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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雅婧 沈章明

《史记》备受后人称赞，东汉班
固称其“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
恶，故谓之实录”，近人鲁迅称赞“史
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赞其为

“实录”，旨在颂扬它的“质”；称其为
“绝唱”，意在推崇它的“文”。

《史记》记录了黄帝到汉武帝时
期的历史。司马迁以一己之力撰写
三千年通史，任务相当艰巨。他所
面临的头道难题，就是如何搜集与
选择史料。

文字史料最常见，也最芜杂。
司马迁广泛阅读史料，并且作出细
致分析，认为用古文书写的史料最
可靠。在撰写《仲尼弟子列传》时，
他虽然采信了当时学者的观点，认
为孔子有70多位弟子，但只详细介
绍了出现在古文资料中的35人。

求真是司马迁的信条。在出任
史官并且准备写作《史记》前，他就
开始了相关的调查与研究。20 岁
时，司马迁从洛阳南下，渡淮河，过
长江，窥九嶷，浮沅、湘，南登庐山，
俯瞰大禹曾经疏浚过的九江。之后
沿江而下，又来到今天改称绍兴的
会稽，考察太湟，探访禹穴。随后，

“上姑苏，观五湖”，渡淮河，临泗水、
汶水、济水。考察完山东半岛，又在
西归的过程中走访黄河、漯河、洛
渠。

司马迁热衷于调查研究，不只
是为了寻找和选择史料，还为了准
确理解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探寻
历史的真相。

“想见其为人”，是司马迁对历
史人物的最高褒奖，也是他调查研
究的驱动力。早年阅读《论言弟子
籍》和《论语弟子问》时，他就非常仰
慕孔子。哲人已逝，相见无方，要表
达“心向往之”的热诚，最好的办法
是实地考察，追踪孔子行迹。

司马迁还前往刘邦等人的出生
地与聚众起义地，走访彭城、沛、丰、
砀等地，了解汉初君臣的故事。在
淮阴调查时，当地人告诉他：韩信时
刻以富贵为念，始终相信自己能大
富大贵，“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
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为了
验证传言真伪，司马迁特意去韩信

母亲的墓地调查，“视其母冢，良
然”。

这个调查结果对《史记》写作产
生重要影响。司马迁以韩信的利欲
心为线索，解读相关史料，写出了

《淮阴侯列传》。在这部传记的前半
部分，司马迁记录了韩信初拜大将
时进献给刘邦的计策。其中一条就
是，要想服众，必须“以天下城邑封
功臣”。随后，记录的是韩信敦请刘
邦封张耳为赵王的故事。张耳本来
是刘邦派来的副将，韩信在迫使燕
王归附之后，请封张耳为镇抚燕国
的赵王。这样，既去除了刘邦派来
的制衡者，又把自己变成了“造王
者”。

刘邦统一天下后，采用出其不
意的手段，夺了韩信的兵权，将其徙
封为楚王。后来，又改封淮阴侯。
这样的做法自然会激怒韩信。韩信
顾不了那么多，最终谋反事泄、身死
族灭。临刑前，韩信慨叹“悔不用蒯
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
哉”。

司马迁在《史记》中直接再现了
韩信的悲剧人生，又间接表达出自
己的立场。为了进一步表明立场，
司马迁还在论赞部分直接批评韩
信，认为他本可以用功勋来换取富
贵，成为汉代的周公，却自矜其功劳
与才能，不懂得谦让，汲汲于功名富
贵，最终被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如果司马迁不作调查研究，就

不可能搜集到这么多史料，更不可
能如此巧妙地剪裁与组织史料，《淮
阴侯列传》《屈原贾生列传》《仲尼弟
子列传》《孔子世家》《五帝本纪》就
不会是目前这种写法，其思想性、艺
术性也会大受影响。

《淮阴侯列传》是实录，也是悲
歌，称其为“无韵之离骚”并不为
过。《史记》的其他部分也一样，处处
体现实录精神，又散发出迷人的艺
术气质。

《留侯世家》是另一个例证。传
主张良是个谋士，“运筹策帷帐之
中，决胜千里外”，谋划了很多惊天
动地的大事。如果仅仅阅读关于他
的史料，可能会将其想象成魁梧奇
伟之士。司马迁也曾这样猜测过，
直到后来得到张良的画像，才知原
来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非但不
魁梧，反而很柔弱。

