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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
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
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
形成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秦历史
文化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具有关键性
的地位。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
集体学习时指出：“考古工作是展示
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
的重要工作。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
学。”2022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
学习时强调：“密切考古学和历史
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
关。”我国古代历史中还有许多未知
领域需要探索发现，在揭示本源的过
程中，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犹如鸟之
双翼、车之两轮，不可偏废。只有推
动相关方面的力量都参与进来，加强
联合攻关，形成学术合力，才能更好
还原历史真相。

加强综合研究，用全面整体的观
点分析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
更好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
把握历史趋势，必须“整合历史研究
资源和力量，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
力”。其中，推动考古学与历史学融
合发展、加强综合研究是重要方面。
考古学主要以人类活动所遗留下来的
遗迹、遗物为研究对象，而历史学把
传世、出土文献作为研究对象，二者
的研究目的都是为了认识古人的物质
生活、组织形式、社会精神，探索其
发展脉络，阐释其演变原因。两个学
科既相互独立又密切联系、相辅相
成，各自用特有的研究对象、研究内
容、研究方法、叙述方式完成对人类
历史文化的阐释。把考古研究与历史
研究结合起来，可以更完整地揭示、
复原人类的发展历程。例如，20世
纪80年代以来，甘肃省东南部地区

陆续发现了一批秦早期文化遗存，出土
了关联性极强的珍贵文物，能够让我们
比较全面地研究进而理清秦人早期在甘
肃的历史活动和发展脉络。可见，把考
古研究与历史研究等相关力量和资源整
合起来，可以实现取长补短、优势互
补，有利于更准确、更有效地探索文明
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

打破学科界限，以更开阔视野集中
力量进行攻关。考古发现的历史上的文
化遗存是古人历史活动的产物，呈现的
是不同时期的古代物质文化面貌、古人
日常生产生活状态以及各地的文明发展
进程等。就秦人早期历史活动演变来
说，在甘肃省东南部地区发现的秦公大
墓、早期都城遗址、贵族和平民墓葬
等，与在陕西等地发现的秦人相关历史
文物遗存，既有关联也有区别。只有贯
通起来进行系统研究，才能较系统地分
析秦人早期的活动脉络和发展演变轨
迹。因此，对于跨区域的历史研究和考
古工作，可以借鉴推广已有的成熟经
验，搭建能够协调各方面资源的工作平
台和研究团队，把各方面力量整合起来
开展研究。对于考古新发现的资料，发
掘单位、收藏单位可以吸收相关研究单
位，共享资源协同开展研究。例如，在
甘肃省清水县李崖遗址西周中早期秦墓
中出土了带有殷商风格的陶器，通过多
学科联合研究，证明秦人与商人关系密
切，秦人有可能源于东方。可见，加强
多区域、多部门、多学科的合作，集中
力量攻关，有利于多角度、多层次研究
解读资料，从而揭示历史的真相。

加强资料解读，丰富全社会历史文
化滋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
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
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
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
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
于没有文字记载的文明早期阶段，考古

工作通过发掘找到更多信息，可以让遗
迹遗物说话；对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阶
段，通过考古发掘证经补史，可以让历
史更生动鲜活。百年来，几代考古人筚
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
古发现，田野发掘点遍布祖国广袤大
地，遗存的时代纵贯万年，出土大量珍
贵文物。但这些文物遗存并不会自动呈
现其背后的古人行为、观念与当时的社
会状况等，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现
我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对人类的重大
贡献，也不是仅仅依靠文物出土就能做
到的。因此，加强对考古资料的挖掘、
整理、阐释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考古
工作者需要会同历史学、人文科学、自
然科学的专业人员，进一步做好文物遗
址的研究和阐释工作，揭示其历史价值
和文化意义。可以在确保质量的前提
下，尽快发布阶段性研究成果和考古报
告，以完整准确讲述我国古代历史和中
华民族5000多年的灿烂文明。例如，
2002年湖南省里耶秦简发现后，相关
方面用较短时间完成了资料整理和阐释
工作，发布权威报告，极大丰富了人们
关于秦代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等各方面
的认识。再如，20世纪30年代到80年
代，在甘肃、青海地区发现的屈肢葬、
铲足鬲与洞室墓，大部分研究人员曾认
为其是秦文化的特征。但是，随着考古
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多学科的全面解
读，学界逐渐认识到是甘青土著的遗
留，并非秦文化的特征。可见，对考古
资料进行准确阐释和解读，能够增强历
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
景，从而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
列在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
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

推进创造性转化，更好以文化人、
以史育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
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

