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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一本好书
区文化委员会、区图书馆协办

今古奇观紫荆寺
赵永高

大家都很熟悉《今古奇观》这本书，是明末从
“三言”、“两拍”中选出来的，是民间流传非常广
的一本故事集。此书第一卷的题目叫《三孝廉让
产立高名》；书前四句小诗曰：

紫荆枝下还家日，花萼楼中合被时。
同气从来兄与弟，千秋羞咏豆萁诗。
这首诗，为劝人兄弟和顺而作，用着三个故

事，看官听在下一一分剖。这第一句说：“紫荆枝
下还家日”，就与门头沟区田庄村有关。书中曰：

昔时有田氏兄弟三人，从小同居合爨。长的
娶妻，叫田大嫂；次的娶妻，叫田二嫂。妯娌和
睦，并无间言。惟第三的年小，随着哥嫂过日。
后来长大娶妻，叫田三嫂。那田三嫂为人不贤，
恃着自己有些妆奁，看见夫家一锅里煮饭，一桌
上吃食，不用私钱，不动私秤，便私房要吃些东
西，也不方便。日夜在丈夫面前撺掇：“公室钱库
田产，都由伯伯们掌管，一出一入，你全不知道，
他是亮里，你是暗里，用一说十，用十说百，那里
晓得！目前虽说同居，到底有个散场。若还家道
消乏下来，只苦得你年幼的。依我说，不如早早
分析，将财产三分拨开，各人自去营运，不好么？”
田三一时被妻言所惑，认为有理，央亲戚对哥哥
说，要分析而居。田大、田二初时不肯，被田三夫
妇内外连连催逼，只得依允，将所有房产钱谷之
类，三分拨开，分毫不多，分毫不少。只有庭前一
棵大紫荆树，积祖传下，极其茂盛，既要析居，这
树归着哪一个？可惜正在开花之际，也说不得
了。田大至公无私，议将此树砍倒，将粗本分为
三截，每人各得一截，其余零枝碎叶，论秤分开。
商议已妥，只待来日动手。次日天明，田大唤了
两个兄弟，同去砍树。到得树边看时，枝枯叶萎，
全无生气。田大把手一推，其树应手而倒，根芽
俱露。田大住手，向树大哭。两个兄弟道：“此树
值得什么！兄长何必如此痛惜！”田大道：“我非
哭此树也。思我兄弟三人，产于一姓，同爷合母，
比这树枝枝叶叶，连根而生，分开不得，根生本，
本生枝，枝生叶，所以荣盛。昨日议将此树分为
三截，那树不忍活活分离，一夜自家枯死。我兄
弟三人若分离了，亦如此树枯死，岂有荣盛之
日？吾所以悲哀耳。”田二、田三闻哥哥所言，至

情感动：“何以人不如树乎？”遂相抱作一堆，痛哭
不已。大家不忍分析，情愿依旧同居合爨。三房
妻子听得堂前哭声，出来看时，方知其故。大嫂
二嫂，各个欢喜。惟三嫂不愿，口出怨言。田三
将妻逐出。两个哥哥再三劝住。三嫂羞惭，归房
自缢而死。此乃自作孽不可活。这话隔过不
题。再说田大可惜那棵紫荆树，再来看时，其树
无人整理，自然端正，枝枯再活，花萎重新，比前
更加烂熳。田大唤两个兄弟来看了，各人嗟讶不
已。自然田氏累世同居。

以上是《今古奇观》中对紫荆树故事的记载。
咱们再看一看京剧剧本《紫荆树》的简介：
《紫荆树》又名《打灶分家》、《打灶王》。
相传南朝时，田家庄有田大、田二、田三兄弟

三人，各执一业，均已娶有妻室，同居合爨，从无
间言。惟田三之妻李三春，系小家女，识见卑陋，
日夜在丈夫前撺掇，以为家中财产，均由田大伯
们掌握，用一说十，用十说百，有谁对证，暗中私
蓄不少，不早分开，咱们肯定吃亏。田三受妻言，
对两兄说明分家理由，央亲戚屡屡催促，两兄无
奈将所有家业，均派三股，庭前大紫荆树，议定砍
倒公分。次日视之，枝叶全枯，毫无生气。兄弟
因之感悟，相抱痛哭，不忍再行分析。田三欲逐
出其妻，妻心怀惭愧自缢而死。

剧本描写妇女之性情泼悍之状态，惟妙惟
肖，此剧目根据《戏考》第十五册整理。

除上述话本、京剧有《紫荆树》故事记载之
外，再来看看明朝《宛署杂记》的有关记载：“紫荆
寺，在田家庄。相传隋田真、田广、田庆兄弟三人
分居，议分紫荆，一夕枯死，兄弟感悟，复合，荆亦
复荣，即此地也。”

