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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对中华文明的贡献之
价值体系的形成（一）

纪实纪实

《中关村特楼》节选

小说小说

山西教育出版社

27
张
卫
平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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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银行》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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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照芝刚刚五十出
头，中等个子，身子微微
发福，上身穿一件黑色缎
面的夹袄，外套一件精致
的挂面皮坎肩，下身也是
黑色的大裆棉裤，正是壮
年时期，牛照芝的两只眼
睛里透露着经历世事后
的精明、沉稳神色。

牛照芝弟兄五个，上
面四个哥哥，分别是牛怀
冉、牛照荃、牛照藻、牛照

藩。几个哥哥也很成器，
除大哥早夭外，二哥是光
绪年间举人，做过直隶曲
阳县知事，三哥为拔贡，
做过静乐、赵城、芮城知
县，四哥虽然没有在学业
上取得功名，但有经营头
脑，二哥、三哥将俸银寄
回老家后由父亲和四哥
经营打理，先后置办了上
万亩土地，在县城、黑峪
口等地开设了复庆永、复
兴永、得成生等等商号，
一时成了当地颇有声望
的大户人家。

受父兄影响，牛照芝
少年时候也在私塾读书，
企图科举及第光宗耀祖，
科举废除后，和刘象庚一
样走出兴县考入京师大
学堂。在京师大学堂一
学就是四年时间，这四年
时间可以说让牛照芝大
开眼界，看到了兴县之外
更广阔的世界。不幸的

是牛照芝突然得了一场
大病，被迫中断学业返回
兴县老家。

这时管家领着铁拐
李进了堂屋。

铁拐李受伤的脸上
贴着几块膏药。

管家在牛照芝耳边
低语几句。

牛照芝看住铁拐李
生气地放下茶杯：简直无
法无天！

管家说：多亏了刘家
大少爷啊。

提到刘象庚，牛照芝
头脑中出现了这位仁兄
的形象。牛照芝与刘象
庚志趣相投情同手足，早
在二十多年前，两人就互
换八字结为金兰，刘象庚
年长为兄，牛照芝年小为
弟。刘象庚见多识广又
颇有主见，牛照芝打心眼
里佩服这位
兄长。

赵九章指出，
美、苏都是在发射卫星之
后，才进行了洲际导弹的
全程试验，可见他们也是
用发射卫星的方式，先检
验导弹的命中精度，有了
把握才进行导弹全程试
验的。再说，卫星也并非
是纯科研用的，以美、苏
为例，这两家搞的人造卫
星种类很多，绝大多数都
有军事用途，即使那些

“纯科研”卫星，也可以直
接或间接地用于军事目
的。赵九章的这些看法
不仅有理有据、精辟深
刻，而且非常有针对性。

此外，赵九章在建议
书中还说明了卫星的研
制必将全面推动各种尖
端科学技术的发展，他还
提出了中国要发展侦察
卫星、通信卫星、气象卫
星的远景规划。后来中
国的卫星研制也基本是

按照赵九章的这个构想
进行的。

赵九章在这份建议
书上郑重地签上了自己
名字，在人大开会时当面
交给了周总理。周总理
非常理解赵九章，也很支
持赵九章，并为此专门和
赵九章谈了一次话。那
天，本来就有失眠症的赵
九章更是兴奋得睡不着
觉了。

1965 年 4 月 22 日的
晚上，15 楼赵九章家的
客厅里灯火通明、宾客云
集，他们当中有地球物理
学家钱骥、数学家关肇
直、物理学家潘厚任等。
赵九章向大家介绍了中
央关于人造卫星要加快
研制步伐的决定。他的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告
诉大家：“现在周总理已
发出指示，要我们提出设
想规划。我们从 1958年

开始，就一直在做准备，
日日夜夜都在盼着这一
天早日到来，现在终于盼
到了这一天。”

赵九章还特别提到
了要观测和跟踪远在太
空中的卫星，就像要抓住
几千米以外的一只苍蝇，
有许多困难，因此就需要
有理想的轨道和布局合
理的监测网。

27

中华文脉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在其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了具
有鲜明特色的价值体系。而山西地区
的贡献亦极为重要。

传说经伏羲画八卦，文王演周易，
孔子作“十翼”，才有了今天我们能够
读到的《易经》。这期间经过了大约六
七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最终完成这
部著作。由此可知，《易经》是我们民
族经过长期的实践、观察、思考、求证
之后才研究出来的。至周，特别是春
秋战国时期，人类进入轴心时代，出现
了各种各样的理论观点与价值构建，
标志着人类从初级的文明中进一步觉
醒，进入了理性自觉的时代。中国也
进入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众说纷
纭、竞相绽放的历史时期。这其中，最
重要的有道、儒、墨、法，以及名、兵、
农、杂、综横、小说、阴阳诸家等，是为
诸子百家。诸子百家中，道家具有基
础性意义。晋地道家不兴，但有一位
尸子影响颇大。尸子，魏国人，名佼，
先事魏国，后随商鞅事秦国。尸子的
政治主张强调“上无为而下有为”。其
政治理想、正名思想等与儒家、法家等
相似。他最突出的贡献表现在对宇宙
自然观的构建之上。如对春夏秋冬四
季的阐释，对自然运行规律的揭示等
均具有重要意义。受道家影响，汉时
出现了道教。南北朝时，山西一带成
为道教北天师道的传教中心。其代表
人物是寇谦之，是北天师道的创始
人。他修订教仪，汲取儒家思想与佛
教仪轨,使儒、道、佛三者得到了一定
程度的融合，在平城今大同建立了比
较完整的道教教理教仪。