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比
如，从商末中潏西迁西垂到秦文公迁都
东进关中，在整个西周近300年间，嬴
秦共14代一直生活于甘肃东部地区。
其首领依次是中潏、蜚廉、恶来、女
防、旁皋、太几、大骆、非子、秦侯、
公伯、秦仲、庄公、襄公、文公。这是
秦人发展史上的早期阶段和秦文化的形
成期。秦文化既在甘肃实现了转型，又
在兼取农耕、畜牧文明和博采六国文化
精华中推陈出新，形成尚武与崇法相结
合的强势文化和先进文化，为建立中央
集权制度和国家统一强盛奠定了基础。
秦人在兴起、建国、东出、统一的奋斗
历程中，形成了务实创新的价值追求、
开放包容的进取精神、尚武坚毅的民族
性格、令行禁止的法治观念、上下一心
的团队意识、始终如一的坚定信念等文
化特质和品格，对后来大一统国家的形
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意识的孕育，具
有开创性、奠基性的意义。

简言之，通过考古发掘和历史研究
相结合，将秦人的光辉历史和形成的优
秀文化特质展示出来，有利于让更多的
人了解秦人的历史发展脉络和秦文化的
起源，有利于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
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
及其形成原因的正确认识，从而增强中
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自豪感，扩大中华文
明的影响力和认同感。

（作者系甘肃省政协主席）

形成合力开展秦历史文化研究
欧阳坚

1200多年前，玉辇纵横、金鞭
络绎的长安没有让官员顾况流连沉
迷，他提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请求，
去台州担任新亭监一职。

远在东海之滨的台州，在世人的
印象里，还是那个“翦发文身，错臂
左衽”的蛮野僻壤，是贬谪流放的去
处。被唐玄宗赞为“诗书画三绝”的
郑虔，便是受安史之乱牵连而被贬台
州。初到台州，就遭遇了“一州人怪
郑若齐，郑若齐怪一州人”的尴尬。
而他的忘年小友杜甫，则把台州想象
成“山鬼独一脚，蝮蛇长如树”的诡
谲之地。

新亭监是唐朝江南十大盐监之
一，在今临海市涌泉镇的新亭头，是
唐时台州盐销往处州、婺州、衢州
等地的管理机构。顾况之所以想到
临海就职，是因为“余要写貌海中
山耳”。他对临海的向往，或许是源
于谢灵运伐木开径只为一访临海幽
峻，又或许是因为骆宾王久客临海
写下“百重含翠色，一道落飞泉”
的秋日风光。总之，他如愿得到了这
份工作。

寓居临海的四年时间里，顾况留
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在这些诗
作里，后人得以了解他当时的思想、
生活与情趣。其中最为人所熟悉的，
当属《临海所居三首》：

（一）

此是昔年征战处，曾经永日绝人行。
千家寂寂对流水，唯有汀洲春草生。

（二）

此去临溪不是遥，楼中望见赤城标。
不知叠嶂重霞里，更有何人度石桥。

（三）

家在双峰兰若边，一声秋磬发孤烟。
山连极浦鸟飞尽，月上青林人未眠。

山鸟飞尽，月上青林，这样淡远超
旷的意境，即便凭空想象，都已经陶醉
其中，彼时的顾况，应该庆幸自己不虚
此职吧。他笔下的“双峰”，即是巾
山，又名巾子山，位于临海市区东南
隅，高百余米，两峰耸立，中垂凹谷，
三面临街，南濒灵江，台州府城墙依山
而走。传说古有皇华真人华胥子在此修
炼多年，得道飞升之时，一阵微风将他
的头巾吹落，飘然而下化作双峰长矗，
便是“巾山”。

唐武德四年 （621年），朝廷置台
州，相传李淳风择州治临海，临海的文
脉也自此兴盛。巾山以其古木葱茏、山
色清丽，广受文人雅士的喜爱，也因此
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诗山”。据初步
统计，从唐朝开始，历代吟咏巾山的诗
作辞赋多达1300余首。《台州府志》及
《临海县志》皆首推巾山“为一郡游观
之胜”。

唐末著名诗人任翻，就是慕名而来。
任翻，江南人，因出身贫寒，步行

到京师去考进士，结果落第而归，便放
浪江湖，寄情山水。游至临海，恰是初
秋，巾山的秋色美不胜收，任翻流连其
中，便有了《宿巾子山禅寺》一诗：

绝顶新秋生夜凉，鹤翻松露滴衣裳。
前峰月映半江水，僧在翠微开竹房。

这首诗的颈联，原是“前峰月映一
江水”。如何“一江”少成了“半江”，
其中还有一件文人雅事。相传任翻题诗
离去后，突然发觉不妥。因为江边有双
峰耸立，月色只能照到半江，且半是清
辉，半是幽暗，明暗相映，更富诗意，
遂决定返回修改。待他到题壁前，发现
已有人替他改了，不禁拍掌大呼：“台
州有人！台州有人！”

