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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时期的鼎、彝、盘、尊、
鬲、钟、簠、簋等青铜器的铭文
到底记载了什么呢？

相遇 世中摄

当官之法“清、慎、勤”。“清”是本色，“慎”是作风，“勤”是状
态。做到这三点，为官就越有创造力和突破力，工作就能不断
上水平、上台阶。

从政莫念发财经
□凌云

巫：或惊风雨泣鬼神
□李新勇

商周青铜器
铭文里

记了些什么
□杨谔

人这一生经历的出入进退，源于无意之间
的起心动念。

“靈”和“巫”在古代无处不在，可以说浸透了方
方面面。

落花都上燕巢泥
□江徐

七月了，和去年一样，对面天台上的鬼百合又开了，它们让我
更加愿意相信，冥冥之中自有相会的奇缘。

忘了去年还是前年，有一天我忽然注意到，对面楼顶天台上
开出二三朵花，定睛细看，那橙红色的花卉，不是别的，竟然是卷
丹！也叫虎皮百合，但我更喜欢称之为鬼百合。所谓鬼，即非鬼，
是名鬼。任何一件事物，究竟让人感到恐怖还是觉得蕴含性灵，
全赖于我们自己的心念。遥望那几朵鬼百合，犹如他乡遇故人，
寂寂流年里一些旧事的影像再次在脑海中上映——

乡下，老屋，东窗下，夏花二三朵，重重地垂在枝头。这种花
一朵一朵次第开放，也有两三朵一起开的，它们似乎也明白，如此
能让花期维持得久一些。大人提醒过我，花粉碰到衣服上洗不
掉，我每次经过都会分外小心，也因此分外在意地瞄它两眼。橙
红的卷曲的花瓣，花瓣上面黑色的斑纹、长长的花蕊，全都被端详
于幼童眼中。那时还不知道这种花的名字，对此，也没有求知的
念头。人在长大后获得各种知识，了解到事事物物，可是懂得越
多，注意力就越会从对事物本身的感受当中转移开去。所谓返璞
归真，是让自己断舍掉不属于生命本来的附属物。过多的理论、
过分的观点，让人无法与生命素面相见。

我记得那株鬼百合旁边还有一丛菖蒲。我也分明记得，在一
个春日上午，屋里屋外皆是静默无声，潋滟的春光流淌，如水的光
阴起伏的波纹仿佛肉眼可见。我站在门外，看见一条蛇盘卧在菖
蒲和鬼百合一旁，分明离得不算近，但我看见它绿豆似的黑眼
珠。那一刻我俩谁都没有落荒而逃，也没有相互干扰，只是静静
地。前几年清明时节，村里集体迁坟，拔草、铲泥、放倒墓碑，待要
将装着母亲骨灰的坛子取出时，忽见一条红色花斑的蛇偎在坛子
边上，我又看到了绿豆似的小黑眼睛。而它，似乎感应到我内心
的恐惧，没有多做流连，便从洞穴游走隐掉了。那么大一块墓地、
那么多迁坟的乡邻，为什么偏偏母亲坟头出现这种意料之外的情
况呢？家人后来为了安慰我，说这是吉兆。我想着这就像易经里
的卦象，没有好坏吉凶之分，但是冥冥之中，物理现象背后有性灵
的际会。我甚至为这种难得的奇遇感到幸运。

前几年才从舅舅那里得知，老家那些花花草草，窗前的鬼百
合、菖蒲，屋后的凤仙花，都是我母亲生前种的。外婆体弱多病，
经常去到上海静养，那时外公在上海工作。作为长女，母亲要操
持家务，荷锄下地，还要照顾弟弟妹妹的生活和学习，却仍有栽花
莳草的闲情。那些红花绿草让我一次次怀想，母亲，她有着怎样
坚毅而柔软的心灵。等我知道那些花儿是由母亲所种时，它们早
已不在，早已在老屋重建的那一年被铲除了。

