔细称量，毕竟，两千年的大汉，所沉淀
下来的事物，仅用一声钟鸣，是载不动的。”诗人内心一定
要有深厚的文化积累和修养，才会有这样的理性控制力，才
会有这样的诗歌抒情节奏，才会有这样撩人的韵味。

柳歌诗作另一个鲜明的文化特色就是很自然就把古典诗
词的意境引接到自己的诗作里，然后突如其来地转化为自己
的诗歌意象。诗人显然追求与我们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学传
统，特别是中国诗歌与伟大时代的文学传统一脉相承，让自
己的诗歌精神得到民族诗歌文化更丰满的滋养，所以诗人在
创作中很愿意诚实地表明经典文化对自己的影响。如《大雪
纷飞》中有“我的窗含西岭，岭那边也下雪了么”之句，如

《读自己的倒影，渐渐痴迷》中有“晓风残月时分，岸上的
杨柳”之句，如《谁的江山，被一阵风换了颜色》中有“谁
的江山，就要被一阵萧瑟的秋风，换了颜色”之句。这样一
种从古典诗词意境意象延伸出来的句子还非常多，体现了这
部诗集选材以及意象结构的特点。这部诗集的文化含量，也
可以从这里让我们感受到。

我们的当代诗歌，与我们的古典诗歌有某种诗学或美学
上的联系，非常正常，也符合文学发展的规律。不过，多数
诗人都有意无意会在自己创作中回避或淡化这种影响，来体
现自己的超越古人的创新能力。但是，诗人柳歌却没有回避
而自觉呈现这种影响，倒是非常有意思的。当然，他并不是
简单搬用，而是用心去感悟，在古人的意境中，寻找自己发挥
的空间，来体现自己的的诗情和才华，反而有了自己独到之
处、新颖之处、新意之处。可以说，这是诗人独具匠心之处。

当然，柳歌的诗还可读出许多思想和艺术的闪光点来。
不过，这部诗集最突出的思想就是与当前流行的发虚火、无
病呻吟的诗风背道而驰，以理性哲理的力量、以传统文化影
响为情感的内涵，打开了自己与众不同的格局和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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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念夫先生是位极有个性的医
生。说他有个性，是基于他的几个
特点：一是热心肠，同情心好像与
生俱有；二是多才多艺、兴趣广
泛，能写能画，不避劳苦而乐在其
中；三是不畏世俗，不屑闲语于耳
畔而活出自我。

其实，描述一个人的个性特点
很难，因为每个人都有“看不见的
方方面面”。不管怎么说，他勤于
读书动笔，自乐于书画文字之中。
就冲这一点，令人敬佩。这不，通
过几年笔耕，他又写出来这本《岁
月无痕》，25万字。这本散文体自
传可以说是他人生之路的描述，也
是时代变革的注脚，详实而又亲切，
展示了他不为人所知的方方面面。
因为一个人的命运往往与所处的时
代紧密相连，一兴俱兴，一荣皆荣。

1943年，王念夫先生出生在柘
城县老王集乡张汉楼一户农家。他
自幼聪慧，好学上进。解放前因生
活困苦，颠沛流离，备尝人间疾

苦。解放后完成了中学学业，到了
1966年，从当“赤脚医生”开始至
今，已从医半个多世纪了！

他幸运地到河南医学院读大
学，毕业后回到柘城县一家医院。
他不但医术精湛，而且文学功底深
厚，一手持听诊器，一手把笔墨
纸，不但治体病，还治心病。他
业余时间笔耕不辍，写出了大量
的医学科普文章和文学作品。在
《健康报》《京九晚报》《读者》《大众
小说》《百花园》《东京文学》《长城文
艺》等报刊发表医学科普文章和散
文、中短篇小说有百余篇。

十多年前，他被查出身患癌
症，手术之后，他以乐观向上的精
神与病魔作斗争，竟然像换了个人
似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谈笑风
生，淡定从容，被人誉为“抗癌英
雄”。面对赞誉和生命的拷问，他
反思良久，以自己的体验写出来长
篇小说《重生》，在社会上引起了
不小的反响。

