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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奇

郭嵩焘（1818年—1891年）晚清官员，湘军创建者之一，中国

首位驻外使节，乳名龄儿，学名先杞，后改名嵩焘。字伯琛，号筠

仙、云仙、筠轩，别号玉池山农、玉池老人，湖南湘阴城西人。1847

年进士，1854至1856 年佐曾国藩幕。1862年授苏松粮储道，旋迁

两淮盐运使。1863年任广东巡抚，1866年罢官回籍，在长沙城南

书院及思贤讲舍讲学。1875年经军机大臣文祥举荐进入总理衙

门，旋出任驻英公使，1878年兼任驻法使臣，次年迫于压力称病辞

归。1891年病逝，终年73岁。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兴办铁路，

开办矿产，整顿内务，以立富强之基，并注意西方的巴力门（议会）

制度。遭到顽固派的猛烈攻击。著有《养知书屋遗集》《史记札

记》《礼记质疑》《郭嵩涛日记》等。所著《云川山庄别集》收有联作

近400副。

郭嵩焘是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在临危

受命出任首任驻英大使以前，曾有一段因“反腐”反受打击、仕途受

到重挫的痛苦经历。郭嵩焘也是中国首位驻外使节，曾任驻英国、法

国公使，他在清代封闭、麻木的社会环境中，毅然前往被封建统治者

视为“犬羊之地”的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由一名封建士大夫转变成新

时代的探险者，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精神和追求真理的巨大勇气。在

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特别是在西学东渐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郭嵩焘

郭嵩焘曾写过一篇《记戒坛僧》的游记，记述了沿途的景色、寺

内的所见、所闻、所感，记述了戒坛寺内的松树（九龙松、活动松）、

僧人（超尘、石山僧）、建筑格局（毗卢阁与南麓净室以飞桥相连），

为研究历史上戒台寺僧人的法号、寺内的建筑格局提供了资料。

现将这篇游记摘录如下：

记戒坛僧

度罗喉岭而南，山峻峭，沙石赪黝相间，折径斜险。稍逶而西，

有峰峣然，离立众表，马鞍山也。望戒坛，当山坳，北达狮子岩，缭

曲盘郁，若隐若现，出入高下取径焉。又西极乐峰，益奇峭。明如

幻律师说法为戒坛，左右多古木。坛外数武，白果松一本，高七八

丈，九干相纠结，寺僧名之九龙松。其右毗卢千佛阁，松栝林立。

尤奇者活动松，樛枝交重，荫垂一墀，横盘如。引其一枝，旁俱动

摇，如靡天风，苍阴猗移，波涛自荡。

余笑以为戒坛怪特，于松尤胜，自余无取乎尔。寺僧超尘进

曰：“人亦有怪特。若吾石山僧者，岂愿见乎？”乃道余上毗卢阁，阁

半接木为飞桥，达山南麓一净室。有僧披发，绕肩三匝，敝衣不袜，

貌狞恶，独坐一榻。一高足案，庋诸经说十余事。以手导客坐。问

之年，立五指以对，而左右指火毁其四，秃且尽。两臂然炬百数十，

焦腊可辨。超尘言其里居，故长安市上石工也。三十五六时入某

寺为僧，所师僧死，守塔三年，遂蓄发。忽立戒戒不语，十年矣。初

不知书，渐通文字，能诵经。其静极慧生者，与夫佛氏之说，断情

欲，外形骸、生死，谓之坚忍，为有不能忍于心而忍之者也。燃指、

蓄发、不语言，何为者乎？非有迫之而有诱之，强伏其心，雠伤其肢

体，甚哉愚也！而惟用其愚强，固不可动摇，乃使其心澹然泊然，无

役于体肤，无营于寝处，无所为而为其难，不少馁焉。吾儒之为道

也，易矣，而流荡以失所归，抑何多也！

是游也，既睹诸松之奇，又得是僧焉。孰谓京师之大，坚强傀

特，伏一世而无所为者，独在是山间哉！

2015年，在中国领导人倡议下创建的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成立。亚投行的

创建成立，不但赢得域内外57个国家的积极响应，

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而且包括美日等许多

国家给予了高度关注。那么，亚投行是个什么组

织？中国倡议创建亚投行意味着什么？亚投行为

什么引发关注？美日为什么没有加入亚投行？有

兴趣的读者不妨读一读庞中英主编的《亚投行——

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一书。

首先，该书明确阐述了中国倡议成立亚投行的

观点——体现全球治理中的中国智慧、中国责任、

中国地位和中国话语权，也阐明了美日反对并不加

入亚投行，而欧盟多数国家加入亚投行背后的复杂

问题。在中国心目中“亚投行是改革全球治理的一

个方法，但却引起、暴露了改革全球治理的复杂的国

际政治。”尤其美日控制的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

（ADB），主导多年的国际金融格局利益势必会受到

影响，所以，美日肯定要对亚投行说三道四。美国前

国务卿基辛格讲过这样一番耐人寻味的话：如果你

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

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

控制了世界。试想，中国倡议成立亚投行，能不触动

美日主导的国际金融格局利益吗？

第二，亚投行本质上是为亚洲区域基础设施建

设和地区互联互通提供金融支持的多变发展银行，核

心理念是“精干、清廉、绿色”。亚投行既为“一带一

路”提供支撑，助力中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升全球

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又突显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是合

