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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色 记 忆

傅山是一位天分很高、博学多才的贤者。正如清同治
二年（1863），王道平在《傅青主男科重编考释》序中云：“世
传先生字不如诗，诗不如画，画不如医，医不如人，先生之高
远，固不可以区区之医见也。”综观傅山之学，非重其技，实
是重其道耳！由此可见，傅山先生的“人”，才是造就傅山风
骨的灵魂与核心 。

傅山风骨，见于其深厚的学识。
著名的艺术史家白谦慎先生在《傅山的世界》中，把傅

山的人生分为四个阶段：一、晚明文化和傅山的早年生活；
二、清代初年傅山的生活和书法；三、学术风气的转变和傅
山对金石书法的提倡；四、文化景观的转变和草书。白谦
慎先生从艺术的角度概括傅山先生的一生，而傅山的为学
之道、风骨之成，是在时代的变幻不定中滋养起来的。

在现今关注傅山的研究者中，大多在谈先生的书法、
绘画、医学，而较少有人谈其学问。实际上，傅山其人，首
推学问。山西籍历史学家郝树侯先生曾说：“谈起傅山，大
家一定异口同声地说他是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者，再不然
就说他是 书 画 家 、医 学 家 ，至 于 他 的 学 问 ，却 很 少 有 人 谈
到。”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在《广师》中云：“萧然物外，
自 得 天 机 ，吾 不 如 傅青主。”清代乾隆时期学者全祖望曾
说过：“先生之家学 ,大河以北莫能窥其藩者。”近代思想家
梁启超先生亦推崇傅山，将他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
李颙、颜元并称“清初六大师”,称他的学问“大河以北莫能
及者”。

有如此大的学问，必定有科学合理的治学方法。关于
如何治学，郝树侯又说：“傅青主治学，‘以至拙达至巧，融
众家成一家’，也正如他自己所说‘手熟为能’和‘只不要
奴’。前者是功夫，后者是造诣。变现在诗文、书法、医学
方面，都是如此。”

傅山认为，要想做好学问，就要坚持读书，并讲究方法。
首 先 要 谦 虚 求 学 。 他 说 ：“ 童 子 读 书 ，人 皆 谓 之‘ 学

生’。长而好读书，人称羡之，则曰‘学者’。老夫每道宁可
老当学生，不可少作学者。生不可量，者则者矣。此话真
乃至理名言。”“宁可老当学生，不可少作学者。”就是放在
现在依然值得我们反思，先生一生甘做学生的理念，更值
得我们后人去崇拜和效仿。

其次 ，要 注 重 精 读 。 傅 山 在《霜 红 龛 集》中 写 道 ：“ 读
书不可贪多，只于一种里钻研穷究，打得破时，便处处皆
融。此与战阵、参禅总是一样。若能如此，无不可用。若
但 乱 取 ，东 西 齐 撞 ，殊 不 中 用 。 不 惟 不 得 力 ，且 累 笔 性 。
此不是不教读书之说，是戒读而不精读者之语。知此，则
许言博也，玩物丧志之言，亦是一般。”先精后博，实乃学
问之道也。

傅山做学问，更注重风骨；而学问大成后，必显风骨。
傅山此人，文逼圣贤，诗慕盛唐，真、行追二王，隶追汉，草、
篆皆得奥妙，书法圆融，皆是风骨。最能体现傅山风骨的，
应该要上溯到他的思想人格渊源。傅山《霜红龛集》中言：

“汉唐以后，仙佛代不乏人，儒者绝无圣人，此何以故？不

可不究其源。为学先当立志，修身先当知耻。”
傅山的思想人格渊源究竟可以上溯到哪里？
傅山曾跟随袁继咸，在三立书院读书时，是袁继咸的得

意门生。袁继咸师学王守仁。王守仁，字伯安，别号阳明，
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王守仁作为心学集大成者，与孔子、
孟子、朱熹并称为“孔孟朱王”。心学是明代重要的哲学思
想，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知行合一”是王阳明的重要主张
之一，因此可以说，傅山是继承王阳明“心学”思想的代表人
物之一。

傅山先生在《霜红龛集》里说：“明王道，辟异端，是道
学 家 门 面 ，却自 己 只 做 得 义 袭 功 夫 。 非 阳 明 先生直指本
源……今所行五经四书注，一代帝王之制，非千古之道统
也。注疏泛滥矣，其精处非后儒所及，不可不知。”由此可
见，傅山受王学的影响很深。贵州省修文县城东北有王文
成公祠，系王阳明创办龙岗书院的故址，祠门有对联：“三载
栖迟，洞古山深含至乐；一宵觉悟，文武经纬是全才。”足可
见其历事练心的风骨。