也许是因为巾山的清幽雅静，也许
是因为临海的人杰地灵，30年后，任
翻再度登览巾山，留下了新的感慨：

灵江江上帻峰寺，三十年来两度登。
野鹤尚巢松树遍，竹房不见旧时僧。

斯情斯景，实在是念念不忘，便又来
了第三次，写下《三游巾子山寺感述》：

清秋绝顶竹房开，松鹤何年去不回。

惟有前峰明月在，夜深犹过半江来。
所谓人以文传，文以人传。任翻三

游巾山留下的诗篇，由于描写细腻，动
静得宜，被推为吟巾山诗篇之榜首，后
人愧称：“任蕃题后无人继，寂寞空山
二百年。”

巾山环境清幽，空翠灵秀，自晋唐
以来，山中遍布楼台寺观，峰峦、宝
塔、宫观皆掩映于繁茂苍翠的林木之
中，文雅贤达对巾山的吟咏接踵不断，
摩崖石刻数不胜数。坐落于双峰绝顶的
大小文峰塔，是巾山的标志性建筑。古
时外出游子，远远望见巾山双塔，便知
离家不远了。巾山双峰间隔约五六十
米，东峰大文峰塔，旧又称“文笔”，
高20米，中空，有石级螺旋而上，登
之可以远眺全城。西峰小文峰塔，旧又
称“火星”，高17.17米，塔身较东塔
清瘦。两塔原为砖木混合结构，后改为
砖石结构，均为五级六面，以菱角牙子
叠涩出挑。据史籍记载，双塔均始建于
唐，后屡圮屡建，现存塔身系清同治年
间重修。

在小文峰塔下，是巾山现存最早的
古迹——华胥洞，仅可容一人大小的华
胥洞，相传为当年华胥子修炼时所居。
不远处的一块石壁上，有后人石刻“遗
巾处”三字，边上一块平坦的巨石，百
姓称之为“仙人座”。

沿着幽僻小径转到巾山的西南面，
则遇见建于明万历四十三年 （1615
年）的南山殿塔。塔身秀挺如笋，旁有
古樟并立，一纤一壮，相映成趣。南山
殿塔虽与天宁寺毗邻，却非寺塔，而是
祭祀唐代名将张巡的南山殿，承载的是
百姓对和平的祈愿。

从南山殿拾级而下，是巾山最大的
寺院龙兴寺。龙兴寺始建于唐神龙元年
（705年），是台州历史上的官寺，也是
临海的第一大寺。朝代兴替，龙兴寺也
在岁月的磋磨中屡有损毁，现存建筑系
1998年按唐制恢复。寺院依山向阳，
门接长阶，舟楫上下，暮鼓晨钟相伴，
城墙蜿蜒相随，颇有禅意。

释与道，向来为文人所亲厚。兼具
隐逸之幽和山水之胜的巾山，自然也成
了历代文人的向往之地。明代临海人、
著名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在其《台中山
水可游者记》中这样形容巾山：“巾子

山，一名帢帻，当城内巽维，云黄华仙
人上升落帻于兹山也。两峰古木虬结，
秀声可餐，各以浮图镇之，山腰窞处一
穴，为华胥洞，其趾有黄华丹井焉，前
对三台山，半山为玉辉堂，登堂见灵江
来自西北，环抱于前，流东北以去。江
上浮梁卧波，人往来树影中，海潮或浮
白而上，百艘齐发，呼声动地，则星明
月黑之夕共之。”

这样奇绝的景致，吸引了无数的文
人墨客。由古至今，在巾山隐居潜修或
读书奋进的文人高士不计其数，因人文
景致并佳而登览的，更是多如过江之
鲫，除了顾况与任翻，这里是北宋文
豪、台州知府曾几赞为“青铜镜外翠屏
绕，中有万屋鱼鳞差。古来二事不兼
得，此地一览俱无遗”的佳境，也是岳
飞长孙岳甫“会须竹院求余地，岁晚安
闲读楚骚”的地方；北宋铁面御史赵抃
认为“巾顶广轩逢杪秋，万家云屋接丹
丘”，他的前辈章得象觉得“步步云梯
彻上层，回头自觉欲飞腾”；楼钥笔
下，巾山“广轩俯瞰万瓦平，佳处历历
堪指名”，舒岳祥则是“我爱巾山去复
回，城中平地起崔嵬”；朱熹来时，应
是宿在巾山，所以有诗“帢帻峰头天蘸
碧，梧桐井上叶飘黄。诗脾悟得凉如
水，云满松窗月满房”。方孝孺在山中
有所了悟：“妙静玄化机，纵意群动
表。悠然悟真趣，忽觉天地小。”戚继
光则是以山为势，镇守台州府，写下了