退休后，他回到张汉楼村依旧
行医诊病，除患济困，传播医学科
学知识，并且倾其所有将其旧宅改
造成两层楼的庭院，不仅是给乡亲
们提供了看病求医的诊所，也是村
里的文化娱乐活动场所，还兼有展
览馆的功能。

就在这个庭院，王念夫先生用
了几年时间，写就了《岁月无痕》
这本自传。自传分为“春夏秋冬”
四部分，寓为人生的四季，语言朴
实，文如其人。从字里行间可以看
出王念夫先生是下了功夫的。一位
年届八十的老者能写出这些文字，
着实难能可贵。

人生如同翠笛响，自把笔墨抒
清声。一位眷恋着故土的医生，以
自己的高超医术，解百姓病患于水
火之中；一位生活在基层的作家，
以家国情怀抒发胸臆清声，表现出
对家乡和人民深深的爱。

这就是具有医生和作家双重身
份的王念夫！

自把笔墨抒清声
□ 司玉笙

睢县孙聚寨乡政府东北6.5公里处有一个滑楼村，村
内居有滑、郇多姓。据《睢县地名志》载：“明永乐时，
有滑成文、成章兄弟由巩县避兵东迁。弟成章流落太康
县西北滑庄；兄成文落户于此。后致富建楼，故名。”

在宋人编著的《百家姓》中，找不到滑姓。那么，
滑姓的出处何在呢？其实，滑姓可是在中华民族大家庭
中起源最早的姓。

据田海英编著《认姓归宗》一书介绍：“滑姓，出之
姬姓。”（姬姓为黄帝之姓，是周朝的国姓）当时，周朝
封同姓诸侯于滑邑（在今河南省偃师市之缑氏城），称为
滑伯。后来，滑国被晋国所灭，其子孙以国名“滑”为氏。

另据《中原古国考》一书介绍：“滑国，为西周初封
之诸侯国，姬姓，伯爵。初封于河南省滑县滑台，今遗
迹犹存。后为卫国侵遇，遂徙都于费丘（今河南省偃师
市之缑氏城）。《左氏春秋》曾在滑国灭亡前多次提及滑
国，但都是作为参战国、会盟国提一下而已。

再据《滑县志》载：“商汤（成汤）以伊尹为相，灭
昆吾国，滑国归商。”（由此可知：滑地的存在早矣！）约
公元前1000年，西周康叔执政，封周公第八子伯爵为滑
伯，居滑城；是时以土筑垒，始建滑台（今滑县旧县城
西北隅滑师院内）。

孰不知在《睢州志》中记载亦有“滑亭”。《春秋
传·庄公二年》有“次滑”，即其地。据《读史方舆纪
要》载：“滑亭在（睢）州西北”。杜预曰：“襄邑西北有
滑亭、又有孟亭（极有可能是盂亭）”。根据学者研究，

“亭”在古代多指诸侯国之都所在地。
据《辞海》介绍：“滑，古国名，姓氏，建都于滑

（今河南省睢县西北），后迁都于费（今河南省偃师市西
南，又称费滑。”很显然：《睢州志》中记载滑亭的出
现，似乎与上述观点有相碰撞之处。

据唐代林宝著《元和姓纂·十四黠韵》载：“黄帝庶
子箴姓，封滑。”宋代罗泌著 《路史·后记五》 曰：

“箴、济及滑，箴姓分也。”由此可知，滑地应为黄帝庶
子箴姓支族所封的方国，分封年代当在商朝早期。

滑国为伯爵。按《汉书·地理志》释：“周爵五等，
而士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
满为附庸，盖千八百国。”目前，我们参照上述规制，不
难想象出当时滑国的管辖范围。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中原古国考》颠倒了古滑国
的发展顺序。《滑县志》忽视了睢州“古滑地”的存在。
《认祖归宗》更是缺乏对滑国历史发源地的了解。其实，
最古老的滑国发源地既不是今河南省滑县滑台，也不属
于河南省偃师市的缑氏县，其发祥地就在今睢县境内。
关于古滑亭（国）的地望，有学者认为：“应以今睢县的
蓼堤镇为中心点，分别向外扩展范围约35公里。”