作、互补、支持关系。也就是说亚投行所以赢得域外

多国家响应，与全球经济减速分化亟待寻求新的增长

动力不无关系。如该书中谈到的美国经济增速放缓

但总体延续改善态势，日本经济危机以来增长动力不

足，欧洲经济金融危机以来长期疲软，巴西经济濒临

衰退，也门局势动荡升级，乌克兰等地缘政治问题仍

在发酵，俄罗斯经济由于地缘政治、欧美制裁多重因

素增大经济系统性风险。亚投行虽然短期内难以改

变欧美金融体系的主导地位，但对其国际金融生态

的影响不容忽视，中国在亚投行中的话语权、影响力

不容忽视。中国不仅是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的影响

者，更是推动未来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重要力量。

第三，亚投行不是“亚洲的银行”更不是“中国的

银行”，但“亚投行现象”使中国更为理性地思考全球

治理变革问题。中国是亚投行的发起国，无疑在亚投

行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中国绝不是为了谋求地缘经

济政治霸权，更重要的“一个重要考量是为‘一带一路

’这一亚洲经济整合战略提供金融支撑”，它“符合包

括中国在内的各方利益的最优选择。”近年，中国为世

界多国家在高铁、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提

供的技术支持，医疗、教育、人道主义援助等有目共

睹。正如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

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各大国普遍接受的事实。

总之，亚投行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它既

是一个多边国际金融制度，更是一个多边投资银

行。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其他国家，亚投行的宗

旨都是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财富并改善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推进区域合作和伙伴关系。