“山麓高楼开重镇，辕门晓角起晴晖”。
如今，巾山作为一座伫立千年的

“文化名山”，已然成为台州府城历史的
见证、文化的标志。山上林木茂密，风
景幽丽，百年以上古树108棵，华胥
洞、三元宫、兜率宫、龙兴寺等古迹犹
存，巾山塔群被列为全国文保单位，

“通幽”“遗巾处”“枕漱”“别有天”
“活泼泼活”“恩同生佛”等历代摩崖题
刻见证了千百年来的岁月。在江南的温
润中遇见巾山，是一种机缘，只有真正
抵达的人，才会懂得她的美。千年府
城，人文厚德，临海正在进行传统诗境
的转型，图画新的华章宏幅，巾山作为
临海的文化地标，必将与临海人民共同
描绘下一个十年、百年、千年。

（作者单位：浙江省临海市政协文
史编辑部）

家在双峰兰若边
——浙东诗路上的巾山

何薇薇

《尚书》中有“九德官人”说：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

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
禹曰：“何？”
皋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

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
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
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
家；日严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
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
僚师师，百工惟时，抚于五辰，庶
绩其凝……”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
皋陶说：“啊！检验人的行为，

大约有九种美德。如果说那个人有美
德，就要把他做的事一一罗列出来。”

禹问：“什么叫九德呢？”
皋陶说：“（九德就是指）宽厚

又庄重，柔和又坚持己见，讲原则又
彬彬有礼，聪明能干又兢兢业业，懂
得权变又坚韧刚毅，为人正直又温和
友善，坦率真挚又张弛有度，刚正又
笃实，勇敢又符合道义，要诚心诚意
地表彰任用那些具有九德的好人啊！
每天能表现出三种美德，每天都勤勤
恳恳、任劳任怨，作为卿大夫，就能
保住他的封地；每天都能庄严地践行
六种美德，辅助国家治理，作为诸
侯，就能保住他的邦国。能够普遍地
推行九种美德，使具有九种美德的人
都能担任官职，百官臣僚相互学习效
法，恪尽职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使政事与天象运转规律相适应，各种
事情都会取得成功……”

这段话出自《尚书·虞书·皋陶
谟》。在阐释这段话之前，需要了解
两个知识点：

第一是《尚书》。“尚”就是上，
《尚书》就是“上古的史书”，记载了
自尧舜至东周的历史，基本内容是古
代帝王的文诰和君臣谈话记录，是我
国最早的一部追述古代事迹的历史文
献汇编。春秋战国时期称为 《书》，
汉代改称为《尚书》，“以为上古帝王
之书”（王充语）。儒家尊其为经典，
故又称《书经》。《尚书》相传经孔子
搜求、编订，用以教授门徒。全书按
朝代编排，分为《虞书》《夏书》《商
书》和《周书》四部分。西汉学者伏
生口述的二十八篇 《尚书》 为今文
《尚书》，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
墙壁时，发现的另一部《尚书》，为
古文 《尚书》。西晋永嘉年间战乱，
今、古文《尚书》全都散失了。东晋
初，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了一部
《尚书》，包括 《今文尚书》 33篇，
《古文尚书》25篇。现在通行的《十
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
尚书》 和 《古文尚书》 的合编本。
《尚书》提出了很多对后世具有重要
影响的思想命题，如“民惟邦本，本
固邦宁”“天作孽，犹可违；自作
孽，不可活”“皇天无亲，惟德是
辅”等。

第二是上古四圣之一的皋陶。皋
陶是上古时期的东夷部落首领，与
尧、舜、禹并称为“上古四圣”，后
世尊为“中国司法始祖”。传说他出
生于尧帝统治的时候，曾经被舜任命
为掌管刑法的理官，以正直闻名天
下。皋陶的主要成就就是架构了中国
最早的司法制度体系，坚持公平公
正；强调“法治”与“德政”的结
合，促进社会和谐，天下大治。

