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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sand years of Lingshui

千年灵水千年灵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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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合浦县
汉代文化博物馆考察时指出：“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
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一个博物馆就
是一所大学校。”“要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
说话。”

今年5月18日，是第41个国际博物馆日。
博物馆，《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搜集、保管、

研究、陈列、展览有关革命、历史、文化、艺术、自然科
学、技术等方面的文物或标本的机构”。

1946年11月，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在巴黎
成立。它是隶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非政府
性国际组织。1977年，协会为促进全球博物馆事业的
健康发展，吸引全社会公众对博物馆事业的了解、参
与和关注，向全世界宣告：1977年5月18日为第一个
国际博物馆日。2007年8月，协会在维也纳召开全体
大会，对博物馆的定义修订为“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
及其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
为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
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博物馆事业飞速发展。目
前，仅北京地区就有社会历史、自然科学、文化艺术等
各种类型的博物馆近二百家。北京正式建立的第一
家博物馆，是1912年在国子监成立的历史博物馆筹
备处（中国历史博物馆前身），蔡元培和鲁迅先生曾参
与策划。国子监是元、明、清三代国家设立的最高学
府和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又称“太学”“国学”。其中的

主要建筑是专供皇帝讲学的“辟雍”大殿。博物馆初
建时，以辟雍礼器等百余件文物作为基本陈列品。这
也是我国第一所国家博物馆。

博物馆是城市文化的重要标志，具有保存历史记
忆、传承民族优秀文化的社会功能。参观博物馆，既
可以丰富知识、开阔眼界，又能够接受教育、增强自
信，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为进一步发展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凝聚更加强
大的正能量。

数十年来，笔者每到一地，总要忙里偷闲参观当
地的博物馆，并把设计精美、异彩纷呈的门票收入囊
中，留作纪念：

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展示了一代伟人的丰
功伟绩和高风亮节，举世同仰。

保定直隶总督署博物馆，庄严肃穆，古朴典雅，
花木扶疏，古槐参天，是我国唯一的保存完好的清
代省级衙署。

郑州二七大罢工纪念塔，双体并联，造型独特，
使人回忆起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举行的大罢工和直系军阀吴佩孚在郑州、江
岸、长辛店等地进行的血腥镇压。

洛阳古墓博物馆，集古墓文化之大成，复原了上
至西汉、下至北宋的典型墓葬22座，精美的雕刻、绚丽
的壁画，充分展现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

武昌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见证了1911年
10月10日革命党人在此成立军政府，发表宣言，号召
各省起义，两个月内即有十余省积极响应，形成全国
规模的辛亥革命，以及清王朝迅速解体的过程。

西安半坡遗址博物馆，展现了黄河流域新石器时
代“仰韶文化”母系氏族公社的生活场景，出土了大量
的石器、骨器、陶器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特别是彩
陶，可见当时制陶工艺的高超水平。

2012年5月19日，北京市文物局在中国航空博
物馆举行纪念活动，庆祝北京博物馆建立100周年及
国际博物馆日。现场笔者将收藏多年的各地博物馆
门票及简介全部捐赠首都博物馆，副馆长齐密云先生
接受捐赠。(照片为馆方提供)

在史籍上，灵水被写为“凌水”、“泠水”，虽
然多样，但是都有一个“水”字。关于“灵水”村
名的来历说法很多，在村民中最流行的主要有
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认为：“灵水”二字是“灵”和
“水”的组合。先说“灵”字，村民谭天祥老人
说，灵水村的民居聚落总体形状像一只大龟，
龟首在南楼，龟尾在北庙，四肢就是村周边的
庙宇，一座座的民居四合院就像龟背图。“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种吉祥的动物，是“四
灵”之一，这就是村名中第一个字的来源。另
据村民刘成海说，灵水村原来有36盘碾子，72
眼水井，上合36天罡，下应72地煞，因而这个
村的风水好，人杰地灵，这也是“灵”字的来源
之一。