我们在编写田庄书稿时曾访问过老人，现在
的“大佛殿”位在紫荆坨下，应是原紫荆寺的大佛
殿。因此，《打灶分家》戏剧中的田氏三兄弟和话
本《今古奇观》中的田氏三兄弟以及《宛署杂记》
中的田真、田广、田庆皆属同一家中，发生地就是
如今的门头沟区雁翅镇田家庄（田庄）村。

以前，读书人少，只讲故事，而不知发生地就
在京西田庄村也是可以理解的。田家后裔在田
庄松树村仍有留存。

捧起《哈佛家训》，我想大部分人应
该最先会想到世界一流的大学——哈
佛大学。在哈佛里前后走出了8位总
统，4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数以百
计的世界财富精英。哈佛靠什么打造
了这些巨人？哈佛靠什么培养出这么
多优秀的人才？靠的是哈佛的教育理
念与精神。这些人正是在哈佛教育理
念和精神的鞭策下一步步走向成功的
顶峰，缔造了辉煌的人生。

《哈佛家训》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
的威廉·贝纳德。他是一位毕业于哈佛
大学的博士。正如当初在《序言》中所
说，这本书是他送给自己儿女的一份特
殊的人生礼物。这本书曾经对美国和
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在它又继续
影响着我们中国人。因此，这本书更是
作者送给全人类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这本书以讲故事的方式呈现，结构

简明清晰，内容生动有趣，每个故事都
配有精彩的点评，富有很大的启发性。
全书以品性、梦想、真爱、成功、思维等
章节辑录了100多个生活中的小故事。
每个故事都富有教育意义和生活意义，
不仅给我们的思维以启迪，还能引导我
们对人生进行多角度地思考。多样的
文体，典雅地叙述，新颖的故事使得这
本书也极具文学欣赏价值。“没有哪一
本书像《哈佛家训》那样让我们震撼，也
很少有一本书像它那样，以不拘一格的
形式将人生丰富的哲理生动有趣地展
现出来。”“不同于众多说教式的书籍，

《哈佛家训》从头到尾都是生动的、引人
入胜的。每读完一个故事，就会觉得人
生出现了另一片天空。”

这本书是一部教子课本，教会我们
怎样做父母。为人父母，我们担负着教
育子女的重任。我们不仅要用牛奶和

面包将子女养大，更要用正确的人生观
去启迪他们，用完美的思想去熏陶他
们。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必定会遇到
很多困惑，有时因为缺少正确的指导，
往往事倍功半，甚至不小心误入歧途。
青少年时期形成的观念也会以不同的
方式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所以，作为父
母，在孩子人生开始的时候，我们应该
让他们接受高尚的思想，修炼优良的操
行，形成健康的习惯。在教育子女方
面，我想这部书一定会给予你很多有益
的启示。

这本书也是一部成人的修身指南，
教会我们怎样塑造人生。这本书是我
的枕边书，每晚我都会读几个小故事，
然后安然入睡。它以平易近人的方式
教会了我很多人生道理，带给我很多心
灵的感悟，给我的生活带来了众多有益
的启示。当我深陷绝望时，书中的故事

让我重新审视周围的环境，看到生活的
希望；当我自暴自弃时，书中的故事使
我重新树立起生活的自信，重新站立起
来。它就像我生活中的一个助手，为我
指点迷津；又像我的一位老师，告诉我
怎样面对人生；还像我的第二个母亲，
教会我做人的道理。

读书是一种心灵上的旅行。读一本
好书更是一种享受。《哈佛家训》就是这
样一本好书，读完每个故事，仿佛精神受
到了洗礼一般。将这本书推荐给所有的
父母以及渴望成功的人，希望我们都能
从中受到启迪，获取人生的智慧。

墨兰／文

京西古道，现在的名气越来越大，到门
头沟走古道的人越来越多。京西古道是什
么时候诞生的，或者说从什么时候开始有
的，研究者说，与泥河湾和周口店有关。按
照鲁迅先生所讲，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
就成了路。所以说，早期的路，是人走出来
的。直到距今四五千年的炎黄时期，轩辕氏
先在阪泉之野经过三次战役打败了神农炎
帝，哥俩又合手在涿鹿之野打败了蚩尤，釜
山合符，各部落推举轩辕为黄帝，实现了中
华民族第一次大统一，开启了中华五千年文
明史。为了扩大统治范围，黄帝“命竖亥通
道路”，即披山通道，以征服四方，从而有了

