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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麟靴挂廓清门
赵永高

清王金度《齐家司志略·历官》载：前任齐家司徐麟，忠信廉明，人不忍欺。劝民
以务农讲学，谆谆出于至诚。荣升后，百姓攀号。留之不得，脱其靴履，悬挂廓清
门，以寄思慕。

“挂靴寄思念”，奇闻一件，记入《齐家司志》，应该说并非虚传。“齐家司”，是齐
家庄巡检司的简称，设立于元代，衙署原在齐家庄，故名。据《齐家司志略·衙署》
载：“齐家司衙署，原在齐家庄。常第无存，惟余遗址亩许。历官到任，悉驻斋堂
城。租赁民舍，未有公署。”《齐家司志略祠宇》载：“道光二十三年，司佐徐公麟到任
谒庙……”说明徐麟到任时间是1843年。斋堂城西门日“辑宁”，东门日“廓清”。看
来靴挂的是东门。清代的徐麟，靴被挂于城门，寄托着百姓的思慕，也为后来者树
立了榜样。

该书此段写得非常精炼，写出了普通地方官那不普通之事：“忠信廉明”有何表
现？该书则有记载，到文庙、关帝庙致祭，“缨系历官捐廉，备办香烛、酒浆，祝奠而
已，例无领项，不能备物。”就是说，春秋祭庙这样大的活动，不用公款，例来是历官
们自掏腰包，买香烛酒浆的。事虽小而规矩严，正是廉明从小事做起，从我做起的
表现。“劝民务农耕学”效果怎样？这里文税“收纳永无浮冒，催课不闻追呼，”“此外
相安无事。”这里，桥梁道路被山水冲塌，农隙时，各村“自备携料，各按村界，修补完
好。岁以为常。”治安方面，“催交钱粮，户皆清白，粮无漏隍．滑役无由谖蚀，戚匪
不得潜踪。”这里民风淳朴，孝友慈睦，而又重现教育，“户空乡僻垠，诵声咿唔。近
数十年童试及乡试者甚众，语云之大努力，信然。”把斋堂川治理得如此安定，人们
能不说好吗？然而，铁打衙门流水官，徐麟要高升，又“留之不得”，怎么办呢？“脱其
靴履，悬挂廓蒲门（东门），以寄思慕。”以挂其靴的独特新鲜之法，一方面表达百姓
的敬仰，也为后来者树立了楷模。

说到此处，我们想到了东汉时的南阳太守羊续，拒贿有术，将他人送来之鱼悬
于庭院，以示警戒，被称为“悬鱼太守”。徐麟深受百姓爱戴，其靴被挂城门，亦可称
之为“挂靴巡检”了。看来，只要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管你荣升与否，都会被群
众怀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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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佛教道教笔者没有研究，不过，佛

教道教大师撰写的书籍还是看过一二。

如，星云大师撰写的《人生就是放下》就

是一部诠释佛学常识与人生哲理的专

著。该书由《人生就是放下》《人之所以

痛苦，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要明了世

界，先明了自己》《思维的广度，决定人生

的宽度》等八章、200篇短文构成。与其

说该书与佛学有什么关系，不如说核心

阐释的是人生应该学会如何放下权位名

利、贪欲私心、攀比奢求，如何放下嫉妒

苛责、愤懑怨怼、慵懒浮躁，如何培养襟

怀坦荡、博爱宽容、勤劳向善人生信念。

《人生就是放下》一书每章开篇都有

一小段引言，而每段引言都如一篇精彩

凝炼、给人启迪的短文。如，第一章引

言：“人的痛苦往往不在所得太少，而是

拥有和想要的东西太多。想要获得真自

在，就要学会放下。放下怨念，放下执着，

放下分别，放下一切的人与事。那时候你

自会发现，你不仅收获了洒脱和快乐，还

拥有了很多以前想要而不可得的东西。”

