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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典故里的成语典故里的运运
城城



经 典 语 录

▲河东成语典故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雕塑

□记者 薛丽娟 文图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一句
广泛流传的民间谚语，指黄河从前经常
泛滥改道，原本好的风光在河东的某个
地方，若干年后又变成河西边的，也常
用来形容世事变化，盛衰无常。

从自然地理层面来看，“三十年河
东，三十年河西”与黄河河道变迁有
关。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
流，泥沙淤积使得河床不断抬高。所
以，历史上，黄河下游的河道并不固
定，会频繁改道。

当黄河的主流偏向东侧河岸冲刷
时，东岸就会被侵蚀，而西岸则因泥沙
淤积等，土地相对稳定且面积可能有
所增加。后由于上游来水情况变化、
人为因素等，黄河主流又会偏向另一
侧，原来处于优势的东岸就会逐渐衰
落，西岸开始繁荣，这种河道位置的重
大变化周期大概在几十年左右，所以
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

运城位于黄河东岸，自古便有河
东之称。古代以黄河为界划分区域是
常见的做法，河东的称谓在春秋战国
时期就有，由来已久。因为处于黄河
大拐弯的东面，所以运城一带长期被
称为河东地区。

当然，此典故与有河东之称的运
城关系不只这一点，其背后还有一个
有趣的典故。

其出自清代吴敬梓的《儒林外史》
第四十六回。唐朝安禄山谋反时，郭

子仪保家卫国，平乱安邦，被封为代
王、汾阳王。皇帝还将公主许配给郭
家，并下令建造了金碧辉煌的河东王
宫。各地剧目《打金枝》讲的就是他家
的故事，郭子仪之子郭暧打了金枝玉
叶的公主，皇帝非但没怪罪，还将其官
升三级，可见皇家对郭家的器重。

当时的郭家出尽风头，郭子仪深
知功高盖主、鸟尽弓藏的道理，努力韬
光养晦，其后人却多娇生惯养，不仅不
思进取，还挥霍无度。郭子仪死后，郭
府渐渐衰落，家产慢慢耗尽，仆人各奔
东西，昔日的荣华富贵烟消云散。

有个郭家后人，乞讨到河西，寻访

三十年前的奶妈。当时，奶妈虽已去
世，但后人勤劳善良，家业兴旺，家中
牛羊成群。其子下地回来说：“家母
离开贵府，每念汾阳王恩情，就带全
家在河西村置产养家，想着有一天会
回报郭家。”郭某不解：“你家这么富
有，怎么还要亲自劳作呢？”奶妈后人
笑道：“‘家有万贯，不如日进一文’，
再多家产，不劳动，不收获，坐吃山
空，用不了几年也会穷困潦倒的。”一
席话说得他羞愧满面。

奶妈后人念及旧情，留他管账，谁
知他对此一窍不通。主人叹息道：“三
十年河东荣华富贵，三十年河西寄人

篱下。”从此，这句话成了当地人的一
句口头禅，也使河东、河西百姓明白了

“家有万贯，不如日进一文”的道理。
盛极而衰，风水轮流。人生的境

遇就如同黄河的河道一样，会随着时
间的推移而发生巨大变化，曾经的富
贵可能会转为贫穷，而曾经的贫穷也
可能会变为富贵，谁也无法预料未来
的命运将会如何。

三十年前好的风水在河的东面，
而三十年后却在河的西面，后来，人们
便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比喻
世事和人的命运总是处于不断变化
中，兴衰荣辱，没有定数，感叹人生的
起伏不定和世事的变幻莫测。

这个典故，以自然规律辩证看待
人生、观察社会、评判历史，告诫人们
得意时不要骄傲自满，失意时也不要
灰心丧气，因为命运的车轮始终在不
停地转动。

黄河改道，不由人力，但河东、河
西皆风景。虽然人生难以预测，但机
会却是可以捕捉的，潜力也是可以挖
掘的，一个人或是一个家族，应意识到
不能过度自信或是沮丧，明白优势或
劣势都是暂时的，应始终谦逊，保持乐
观，不忘努力。