司马迁刻意运用种种对比，烘
托张良与韩信不同的悲喜人生，制
造强烈的艺术张力。这是客观再
现，也是有意展示。司马迁凭借调
查研究所得，巧妙地选择与组织可
信史料，生动地再现历史事件和历
史人物，可谓“亦欲以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读者在
司马迁的引导之下，得以触摸到历
史的棱角，感受到潮流浩荡向前的
力量，领略华夏山川风貌，领略历史
人物风采。

（《解放日报》）

司马迁的“实录”精神

□赵中振

《西游记》的文化背景由佛、道、儒的元素结合构
成。唐僧原本是如来佛祖的二徒弟金蝉子转世。每
次遇到危险，唐僧都能够化险为夷，最终取到了真
经，又成功回到了灵山。蝉有重生和长生的含义，这
也符合传播在各路妖精之间“吃唐僧肉可以长生不
老”的传闻。

“金蝉脱壳”在道教里还是一个炼丹术语，通过
铅汞炼丹产生的“圣胎”，历经三百天脱胎而出。这
和《西游记》里唐僧取到真经、修成正果以后成佛的
结局相合。

蝉是中华文化中的一个意象。在古人眼中，蝉
的幼虫破土而出，具有一种脱胎换骨的高洁气质，象
征着“复活”与“重生”。

《庄子》里记载了“承蜩”，蜩和知了是同一物，
“知了”急读为蜩。根据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
我国便有了玉蝉等物品。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有蝉
的纹饰。

古代的玉蝉有三大功能。第一是挂在腰间作为
装饰品，称为佩蝉。第二是镶嵌在帽子中间，用来正
衣冠，名为冠蝉。第三是作为玉晗类陪葬玉器，放在
死者口中以求精神复生。

蝉的腹部有一对鸣器，由镜膜和鼓膜组成，有了
鸣器，蝉才能鸣叫，鸣器只有雄性的蝉才有。蝉夜伏
昼鸣，夜里睡觉，白天歌唱，而且天越热，叫得越欢，
堪为精力旺盛的“暑期合唱团”。到了秋天，天气一
凉，蝉就不叫了，因此有了成语“噤若寒蝉”。

在《本草纲目》中，蝉被收录在第41卷虫部。上
溯到《神农本草经》，蝉已有记载了。蝉入药部位有
蝉身和蝉蜕之分，李时珍记载古人多用蝉身，主要治
疗脏腑经络疾病，而现在用的主要是蝉蜕。

蝉蜕主要有三大功效，第一是利咽喉，第二是息
风止痉，第三是退翳明目。蝉蜕主要用于治疗皮肤
疮疡、风热表邪的疾病，在临床上最常用于开嗓音、
利咽喉。中成药黄氏响声丸、金嗓开音丸等，功效中
都有蝉蜕的贡献。

除了蝉身和蝉蜕可入药以外，蝉花也是一味中
药。夏天，雌蝉在产卵后，一般会在一周内死去。卵
经过一个月左右孵化，幼虫会掉落地面，再钻入土
中。幼虫在地下的时间十分漫长，有的能在地下度
过三五年甚至更长时间。在土壤中蛰伏的蝉幼虫如
果被麦角菌科的真菌感染，也会通过类似冬虫夏草
成长的方式变成一种“蝉虫草”，入药为蝉花。早在
宋代《本草图经》中便有蝉花的记载了，并配有生动
的绘图。《本草纲目》记载，蝉花甘、寒，无毒；功效和
蝉蜕类似，主治婴幼儿高热、抽搐、惊风。

（《中国中医药报》）

蝉：一朝羽化自在鸣

□王旭烽

北宋年间的杭州诗人林逋，字
和靖，在孤山隐居，以梅为妻，以鹤
为子，孤高自傲，二十年不入城，被
后世文人视为人生楷模，价值坐标。
中国正统的士大夫，一向把香草美
人喻为高洁品行的传统，从屈原的