仅仅100字，就把人生痛苦与快乐透析明

了。该书的200篇文章，更是语言通俗，

短小精悍，引用那些古今故事，寓意颇为

深刻。比如在《勿嫉妒别人的好》一文中，

用两个徒弟为患风湿病的禅师按摩的故

事——师兄按摩时师父夸赞师弟做得好，

在师弟面前师父则夸奖师兄按摩周到，让

两个徒弟相互嫉妒起来，讲述了做人要懂

得心胸大度、相互学习，少些嫉妒戾气之

心的道理。

一个人最难弄明白的东西，往往不是

深奥苦涩的道理，不是形形色色的人，而

是自己。星云大师说，一个人一定要搞清

楚什么是自己想要的，什么是自己擅长

的，什么是自己能做和想做的。“弄清了这

些，自然也就找准了人生的方向。”他还

说：人生的辉煌，不在掌握的资源，也不再

拥有的地位，而在头脑。“一位给自己的思

维设限，获得的除了束缚再无其他。”现如

今，有些人求学为官之初确实有非常远大

的理想抱负，立志清清白白、干干净净、勤

勤恳恳，可走着走着就放不下权位名利、

攀比奢求、嫉妒愤懑了。小事不愿做，实

事不善做，大事不能做，理想变成了幻想，

抱负掺杂进抱怨。有的人甚至把权利谋

私、奢侈腐化、愚昧固执当作信仰信念。

佛道禅心，说的其实就是一个人心

境要淡然，心情要敞亮，心态要平和，要

襟怀坦荡、勤奋劳作、博学慎行，特别是

在权利名位、钱财美色面前要懂得取舍，

要明晰厉害，要辨别是非，该放下的务必

放下。因为放下的不只是权位、钱财、美

色，而是放下奢望，放平心态，提升做人

的修为、品德和智慧。

人生得失成败、是非荣辱，往往与

“一念之差”关系甚密。星云大师在该书

中讲述的故事，意在告诉我们“人生唯有

少执着，多放下，对名利不执着，对权位

不执着，对认我是非能放下，对情爱欲念

能放下，才能享受随缘随喜的解脱生

活。”人们常说要懂得知足、懂得舍得。

佛家也有句话：心静如水。无论知足、舍

得，还是心静，归根结底是要人们放下名

利贪欲、攀比奢求、嫉妒怨怼等杂念。人

生依靠物质财富生活，但生活得更阳光

更愉悦更有魅力，则需要文化与智慧。

春秋雨／文

放下是一种智慧
——读《人生就是放下》随感

拐杖，即拐棍，通常是一根木制或金属棍子作为辅
助行走的简单器械，也是一种重要的医疗康复辅助工
具。赵本山、范伟、高秀敏表演的春晚小品《卖拐》中的
拐，即是拐杖中的一种——腋杖。电影《万水千山》中
毛泽东过雪山时拄的木棍即是拐杖。张子建、梁冠华
主演的电视连续剧《飞虎神鹰》中梁冠华饰演的特务杀
手杜马拄着的雨伞也是拐杖和兵器。京剧《杨门女将》
中老佘太君拄着的龙头拐杖更是拐杖和待遇。比较专
业的驴友（旅友）登山时用的登山杖当然还是拐杖。凡
有人或人群活动的地方，经常 会见到有人拄着或拿着
拐杖。换句话说，拐杖与人的徒步行走活动密切相关。

笔者使用拐杖的历史可追溯到1990年，那年才
刚40岁，春节期间在乡里值班时歪了脚，是把一根铁
火炊（通条）当拐杖蹚着雪下山回家的。2001年9月
14日上东岳泰山，花3元钱在中天门买了一根竹拐棍
登上南天门，在天街又花40元钱加这根竹拐棍买了
一根铝合金折叠拐棍，使了好几年。2002年4月6日
参加区政协文史办组织考察万佛堂至桑峪村古道，上
山时自己拄着，下山时借给腿有毛病的安武老兄拄
着。截至目前，本人已用坏了3根金属拐杖。体会
是：不管老不老，也不管腿脚有没有毛病，凡上山时带
着拐杖好！

首先，上山时有助于减缓体力消耗或疲劳感。如
果仅用两条腿，全身重力包括血液集中于腿、脚上，心、
肺、脑的供血量相应减少，容易心跳过于加速，呼吸过
于急促，头部也容易出现缺血现象。如果用上拐杖就
不一样了，等于有了三条腿，而且用上了“前加力”，大
大减轻了腿的压力。下山时，最费膝关节，如果用上拐
杖，可相应减轻对膝关节的磨损，是一种保护。

其次，有助于提高安全系数。尤其是下山时，往往
重心和血液上行，造成头重脚轻，用上拐杖，不仅多了
支撑点，还有防止滑倒的作用。尤其是特别陡和险要
的山坡，身子未动，拐杖已支撑住，不会因惯性下滑而
发生危险。还有，遇见危险的动物时，拐杖可用于防
身；遇到成片蝎子草时，可用拐杖开路。

