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运城晚报讯（记者 刘亚）
4 月 7 日下午，运城市文物保
护利用专题会议召开。

会上，盐湖区、永济市、芮
城县及市文物局有关科室依
次汇报了省级文物保护利用
示范区创建工作情况，芮城
县、夏县、万荣县文物局，山西
省永乐宫壁画保护研究院、运
城市解州关帝庙文物保护所
分别汇报国宝级文物保护单
位保护与活化利用工作情况。

针对各自工作情况，运城
市文物局分别印发了《关于开
展省级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
创建工作包联督导检查的通
知》《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宝级
文物单位保护与活化利用工
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落实
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工
作的通知》及《运城市文物局

关于加强文物安全基础设施
建设的通知》等相关文件，并
对全市文物安全工作、推进省
级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
和国宝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
与活化利用工作进行部署安
排。

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主
任卫龙表示，文保工作者要对
照实施方案，压实责任链条，
精准发力，加快推进，如期完
成各项工作，将文物保护利用
成果融入百姓生活、惠及当地
发展；要充分认识全市文物安
全的现状，切实加大文物安全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资金投
入，积极利用政府一般债券，
加快推进本地区文物安全监
管平台和文物安全数据库建
设，夯实文物安全基础，推动
全市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

运城市文物保护利用专题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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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吉辰

《红楼梦》第 53 回描写黑
山村庄头交租，在繁多的柴米
肉蛋中，仅稻米一项就分了 4
个等级，常用大米1000担，而

“御田胭脂米”仅有两担。这珍
稀而又散发异香的红稻米，自
然只能供贾母品尝了。

这神奇的“胭脂米”并非作
者曹雪芹虚构，它就产于河北
省丰南区王兰庄。传说，康熙皇
帝东巡途经丰南，当地官员进
贡此米，皇帝品尝后，龙颜大
悦，遂赐名“胭脂米”。王兰庄有
御田800亩，四周围堤相隔，令
人惊奇的是，堤内是乌黑发亮
的沃土，堤外则全为黄土。堤内
的黑土效力神奇，任何稻种在
上面种几年也会变红色，但非
正宗的胭脂米；而“胭脂米”稻
种撒在堤外，哪怕只有几尺距
离，结出的稻米也是白色的，全
无香味，其中奥秘尚未揭开。

御田胭脂米米粒呈椭圆
形，暗红色，顺纹有紫红色的米
线，“一家煮饭，四邻飘香”。营
养丰富，色味俱佳，是名不虚传

的米中明珠。因而是历代贡米，
清代在御田立有一块石碑，警
告众人：“此米纯系贡品，庶民
不得尝，违者重罚！”贾母能吃
到御田贡米，充分说明小说中
贾府当时显赫的地位。

与胭脂米同为贡米的，还
有一种“香稻”，历代史书有“香
气浓郁，米粒晶莹，米饭芬芳”
的记载。这类香米也是以独特
香味而闻名，两斤普通大米若
掺入一两“香稻”，饭熟时香气
阵阵，而且营养丰富，所以极受
欢迎。但是，过去的香稻对生长
环境要求苛刻，产量极少。

后来，我国科学家对香稻
进行研究，终于培育出一种不
择土质、具有香味遗传因子的
稻种，在江浙一带试种获得成
功，现已推广到全国20个省市
种植，均获丰收。科学家利用
新科技分析获得了“香米”基
因图谱中的“致香”基因。大米
基因组由约 5000 个基因组
成，香米之所以“香”是因为在
它的基因图谱中，有 8 个基因
处于“停工”状态。因此缺憾，
才有奇香。 （《今晚报》）

《红楼梦》中的“胭脂米”

□钱国宏

踏青又叫游春、寻春、探春。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
时新”，沐浴明媚的春光，结伴春
游，在踏青中赏春景、感春意、沐
春风，观赏山川风光，游览名胜
古迹，做些荡秋千、踢足球、放风
筝、竞龙舟、采百草、狩猎等运
动，以消灾驱邪、健身壮体。千百
年来，文人墨客们留下了许多脍
炙人口的踏青诗句。

先秦时期，踏青活动始于
春分，时人诗曰：“二月二日踏
青节，群人游赏散四郊。”魏晋
时，踏青定于清明前后。届时男
男女女聚于水边，举行“祓除”
仪式：沐浴、熏身、除垢祛病。晋
代诗人张华记叙了这一习俗：