再说“水”。水是生命的源泉，水在人们的
生产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而人们一般都
是逐水而居。灵水村在历史上以多水而著称，
拥有极其丰富地下水资源。村中72眼水井，
井井都有水，周边山脚下有多处泉水露头，汇
成溪流从村中流过。由于村里的水源极其充
沛，为了求得“阴阳平衡”，早在明代，村民们就
在水源丰富的村西莲花山下建造了一座“火龙

王庙”，这就是“水”字的由来。“灵”字与“水”字
相配，因而村子得名为“灵水”。

第二种说法认为村名自“水”而来，这种说
法在村中也比较流行。在村西二郎庙的山崖
下面有一股泉水，名叫“灵泉”，泉水的出水量
不大，涓涓细流穿过二郎庙和南海火龙王庙，
从庙院地基东侧的一个孔洞中流出，顺着引水
石槽转向南流，汇入庙前的一个八角水池（即
明代《宛署杂记》所记载的“八角龙池”）中。这
股泉水冬暖夏凉，大旱不涸，水质清凉甘冽，口
感极佳。用这股泉水做饭，即使是在夏天，饭
也不容易变馊，喝生水，人也不会闹肚子，据说
这股泉水还有治病的功效。当地有一句俗语:

“灵泉一碗水，能治百样病。”灵水村里的水井
虽多，但村民们却都喜欢喝这股水，住在村东
的人们也不惜舍近求远，到这里来挑水吃。“灵
水”指的就是这股泉水，灵水村名也由此而来。

关于“水”还有一种说法，在村北的山沟
里，有一道山崖，那里的泉水水质更好，有许多
人特意到那里去背水吃，因为那里的泉水有“灵
气”。此处泉水旁建有一座不大的龙王庙，每逢
天旱无雨时，村民们就到那里去求雨，据说十
分灵验，有时候外村的人们也到那里去求雨。

虽然村中有龙王庙，但那是南海火龙王庙，不管
下雨的事，建火龙王庙是因为村里的水太多了，
供奉火龙王是为了求得一个阴阳平衡，水火相
济。“灵水”指的就是北山沟这股泉水。早在几
十年前就已经有人利用这股泉水酿酒，开办酒
厂，据说销路还不错。

不管以上哪种说法正确，可以肯定的是，
“灵水”村名的来历与“水”有关。

灵水村原来水源很丰富，改革开放以后，
村里开挖煤窑，由于无序开采，把村中的水井和
泉水都给撤干了，从而造成了村民用水困难。
为了解决村民的吃水问题，在有关部门的帮助
下，村里从北山沟抽水上北山，在北山顶上修建
了水塔，通过自来水管道把水引入村民家中，使
全村人都吃上了北山沟里的优质泉水。

近年来由于连年干旱，北山沟泉水出水量
减少，村里只能限时供水，从而又给村民的饮
用水造成了困难。

时任北京市市长的王岐山同志到灵水村
视察时，了解到了这个情况，在他的帮助和支
持下，有关部门又在北山沟开凿了一眼更深的
机井，取得了充沛的水源，从而彻底解决了灵
水村民的饮用水问题。

文学鉴赏文学鉴赏
wen xue jian shang

灵水之“灵”
——村名由来

袁树森

看到题目，读者会说笔者“脑子进水了”。但是，
笔者既然这么说，就有笔者的道理。不信，您往下看。

一、“六一国际儿童节”的确定，是大人们拍板
的。确定“六一国际儿童节”是1949年11月份的事
儿。起因是：二战期间，1946年6月德国法西斯枪杀
了捷克利迪策村16岁以上的男性公民140多人和全
部婴儿，并把妇女儿童押往集中营。村里的建筑物
全部烧毁，好端端的一个村就这样给毁了。二战结
束后，世界各地经济极不景气，成千上万的工人失
业，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儿童的处境更是悲惨，生
命得不到保障。为了儿童的生存，为了悼念捷克利
迪策村和全世界所有在法西斯侵略战争中死难的儿
童，反对帝国主义贩子侵略和毒害儿童，保障儿童的
权利，1949年11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莫斯科召
开执委会，正式决定每年的6月1日为全世界少年儿
童的节日，即国际儿童节，统一为“六一国际儿童
节”。你说大人们不确定这个统一的节日，孩子们能
有这个节日吗？