第三，凡经常徒步登山者，宜用专业登山杖。因为
可伸缩或折叠，不用时使其长度变短，乘车及走平路时
便于携带，少占地方，不影响别人，且坚固耐用。莫希
图到山上用时再砍，那样既破坏植被，也没有那么方
便。经常有人走的山路，路旁适宜作拐杖的材料已经
很少了，谁给你留着哇？

莫小看拐杖，它也有文化。
一是历史悠久。春秋时期的《礼记》载：“孔日蚤

作，负手曳杖，逍遥于门。”就是说，早在2000多年前，
文字记载孔子即用上拐杖。战国时期的《山海经》记
载：“夸父弃杖为林。”夸父，即上古神话中追赶太阳之
人，比孔子不知又早了几千年。《新五代史•汉高祖记》
中有“赐以木拐”的记载，说的是汉朝初创者刘邦的事。

二是象征地位。京剧《打龙袍》中的李国太，是皇
上的亲妈，即太后，拄的是龙头拐杖；《百岁挂帅》和《太
君辞朝》中的佘太君，出场 时拄着的龙头拐杖为皇上
所赐，描写解放战争结束前后的影视作品，蒋介石穿便
服出场时也多拄着拐杖，叫文明棍，似乎仍可“指点江
山”，还有不少高官显贵，也拄“文明棍”，以显示气派。
百姓中，拄拐棍的多是老者，军队中以步枪当拐杖的多
是伤兵。盲人拄长棍，代替眼睛探路；乞丐拄拐棍多用
于打狗。

三是政治或社会意义。政党靠百姓，以争取胜
利；师傅靠徒弟，以争取成功；学生靠老师，以成才成
名；上级拿下及当拐棍，以取得业绩；下属靠上级，以
争取机会。

四是民俗。京西山区的山柴木中，有不少是作拐
棍的材料。其中，用山桃木作拐棍者，称其能“辟邪”；
用花椒木作拐棍者，说能治中风麻木；用六道木作拐棍
者，取其“六六大顺”之意，反对用六道木作拐棍者，说
其“道道不通”；用红棍（绣线菊）和荆蒿木作拐棍者，最
为注重实用，既轻且硬。还有形容依赖性强的人为“离
了拐棍走不了路”。

总之，拐杖也是个扯不清、道不明的话题，实用性
与象征性兼顾，其文化是多元的。先说到这里吧！

史籍中的下苇甸村
张建奇

下苇甸村为妙峰山镇辖村，这里依山傍水，风景优美,
京西古村之一，又由于下苇甸村位于永定河畔，故史籍中
对下苇甸村多有记载，这些史籍包括：明代沈榜编著，一五
九三年（明万历二十一年）刻本出版的《宛署杂记》、清康熙
22年编纂的《宛平县志》、清《光绪顺天府志》，由于清末左
宗棠部将王德榜率人曾在下苇甸村及其附近村落的永定
河河道上兴修水利，所以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武同举刊印的
《再续行水金鉴》中对这段史实也有记载。

现将史籍中有关下苇甸村的史料摘录如下：
（宛平）县之西北，出西直门…..曰陈家庄、曰仰山

村、曰三义涧、曰冷角庄、曰弹里村、曰丁家滩、曰下苇
店、曰上苇店、曰马郎庵、曰田家庄，以上各村，俱纵横
北海店之四方，与昌平州地方犬牙。

山神庙 在下苇甸，离城一百十里。
明 沈榜 万历二十一年《宛署杂记》
捕卫南乡
……务里村、水峪嘴、三家店、冷各庄、下苇店、上

苇店、三岔涧、仰山村、军庄村、担里村……
清康熙22年（公元1683年）《宛平县志·里社》
（西北）五十里军庄、朱家坟……六十五里蝎虎

涧。六十六里店子村。七十里十八盘村、水泉村、下苇
甸、南涧村、落坡村、南港村、西港村、天桥村。……

清《光绪顺天府志》村镇
勘得峡中应修建石坝者共有五处，地名下尾店、丁

家滩、车子崖、水峪嘴、琉璃局山嘴。
就地伐石，砌坝凿渠，于山脉均无伤损。各坝随山

逶迤，长河一千数百丈。绘图贴说，亲贲前来，臣覆核
无异，比饬移营开工，并于涿州、房山，迭募石匠三百余
名助役。八月二十日，王德榜拔营行至丁家滩、下尾
店，并力合作，已成坝五座。兹当初冬和暖，工作如
常。自后山谷合冻，石工虽可忍寒锥凿，土工则致力殊
艰。通工合计，必俟明年凌汛前后，始能一律葳事。（清
《光绪顺天府志》水道中也有相同记载）