世道沧桑，人生起伏。“三十年河
东，三十年河西”提醒人们要以发展的
眼光看待事物，成功是一时的，困境是
暂时的，时代在变，人也应随之变化，
保持积极的心态和持续的努力，以应
对新的环境和挑战。

三 十 年 河 东 ，三 十 年 河 西 ：

叹 世 事 无 常 悟 人 生 真 谛

□王小伟

人到40岁，走路变成健身活
动；到了60岁，走路变成社交活
动。这两个年龄段的人都把走路
搞复杂了，忘了行走的原貌。

我们沉浸在现代生活基本逻
辑中，简直要淹死了。要想获得对
走路原初意义的体会，孩子成了
一个端口。一个负责任的家长一
般总是愿意让孩子多走走路。孩
子凭借粗壮的生命直觉，常常走
出了一种和成年人完全不同的步
伐。

成年人走路，如果不是从A
点到B点，那势必就要绕一个圈
儿，像得了强迫症，动物中一般只
有拉磨的驴才会这么干。但是只
有人把这种事儿当成了一种荣
誉，互相攀比谁绕的圈多。我楼里
有个老李头就特爱干这事儿，清
早起来围着一棵歪脖树绕圈，晚
年活成了一颗卫星。

孩子走路就不同了。我们经
常说孩子是跑来跑去的，三步并
作两步的，跌跌撞撞以及流连忘
返的。

就跑来跑去而言，孩子们经
常走十步退五步，也完全有可能
走五步退十步。可见孩子走路并
不是起点到终点，有的只是出发
点到停止点。孩子也很少强迫性
地绕大圈，他们通常会以自己的
身体为中心绕小圈或者是以花坛
为中心追逐。

就三步并作两步而言，成年
人健身特别重视调节呼吸的节
奏，努力将呼吸同抬落腿的频率
捏合，做到步幅的统一。

这样的努力对孩子来说是莫
名其妙的。他们从来不试图控制
自己脚步的节奏，甚至常常出现
身体和心灵冲突的情况。心里想
跑得快，但脚步跟不上。脚步跑得
快，心里还没准备好。这就出现了
三步并作两步的情况。

就跌跌撞撞而言，成年人走
路总是提前做好规划，并且不断
地重复单调的路线。不是前后画
直线，就是来回绕圈。他非常熟悉
路上的障碍物，眼睛总是向前看，
很少出现碰撞。

孩子从不计划自己的路线，眼
睛也并不总是向前看。他时常回

头，时常左顾右盼，在此过程当中
也常常会撞上东西。如果很疼他会
大哭一场，如果不疼，就哈哈大笑。

就流连忘返而言，成年人从
不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路上。路
上的一切最好变得透明，虽然下
意识地知道周遭事物，却把它们
当作不必注意的。

孩子是完全敞开的，他的注
意力像网一样撒下去，什么都有
可能收获。路边的一束野花，地上
的一截树枝，滑梯上的一枚铁钉
都可能引起关注和身心投入。正
像是诗人泰戈尔注意到的：“孩
子，你多么快乐，整个早晨坐在尘
土里，玩着一根折断的小树枝。”
成年人对树枝大都漠不关心，除
非在捡柴火，否则他们只会埋头
苦走。

孩子的行走对大人的提示是
显而易见的：行走本身不该变成
一种工具，它可以既不是通勤，也
不是健身，它可以是一项生活。人
生路越走越辛苦，跟成年人这种
狭窄的生活态度有关。

（摘自中信出版集团《日常的
深处》）

行 走

我平常说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语音中总能
听出家乡话的味道，这是脱不干净的乡音胎记。
尤其当我写作时，我的语言会不自觉地回到早年
生活的村庄里，回到我母亲和家人的日常话语中。

写作是一场语言的回乡。
我写的每一个句子都在回乡之路上，每一部

我喜欢的书，都回到语言的家乡。 ——刘亮程

作家和读者最曼妙的相遇，一定是在故事中。
——迟子建

我的读书观就是一句话，从第一页第一行第
一个字开始，读到最后一页最后一行最后一个字，
读完然后再说。谈论一本书，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一件事，就跟我们谈论一个人一样。 ——止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