知行合一，行以践知，知以导行。知什么？行什么？要
知道，要行德。知重在理论，行重在实践。“知行合一”就是
既需要理论，又要认真实践，方能办成事。傅山先生方方面
面的成就，足以说明他是一个“知行合一”的人，这就是支撑
他学问成就的风骨，这也正是傅山这个人经久不传的真正
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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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州（今忻州市代县）地处晋北高原，历来是世人
眼中的苦寒之地。每当岁寒时节，朔风劲吹，雕云密
布，下雪屡见不鲜。然而，在明代万历年间，降落在代
州的几场大雪却让山西巡抚魏允贞惆怅万分，三次作
诗记之。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魏允贞以右佥都御史巡
抚山西。当年秋季，魏允贞便走出太原，前往晋北的
长城一线视察边防事务。

明 代 自 嘉 靖 以 后 ，蒙 古 部 落 不 断 入 侵 中 原 ，政
府 不 得 不 每 年 投 资 大 量 人 力 物 力 进 行 秋 防 。 明 万
历十三年（1585）修撰的《代州志》载：“秋高马肥，胡
儿 所 喜 ，故 古 重 秋 防 。 嘉 靖 庚 子 后 ，虏 频 岁 入 犯 郊
坰 ，都 御 史 则 自 六 月 杪 至 代 防 之 ，则 至 十 月 还 太
原。”可见，万历年间，秋防仍然是长城一线的重要
军务。魏允贞作为山西巡抚，视察边防事务自然是
他的分内之事。

代州位于雁门关下，去三关俱近，与云中接壤，是
边防重镇，也是魏允贞视察边防必到的地方。当魏允
贞一行到达代州，时值农历九月初，就在魏允贞一行
到达代州古城的当晚，一场大雪不期而至。

魏允贞登上代州城中央的边靖楼，纵目四望，当
他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北方时，只见雁门关长城一线
白雪皑皑，崇山峻岭寒气冲天。想到正在寒雪中坚
持的守边将士，他不禁心头黯然，当晚赋诗一首《代
州大雪（一）》：

风色边城晚太骄，雪花万片故飘飘。
正愁将士防青海，驻望君王赐紫貂。
纵酒欲谋乌府醉，投醪不惜大河遥。
故园此际谁温席，白发归心一夜饶。
一场不适时宜的大雪，给边防将士带来莫大的困

难，也给魏允贞带来深切的忧愁。他是多么希望君王
能给将士们赐予御寒衣物，解决他们的御寒问题，从
而让将士们白发苍苍的父母得以安心呀。但他一时
无能为力，只能望雪感叹。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第二年的金秋时节，魏
允贞再次北巡时，在代州又遭遇到大雪的突袭。魏允
贞再次登上代州边靖楼，望着茫茫白雪，作诗《代州大
雪（二）》：

（明年至代，再雪，时九月，寒甚）

秋老霜台纷见雪，异寒边地重伤神。
设奇安得渑为酒，尽醉能令户有春。
紫塞尚传黄竹曲，青山亦似白头人。
遥怜故国亲闱在，却恐西风吹去频。
这次，他站在代州高高的边靖楼上，望着纷纷大

雪，在异常寒冷的边关地界，感到十分伤神。他甚至
想象，如果自己有奇异功能，能把渑水变成美酒，让无
数边关将士都喝得温暖如春，那该多好呀。可是，现
实的边关是山川都被大雪覆盖，紫塞大地哀声恸地。
他担心，如果就此下去，不仅边关不会安宁，王朝也不
会幸免。不适时宜的大雪开始让他为国家的安危担
心了。

两次北巡、两次遇雪，已属奇异，然而，更让人惊
异的，当魏允贞又一次北上视察走到代州时，再一次
被大雪所阻。他再次作诗《代州大雪（三）》：

几挂黄菊尚残开，无数扬花何处来。
山似昆岗能吐玉，树如庾岭尽成梅。
紫貂入夜犹嫌薄，绿蚁当尊不计回。
多少祁寒愁正切，回阳真愧济时才。
此时此刻，魏允贞望着大雪，既担忧，又无能为

力。眼看着温度因雪剧降，豪门贵族解寒酒喝得不计
其数，穿上紫貂大衣尚嫌薄。而边关塞外的无数将士
和百姓正在为严寒发愁，他却毫无办法解决。真是感
到惭愧而揪心。

魏允贞之后北巡代州是否还遇到过大雪，不得而
知，仅此三次北巡遇雪的奇遇，就足以让人惊诧了。
所幸的是，魏允贞把三次遇雪的情景和心情都以诗的
形式记载下来，让后人在欣赏《代州大雪》的同时，也
记住了 600 多年前的那几次特殊气象事件。魏允贞
告老还乡后的第三年，即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代
州官员特请魏允贞将三首《代州大雪》书写于一块牌
匾之上，并悬于代州边靖楼。如今，这块历经过 600