“暮春元日，阳气清明，祁祁甘
雨，膏泽流盈。习习祥风，启滞
异生，禽鸟翔逸，卉木滋荣。”

唐代时，踏青颇为盛行，人
们沐浴着大好春光，呼朋唤友，
或到郊外游赏春色美景，或携
酒相聚而饮，或探访名园，或放
风筝。诗人杨巨源在《城东早
春》一诗中写道：“诗家清景在
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若待上
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
描写了当时人们呼朋引伴春游
赏花的热闹场景。白居易《钱塘
湖春行》诗云：“孤山寺北贾亭
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
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
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

沙堤。”语言朴素，情景交融，描
绘出一幅早春踏青的生动场
景。“万树江边杏，新开一夜风。
满园深浅色，照在绿波中。”诗
人王涯也勾勒出了一幅美丽的
春游画卷。古时踏青，人们是很
注重衣着的，杜甫《丽人行》诗
中写道：“三月三日天气新，长
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
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
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踏
青丽人仪态之娴雅、体姿之优
美、衣着之华丽，诗中可见一
斑。踏青既可锻炼身体，还可谈
情说爱，“人面桃花”的典故即
从此来，并且成为一则人间佳
话，流传千古。

宋代，踏青春游愈加盛行。
宋代诗人张先《木兰花》诗中写
道：“龙头舴艋吴儿竞，笋柱秋
千游女并。芳洲拾翠暮忘归，秀
野踏青来不定。”诗人陆游踏青
归来，乘兴写下了《出城》：“天
晴山雪明城郭，水涨江流近驿
亭。客鬓不如堤上柳，数枝春动
又青青。”其中，“数枝春动又青
青”一句，算是把春天写活了。
吴惟信《苏堤清明即事》一诗则
描绘了一幅因恋春而流连忘
返，以至日暮而归的春游画卷：

“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
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
柳属流莺。”游子寻春，日暮笙
歌，流莺唱柳，多么醉人的踏青
图。再看徐元杰的“花开红树乱
莺啼，草上平湖白鹭飞。风日晴
和人意好，夕阳箫鼓几船归”，

文情并茂、脍炙人口，写出了人
们踏青时的喜悦心情和热闹场
面。

明代，踏青已基本成为一
种“定制”。明代“吴中四杰”之
一的杨基在《到江西省看花次
韵》一诗中写道：“东湖东畔柳
枝长，满苑飞花乱夕阳。何处祓
除儿女散，过来流水郁金香。”
短短四句，踏青场面跃然纸上，
东湖柳枝，满苑飞花，游人如
织，令人欢欣陶醉。

清代，踏青更是成为一种大
众活动。“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
桥与朋友踏青，看到蝶飞鸟鸣，
随口吟出一首《春词》：“春风、春
暖、春日、春长。春山苍苍，春水
漾漾。春荫荫，春浓浓，满园春花
开放。门庭春柳碧翠，阶前春草
芬芳。春鱼游遍春水，春鸟啼遍
春堂。春色好，春光旺，几枝春杏
点春光。春风吹落枝头露，春雨
湿透春海棠……”全文三百多
字，竟然嵌入了68个“春”字，而
且自然流畅，文笔娴熟，描写踏
青时的美好风光，具有极强的画
面感，令人回味无穷。清代吴友
如《题画诗》云：“只凭风力健，不
假羽毛丰。红线凌空去，青云有
路通。”是对清代踏青放风筝活
动的真实写照。

“逢春不游乐，但恐是痴
人。”在春天这个美好的季节，
让我们纵情山水，投身自然，去
游春、寻春，感受春的蓬勃生
机，体味生命的绚烂多姿。

（《天津日报》）

踏青诗话踏青诗话

□李文文

《大学》作为儒家四书之
一，讲的是“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学问，面对财富这样
的大课题，提出“德者，本也；财
者，末也”“财聚则民散、财散则
民聚”“生财有大道”“仁者以财
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的财富
观。

