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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典 语 录

▶有些烦恼，丢掉了，才有云淡风轻的
机会。 ——宫崎骏

▶哲学思考是一件好玩的事情，让你
换个角度想问题。 ——周国平

▶我所做的一切，是何等微不足道。
但我去做这一切，却是何等重要。

——伏尔泰

▶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忘了我们为什
么出发。 ——纪伯伦

河东成语典故园河东成语典故园““雷泽巨迹雷泽巨迹””塑像塑像

□记者 王捷 文图

在河东成语典故园正门口，您
应该会留意到一处雕塑，一位优雅
的孕妇坐在一块巨型石头上，走近
仔细观察，会发现这石头上还有一
个大大的脚印，颇为独特。这就是
本期要向您介绍的与运城有关的典
故——雷泽巨迹。

提起雷泽，想必很多人会想到
《史记·五帝本纪》中提到的：“舜耕
历山，渔雷泽，陶河滨。”相传，雷泽
正是舜帝捕鱼之地。“雷泽”究竟在
哪，史上有多地之说，其中一说就在
山西。正如典籍记载，舜常到雷泽
捕鱼，其与山西的缘分，自不必说，
便在作为虞舜故里的运城。

历史悠久的河东大地，是中华
文明起源地之一，流传着许多经典
的神话故事。它们不仅被这片土地
上的人们口口相传，更是被记入多
部典籍。雷泽巨迹，便是源自上古
时期的一个动人传说，恰与那位优
雅的孕妇——我们的中华始祖母华
胥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据《易经·雷泽归妹》《帝王世
纪》记载，中条山盛产雷蚕，又称雷
山，山下湿地即称雷泽。《墨子·尚
贤中》曰：“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滨，
渔雷泽。”清代毕沅注：“今山西永
济县南四十里雷首山下有泽，亦云
舜所渔也。”进一步说明了舜渔的
雷泽在今永济市雷首山下。清乾
隆年间纂修的《蒲州府志·山川》
载：“雷泽在永济县首阳山下，南流
入河。”这些都说明了，雷泽就在今
永济市南部。

不仅如此，永济虞乡镇有华胥
村，虞乡一带关于“华”字的地名也
很多，如华神庙、华胥峰、华亭、华

灵峰等。这些带“华”字的地名，是
长期生活在河东境内的华族、夏族
用自己部落名称称呼地名而流传
下来的。

雷泽巨迹的传说同样在河东这
片土地上传承了下来。相传，一万
年前，有巨人的足迹出现于雷泽，阳
气勃发，传说践履巨人足迹，就能诞
育灵种圣贤。当时，有位华胥氏少
女，从虞乡华胥村出发，翻过雷首
山，走进雷泽，践履巨迹。她用小脚
印在巨迹大拇指上，回去后便有了
身孕，没想到竟养胎 12 年，一朝临
盆，诞下了伏羲。后来，伏羲与其妹
女娲通婚，雷泽归妹，经营风陵，抟
土造人，遂孕育了中华民族。传承
至今，男女婚嫁，有月老系红绳于足
拇趾的习俗。

查阅史料会发现，关于华胥于
雷泽怀孕后生伏羲的故事，很多典
籍中都有记载。比如，晋代皇甫谧

《帝王世纪》云：“燧人之世，有巨人
迹出于雷泽，华胥以足履之，有娠，
生伏羲。”唐代司马贞《补史记三皇
本纪》说：“太皞庖牺氏，风姓，代燧
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
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蛇
身人首，有圣德。”宋代《太平御览》
引《诗含神雾》云：“大迹出雷泽，华
胥履之生宓牺。”在《竹书纪年·前
篇》中，内容不仅详细，还颇为神
奇：“太昊之母，居于华胥之渚，履
巨人之迹，意有所动，虹且绕之，因
而始娠。”

等等记载，不一而足，都记录
了华胥氏在雷泽履巨人迹的传说
故事。正因为雷泽的存在，才有了
人类和文明在这里孕育，在这里生
生不息。也正因此，在古人看来，
雷泽的地位很是神圣，是养育中华

先民的生命之泽。《山海经·海内东
经》记载“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
头，鼓其腹”，可见其在先民心中的
地位。