春秋雨／文

话说俗语蛛蛛爬
赵永高

亚投行为什么会引起关注
——《亚投行——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读后感

火锅里蕴藏的中华文化
石明廷

入冬以后，天气逐渐变冷，有一天下午

下班后，老伴儿说，初冬时节是应该进补的

时候，电视上说羊肉是进补的最好食材，你

身体不好，今天我们就吃涮羊肉，以后还应

该隔一段时间就吃一次，给你补一补身

体。看着桌上即将烧开的涮锅和桌上的羊

肉、牛百叶、肥牛和白菜、菠菜、豆腐、粉丝

等火锅食材，我忽然想到了一个命题——

火锅是蕴藏中华文化最理想的载体！

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人生存和发展的

方式，简单地说就是人的“活法”。文化的

产生是带有地域特色的，老百姓说，“一方

水土养一方人”，就是说生活在一个特定地

区的人，有他们生活在这个地区特定的活

法。一个地区的地理条件、自然条件总会

对当地人的生活条件产生限制，于是人们

为了生存，就会充分利用当地现有的生活

资源，让自己在现有条件下生活得更美

好。这就产生了一个地区特有的文化现

象。比如陕西的羊肉泡馍、山西的刀削面、

甘肃兰州的拉面，等等，都是当地所特有的

饮食文化，是别的地方所没有的。再如，西

方人吃东西用刀叉，刀叉是向外用力，因此

他们的文化心理是喜欢向外扩张的，就连

他们最崇拜的“十字架”也是向东西南北延

伸的，这是西方人在自己生活的自然资源

条件下所产生的特有的文化心理；而我们吃饭用

筷子，筷子是向内用力的，我们所崇拜的太极图

也表示在一个圆内黑白两极此消彼长的变化，说

明我们的文化心理是喜欢宁静和保守的，这是中

国人在自己的生存条件下所产生的特有的文化

心理。

中国文化的突出特点确实是保守的、喜欢群

体意识的。所谓群体意识就是每个人都是群体

中的一部分，群体利益就是个人利益，群体价值

就是个人价值，人离开了群体是无法生存的。因

此在这种群体意识的引导下，每个人都要顾全大

局，相互间都要有包容意识，都要团结互助。于

是就产生了中国人喜欢团圆、喜欢亲情、喜欢享

受一家人在一起生活的天伦之乐等文化特点。

那么，就请看看我们中国人吃“火锅”的情

景吧。在寒冷的冬天里，一家人围在一起，把

牛羊肉、各种时令蔬菜等食材同时放进一个

滚烫的锅里，等到煮熟后再夹进放着麻酱、香

菜、辣椒油等各种佐料的碗里，吃起来特别的

香。吃着这香美可口的火锅，再喝上一口小酒

或其他饮料，心里甭提有多美了，这不正是中

国人所喜欢的其乐融融的文化氛围吗？

火锅是用里面滚烫的汤水煮熟各种食材，不

正体现了中国文化中以柔克刚的理念吗？

火锅是热的，里面的汤水也是热的，不正表

示了中国人喜欢亲亲热热在一起生活的团体意

识吗？

火锅是圆形的，大家坐在这个圆形的火锅周

围，一起吃里面的菜肴，不正表示了中国人所喜

欢的团团圆圆的文化心理吗？

火锅里的食材不计荤腥、不分寒素，用料不

分南北、东西，山珍、海味、河鲜、时令蔬菜、豆腐、

粉条、羊肉、牛肉等来者不拒，均可一起下

锅，不正是团结协作、兼济天下的象征吗？

火锅中的主料和配料，荤素杂糅、五

味俱全、相互渗透，不正体现了中国文化

中的相互包容的和合之美吗？

吃火锅是一种共食，然而这种共食又

不带任何强制色彩，任凭在座各位按照自

己的意愿各取所需，是完全自主意义上的

自觉自愿，不正体现了中国文化中的民主

和集中相互统一的思维理念吗？

还有一种火锅叫鸳鸯火锅，是将火锅

中间焊上一块铁板，将一个圆形火锅变成

两部分，于是取名为鸳鸯火锅。我们都知

道鸳鸯象征着爱情，将火锅分成两部分

后，喜欢吃辣的人可以在一边放置麻辣的

底料；不愿意吃麻辣的人可以在另一边涮

食材。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麻辣的一边代

表吃苦耐劳的伟岸丈夫，另一边代表柔情

似水的贤惠妻子，他们一刚一柔，刚柔相

济、相互搀扶着生活在一起，恩恩爱爱地

度过自己的一生，这不正是中国传统家庭

的典范吗？

更为重要的是火锅要用火，早在一千

七百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时期，中国人就

进入了用火的时代。火是把人类带入文

明世界的最为神圣的物质和载体，没有火

的时候，人们吃生肉，有了火人就开始用火烤肉

吃，从此人类就从野蛮走向了文明。而火锅的发

明又把人类用火烤食单一的生肉，引到了多种食

材和各种佐料的广泛搭配煮而食之的状态，把食

客单一取食变成了大家统一取食和自主选择，从

中让我们看到了文明的进化和中国文化的兼容

并蓄以及分聚和合的包容性。

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文化的发展

代表一个家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文明程

度。如果说火的发明使人类走进了文明，那么火

锅的发明不仅使中华饮食文化得以发扬光大，更

重要的是它浑身上下都深刻地诠释了中国文化

的无处不在和博大精深，因此我们在吃火锅时，

要深刻体会其中蕴藏的优秀的中华文化理念，并

把这种优秀的文化努力传承下去——这是每个

中国人的责任！

郭嵩焘与《记戒坛僧》

京西俗话说：“刚学会蛛蛛爬，就不知姓啥啦。”

蛛蛛，即蜘蛛，是节肢动物，身体分头胸和腹两

部，有触须，有脚四对。肛门分泌黏液，在空气中凝

成细丝，用丝结网捕食昆虫，生活在屋檐和草木间。

蜘蛛的脚长，爬行的足迹有粗有细。刚刚上学

习字，结构尚不匀称，常为大人称为“蛛蛛爬”。而这

“刚学会蛛蛛爬，就不知姓啥啦”这句俗语，讽刺的就

是不谦虚，自以为了不起、看不起别人的“半瓶子”。

说起这“蛛蛛爬”，还真有个故事可说。那是上

世纪60年代的事啦。我们在沿河城中心学校教书，

有个同事叫汪惠生，安徽芜湖人，是中国科技大学毕

业的，著名考古学家郭沫若就是那时科技大学的校

长。汪惠生说道：“我们学校有个学生，想试试校长

的考古能力。就在郭老到学生中调研的时候，将事

先准备的一张陈旧不堪、烟熏火燎的蛛蛛沾墨爬过

的墨迹拿了出来，请教郭老：‘这是什么文字？’郭老

拿起此物，左看右看看了半天，还是没有定论。最后

说：‘待我回去研究研究！’”

这则“学生戏校长”的故事，讲的就是“蛛蛛

爬”。它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大学生思维的活跃；

二是郭老治学的严谨。自然，分辨出“蛛蛛爬”那是

不言而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