古老的滑国是怎样走向衰败的呢？其原因是“商汤
灭夏，滑地归商”。滑国的青壮子民从此被商汤编入了商
汤军队序列，跟随商汤南征北战。伴随着夏朝彻底灭
亡，商朝将都城定在了朝歌（河南省淇县）。为了巩固商
朝的统治，预防被招降者反水，商朝就把从滑国征服的
队伍与它处征兵一样，安置在了朝歌附近，便于监视。
这些人怀念古土，在此地筑垒望之，并称之为“滑台”，
这也是古人迁徙“人走名随”的普遍现象。后来，周武
王灭商，这支滑国子民又被迫跟随周武王的军队迁徙到

费丘（今河南省偃师市之缑氏城）。
公元前 628年，郑文公死，日益强大的秦国派大将

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出兵，趁郑国治丧期间拟偷袭
郑国。第二年春天，当大兵逼至郑国毗邻滑国北部的紧
急关口，恰被到洛邑贩牛的商人弦高发现。弦高见秦兵
压境，郑国毫不知晓而没准备，便急中生智，赶着十二
头牛到秦军前，自称郑使犒劳远道而来的秦军将士。同
时，弦高私下派人飞奔回郑通知郑国的君臣。秦军见郑国
早有准备，知偷袭无功，便回手灭了滑国，收兵西去了。

秦军在回国途中，路经函崤谷，遭晋军伏击，几乎
全军覆没。滑国也归入晋国之手。公元前 504年，郑军
伐周之冯、滑、胥靡，滑又论为郑邑。

另据清秦嘉谟辑《世本》载：“滑氏，滑国后，秦灭
滑后仍居滑地，周同姓国也。为晋国所灭。滑伯氏，滑
国之后。”当时，滑国的子民们面临着春秋战国混乱的局
势，他们不得不四处逃亡，以国为姓。

中国人自古就有非常浓厚的宗族观念。一个姓氏就
是一个宗族的旗帜、象征。人们在初次见面时都免不了
要问一句：“您贵姓？”其实，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在人
类文明史上，姓名一直都是人作为社会一员的一个最重
要的识别符号。“行不改名，坐不改姓”这句话表达了人
们对于姓氏的重视和对先祖的追思，中华民族自古就数
典不忘祖。

目前：睢县滑楼的滑氏是否属后迁至此，还有待于
我们进一步考证。即便是又从巩义迁徙至此，其祖根也
与睢县血脉相连，因为这里曾是古老滑国的所在地，有
滑国后裔在此繁衍生息也是必然现象。

从睢县孙聚寨乡滑楼说起——

滑姓与滑国的兴衰
□ 徐永峰 徐泽源

本报讯（记者 白 鹏 通讯员 董永庆）在“七一”建
党节来临之际，6月22日，虞城县花木兰志愿者协会组织
木兰志愿者、爱心人士以及爱心企业代表，慰问虞城县老
党员、农民作家王根柱。

王根柱老人今年 88岁高龄，是虞城县利民镇土园村
人。他身为农民，一边忙着庄稼活儿，一边读书写作，60
余年笔耕不辍，发表出版作品 30余万字。2017年 10月，
王根柱老人 50年前写作的短篇小说《县长拾粪》被《解
放军报》重新刊发，并获第六届“长征文学奖”，他本人
也荣获第五届“长征人物奖”。

商丘市作家协会秘书长、木兰女子文学社社长杜素焕
组织了此次慰问活动。爱心企业代表姚文涛不仅为老人送
上了礼品，还给老人准备了慰问金。姚文涛说：“像王根
柱老人这样为家乡的发展作出贡献的老党员，我们年轻人
不能忘记，也不会忘记！”