前十年，后十年，俯仰流年二十春。最初，我对它们的被铲除
深感遗憾，觉得无法弥补。它们由母亲亲手所植，一旦没了，就永
远没了，世间再多的鬼百合，都不是那一株。为此一度后知后觉
地后悔着，早知是如此，无论如何，都不会让别人铲除的。其实又
何必？花草树木，桑田沧海，城市高楼，一切看得见的有形之物终
将消逝，也可以想得乐观一点——按照能量守恒定律，所谓的消
失，并非消失；所谓的生死，也无所谓生死。生生死死，都是形态
的转变。庄子早就将生命形态的轮回变迁归为一个“化”字。在
消逝之前、变迁之间，无论何处的鬼百合，都带来不可言说的亲切
感觉，都无妨视之为生命意味深长的恩赐。

南泉禅师与人说禅，指着庭中花云：时人见此一枝花，如梦相
似。第一次看见对面天台上那二三朵鬼百合，便是似曾相识，便
是如梦相似。惊讶之余，我不禁对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缘分暗自遐
想：如若我不是住在这个小区，或者住在这个小区而不在这一栋
楼，又或者住在这一栋楼，而不在这一单元这一层的这一间房屋，
也就不会看到对面天台上的花。进一步说，如若对面那户人家无
心种花，或者有心种花而没有种在天台上，又或者有心种花，也种
在了天台，种的却是别的什么花，那么，对面窗内的我，都将不会
生发“时人见此一枝花，如梦相似”的奇妙体悟。鬼百合这种花
卉，一向很少遇见。偏偏，我正好在这里，它也在这里，不偏不倚，
正正好好开在对面，而且不是其他任何一种花，恰恰是我小时候
看熟了的鬼百合！良会的奇缘让我觉得，那二三棵鬼百合，虽然
长在对面人家的地盘，却仿佛着实为我所种。方丈大小的天台，
偏安一隅的角落，那几朵无人爱赏的红花，好像分明为我所开。
于人，于花，不都是良会的奇缘么？花开花落，云卷云舒，去年如
此，今年如斯，倘若明年依然看到对面天台风吹花开，我将依然会
在心中惊叹于生命的意志与因缘的不可思议。米兰·昆德拉《不
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有一节讲到生活里的偶然性。特蕾莎偶
然离家出走，偶然来到布拉格，还有很多其他偶然，偶然的命运之
鸟一齐飞落她的肩头。而花花公子托马斯偶然来到她打工的酒
吧，偶然喊她结账，还有其他一系列微不足道又难以置信的偶然，
促成他俩难以忘怀的爱情。昆德拉认为，如果一件事取决于一系
列的偶然，正可以说明它的非同寻常而且意味深长。就像书中男
女的相遇，也像对面露台的花开，都是很多个偶然环环相扣而成
因缘，任何一环断开，人与人、人与物都无法遇见。“偶赋凌云偶倦
飞，偶然闲慕遂初衣。”飞鸿雪泥，偶然留迹。人这一生经历的出
入进退，源于无意之间的起心动念。倒是偶然的巧遇和重逢，却
如冥冥之力早有注定。

最近读宋词，读到周邦彦的两句：“新笋已成堂下竹，落花都
上燕巢泥。”由此想起年少时的夏天，木门木窗的老屋，常常见到
燕子从洞开的窗户飞进飞出，衔泥筑巢，呢喃啁啾。有时我躺在
靠墙的木板床上翻小人书，也会看到燕子归来，飞到窠边，窠边露
出几张嗷嗷待哺的黄嘴。那借梁而结的安逸的燕巢，不知残留着
哪几朵落花前世的暗香。

南宋吕本中在其所著的《官箴》中对
为政之德作了高度概括：“当官之法，唯有
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
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
得下之援。”意思是当官的法则只有三点：
清廉、谨慎、勤勉。做到了这三点，就可以
保住官位俸禄，远离耻辱，得到上级赏识、
群众爱戴。自宋代起，“清慎勤”被为官者
奉为从政圭臬。到了清代，康熙皇帝钦定