二、“六一国际儿童节”的解释，是大人们赋予的。
什么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大人们是这样描述的：“六
一国际儿童节”是保障世界各国儿童的生存权、保健权
和受教育权，为了改善儿童的生活，为了反对虐杀儿童
和毒害儿童的节日。大人们不仅这样解释，而且是这
样做的。你能说儿童节不是大人过的吗？

三、“六一国际儿童节”的活动，是大人们安排的。儿童是国家的未来，
是民族的兴旺，给儿童创造良好的家庭、社会和学习环境，让他们健康、快乐、
幸福地成长，是大人们一直在做的，并在每年的6月1日，都为少年儿童们放
假，组织开展一系列的纪念、庆祝活动。您能说儿童节不是大人过的吗？

说儿童节大人过，不是让大人们也放假，而是大人们一定要安排好和
组织好有关的活动，让少年儿童们过一个有意思、有意向、有意义的节日。
同时，在“六一期间”和平常的日子里保障少年儿童们各种权益的落实，防
止打骂、虐待、拐卖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身教言教并重，为少年儿童灌
输“正能量”，让他们的身心得到健康发展。

祝少年儿童们节日快乐！

一鸟不鸣山更幽
柴华林

闲来无事，翻看闲书。无意中在《红楼
梦》书中看到了这句诗，是脂砚斋在宝钗咏
白海棠诗后面写下的。脂砚是这样写的：
宝卿这句诗好极了，像她这样高情商和慧
眼的能有几人？这句诗正是“一鸟不鸣山
更幽”之意。

宝钗属于少言寡语，得体守拙十分娴
静的人，所以脂砚斋用王安石的诗句评价
她。这句诗原是王藉的诗句“鸟鸣山更
幽”，后被老王移木接花，脱胎换骨用到自
己的诗里，黄庭坚嘲笑说：点金成铁。我倒
不同意老黄的看法，我觉得老王这句诗改
的挺好，是点铁成金，比原诗意境更好。写
诗能借用前人诗句赋予新意也实在是高
明，是真正的旧瓶装新酒，与照搬原诗有本
质的区别。

宝钗全诗是：
珍重芳姿昼掩门，自携手瓮灌苔盆。
胭脂洗出秋阶影，冰雪招来露砌魂。
淡极始知花更艳，愁多焉得玉无痕。
欲偿白帝宜清洁，不语婷婷日又昏。
我理解这首诗的大意是：为珍视白海

棠秀美的姿容，我白天关上了房门。我自
己提着盛水的陶瓷罐子，浇那长满青苔的
花盆。刚刚浇过水的白海棠花，像洗去胭
脂的美女一样，在秋天的台阶上映出了她
淡淡的身影。露珠滴落在台阶上像招来晶
莹的冰雪做它的精魂。清淡到了极致才显
出它的娇艳，愁思多了怎能不叫白玉有泪
痕？若要报答白帝雨露化育之恩，要自身
保持清洁。默默无语挺拔清新秀丽的姿态
从白天等到黄昏。

宝卿这首诗实际是以咏白海棠而自喻
诗，自喻宝钗像白海棠一样端庄、稳重、淡
雅、清静的品格，也暗示她藏愚守拙，安分
随时的修养，这首诗也象征宝钗自我珍
重，娴雅矜持高贵身份，也是宝钗喜爱雅
淡，不爱艳装的自我写照。“愁多焉得玉无
痕”句后脂砚这样评语：“看他讽刺林、宝
二人，省手”，无疑，宝钗这句诗暗指黛玉
多愁善感，流下的泪水岂能不在怡红公子
这块宝玉上留下痕迹呢？评委李纨最后
把宝钗这首诗评为第一名，获奖词便是