四月初七，王德榜上恭亲王禀：窃德榜奉檄办理永
定河上游之丁家滩、下尾店、水峪嘴之西河滩、车子崖
之野溪河滩，琉璃局山嘴之城子村五处水利渠坝工
程。业将由涿州统兵起程，及到防办理情形，迭次均谕
左宗棠，恳请咨呈王爷在案。

德榜于八月二十日到丁家滩工次，即督饬各哨官，
亲历查勘五处凿渠及伐石之所。详细指画。该哨官均
能领会。比择于八月二十五日兴工。当派陈总兵厚顺
之前哨、李守备定华之后哨、李提督汉卿之前队土石、
任付将祖文之左队石工，在下尾店伐石建坝。并请左
宗棠委员冒沅前往监工。德榜亦随时前往，指示监督。

其下尾店筑杀水坝一道计长九十七丈五尺。迎水
坝三道，其一道长十二丈，其二道长二十二丈，其三道
长四十五丈。底面高厚，与丁家滩同。长渠一道，计长
五里余，其宽深与丁家滩同。渠身腰闸五道，又顺水墙
一道，长一百二十五丈，高一丈。

德榜与丁家滩下尾店坝渠各竣后，即饬陈总兵厚
顺、李提督汉卿、任付将祖文、李守备定华等，各率所
部，往车子崖之野溪河滩，伐石砌坝。

又据西渠庄刘履泰等禀称，谓水已至该村，不利居
止，请砌迎水坝一道，护卫庄田。德榜即如请办理。计
坝长十八丈，面底宽高与麻峪迎水坝同。又顺水墙一
道，长十二丈，宽五尺。至丁家滩、下尾店、西河滩、野
西河滩之坝渠闸口。去年因河冰地冻，未用灰浆。

德榜思下尾店、丁家滩、水峪嘴之西河滩、车子崖
之野西河滩、城子村五处渠坝各工，所需经费，左中堂
早已筹画，若添办莺山嘴以下渠坝，工程十分浩大，需
费甚巨。是以禀请左中堂示遵，然后始敢举办。

查德榜奉办下尾店、丁家滩、车子崖、水峪嘴、城子
村并麻峪绅董禀办者，共计六处。现李中堂已委西路
同知石赓臣丈量，尚未丈清，其细数未据报呈。惟据该
丞面称，可灌溉淤田二三万亩之间。

嗣准左阁爵部堂抄录上年十月十四日奏稿，大致

谓应修石坝者，下尾店、丁家滩、车子崖、水峪嘴、琉璃
局山嘴五处，就地伐石，砌坝凿渠。八月二十日，王藩
司拔营至丁家滩、下尾店兴作。通工合计，必俟今年凌
汛前后，始能一律葳事。而沿河村民央梁作舟等，请留
该军，广修水利。当谕以客军开渠修坝，意在除患。至
引灌田亩，谋及久长，全赖地方官经理。凡事利害相
因，如争水面酿成讼累，或贪水而掣动大溜，皆意中
事。客军虽不任德，亦不任怨。该绅等应呈请顺天府
真隶藩司核示遵照，乃免后悔等语。旋据王藩司以下
尾店等五处工程，约今年四月可竣，应否添加莺山嘴永
定坝，具禀请示李阁爵部堂。……

……左宗棠又饬王德榜率军处永定河上源山峡
中，周历相变，即用火药就地轰取石块，兴建下尾店、丁
家滩五处渠坝，委员冒沅同往督工。 ……其王德榜承
办上游左宗棠奏定之下尾店、丁家滩、西河滩、野西河
滩、城子村五处渠坝各工，系上年八月二十五日兴作，
又因绅民呈请添办麻峪等村渠坝，于今年四月初六日
完竣。……

上世纪40年代,武同举刊印的《再续行水金鉴》
通过史料，使我们对下苇甸村在历史上的隶属关

系的变化，以及王德榜在下苇甸村河道上兴修水利的
史实有了初步的认识，我们应该牢记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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