《楚辞》中就可以看出来。梅花尤其
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格象征，所以历
来咏梅、画梅之人不绝。林和靖在孤
山，正是人格化了梅花，所以人花才
两两相印，博得千秋清明。

林和靖的墓就在孤山北麓，墓
碑一行字：“林和靖处士之墓。”这就
是处士的含义了，一个一生中没有
做过一天官的士人。后来的知识分
子，无论出仕还是未仕者，都崇仰林
和靖的隐士风范。

说这个名叫林和靖的高士，从
任何角度看，仿佛都应该从梅花与

他的关系缘起。说林和靖，必须在梅
绽时刻，暗香浮动，月色黄昏，疏影
横斜，这是林和靖的意境。其实年少
时的林逋，也未必就是那么隐的。祖
父林克已曾经是吴越钱王的通儒院
学士，只是父亲早逝，家道中落。林
逋也不是一个天生的隐士，他对隐
的认识也是在命运的颠簸中完成
的。年轻时他也曾出游四方，结交官
宦，吟诵些崇尚武功的诗篇。林逋结
束漫游后，身心厌倦地回归钱塘。

他回归了山林，还开发建设了
山林。首先就是植树造林“梅妻”，植
梅360株，一株收入一日所用，又种
松、竹、桃、杏、柿、梨，以及石竹、蔷
薇、菊花、荷花，孤山终成“花果山”。
同时，他又采药，种药，买药，捕鱼。
一湖明月夜鱼归，水痕秋落蟹鳌肥，
林和靖辛劳得很。

梅尧臣比林逋要小整整36岁，
但他们之间的友谊却极其深厚。北

宋天圣年间一个冬雪天，梅尧臣到
杭州访林逋，他们在山中以枯叶和
枝条燃起炉火，林逋拿出酒来，两人
围炉畅饮，那种文人间充满山野之
气的清新交往，让梅尧臣一生难忘。
后来他曾说过：“林逋的人格，就像
那高山中的瀑布泉水，越与他接近，
越觉得他高尚可亲。”

天圣年间，已经是林逋在世最
后的岁月了，范仲淹来拜访林逋，林
逋年长范仲淹20多岁。一个是先天
下之忧而忧的政治家，也是后来威
震西夏的军事家；另一个则是避世
的隐士。两个气质完全各异的人，在
中国儒道传统文化的共同背景下，
却奇妙地成了忘年之交：一个钦佩
另一个忧国忧民，一个赞赏另一个
高风亮节，范仲淹赠了五首诗给林
逋。二十年之后范仲淹以礼部侍郎
的身份至杭州，又为杭州人民排忧
解难。 （《文摘报》）

梅妻鹤子的隐士文化

□张燕峰

范仲淹幼年丧父，被迫跟着母亲改嫁到朱家。
朱家是个大家庭，孩子们对范仲淹不友好，常常施以
白眼，让他受尽歧视和冷遇。十几岁的时候，范仲淹
选择到寺庙里发奋读书。他把自己关在屋内，足不
出户，手不释卷，通宵达旦地读书。很多同学都从家
里带来美味佳肴，范仲淹却每天只煮一锅粥，冷却之
后用刀分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为食，这就是著名的

“断齑画粥”的故事。
在食不果腹、衣不御寒的艰苦日子里，是什么支

撑着这个少年日复一日毫无松懈地苦读呢？范仲淹
后来在《范文正公文集》里曾提到这段求学的时光。
他说：“每天只要闭上眼睛，寄人篱下的委屈就历历
在目，就增加了我刻苦读书的动力和顽强拼搏的勇
气，自然忘却了饥渴和寒凉。”正是因为不断回味往
事，才激发了自己的上进之心和摆脱现状的强大动
力，才使他有了从不懈怠的实际行动。27 岁那年，
范仲淹一举通过了科考。

“越是艰难处，越是修心时。”环境越糟糕，生活
越艰难，我们越需要修炼、修正、涵养自己的心灵。
无论面对怎样的诱惑，我们都要不忘初心，牢记家国
情怀、羞耻之心和是非之心，恪守做人的准则，自觉
抵制诱惑。唯如此，才是一个光明磊落的大写的人，
才是一个顶天立地受人尊敬的人，才是一个仰不愧
天俯不怍地的高尚的人。 （《绥化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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