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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摩西来一字无，全凭心意用功夫。

若要纸上寻佛法，笔尖蘸干洞庭湖。对于

我的老家——达摩庄犹如这首佛门偈颂，

所揭示的参悟佛法的道理一样，非用心、用

力、用情，不足以真正体悟达摩庄这三个字

的魅力。

—神奇的村名—

据爷爷口述，达摩庄的邻村西达摩，曾

经有一对和尚师徒，人称老和尚“达摩”。

小徒弟每日担水途中都会遇到一个活泼顽

皮、齿白唇红的男孩。小和尚每每耽于二

人的玩耍，延误担水时间，屡遭师父责骂和

追问。根据小和尚的描述，师傅达摩断定

此男孩并非凡胎，乃是人参娃娃，若有幸啖

其肉，定能修成正果，得道成仙。按照师傅

的设计，人参娃娃果然现出原形，终被擒

获，成为师徒的“唐僧肉”。在师傅达摩去

邀请各路神仙共享人参盛宴的时候，小和

尚抵不住笼屉内飘散而出的香气诱惑，不

等师傅归来，其已将人参娃娃囫囵食尽。

师傅回来又气又恼，情急之下先将锅里仅

存的一点高汤灌下肚肠后，就开始追打徒

弟以惩罚他的不肖。徒弟逃到莲花庵主

峰，无路可走，跳下悬崖，师傅也毅然追下

悬崖，但是其二人都被空中飘然而至的莲

花托住，相继羽化。因此，我们的祖先将村

名更名为达摩庄，以示纪念，更彰显此处的

“有仙则灵”。达摩师徒的庙宇，至今已成

残垣断壁，但是莲花庵，由此得名，且巍然

屹立，永远成为达摩庄人的神山须弥。

—灵动之泉水—
有神山必有圣水。达摩庄的圣水，就

是镶嵌在村子上、中、下三部分的三眼清

泉。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而这里的泉水

中游弋的小鱼，一样使得每一眼清泉都充

满了灵气。小时候，大人用水桶挑水，时常

将淘气的小鱼一并担回家里的水缸！一旦

被孩子们发觉，满满一大缸清水就会被倾

倒一空，最终把小鱼捧到手心为止！这种

以牺牲大人们的辛劳和浪费数担清泉为代

价换来的童年乐趣，至今仍是我梦里最美

的故事。更有趣的是人们在泉边饮水的姿

势。追逐打闹汗流浃背的，辛劳之后口干

舌燥的，久别故土回村省视的，无论老幼都

会选择同一种喝水的姿势，即双膝跪倒，两

手支撑泉边，伸长脖子直接将水吸进口内，

咕咚、咕咚喝个痛快，才恋恋不舍地缓缓起

身。那种回味无穷的甘，以及沁人心脾的

冽，是其他任何地方的水都不曾有的。如

今，我终于理解了这里的人们独有的饮水

风格，我们不仅在单纯的饮水解渴，更是在

饮水思源。我们的祖先发明了他们认为最

虔诚的饮水姿势，以最圣洁的礼仪对滋养

他们的甘泉顶礼膜拜，之后才饮用，其中不

仅仅是对水源的感恩，更是对水源万世流

淌不息的祈祝！

—动人的故事—
读先人的故事，不仅可以感受祖宗的

荣光，还可以从中收获兴替的道理。相传，

族中的一位姑奶奶嫁到爨底下韩老太爷家

做儿媳。某年，春节刚过，她颇通阴阳之术

的父亲就感觉不好，因此，到邻村洪水峪同

姓家里避灾。不出其所料，这位老太爷刚

到洪水峪，爨底下就来了报丧倌，姑奶奶

殁了。他派几个侄子，骑上高头大马，飞

奔到爨底下做人主。当了解到这位姑奶

奶是受了气，寻短见而亡的时候。这几个

人主的怒火，早已蹿到了脑门子。韩老太

爷的儿子，见势不妙早已逃跑。韩家提出

的任何厚葬条件，一一遭到了回绝。为解

心头之恨 ，几个小伙子抓过韩老太爷用

他为自己准备的寿材木料——杏木弯腰，

砸断了他的双腿。韩老夫人，吓跑到碾坊

内上吊自尽。至此，哥几个似乎才感觉为

姑奶奶找回了面子，骑马返回达摩庄回禀

他们的得理不让人的壮举。他们根本不

明白闯下了大祸，因为在他们的内心有一

个错觉——达摩庄的梁家，在宛平县衙属

于坐着打官司的人家。殊不知，他们的行

为，为梁家惹出大麻烦，为了平息这场人

命官司，老祖宗一夜之间立下十三张卖地

文书，才保住了哥几个的性命。此事，也

成了家道中落的转折点。“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从此之后再没听说那位颇知

易经的老太爷避灾的故事。

—诗书之传统—

达摩庄梁氏，到我这一代为九世孙。四

世祖梁瑞兴是清朝的秀才，并执鞭家塾。据

传，此人脾气巨大，执教严苛，动辄打手板。

家塾子弟，无不畏惧，因此多读书专注，功课

勤勉。梁瑞兴考中秀才，清政府曾赐金匾一

方，悬于我家老宅后院中堂。后在破除四旧