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孔子、
孟子与荀子。三晋地区一位极重要的
儒家代表人物是子夏。子夏为孔子的
亲传弟子，姓卜名商，晋国人。早年从
孔子问学，后受魏文侯之邀往魏国西
河讲学，弟子众多。《史记》言其弟子三
百。在孔子七十二贤人中，有人如李
零先生认为四个人最重要。他们分别
是颜渊、子路、子贡，还有一位就是子
夏。因为西河之学源于子夏，汉代经
学亦源于子夏，对后世之影响非常
大。子夏为孔子思想的传承人，是孔
子最欣赏的学生，为“孔门十哲”之
一。他在传授中华典籍方面贡献巨
大。特别是《易经》《诗》《乐》《礼》《尚
书》的传播整理修订方面做出了巨大
努力，是上承孔子，下启荀子与《大学》
《中庸》的重要环节。

隋唐时期，晋地多有思想家出现，
承儒学之风，行救世之实。隋末王通，

字仲淹，河东龙门今万荣人，世称文中
子。少时有四方之志，游历访学，后在
河汾之畔讲学授业，有弟子千余人。
其作颇丰，有《续六经》八十卷，已佚。
存弟子汇集而成之《中说》，以讲授的
方法来表达其理论，基本反映了他的
主要思想。王通的目的是振兴儒学。
他针对汉代以来儒学的僵化及与时代
之脱节，强调应探索儒、道、佛三教合
一、相互融汇的方法，提出“三教可一”
的观点。同时，他改进教学方法，强调
因材施教，针对不同的人事与话语采
用不同的教学方法。王通还提出了一
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哲学范畴，为理
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唐时另一位极
重要的思想家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今
永济人。出生于世家，曾参与王叔文
主导的“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永
州司马，后改为柳州刺史，逝于柳州。
除大量的诗文等文学作品外，柳宗元
著有许多哲学著作。最重要的有《非
国语》《天说》《天对》《封建论》等。

儒学在春秋战国时期兴起，在汉
时以董仲舒为代表出现了新的兴盛。
隋唐时因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倡导诸
家之汇通，重视学以致用，是宋以来理
学思潮的发端之时。至宋，程颐开理
学，朱熹集大成，为“程朱学派”。程氏
之程颢另创门派，后由陆象山、王阳明
阐发完备，为“陆王心学”。其中的程
颢曾在宋英宗治平年间任泽州县令三
年有余。期间在全县范围兴办乡学，
自己亦在时“明道书院”讲学，传授儒
家经典，使泽州一带民风大变，书院林
立，“大儒辈出，经学尤甚”。所谓“泽
州学者多如牛毛”，出现了李俊民、郝
天挺等大批著名学者。至明，王阳明
心学兴盛，开儒学之新局面。而在此
之前，北方地区开创“河东之学”的薛
瑄为明时理学之重镇，有“明初理学之
冠”“开明代道学之基”之誉。有明一
代，南有阳明之学，北有薛瑄朱学，为
时理学之两派。薛瑄，河东今万荣
人。罢官返乡讲学，声誉日隆。薛瑄
的理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特别是至明中期，形成了“关中之
学”。明末清初，社会动荡，时局纷
乱,以晋地太原傅山为代表性的思想
家，被梁启超称为包括顾炎武、黄宗
羲、王夫之等在内的“清初六大师”之
一。虽然傅山以道家自居，但其核心
思想仍然是济世救民，有着非常突出
的现实情怀。傅山与顾炎武、屈大均、
阎若琚等过从甚密，结为至交。在思
想上也同声同气，多有相应之处，被视
为一代启蒙思想家。

庄子是一位生动浪漫的圣贤，有关他的
故事以及文学作品在明朝之前就频频面世。
明抱瓮老人编著的《古今奇观》和明末冯梦龙
纂辑的《警世通言》都载有短篇小说《庄子休
鼓盆成大道》。小说主要讲述了庄子拜老子
为师，学会了“分身隐形，出神变化”的法术。
后因路遇一女子“扇坟”有感，便告于妻子。
妻子田氏闻知此事，愤然变色，甚至咒骂该女
子，并表示“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
对于妻子的誓言，庄周将信将疑，后故意假死
化身为楚王孙，引诱妻子甚至为了救助楚王
孙不惜劈棺取庄子休的脑髓。妻子后得知楚
王孙为庄子休幻化之，羞愧自缢。庄生将其
火化后鼓盆而歌，大笑一声将瓦盆打碎，取火
将屋宇、棺木全部烧毁，然后遨游四方，随老
子而去得道成仙。