雷泽巨迹这一神话故事尽管魔
幻绮丽，但也给后世留下了无限的
遐想。华胥踩脚印，孕育生命，像是
在告诉我们，人类正是来自于大自
然。这脚印的主人，就像是孕育中
华民族黄河母亲的象征；巨人足迹，
就像是大自然的密码、人类文化的
精华。

这一神话传说，以及历代史籍
中关于它的记录，都呈现了上古时
期人类围绕雷泽开始繁衍生息的状
态，反映了上古时期母系氏族社会
的婚姻情况，体现了先民们对人类
起源的一种思考和探索。

值得一提的是，在神话故事中，
除了华胥，帝喾的正妃姜嫄也是踩
了脚印怀孕生下了弃。

也许，这就是神话的魅力所在
吧。虽然极具神奇色彩，但却源于
先民们的生活和思想，承载着先民
们的想象和智慧，具有丰富的文化
内涵和历史价值，更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相应历史时期的部分社会
实情。这些神话，可以带领我们了
解古人对生命、自然和人类存在等
问题的思考，对研究我国古代历
史、地理、民俗等也有重要的参考
意义。

无论是中华始祖母华胥，还
是人文初祖伏羲，都伴随着雷泽
巨迹的传说，在河东这片土地上
刻下了绵长的生命印记。相信，
随着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研究发
现，雷泽的前世与今生，会焕发出
更加迷人的风采，挖掘出更多更
重要的价值。

““雷泽巨迹雷泽巨迹””的生命印记的生命印记

□李纯厚

读书可以求知解惑，启迪心智；读书可以陶
冶情志，延年益寿；读书可以使大脑更活跃，精
神更加丰富。南宋大理学家朱熹说：“问渠那得
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就是这个道理。

读书贵在“今”。革命领袖李大钊说：“我以
为时间最宝贵的就是‘今”，而最容易丧失的也
是“今’，因为它最容易丧失，所以更觉得它宝
贵。”所以读书贵惜时，机会莫蹉跎。

怎样把握读书的机会，明陈继儒在他的《小
窗幽记》里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夜
者日之余，雨者月之余，冬者岁之余。当此三
余，人事稍疏，正可一意学问。”

夜阑之际，繁星点点，皓月当空，明河在天，
此刻鸟栖人静，更是秉烛夜读的好时候。没有
杂事的缠绕，没有工作的羁绊，静静地徜徉在诗
山书海中，沉浸在书香里，跨越历史的长河、时
空的隧道，沐浴于秦汉风月，沉醉于唐宋古韵。
情不自禁地低吟浅咏起来。不知不觉鸡鸣报
晓，晨曦已悄然播撒窗轩，正是“读书闭阁人罕
识，明月夜照声琅琅”。

司马光说“细雨寒窗宜独坐”，而雨天独坐
正是一月中读书的好时间。窗外细雨淅淅，室
内安静温馨，清茶一杯，诗书一卷，茶香墨香，沁
人心肺，使你忘却一切烦恼，让你的思绪不断扩
展开来，透过窗纱，思绪飞向广阔的天宇。你仿
佛与李白游览江河大川，感触杜翁忧国忧民的
情怀，陪乐天体察人间的冷暖，伴王维领略大自
然的田园风光，更被屈原伟大的爱国精神感动，
而不由自主地轻吟着《离骚》：“路漫漫其修远
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有人把读书用在“一年之计在于春”，但陈
老先生把读书时光放在冬季更为合适。有道是
秋收冬藏。冬季，人事纷扰相对少些，有比较充
足的时间来读书，可选择一些大块头书，如《史
记》《资治通鉴》《汉书》及古今中外一些经典名
著。博学强记，扩大自己的知识层面，便于平时
应用自如，信手拈来。莫到“书到用时方恨少”，
悔之晚矣。

韶华过驹，人生苦短。陶渊明说：“盛年不
重来，一日再难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吾今已是：白发无情侵老境。当发扬“烈士暮
年，壮心不已”的奋斗精神，抓紧时间多读书，读
好书，细推敲，勤耕耘，绘晚霞，献余晖。

读书贵惜时
成语典故里的成语典故里的运运

城城
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