多年风雨的牌匾，仍然悬挂在代县的边靖楼二楼之
上，时刻供游客欣赏。

近些年，许多历史学者认为，明朝末年正赶上地
球小冰河时期，气候非常寒冷，导致灾情频发，粮食绝
收，社会动荡。魏允贞这三首写雪的古诗不仅文学价
值很高，而且对了解明代社会政治、边防军事以及生
活万象，提供了一份难得的历史资料。

魏 允 贞 三 咏 代 州 雪魏 允 贞 三 咏 代 州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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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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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娄睿墓、徐显秀墓等墓葬中出土的大
量北齐陶俑中，有一种人马披挂甲衣的骑
兵俑，装备短剑、标枪、长矛、战锤、复合弓，
身着马甲、胸甲、护头、护颈、身甲、腿甲，格
外 引 人 注 目 。 这 些 骑 兵 俑 有 个 专 门 的 名
称：具装甲骑。

《宋史·仪卫志》解释：“甲骑，人铠也；
具装，马铠也。”具装甲骑是指人与马均披
铠甲的重骑兵，中国骑兵历史巅峰时期的
产物。

战国时期就已出现了马铠的记载，只不
过 是 以 皮 质 马 铠 的 形 式 披 挂 在 战 车 马 身
上。西汉时期，马鞍的出现，为骑兵的重装
化奠定了基础。东汉末年，已经有了关于
骑兵身披马铠的记录，官渡之战时，袁军上
万骑兵只有几百具马铠，重骑兵比例仅占
全军骑兵部队的百分之三。马镫的最早雏
形出现于西晋，我省曾发掘出土过属于十
六 国 时 期 的 北 燕 双 马 镫 。 到 了 十 六 国 时
期，西域胡人将甲骑具装和优良战马带入
中国，尤其是以大型铁质甲片穿缀而成的
马铠，在军队里广泛装备。

精良的武器装备使得具装甲骑拥有了
同时对抗轻重骑兵与步兵军阵的能力，配
以合适的作战方法，结阵冲锋，绝对是战场
上的精锐。

在休息阶段，为了节省战马体力，骑兵
站在地上。冲锋前，骑兵上马，提起长槊、
长戟、长矛等武器，调整队形，形成骑兵军
阵，披着铁甲的战马开始向前移动。冲锋
时，战马迈着沉重的脚步，铁蹄踏得地动山
摇，骑兵们挺直武器冲入敌方战阵，战马像
铁塔一样撞飞挡在自己身前的敌人，凿穿
对方的军阵，为后续步兵击溃敌军主力创
造战机，或者直冲敌军中军，将敌方的指挥
中枢打掉，赢得战斗胜利。

在南北朝时，还有许多关于具装甲骑活
跃的事迹，有记载的有：后赵黑槊龙骧军、
前燕铁甲连环马、北魏虎纹具装甲骑、北齐
百保鲜卑甲骑等等，这个兵种到隋代时达
到巅峰。后由于突厥崛起，面对游牧骑兵，
唐代不再耗费巨资组建具装甲骑，转向发
展轻骑兵。辽金夏时，具装甲骑再次短暂
崛起。元明以后，由于明军主要的敌人是
蒙古人，因此明军非常重视机动作战。但
这并不意味着具装骑兵的消失，明军重骑
兵的马铠发展为注重重点区域保护的半具
装。到了清代，随着火枪的频繁应用，具装
甲骑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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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挂于代县边靖楼二楼的《代州大雪》诗匾（作者供图）

陈 廷 贤 ，山 西 省 晋
城 人 ，一 位 普 通 的 山 西
货 郎 。 危 机 时 刻 ，他 毅
然 为 红 军 带 路 突 出 重
围，拯救了 3000 多名红
军战士的生命。他的事
迹被写入红二十五军军
史，被誉为写入军史“布
衣”第一人。

1934 年 12 月 4 日，
长征途中的红二十五军
近 3000人到达豫西卢氏
县 ，不 料 陷 入 国 民 党 三
面 包 围 之 中 。 这 时 ，南
有 敌 军 夹 击 ，北 为 黄 河
天 险 ，直 接 截 断 了 红 军
的去路。军长程子华召
开 军 事 会 议 ，共 同 商 议
如何摆脱困境。但苦于
红军对当地情况不甚了
解 ，普 通 百 姓 也 畏 于 白
色恐怖，不敢接近红军。