的运动中，被摘下做了村里茅房的门槛。每

每提及这斯文扫地的举动，未尝不叹息痛恨

于时人的无知。斯人已逝，匾额无存，但是

诗书的基因，家学的渊源，却永远留在了子

孙的血脉中。我爷爷是梁瑞兴的曾孙辈，祖

父那一代属梁氏“文”字辈。他们当中如文

举、文翰、文达、文章、文焕、文满、文山、文海

……一个个读音响亮、底蕴深厚的名字，无

一不表征他们的祖先崇诗尚礼的传统。现

在，给子侄辈取名的时候，每每无不使我感

叹老祖宗几乎占尽了好名字的先机。

我这一代，叔伯十兄弟，包括我出了四

个教师。得益于梁氏祖茔笔架式照山的风

水，更得益于世代相传的诗书因子。

达摩庄
可以安顿乡愁、栖息灵魂的地方

梁春悦

俗话说：“吹落的花不结桃，炒熟

的豆不出苗。”可京西百花山中，有则

故事却与此相反，炒了的黄豆竟然种

出了豆苗。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故事是这样的：

百花山北麓有个小村庄，叫“莲花

坑”。注意，这个“坑”字念qīng，就

是斋堂川方言中的“煤坑（qīng）”之

名。千万别念kēng，不然人家会笑

话你的。这莲花坑里有户人家姓刘名

柱，小名大柱。娶妻于氏，夫妻恩爱，

生有一子，取名刘胜，小名大胜。俗话

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

好好的一个人家，却因于氏寒病早亡

而变得家不成家。这光棍苦就苦在了

“衣服破了无人补”了，因此这爷俩是

鞋破了袜子绽，脚前露枣，脚后露柿

子，没有人收拾。还是大柱的小姨子

疼姐夫，从百花山南麓给姐夫又说了

一个续姐，姓任，小名叫花，因个子小，

都叫她小花。要说这小花倒也很是能

干，长得样是样，说的话是话，干活又

能干，能比个老爷们儿。这大柱娶了

小花之后，有了“点灯说话儿，吹灯就伴儿”的了，自然是更加勤

快，扒仗日子。可半年下来，这大柱却多了一件心事，让他久久

不能开怀，简直成了一块心病。他发现，这小花哪都好，就是不

待见大胜这个孩子。孩子不高兴，她就说：“哭丧着脸，什么劲

儿？”孩子高兴一乐，她就说：“有什么好乐的，有你乐不起来

时！”就连孩子亲切地叫他“娘（nià）”，她也是爱答不理地用鼻

子哼一声，眼皮都不带睁的。至于说到这孩子衣服破时，她不

但不给缝补，还要挖苦几句：“谁也没你费，难道身子不是肉长

的？”这还不说，还嫌他吃得多，老是这么一句口上挂：“你是吃

一锅，拉一炕，没人给你当对象。”这大柱也曾背地里说过儿子

大胜：“别和她一般见识，再啥也是你的娘！”大胜除了掉泪，也

只是点头。

咱们放下大胜受到后娘冷遇不提。再说这小花还真是作

劲，第二年就给大柱生了个儿子，取名“二利”。自然是爹也疼，

娘也疼，哥哥更是有感情。因此弟弟的衣服大胜洗；弟弟的碗

把子（剩饭）大胜吃；在家抱着哄，出去儿搂着，让弟弟骑在自己

的脖子上，所以这二利、大胜自小就是离不开的一对兄弟。一

年又一年，二利在大胜的侍候下，也成了一个懂事的孩子。

尽管大胜如此待弟弟，这小花可从来没有忘记一点，那就

是这有限的家产。为了让自己亲生的独占，竟然想出了狠毒的

一招。有一天，她把大胜、二利叫到跟前，每人发给了一袋黄

豆，说：“你们哥俩都去给我种黄豆，谁出苗了，谁回来；谁不出

苗就永远别回来！”兄弟二人，扛着镐，拿着豆种，去种了黄豆。

十多天后，大胜的出了苗，二利的一根没出，二人可都回到了

家。小花一见二人都回来了，很奇怪，心想：“不可能都种出苗

来，我明明给大胜的是炒黄豆呀！哪有炒黄豆出苗的道理！”二

利哭诉着说：“我没有种出苗来！”小花问道：“你们是不是换了

口袋？”二利说：“我闻着哥哥的口袋香，就偷着吃了几颗，后来

索性偷着换了口袋。”小花听罢，刚说一个“啊”字，在一旁的大

柱说啥也不能再装聋作哑了，大声吼道：“好你个毒妇，你原来

是想害我的大胜啊！事到如今，啥也不说了，你给我滚回你南

山去！”就在这大柱怒不可遏之时，大胜拉了一下弟弟二利，一

起跪到了父亲的面前。大胜说：“千万不可赶娘走，娘在一儿受

苦，娘走两儿没娘！”站在一旁的小花，本以为大胜会说出他怎

样暗地里挨打受骂的事情，不承想，不但只字未露，还道出了如

此深明大义的话来，实在是羞得无地自容。径自跑到门口的草

棚，准备上吊。在一家三口的宽容下，慢慢平静了下来。这不

容前窝孩子的小花，得到了大家的宽容，还学会了“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传统美德，从此，享起了父慈