爱心人士慰问农民作家王根柱

6月22日，夏邑县火店镇班集村干部在文化产业园检
查产品质量。该村户户生产工艺品，天天有收入，成为乡
村振兴一大主导产业。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 丰 摄

▲6月22日，亮化后的商丘古城东城墙。
▶6月22日，亮化后的商丘古城文昌阁。

为提升景区整体形象，增加游客景观体
验感，商丘古城景区近期对部分建筑进行亮
化提质改造，让古城夜景“颜值”再提升。

本报融媒体记者 崔 坤 摄

了解一下“商丘的孔子”
本报融媒体记者 侯国胜

文雅台。 本报融媒体记者 崔 坤 摄

自古圣人多磨难。古往今来，概莫能外。被誉为万
世师表的孔子尤甚。

孔子 3岁丧父，17岁丧母。加上他是没落的贵族，
童年生活非常不幸。周游列国时，壮志难酬，困顿不
堪。《史记·孔子世家》称其“累累若丧家之狗”。《论
语·卫灵公》载：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就是说
跟从的人都饿病了，躺着不能起来。孔子在宋国也是非
常难堪。《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离开曹国前往
宋国，和弟子们在大树下演习礼仪。宋国司马桓魋想要
杀死孔子，拔起那株大树。孔子赶紧离开了那个地方。

西汉时期，梁孝王在孔子演习礼仪的这个遗址之上
修建园林，并经常召集司马相如、枚乘等在这里饮酒作
赋，时有文雅之风，后人称之为文雅台。

孔子与商丘的关系，可以从文雅台谈起。《礼记·儒
行》和《孔子家语》均有记载，孔子“少居鲁，长居宋”，在十
九岁时就娶了宋人亓官氏为妻，一年后，生子鲤。孔子
还曾说，丘者，殷人也。他曾长期在商丘住，谁还能比

“家门口”的文雅台离他更近。
其祖籍在古栗城（夏邑县），在这里，埋着其从弗

父何到孔父嘉五位先人。也有说，孔子在宋国的五世祖
故里和祖墓俱在永城的，清代雍正《河南通志·古迹》
曰：“孔子五代祖墓均在酂台西北之龙亢集南。”其
实，不管是永城还是夏邑，归根结底是商丘，可见，商
丘与孔子渊源之深。

如果要研究孔子与商丘的关系，并围绕此打造文旅
新亮点，“长居宋”绝对是开笔的“题眼”，重要性不言
而喻。上溯五代与此相比，故事性和文旅打造的价值就
差了去了。

孔子结婚生子后的第一份工作才是鲁国的仓库管理
员。可以说，如果不是曲阜的名气实在太大，而且与商
丘离得很近，商丘围绕孔子打造文旅新亮点绝对会大有
可为。也许，大家都这么想，才导致如今商丘与孔子相
关的景点或传说虽然不少，但始终没有系统地串起来。
如果把商丘与孔子相关的典籍归拢并且把景点、遗存或
传说整体归纳到一个概念下，我相信，会有不一样的历
史厚重感。

从永城开始说，有全国唯一用“夫子”命名的山
体——夫子山。春秋末年，孔子周游列国，去曹适
宋，途经芒砀山，在此驻足避雨、晒书讲学，遂有“孔夫
子避雨处”等知名游览处。夏邑有孔子还乡祠，睢阳有文
雅台和文庙，睢县有“匡城被围”传说，再加上宋襄公陵，
商丘从东至西或从西至东，打造一条以孔子文化为主题
的研学游路线，也不见得不是一个好主意。据宁陵方面
说，宁陵和孔子后裔渊源很深，当然，这些都值得挖掘。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让孩子们出门走走看
看，了解一下“商丘的孔子”，开阔一下他们的视野，
绝对大有好处。当然，孔子在商丘是经历很多艰辛的，
通过了解这个过程，让孩子们知道“苦其心志”“劳其
筋骨”的重要性，当然更是好事。

学习、研究伟人或者其他英雄人物，不能仅仅看他
们的辉煌历史，更要深刻体会他们辉煌背后所历经的苦
难，以此为研学游方向，才会更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