《尚 书 · 虞 书 · 皋 陶 谟》 中
“谟”是谋划的意思，“皋陶谟”是指
皋陶为帝舜谋划政事。皋陶发言的中
心内容是希望帝舜继承帝尧的治国传
统，使国家得到进一步发展。他提出
修身、知人、安民三条具体建议，并
以“九德”作为修身、知人的详细标
准，强调君王应以身作则，言传身
教。接着，皋陶列出上天所规定的五
典、五礼、五服及五刑，建议君主据
此整顿社会伦常与等级秩序，用礼仪
制度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用刑罚来
惩治罪犯。最后，他指出天意与民意
相通，上天考察政治得失要以庶民的
意见为标准。

“九德”指的就是九种品德：
“宽而栗”就是宽厚又庄重。宽

厚的人比较随和，无可无不可，久而
久之，别人就会对他失去敬畏之心。
如果神态庄重，别人就不敢轻视。现
实生活中的优秀领导者，都具有宽厚
而又庄重的特点，不怒而威。宽厚和
庄重完美结合起来，才是居官的美
德。这样的领导既有群众基础，接地
气，又有居上的庄严，有领导权威，
才能干好工作。

“柔而立”指的是柔和又坚持己
见。性情温和的人，能耐心倾听别
人的意见，但是意见听多了，就存
在决断上的实际困难。左思右想，
怎么都难下决定。所以温和的人如
果没有主见，就会陷入优柔寡断、
缩手缩脚。优柔寡断的人不适合做
领导，性情温和加上有主见，就变
成了一种美德。

“愿而恭”意思是讲原则而彬彬
有礼。讲原则的人，严格按照原则
办事，不徇私情；严格遵循做人原
则，不随波逐流。这种人令人敬
畏，但是不一定招人喜欢。震慑力
强而亲和力不足，威力大而威信不
高，人们往往“敬而远之”，于是难

以服众。如果能做到彬彬有礼，让自
己变得通达些，使得别人真切感受到
自己讲原则是为了大家的利益，而不
是为了伤害别人，别人的敬畏就变成
了敬爱。

“乱而敬”指聪明能干又兢兢业
业。聪明能干的人，接受新事物强，学
习知识技能时，往往一看就懂，一学就
会，但容易流于表面，舍不得下苦功夫
钻研，而且好高骛远，喜欢干大事，不
喜欢干小事。如果能做到兢兢业业，对
任何事情都认真对待，精益求精，这样
的人才能真正干成大事。

“扰而毅”就是指懂得权变又坚韧
刚毅。头脑灵活的人，善于变通，不钻
牛角尖；但太灵活了，有时又缺乏根
基、站不住脚。稍遇挫折，便会打起退
堂鼓。因为他总是在变化中，变来变
去，还是庸人一个。如果加上持之以恒
的毅力，改变行进方式而不改变目标，
改变处理方法而不放弃问题，那么天下
就无不成之事。

“直而温”指的是为人正直又温和
友善。正直的人，是非观念强，嫉恶如
仇，看见不合理的事情就想干预，这样
很容易伤害别人。如果加上温和友善的
态度，在论辩是非、区分曲直时注意方
式方法，小心呵护对方的自尊心，就能
让对方心服口服。

“简而廉”意思是坦率真挚又张弛
有度。坦率的人，把问题摆到桌面上
谈。如果没有节制，把隐私、秘密都抖
搂出来，或者随意说伤害别人的话，后
果会很严重。坦率加上张弛有度，该谈
的直言不讳，不该谈的一言不发，这是
一种德行。

“刚而塞”即刚正又笃实、刚强而
务实。性格刚强的人，言必行，行必
果，一旦做出决定，就坚决执行。但是
有时为了面子，固执己见，明知说错
了，也不肯认错，仍然争执不休；明知
做错了，也不肯改变，一条道走到黑。
如果能做到笃实、务实，只坚持对事情
好的做法，只坚持对人对己好的做法，
就是一种优秀的品质。

“强而义”指的是勇敢又符合道
义。勇敢的人，无所畏惧，如果不论善
恶，率性而为，只是一种恶习；只有符
合道义，才是一种美德。

皋陶的言论充分体现了德政思想
和民本思想。他从修身、用人的标准
出发，提出了“九德”，目的就是为了
安民，强调在礼制的规范下，帝王能
够“慎厥身，修思永”，以身作则，自
上而下以宽厚仁慈的道德规范人们的
社会行为，最终达到全民整体素质的
提高。这种以德为政的治国方针，突
显了庶民百姓的重要性，也体现出我
国较早的民本思想。文中提出的“九
德”准则与修己立人等思想，是对管
理者全面素质的要求，至今仍具有重
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作者系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
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

以
德
为
政

以
民
为
本

—
—

《
尚
书
》
中
的
﹃
九
德
官
人
﹄
说

王
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