“含蓄浑厚”。黛玉“风流别致”的诗当居

第二。宝玉的诗被评为最后一名，李评委
还问他服不服？宝玉连连说，评的最公。
这是海棠诗社第一次诗歌大奖赛，宝钗就
捧了头奖。

宝钗诗写的好，并非一日之功。她对
诗的创作理论和文学修养也相当深厚，看
看她筹备螃蟹宴，咏菊诗会时与湘云论
诗，就看出她对诗的见解不俗，有自己的
主见。她这样对湘云说：诗的题目不能太
新奇了，看看古诗中那些刁钻古怪的题目
和那些极险的韵，如没有好诗句，就流于
小家子气，这是最让人瞧不起的。诗固然
怕说熟话，更不能过于求生，只要头一件
立意清新，自然措词就不俗了。多么深刻
的感悟，一语道破写诗的关键所在：既是
立意，也就是诗的意境，诗的意境，决定诗
的格局。

诗如其人，宝钗被称为“冷美人”，不喜
浓妆艳抹，喜欢素雅清淡，处处体现她深厚
的修养和高贵的气质。举止大方得体，不
俗不凡。宝钗进京，实际也有“玉在匵中求
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之意，一是等待皇

宫选妃，像贾府元春一样；二是来京城看望
贾府舅舅家的亲戚；三是来京城旅游。如
果宝钗被皇上选为妃子，像元春似的，凭宝
钗的学识和修养，一定不会在元春之下，看
看贾府的迎春、探春、惜春哪个能与宝钗想
比，论琴棋书画，刺绣针线，你看宝钗看到
丫鬟莺儿帮宝玉打花络子，她说的颜色搭
配，就知道她审美的高雅与情趣，谁能相
比。宝玉不知道花络子的颜色如何搭配
好，问宝钗怎样搭配好？宝钗说：若用杂
色，肯定不行，大红又犯了色，不懂颜色才
用大红大绿。黄又不起眼，黑又过暗。用
金钱配上黑珠线，一根一根的拈上，打成络
子，这才好看。你看她的颜色搭配和工艺，
打出的络子高大上，别人谁行？

脂砚用老王的诗句评价宝钗，恰如其
分，十分妥当。山中的幽静，是因为有宝卿
这样高雅而有气质的人，鸟不鸣而已，一鸣
则惊人。曹公《红楼梦》把她写在金陵十二
钗群芳之首，一点不为过，她确实在黛玉之
上。不管是钗黛合一，还是两水分流，宝钗
在《红楼梦》一书中的形象，永远是像白海

棠一个高雅富贵的象征。
涧水无声绕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
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
这首《钟山即事》是王安石晚年被罢相

后，隐居在南京时写的一首诗，表达了诗
人政治抱负不能实现，向往自由清净的生
活写照。那么，脂砚斋用王安石诗句评价
薛宝钗，我感觉也是暗藏对宝钗人品才学
的称赞，对她生不逢时的一种惋惜。 脂
砚斋与曹雪芹都生活在乾隆年间，对《红
楼梦》创作相当熟悉，并参与了修改和评
阅。他对《红楼梦》书中人物评价也相当
准确，与原作者曹雪芹观点一样。所以，
所有红学评论，我还是最相信脂砚斋的评
语，应该是真实可靠的。《红楼梦》是文
学一座高山，在那里有太虚幻境的神仙想
象，有跌足道人的疯言哲语，有假语村言
的谐音暗喻，有真事隐去的社会真情，有
富家子弟的风尘怀闺秀，有薄命女巧遇薄
命郎，有梨香院的宝姑娘情深意长。一山，
一鸟，孤独又幽静。红楼一书，需要慢慢去
品尝。

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
——藏品录之十七

左慎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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