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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编者按：
上一期，我们围绕张载“四为”名句中的第一句“为天地立心”，讲

述了泰伯、秦襄公等人的仁义。本期，在品读“四为”名句第二句“为生

民立命”之余，我们不妨聚焦与宝鸡有关的几位古代贤者，倾听他们为

民众命运而奔走、呼吁、拼搏的故事。

武为何？不为争强，不为

好胜，武的最终是为不争，是为

和平。

有人认为，秦始皇连

年征战，为的是最终统一

六国，结束纷争不断的

战国时期，让人们得

享太平，这个过程所

展现出的正是“武”的

主题。

其实最早能将“武”的内

涵，理解为“止戈”的，应该是周

武王。

商朝末年，商纣王穷兵黩武，

不断向东征战，横征暴敛而不听

劝阻，导致民不聊生。这个时候附

属小国周却因政治清明而不断发

展壮大，最终“天下三分，其二归

周”，为灭商奠定了基础。在孟津

观兵后，周武王认为殷商已是“谗

恶进用、忠良远黜”：比干被剖胸

挖心；箕子装疯，被罚为奴；微子

感觉无望，已经出走，隐居起来；

百姓不敢口出怨言了，征伐纣王

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孟津渡口，伐商的周军遇

到风浪时，周武王一手持斧，一

手持权杖，站在船头大吼：“我既

然承担了天下重任，谁敢来阻止

我？”结果风浪马上平息了。之后

牧野之战，商兵倒戈，武王全胜。

历史总是无情地吞噬一切，

但在现象背后，总有让人感动的

留存，就像能展现周武王“英雄”

一面的戢武村。

戢武村在岐山县，出了县城

往东北方向走，该村被眉麟公路

分成东西两半。西边村口有一座

高大的阙楼，透露着这个村子不

凡的身世。戢武村人一直认为自

己的村庄曾经是周武王的兵器

库。在村庄的传说里，武王伐纣班

师回到周原，所有的兵器都在这

里集中封存，从此天下进入了长

久的和平时期。虽然史籍上找不

到相应的记载，但这个代代相传

的故事也许并不是空穴来风。

很多人会把“戢（ jí）武”误

写为“戟武”，其实“戢”的意思

是收敛、收藏。《诗经· 周颂》

里有一句：“载戢干戈，载櫜弓

矢。”意思就是要把刀枪弓箭这

些东西都收起来，我们再也不打

仗了。唐代时李世民还曾在长安

城里修建了一座供奉着 24 位开

国功臣画像的凌烟阁，它的另

外一个名字就叫“戢武阁”，意

为硝烟散尽，天下承平。由此可

见，戢武村寓意着战争平息、刀

枪入库。

能够用这样一个美好而重

大的寓意来命名的地方，显然就

在都城附近。经过考古发现，戢

武村正位于西周的政治中心西

南方向，直线距离不超过 5 公

里，那里便是由古公亶父建立的

“京”，也就是现在的京当。

在“戢武”观念的影响下，

得益于周公制礼作乐的功劳，

周王朝实现了八百年的统治，

为天下生民创造了平安稳定的

生活环境。

自古，喜好逢迎者多，直言劝谏

者少。唐代名臣魏征之所以能名传

千古，在于他遇到善于纳谏的君王

李世民，也在于他胸怀天下，敢于站

在百姓、朝廷的角度犯颜直谏。这一

面“千秋金鉴”在宝鸡曾数次劝谏君

王，以客观刚正的德行，为劳动人民

谋福利。

提起宝鸡的《九成宫醴泉铭》，

这可是书家心中无可替代的重量级

大作，它之所以流传千古受到后人

推崇，不仅因为它是欧体楷书的典

范，还因为诤臣魏征的一篇妙文。

《九成宫醴泉铭》作于 632 年，此时

的九成宫并不是新建，而是在隋仁

寿宫的基础上“葺其颓坏”，但从它

的“珠璧交映，金碧相晖，照灼云霞，

蔽亏日月”，足见其雄伟壮观，也可

见初建之时的劳民伤财。在撰写《九

成宫醴泉铭》时，魏征不忘百姓，不

忘本职，借“本乏水源，求而无之”的

九成宫出现了“有泉随而涌出”，且

“味甘如醴”，褒扬李世民能以“百姓

为心”，体恤民情，因陋就简，实际上

魏征是给皇帝树立克己的样板。

魏征为什么能“言人所未言”