千钧一发之时，红军
侦察团在河南省横涧乡
大 干 村 ，遇 到 了 山 西 货
郎陈廷贤。陈廷贤主动
表 示 ，自 己 长 年 在 山 中
带 货 ，对 山 路 十 分 熟
悉 。 他 说 ，有 一 条 放 羊
人 的 小 道 ，可 以 绕 过 隘
口，直插陕南，他可以为
红军带路。

12 月 5 日 凌 晨 ，红
二十五军在陈廷贤的带
领 下 ，走 山 中 小 路 由 姬
家 岭 进 入 水 峪 河 峡 谷 ，
朝着“一线天”深山峡谷
挺 进 ，当 天 他 们 行 军 速
度 极 其 快 ，傍 晚 就 走 出
文 峪 口 ，沿 洛 河 南 岸 前
进 。 12 月 6 日 ，红 军 主
力向龙驹寨挺进。12 月
7 日，红军直扑豫陕交界
处 的 要 塞 铁 索 关 ，走 了
整整 3 天，红军二十五军
3000 余人终于跳出了敌
人 的 重 重 包 围 ，打 开 了

进军陕南的大门。经此，红二十五军成为最早到
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结束长征的红军武装。

为感谢陈廷贤，红军赠送其 10 枚银元，可他
摆手拒绝。最后，红军领导商议决定，吸收陈廷
贤加入中国共产党。

红二十五军一直铭记着这位拯救数千红军
于绝境的货郎，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程子华多方
寻找陈廷贤，一直杳无音讯。直到 1983 年，编写
红二十五军战史的工作人员，终于在河南省卢氏
县找到已经卧床不起的陈廷贤。

1984年，陈廷贤去世，临终前，他还念念不忘
当年为红军带路的事。陈廷贤的事迹被写入红
二十五军军史，在卢氏县安葬他的公墓纪念墙
上，镌刻着他的事迹，让后人永远铭记这个曾挽
救数千红军战士生命的山西货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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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农历十一月，当黄河流域步入仲冬，冬至便来
临了。此时正是黄河流域的农闲季节，早在汉代，学童
拜师读书便定在此月。《四民月令》记载说：“（十一月）
命幼童读《孝经》《论语》、篇章、小学。”此月，黄河流域
的学童、士子均在学堂就读，当节日来临之际，纷纷向
老师恭贺。久而久之，敬师就成为冬至节的一项重要
活动。

冬至成为敬师的节日，主要是由黄河流域的农事规
律和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决定的。丁世良、赵放主编的
《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记载，冬至这一天，或是
“家塾率解馆，拜孔子，午膳宴师以盛馔”，或是乡塾、村
塾的弟子们不约而同到老师家拜贺，或是“学生醵钱作
馔，家长、先生会宴”。在永济市虞乡等地，“各村学校于
是日拜先师先生，学生各备豆腐来献，献毕群饮，俗呼

‘豆腐节’”。
冬至由天文节气发展为古代节日，与中国古代盛行

的阴阳哲学观念密切相关。我们的祖先用土圭观测太
阳，确定了冬至，它和春分、夏至、秋分一起成为我国最
早的四个节气。冬至是北半球一年中白昼最短、黑夜最
长的一天，从冬至起，白昼渐长，黑夜渐短，因此古人给
冬至定性为“阴极之至，阳气始生”，受到格外的重视。
冬至过后，白昼便一天天延长，流行于民间的“吃了冬至
饭，一天长一线”俗语，真实地描述出这种变化，故冬至
节亦称“长至节”。

周代，统治者在冬至祭祀以求国泰民安。春秋时
期，冬至进一步与政治联系起来，出现贺冬之礼。步入
汉代，冬至已形成一个节日，自上而下兴起贺节之俗。
汉代人蔡邕在其著作《独断》中释其原委说：“冬至，阳气
起，君道长，故贺。”这一天，京师百官均放假休息，皇帝
在南郊举行祭天之祀，次日，百官身着新朝服入宫朝
贺。直至明清，历代统治者皆视冬至之仪为国之大典，
前后几日均放假休沐歇市，共庆阳气君道增长。

上所化为风，下所习为俗。至迟从东汉起，冬至节
走出宫廷，走出上层社会，成为全社会各阶层的共同节
日。在独尊儒术，儒学为社会指导思想及行为规范的背
景下，天、地、君、亲、师，同为儒家推重，表现在冬至节
风俗中，就是五者成为民间敬贺的对象。东汉崔寔在
《四民月令》中记述当时情景说：“冬至之日，荐黍羔，先
荐玄冥，以及祖祢……其进酒肴，及谒贺君、师、耆老，如
正旦。”可见，祀神祭祖，一向在古代岁时中占有重要的
地位，冬至节的民间敬贺教师之俗，则在众节日中独树
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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