“清慎勤”为通用《官箴》，并多次御笔亲赐
三字匾额以劝勉大臣，还将其作为考核官
吏的标准。

历史是一面镜子。进入新时代，古代
官箴的一些内容虽已失去赖以存在的制
度基础与社会环境，但其中有不少主张、
观念和思想仍具有时代价值。2004年习
近平同志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在《求是》发
表《用权讲官德 交往有原则》一文，指出
领导干部“既要依法用权，又要以德用权，
归根到底用权要讲官德。”他引用吕本中
《官箴》中这句话，并加以阐释：一要“清”，
公正廉洁，两袖清风；二要“慎”，周密考
虑，谨言慎行；三要“勤”，勤奋好学，刻苦

上进。并提出好干部的五条标准：信念坚
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
廉洁，可以说是对“清慎勤”的现代解读。

为官首要是清廉。清代名臣张廷玉
在《澄怀园语》中说：“居官清廉乃分内之
事。为官第一要‘廉’，养廉之道，莫如能
忍。人能拼命强忍不受非分之财，则于为
官之道、思过半矣。”意思是，为官清正廉
洁是本该就有的事。为官者，首要是清
廉。保持清廉品行，最要紧的是能忍。人
如果能忍住不接受非分财物，那么他关于
为官之道就已经领悟一大半了。事实的
确如此，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诱
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一
个人战胜不了自己，廉政教育搞得再多、
制度设计得再缜密，也会“法令滋彰，盗贼
多有。”故面对种种诱惑，为官者只有学会

“忍”、能“忍”住，方能“公生明、廉生威”，
取信于民，永葆平安。

勤勉乃成事之要。身勤则强，佚则
病。家勤则兴，懒则衰。政勤则治，怠则
乱。懒惰，是暮气沉沉的表现。经常保持
旺盛斗志而富有朝气很重要。作为一个
单位的领导者，一定要做到“四勤”，即勤
于学、勤于思、勤于问（广咨忠益）、勤于作
（处理事务）。处理事务既要条分缕析、相
互关联、仔细思考、遵守原则，令国家、集
体、个人三者满意为上，又要力争当日事

当日毕，否则事情会越积越多的。总之，
为官者为了理想、事业，要始终向最强最
好的看齐，做最强最好的那个自己。面对
未来和肩上沉甸甸的担子，必须以“时时
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只争朝夕”的紧迫
感，“夙夜在公，勤勉工作”。

慎独慎微得始终。慎，就是要做到知
敬畏、存戒慎、守底线。慎独是要做到在
私底下、无人时“不自欺”“暗室不欺”。慎
微是指要注重细节小事，不能因为事小而
放纵自己，在张口的时候要想一想该不该
吃、在迈腿的时候要想一想该不该去、在
伸手的时候要想一想该不该拿，从小事小
节上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人生不是
光盘，不可以倒转重放，为官者一定要做
到慎独慎微，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明德
以自守，怀德以自重，利为民所谋，权为民
所用。只有勤掸“思想尘”、多思“贪欲
害”、常破“心中贼”，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
妄动，不越红线半厘、不越雷池半步，保持
一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不弃微
末、防微杜渐，方能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
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行稳致远，有所
作为，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和期望。

当官之法“清、慎、勤”。“清”是本色，
“慎”是作风，“勤”是状态。做到这三点，
为官就更有创造力和突破力，工作就能不
断上水平、上台阶。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青铜器上的铭
文（又称金文）是由甲骨文发展而来的，
事实并非如此。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
至少在商代，甲骨文和金文是并存的，
但两者的字法和风格存在着较大差
异。甲骨文用锲刻法，行文简单，主要
记载占卜的内容；金文制作工艺复杂，
行文富有文采，有的甚至还有“故事情
节”。那么，商周时期的鼎、彝、盘、尊、
鬲、钟、簠、簋等青铜器的铭文到底记载
了什么呢？

庙号。如母戊方鼎，又名司（祠）母
戊方鼎。“母戊”为商王文武丁称其母庙
号，上铸“司（祠）母戊”三字，该鼎是祭
器。再如妇好方鼎，“妇好”是商王配
偶，祭器，上铸“妇好”二字。

铭记恩赏。小臣俞尊，铭文27字，
记载小臣俞在商王帝乙征伐、巡察时受
到恩赏的事。大保簋，西周成王时器
物，铭文记载当时录国谋反，周成王命
令大保前去平定叛乱，大保完成了使
命，周王赐以田地。