“道路”这个名词，也掀开了人工修筑道路的

历史篇章。阪泉、涿鹿、釜山，就在门头沟东
灵山、韭菜山、黄草梁北面的涿鹿、怀来盆
地。但是，我们今天见到的京西古道，多是
明清时期所修所留。民间有“明修庙、清修
道”之说，明代王廷相《西山行》诗中写道：

“西山三百七十寺，正德年中内臣作。”说的
是“明修庙”。清代修路活动最多，即“清修
道”。民间还有一句老话：“修桥补路双瞎
眼，杀人放火吃饱饭”，说的是民国战乱时
期。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很流行的一句话是：“要想富，先修路”。现
在，不少人关注京西古道，但多关注的是商
旅、军用、进香三种功能，其实这只是用路的
文化，还有一种文化也很重要，就是修路文

化。下面，就讲一段修路的故事。
话说1871年（即清同治十一年）7、8月

份，京西三家店至王平口一带，雨水格外
多，沥沥拉拉地下个不停，山体土层的水饱
和了，承受不住了，终于集中涨发了，条条
山沟发洪水，把琉璃渠、稠儿岭以西至王平
口、大寒岭的大道冲毁了。其中，稠儿岭村
北与水峪嘴村北永定河南岸的大道有60多
米长冲断了，水峪嘴村西至牛角岭路段近
200米冲断了，桥耳涧村西大桥和东石古岩
村西小岩子沟桥也冲断了，吕家坡、口子西
等处的大道多处垮塌了……就是说，斋堂
川与北京城之间的交通中断了。如果不及
时修复，当年冬天山里所产的煤和山货土

产不能运往北京，所需的日用百货也难以
运回。如果修复，工程量又太大，不是几个
村、几个人所能解决的。怎么办？甭担
心！世上事总有世人管。沿线各村的负责
人相互联络，召开了一次协调会，决定成立
临时修路工程指挥部，叫做“修道会”，成员
名曰经理。

修道会成立后研究决定：一、发本告
示，向沿途商家、店铺、煤厂、驮户募集修路
款项；二、组织各村劳力、工匠参与修路施
工；三、各经理分工负责，会后立即抓落
实。一场修路大会战打响了。一时间，有
钱的出线，有力的出力，全线开工，不足两
个月，工程告竣。二三十公里长的大道，不

到两个月就修完了，今天使用机械化施工，
没有半年八个月也难以完成，那时手工作
业，为何如此之快？不仅进度快，而且质量
高，140多年过去了，今天仍然可以看到。
为什么呢？分析起来，一是工程指挥及管
理人员，办事公道，账目阳光；二是以修桥
补路为善举，能量正，都被激发出来；三是
关乎民生，民众都当成自己的事儿来干，是
百年大计，责任心强。

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事儿呢？有。2011
年评选出来的门头沟“十大好人”中就有一
位，叫王振明，是大台煤矿的一位退休老人，
从2005年起为了当地上山晨练的人们方
便，自备工具，几乎天天上南山十年修一路。

京西古道五千载 修桥补路多好人
安全山

品读《哈佛家训》，成就智慧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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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嘉谷（1872－1937年），字树五，号澍圃，
晚号屏山居士，云南石屏人。云南唯一的状元，
被赞为“国朝第三人”、民间称袁嘉谷为“独一无
二的状元”。

5岁读书，10岁能出佳对，12岁写下一篇精
彩的《游小瑞城记》，小小年纪便初露锋芒。清光
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科会试取二甲第62名
进士，同年获得经济特科一等第一名，大魁天下，
是为“经济特元”，时年31岁，弥补了“云南不点状
元”的空白。因为清代先后开博学鸿词科、经济特
科共三次，袁嘉谷中的是第三次特科考试的第一
名，因此又被誉为“国朝第三人”。中经济特科一
等一名消息传到云南后，省内大小官员及著名学
者欢声雀跃，感到无上光荣，即改修拓东路老楼为
状元楼，并书“大魁天下”匾悬之。之后，曾担任翰
林院编修、学部图书编译局局长、国史馆协修、廷
试外国留学生襄校官、宪政馆咨议官、实录馆协修
官、东陵扫青官、浙江提学使、浙江布政使、东陆
大学（现云南大学）国学教授等职务。

袁嘉谷对云南地方文化的研究颇有建树和
贡献。对史、文、经学，教育和书法亦有显著的成
就。著有《卧雪堂文稿》等数十种，是云南晚清民
初文、史、学集大成者。他的著述，至今仍有极高
的研究价值。是云南现代文史学的奠基人之
一。其字，自创一体，世称“袁家书”。从封建王
朝的状元，做到现代高校的教授，古今唯一人，天
下亦唯一人，这便是袁嘉谷。