呢？他并不是为彰显个人能力，也

不是倚老卖老，而是“社稷之臣”对

国家的忠诚、为生民立命的责任。魏

征知道国家的安定得来不易，需要

治理的时弊旧弊实在太多。尤其是

这篇千古铭文最后，他以“居高思

坠，持满戒溢”结尾，透露出一代名

相劝谏皇帝勤俭持国的良苦用心。

还有一次，唐贞观十三年，大旱，

李世民在九成宫召集五品以上的官

员议事。魏征呈上进谏名篇——《不

克终十渐疏》，指出唐太宗在十个方

面的不足，说唐太宗相比贞观初年，

求治之心锐减，骄奢之心渐长。语句

言辞犀利，直指李世民的十种弊病，

警醒李世民要励精图治、任贤臣远小

人。李世民纳谏，避正殿、减膳食、罢

劳役、赈济灾民。这次劝谏不仅对李

世民起到了警醒作用，也使百姓减少

了劳役、饥饿之苦。

这两则故事

描绘出一位

刚正不阿、

爱国爱民

的 贤 臣

形 象。正

因 为 魏 征

忠诚于国家、

心系百姓生计，

才能屡次不顾自身

利益得失而大胆直谏，

从而达到剜毒治病的目

的，为国家昌盛、百姓利益作

出实际贡献。

公元 1061 年，苏轼出任

凤翔府签判一职。签判是个多

大的官呢，仅相当于知府

的助理，是个虚位，并无

实权。王命既下，满

腔抱负的苏轼立即

出发，于当年腊月

就赶抵千里之外的

凤翔任所。

因西夏连年入侵，此

时的凤翔已是边防重镇。自

庆历四年达成和议后，宋朝每

年向西夏输纳大量银两和绢帛，

这才换来了西部短暂的安宁，然

而沉重的赋役却压得百姓民不聊

生。苏轼看在眼里，愁在心中。他

暗下决心，一定要为这些可怜的

百姓做些事情。

苏轼发现，他负责的衙前一

事弊端很大，亟待改革。衙前是

当时的一种小差，负责运送官府

所需的物资，服役者若办坏了差

事、遗失了物资，就得挨罚、得赔

偿。此时凤翔府负责的衙前之差

主要是“编木筏竹，东下河渭”。可

是就是这件只需心细谨慎的体力

活儿，却往往令服役之人倾家荡

产。原来，高高在上的官吏老爷们

想当然地要求在河水汛期发运竹

木，服役人不得不在汹涌的河道

铤而走险，但多数的结果却是翻

覆与丧命，这让百姓本就贫苦的

生活雪上加霜。

苏轼对此弊制深恶痛绝，他

立即给宰相韩琦呈交了他的首份

工作汇报——在《凤翔到任谢执

政启》中，他直言衙前一役“破荡

民业，忽如春冰”，直指弊政，真是

初生牛犊不怕虎。当然，苏轼此番

上奏还是做了“功课”的，他走访

所辖境内，调查发现运送竹木本

不是如此危险的差事，如果能在

渭河、黄河涨水期之前，由服役者

依河情水况自行决定运送时间，

损失是可以大大避免的。

苏轼此次为民请命，得到了朝

廷的默许，他修改衙规，

为当地百姓

做了一件

实事。

杨畏知是宝鸡历史上赫赫有

名的忠臣。他在做官时心系百姓，

一次次保护百姓于危难之间，楚雄

百姓立祠祭祀他，追念其爱国爱民

的高尚德行。

杨畏知是金台区北庵堡人，

明崇祯年间的进士。杨畏知任云

南副使时，逢当地土司叛乱，在

与叛军的战斗中，杨畏知坚守城

池，保护了城中百姓免遭涂炭。后

来张献忠余部在孙可望等人带领

下，退踞云南，围攻楚雄，杨畏知

率军民奋力坚守，可惜最终兵败。

之后，杨畏知投水未死，孙可望劝

慰他，说大西军“联明抗清”，希望

他能合作，并折箭为誓。杨畏知约

以三事：“不用献忠年号，仍尊明

朝；不杀百姓；不掳妇女”，而后

才答应合作。

清顺治八年，孙可望遣杨畏知

赴肇庆进表讨封，希望能封自己当

秦王。然而最终朝议以异姓无封王

成例，未能满足孙可望的要求。杨

畏知按命令行事，因而受到孙可望

的迁怒。孙可望“使人召贵阳而责

数之；畏知大愤，除头上冠击可望，

遂被杀”。

杨畏知在云南为官时，名声极

好，加上当时坚守楚雄，保护了许

多百姓，所以在他遇害后，楚雄百

姓为其立祠以祀。桂王朱由榔痛哭

祭奠，追封杨畏知为太子太保、文

渊阁大学士。这段历史，也被记载

于《明史》之中。

在北庵堡村，曾发现一块刻有

“赠山东即墨知县杨公之（墓）”的

青石条，村民们认为，这正是杨畏

知墓上的物品，因此悉心保管。北

庵堡村人说，光绪年间，茹家庄村

杨氏后人中

有一名叫杨

璟瑢的举人进

京赶考，未中；但

在拜会朝中官员时，

两位云南籍官员却温言

宽慰，并分别送给他几幅

字画。这两位云南籍的官员

说，此举是为了感谢杨璟瑢的祖

上对云南百姓的恩情。

这位坚守城池、爱护百姓、

杀身成仁的西府忠良，值得后人

铭记。

周武王：剪商立周开启太平
本报记者 李波

魏征：劝谏君王心系苍生
本报记者 王卉

苏轼：为民请命改革弊政
本报记者 王卉

杨畏知：危难之际保护百姓
本报记者 于虹

宝鸡历史上为生民立命的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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