滋生财富的土壤：德
追求财富是人的天性，人

们向往富贵、厌恶贫困，这是人
之常情。

财富来源的正当性在于
“义”、在于“德”。关于美德和
财富的关系，《大学》明确地提
出“德者，本也；财者，末也”。
如果将财富视作一棵树，这棵
树需要牢牢地扎根于土壤之
中。美德，正是滋生财富的土
壤。唯有美德之土壤肥沃，才
能源源不断地为财富之树输送
营养，使其根深蒂固、枝繁叶
茂。《大学》以“德”和“财”的关
系为主线，详细描述了财富的
创生过程：有德此有人，有人此
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
用。

在农耕文明背景下，财富
主要来自土地，土地需要人来
耕耘，而人口需要有德之人聚
集。君子有德，方可使得民众

近悦远来。于是，有德、有人、
有土、有财、有用，环环相扣、层
层递进，构划出财富创生和使
用的全过程。

财富恒足的路径：生
财富，是值得追求的，而财

富恒足，更为人们所渴求。《大
学》中明确地谈到实现“财恒
足”的路径，整体的指导思想在
于“生财有大道”，具体的要点
是“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
者疾，用之者舒”，也就是说，创
造财富的人比较多，消耗财富
的人相对少，创造财富时力说
快行，用度开支时宽舒徐缓。
在创造与消耗之间，把握好多
与少、快与缓的节奏，如此这
般，则“财恒足矣”。

在实现“财恒足”的路途
中，无论是“生财有大道”的整
体指导思想，还是“生之者众”
的具体要点，皆在强调一个共
同的观念——“生”。“生”的本
义指（草木）生长，引申为生育、
出生、生产，也指创造、创生。
财富恒足的秘密在于“生”、在
于创造。但是，财富不会自己

“生”出来，要靠“生之者”，也就
是要靠人去创造、创生。

就《大学》的本义而言，很
明显，生财的大道是就国家的
财富体系而言的，那么，面向个
人，它还具有意义和价值吗？

答案是肯定的。经典的妙用在
于它根植于生活的土壤，有着
举一反三的思维方式，以期润
泽每个人。

正用财富的智慧：仁
滋生财富需要美德，生财

要走在大道上。那么，使用财
富是不是就可以随心所欲呢？

《大学》中提出“仁者”能正确地
认识财富、使用财富，讲到“仁
者以财发身”。反观“不仁者”，
他们奉行“以身发财”。“以财发
身”，说的是正用财富的智慧，
是仁者的美德；“以身发财”，意
味着将人生价值与财富本末倒
置，是不仁者的行径。

如 何 理 解“ 以 财 发 身 ”？
以，这里作使用解；发，有发起、
发扬、发越、发明的内涵，寓意
着振奋向上的气象；身，代表自
身，引申为自身所处的位置，也
指生命的价值。“以财发身”讲
的是使用财富与修身的关系。
财富是工具，提振生命价值是
目的。关于“仁者以财发身”，
它的本义在讲，在上位的仁人、
君子面对财富时，务于施与，正
用财富，成就美名。这样的仁
者，为儒家所歌颂；“不仁者以
身发财”，说的是利用自身职位
之便，贪于聚敛、敛财致富。这
样的不仁者，为儒家所不齿。

（《学习时报》）

《大学》中的财富观

□张晋藩

“以五声听狱讼”是司法
心理学的一大创造，在中国古
代的影响极为深广。

西周初期，在摒弃商朝神
断法的基础上，经过对司法经
验的认真总结，形成了“五听”
的审判方法。《周礼》记载：“以
五声听狱讼、求民情”。所谓五
听“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
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
对此，东汉的郑玄注释如下：

“观其出言，不直则烦；观其颜
色，不直则赧然；观其气色，不
直则喘；观其听聆，不直则惑；
观其眸子视，不直则毦。”“五
听”是在总结大量司法实践经

验与研究犯罪者心理变化的
基础上所形成的司法心理学，
或称司法的心理观察。

“以五声听狱讼”是司法
官断案初期的一种方法，仅据
此还不足以剖白案情，简单地
凭察言观色断案有时也会造
成司法官的主观臆断。要达到
司法公平公正的要求，更重要
的还在于证据充分和用法得
当。中国古代经过漫长的司法
历程，最终形成了一套较为完
整的证据制度，对于证据的收
集、采择、辨析、运用都作了较
为详尽的规定。从而又将“五
听”置于可靠的物质材料之
上，弥补了“五听”的不足。

（《北京日报》）

古人“以五声听狱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