子孝，兄帮弟助，其乐融融的天伦之乐。

史学少年笔下的文景之治
——读林嘉文著《当道家统治中国》杂感

康有为诗咏潭柘寺
张建奇

2016年2月26日《新京报》的〈留下两

本专著18岁史学新星陨落〉报道，让笔者捧

起《当道家统治中国》一书。报道说，《当道

家统治中国》的作者林嘉文为西安高三学

生。中学时，他自学西夏文、文献学、目录

学，被业内誉为“史学研究天才少年”。不幸

的是，2月23日深夜，林嘉文坠楼去世。宋

史大家李裕民教授认为，林嘉文是“解放以

后最年轻的具有学术研究能力的作者”和

“不可多得之人才”。

那么，《当道家统治中国》讲述的是哪段

历史？该书又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该书讲述的是我国西汉汉文帝刘

恒、汉武帝刘启治理国家的历史史实，史称

“文景之治”。该书讲述文景之治区别于其

他史学家视角之处，在于从“道家思想的政

治实践与汉帝国的迅速崛起”角度进行重新

解读。其二，虽然讲述的同样是历史，但作

者表现出的清晰的历史脉络、扎实的文笔描

述、洒脱自如的语言，阅读起来非常轻松。

其三，该书引用的史料翔实严谨，这从作者

撰写的《大事年表》和列出的《史记》《汉书》

等108部（册）参考书目即可得知。

历史上，任何朝代的盛衰都有一个重要

原因，即选择什么样的治国理政思想。《当道

家统治中国》所阐明的观点，则是“文景之

治”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以道家黄老思想为主

体思想的政治实践与治国时代，尤其汉文帝

刘恒“无为而无不为”之“无为而治、与民休

息、宽刑简政”等政治智慧，开启了中国历史

第一个开明盛世——文景之治。没有文景

时期对社会的治理，汉武帝时代的发展将缺

少足够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尤其文景

之治没有太多的戾气，没有开疆拓土的野

心，彰显出的是平和而内敛的气质。且这种

开明气质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独一无二。

道家讲求的“无为而无不为”，本质上是

要求统治者遵循自律规律来治理国家，而不

是真的什么都不做。恰恰文帝刘恒在功臣、

诸侯王、元老、代国旧臣、母族外戚五方面势

力之间游刃有余的周旋，体现了其政治家的

素养之高。在利益分配上，他顺应分配规

律，不偏袒任意一方。不论是安抚老臣、分

封诸侯、奖赏功臣、安定民心，还是立皇后、

立太子、转化王国与中央的矛盾等，文帝都

在树立自己的威望，构建信心。就说许多人

都熟悉的贾谊与《过秦论》。当年，气血方

刚、精通《国语》《左转》的贾谊，上书文帝刘

恒欲推翻“汉承秦制”便写下《过秦论》。作

者认为，贾谊的《过秦论》并不是批评暴政、

主张仁政思想，而是对汉初社会、政体存在

的问题提出个人意见，特别是批判了分封制

度和“汉承秦制”的局面。贾谊的意见不但

没被刘恒采纳，反而被贬长沙，路过湘江想

起屈原愈加郁闷，便又写了《吊屈原赋》，哀

叹自己的境遇。

常言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当道家

统治中国》既从道家思想角度讲述了文景之

治时期朝政、社会管理，也讲述了经济、法律

管理等。刘恒就是刘恒，他废除诽谤、妖言

令意味着解除了言论禁锢，也表达了为人君

的大度和自信；他鼓励商业发展，认为只有

商业繁荣才能加速国家积攒财力，必须顺应

“民治自然”规律，不能排斥商业。文帝前元

五年（公元前175年）刘恒还做了一件惊人

之举——废除“盗铸钱”罪行，允许百姓随意

铸币，且一律是“四铢钱”。刘恒这一惊人之

举，无疑存在“赌博”风险，但短期内还是效

果显著的。而且，他懂得见好就收，不能让

民间铸钱的势头扩大，否则肯定出大问题。

昨天就是今天的历史。林嘉文在该书

《尾声》说：我们后人读史书，不应该单单读

史料，同时也要分析史家对史料取舍时的缘

由，毕竟所有的史书在当年都是被当作史学

著作来创作的。《新京报》中提到的林嘉文另

一本专著，为2015年出版的《忧乐为天下：

范仲淹与庆历新政》。有兴致的读者不妨也