袁嘉谷是中小教育史上负责编写中小学教
科书的第一人，至今通用的“星期”、“乐歌”等名
词，还是当时由袁嘉谷新订的。

袁嘉谷在他的著作《卧雪诗话》中记载了
1913年秋天他和友人游览戒坛寺和潭柘寺的情
形以及留下的诗作，在游记中还引用了《西青散
记》中的一些诗作。

现将《卧雪诗话》中有关这次游览的情况摘
录如下：

癸丑秋与铁青、爱棠、耿光及丕钧侄游西
山。车停长辛店，十六年前与六弟旧游处。有句
云：“一帘村酒客投宿，双鬓山花妇饷耕。”仲清以
为如画，殊遇誉也。西山乃太行支脉，最大丛林
曰戒坛寺，隋朝鹅头和尚开山者，本名慧聚。因
寺有戒坛，高旷森严冠天下，故寺以得名。寺松
亦冠天下，有九龙松、卧龙松、活动松诸名。曹震
亭诗所谓“金涛骤沸诸天聋，疾雷半夜奔靊霳。
每愁拔地腾苍穹，我欲跨之鞭长虹。呵叱猰貐瀛
壶通，爪顽牙厉纷相攻。鲸鱼击尾襄神功，蒲牢
竞吼声隆隆。”颇能状松奇状，犹惜无少陵、退之
为松写照耳。辽金碑各一，皆用华文。明清二次
赐《藏经》，庋存无夫。坐诸天阁、波离殿俯视皇
州，一气可辨。浑河迎其前，史梧冈有诗云：“飞
阁出松梢，境高生众妙。天落小黄河，划沙环夕
照。北折走雁门，禹功留野庙。谁知一线浑，泄
自雷山窍。曾经唤渡船，马怯中流叫。多病客先
秋，颇赖云霞疗。浩浩济川怀，波涛讵遑料。浊
浪堪澄清，所恨陶年少。洗耳挂瓢人，看山头不
掉。”登摩天崖、捧日峰、伏虎岩、化阳洞、朝阳洞、
三会洞，而观音洞最奇旷，石龙水蝠，摇火而入。
余攀藤题石，高十余尺，僧腋余足，墨由鼻落，振
笔仰书，不敢旁视，聊记年月，其危至此。僧告余

曰：“巅更有洞曰极乐，盍游
诸？”余谢焉。而铁青率丕钧党
登之，可谓勇矣。寺旧有志，余
索之。僧以恭王府储对。嗟此
名山，为之黯然。次日游潭柘
寺，寺在唐名龙泉，盖本以泉胜
也。金章宗、元世祖皆有遗
迹。世祖女曰妙严公主，皈命
寺中，履砖入寸许，今存寺中，
名曰“拜砖”。又有镜枕，皆公
主故物。有驸马及公主塑像，
所谓“飞升不灭”者，此耶！寺
有流杯亭，仿曲水流觞之致。
亭前修竹，亦似山阴胜境。僧
收储颇多，以贝叶画像为胜。
有诗僧慈云遗稿一卷，句云“八
九僧房半入云”，绝佳。志畿辅
艺文者，盍一访之？《西青散记》
载此间有石床题诗云：“一峰两
峰阴，三更四更雨。冷云破月
来，白衣坐幽女。”余未之见
也。寺又有黄果树，一名龙削
树。僧云：“朝立一帝，则添一
株。”荒唐之言，殊可太息。宝殿极雄，龛贮二青神，实
蛇也。蜷卧不动，亦不食。又有古玉笛等珍品，徘徊
山间，作数日乐。将归，余题壁曰：“某年月日，滇黔人
某某偶作山游，东至于极乐洞，北至于潭柘寺。笠云
屐烟，萧然世外。拂尘诵经，扪苔读碣，彷佛隋唐以上
人。特山中不克久留耳。题志数字，留证后游。”期月
廷立斋友人至寺，见字嗟赏，丕钧纪游数作，清俊可
观。余惟《观音洞小坐》一诗，差自喜。诗云：“只有音
可观，万象都入瞑。石龙抱云眠，水蝠惊人近。秋风
送汾河。寒气满山径。下界烟寺中，冷然一声磐。”

通过《卧雪诗话》中有关袁嘉谷游览戒坛寺、潭柘
寺的记载，可以使我们对袁嘉谷在戒坛寺观音洞留下
过题刻、在潭柘寺题壁的内容、袁丕钧（字百举，石屏
人，袁嘉谷侄儿）曾经作过这次游览的纪游诗、戒坛寺
曾经有过寺志所了解，这为我们研究戒坛寺的历史、
观音洞的题刻和潭柘寺的相关诗作提供了线索和宝
贵的资料。

袁嘉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