这种题材和内容，似乎只有裹挟在哲学
家的身上才显得深刻，只有让圣贤者演绎才
能自圆其说。但它毕竟是两千多年前的历史
背景了，也许庄子就没有做过这样的事。也
许四五百年前的冯梦龙要执意冲破封建伦理
道德的束缚，以揶揄子休，同情弱势，来验证
人性的本真。因此，著名剧作家徐棻先生在
故事源头《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小说的基础
上，与同人改编为川剧《田姐与庄周》，现又故
事新编，改写为无场次晋剧《庄周试妻》。看
过之后，荡气回肠，欲说还休。

《庄周试妻》诚然也是图解庄子无欲无为
无伤天，顺乎自然的理念，但庄周本是后山
人，偶为前堂客，却做俗人状。当他看到妻子
在赶集郊游回来的欢喜，便顿生疑窦。因此，
他便“借仙术，假死百日，探其详”。又分身幻
化为“红是红白是白”“风流倜傥”的楚王孙，
来考验“夫修道，妻捧茶，清静无为，淡泊之
家”的妻子。当庄周(幻化为楚王孙)反复撩逗
引诱，使妻子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适才允
婚，庄子对此气急败坏。然而，周围的人认为

“人心善变”，这是无奈，莫非她现在的心又回
到先生身上了。于是，庄周又使出第二招，重
新幻化为楚王孙，故作头疼欲裂，几近绝命，
还托词只有用人脑和酒吞服，才能治疾救
命。于是，就有了妻子痛苦欲绝的“旧恩还未
了，新情又迫切，受不完无边苦难，苦难重叠
叠……”的反复斟酌。才“前因后果顾不得，
急往劈棺不敢歇”“旧恩义，已随先生逝去去，
新夫婿，见死不救良知灭！”于是，才举起了千
斤重的板斧。

徐棻先生的高明在于，既能把剧情推向
极端，又能将笔墨落单于沉思。庄周自以为

“超凡脱俗入仙境，胸襟磊落无纤尘”，却原
来“也有妒忌与恼恨，也有六欲和七情”，导
致妻子田氏也“经不起情爱引诱，受不了寂
寞春秋……回首尘世多荒谬，不如一死休便
休”。但妻子毕竟是凡夫俗子，她在错综变态
的情感唆使下，才违背妇道节操，抛去一世清
名，葬身于封建礼教壁垒森严的屠刀下。随
着剧情的推进，说明庄周虽是圣人，但亦是凡
胎。老子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而
《庄周试妻》则试图在凡世人间来验证庄子自
己的思想理念，结果玩笑开得太大，庄周的行
为已刀不血刃地杀害了无辜。而庄先生“本
是青灯不归客”，又为何“却因浊酒留风尘”。
其实“留风尘”就是要人们“崇尚自然和天性”

“胸襟磊落无纤尘”。因而，观众同情田氏就
成为编剧的本来主旨。这个主题，也远远高
出了《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旧小说的意义，又
符合现代社会的理性思辨。

对《庄周试妻》主题的玩味，不由得让人
又联想到同是徐棻先生改编的晋剧《烂柯山
下》。她也是将原来的《马前泼水》的旧瓶子，
装上适合现代人喝的矿泉水，使之更符合现
实意义，让观众产生共鸣。而作为故事新编，
无场次晋剧《庄周试妻》，更让人感到“是晋
剧，但不是传统晋剧；不是传统晋剧，但还是
晋剧。”剧中的庄周是戏曲里的须生，而兼演
的楚王孙，又是戏曲里的小生。在剧情里，一
会儿须生，一会儿小生，须生小生，交互变幻，
观众亦能意会，“扮谁像谁，谁扮谁谁就像
谁”，也反映出扮演者谢涛深厚的艺术功底。
这出戏之所以好看，除了传统戏曲的艺术魅
力外，还在于魔术的加持。一枝出墙的红杏，
说摘下就摘下，说复原就复原，俨然舞台就是
一个梦幻的空间。之于风神舞扇扇坟；大仙
临场助变；纸扎金男玉女被点化成童儿和花
姑，木偶身段，载歌载舞，都使历史上南华真
人的庄周，似乎生活在世外桃源，梦幻仙境。

《庄周试妻》这出戏的高光，就在于它不
仅坚持了冯梦龙《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小说的
浓厚底色，更主要的是升华了它的中心主
旨。虽然还是运用了神话的演绎，但却让它
承载了思辨的空间，挖掘了现代社会价值观
的意义。诚然,一出好戏的成功，当需不断的
打磨，晋剧《庄周试妻》亦当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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