读一读。

张栓柱／文

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1927年3

月31日），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

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广东

省南海县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中国政

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清光绪廿一年（1895

年）进士，曾与弟子梁启超合作戊戌变法，后

事败，出逃。辛亥革命后，康有为于1913年

回国，定居上海辛家花园，主编《不忍》杂志，

他信奉孔子的儒家学说，并致力于将儒家学

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曾担任

孔教会会长。1927年3月31日去世。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政治家、教育家

和文学艺术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

物。康有为作为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在倡

导维新运动时，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但

后来，他与袁世凯成为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

康有为的事业成就涉及多方面，皆有惊

人建树，仅著述就有700多万字，具有浓郁

的浪漫主义特色，辑成《南海先生诗集》。代

表诗篇即《出都留别诸公》5首，其中对国家

危亡命运十分关切，意气豪迈。其政论文打

破传统古文程式，汪洋恣肆，骈散不拘，开梁

启超“新文体”先河。主要著作有《康子篇》、

《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日本变政

考》、《大同书》和《欧洲十一国游记》等。

康有为曾经写过一首古诗《潭柘梵宫精

丽，而山水平迤，无足观者。赋此腾嘲》，记

述他游览潭柘寺的沿途风景（枣林、初日、山

石、曲径、柿树、群峰）、寺内建筑（石桥、长

廊、毗卢阁、少师室、延清阁）、寺内古迹（妙

严公主拜砖、病虎塑像）、寺内植物（银杏、括

柏、柘树、翠竹）、游览感受（潭柘梵宫精丽，

而而山水平迤，无足观者），以及当时人们选

择秋季游览潭柘寺、恭亲王的家人常到潭柘

寺游览、小住等。现将康有为的这首古诗抄

录如下：

潭柘梵宫精丽，而山水平迤，无足观

者。赋此腾嘲

人言西山潭柘美，言游潭柘当清商。枣

林稀萧初日黄，山石荦确曲径长。

路旁柿熟叶带霜，群峰攒天飞云翔。万

松拥翠培塿冈，半红微露琳宫墙。

石桥中引通长廊，毗卢楼阁妙严庄。殿

前银杏参天苍，千载金元阅沧桑。

妙乐公主趺迹双，佞佛故事先椒房。括

柏森绕少师室，病虎形容犹想望。

我游名山经海外，岫壑环诡不可量。兹

山涧洞皆平迤，石不峭秀泉不芳。

老柘美竹死削尽，惟有蓝刹争辉煌。胡

为都人交口誉，劳我车马寻山荒。

寺僧延午憩，一梦清琅玕。山灵朱衣揖

我言，君之持论未通方。

金门名士不识字，偷窥著述名誉光。草

云子云老寂寞，姓字暗昒不出乡。

荒山虽无洞壑美，丹泉翠嶂焕奎章。延

清有阁驻玉辇，至今常宿亲藩王。

时恭邸频月来游。

贵人屐齿踵趾接，从无诟谤只称扬。惟

君移文腾嘲笑，陈义虽高毋乃狂。

敷祍再拜谢山灵，竖儒愚固增恐皇。但

欲手移穷荒好岩谷，铲凿云根来帝旁。

长啸答灵震山寺，萧萧翠竹生清凉。

康有为的这首《潭柘梵宫精丽，而山

水平迤，无足观者。赋此腾嘲》，没有被我

区的史志类书籍记载、收录，通过这首诗可

以使我们了解康有为游览潭柘寺的季节、所

见、感受，这为有关专家、学者研究名人与潭

柘寺、编写潭柘寺的相关诗集提供了宝贵

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