记载功德。鲁侯尊，西周康王时
物，铭文记载康王命明保派军队征伐东
方某国，鲁侯有大功，因此作尊纪念。
沈子它簋，铭文长达149字，记述先人沈
子它能承善命等功德。商周时“它”和

“也”是同一个字，故该簋也被称作沈子
也簋。

记事。在古人看来，青铜器不同于
甲骨、简牍、绢帛，不易毁损，可以传之
久远，因此他们喜欢把一些大的事件记
录在上面。铸造于武王伐纣之后不久
的利簋上有铭文说：武王于某个早晨发
动了对商的战争，在“岁鼎”时获得了成
功，次日早上占领了商都，辛未日武王
驻军阑地……铭文中最早出现“中国”
二字的何尊，1963年出土于宝鸡，铭文
记载了刚迁于东部新都成周洛邑的成
王对宗室子弟的训诫。

册命。册命金文涌现于西周中期，
表明此时文字已大量运用于国家的治
理之中。殷簋、免簋等青铜器铭文，详
细记载了册命的过程、册命管理的地方
及所承担的职事等。

求吉。趋利避害，期望福寿绵延、
富贵传家是世人的共同愿望，所以“其
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享”等吉语
在西周金文中的出现频率很高。

立誓。说起来很是有趣，有一个西
周鸟形青铜盉，器主将自己所立的誓言
也铸进了青铜器：“气誓曰：‘余谋弗称
公命，余自谋，则鞭。’身茀传出，报厥誓
曰：‘余既曰：余称公命，倘余改朕辞，出
弃。’对公命，用作宝盘盉。”

当“灵”处于繁体字时代而写作“靈”
的时候，是个非常有趣的汉字，从上到下
分别是雨、三个口、巫。不管会不会读这
个字，一看它的样子就明白，巫师在地上
念念有词。别人只有一张嘴巴，巫师的
咒语丰富，既有赞扬和祈求，还有威胁和
恐吓，话特别多，一个巫师三张嘴，弄得
传说中端坐云端打盹的老天爷和掌管相
应职能的大神被巫师一阵嚷嚷，醒过来
了，懒得跟巫师耍嘴皮子，大肚热肠地如
巫师所愿，普降甘霖。真是有求必应，要
啥有啥。

此处只说处在“靈”字最下端的那个
“巫”字。

巫在原始社会有着极高的社会地
位，他们是人和神之间的中介。《辞海》释

“巫”：“古代称能以舞降神的人。”他们掌
握着祭祀、医疗、部落历史传承等。自古
巫医同源，在上古时期，巫就是医、医就
是巫。商朝的巫地位较高；周朝分男巫、
女巫，司职各异，同属司巫；春秋以后，医
道渐从巫术中分出。

巫和医的关系在人类繁衍过程中，
并没有完全断离，在如今的一些民族地
区还有这样的职业巫医，比如大小凉山
地区的毕摩经师。他们是原始宗教的组
织者和祭祀者，他们通晓古典经文，精通
古今，能言善辩，知识高人一筹，知道寨
子里每个家族列祖列宗的姓名，能从眼
前这个人的姓名，倒推到第一代始祖；他
们教授彝文、翻译彝文经卷；他们既主持
祭祀、占卜、择吉，又采药治病、主持盟誓

和神明裁判。如今，他们大多已被评为非
遗传承人。

在甲骨文和金文里，“巫”是个象形字，
是两个十字交叉的工字。《说文解字》：“工，
巧饰也，象人有规矩也，与巫同意。”这个字
的本意是从此处到彼处。交叉的两个“工”
字表达的意思是上通天地、下通万物，意味
着，只要是“巫”，都具有上通天地、下通万
物的本领。《国语辞典》解释“巫”：“神鬼的
代言人或是代人祈祷、求鬼神赐福、解决问
题的人。”

从事这个行当的人，看见眼前飞过的
云朵，知道哪一朵云有雨、哪一朵云藏着雷
电，它们从哪里来、要上哪里去；伸手搓捏
几下看不见的风，能判断出本地三到五天
内的天气、到哪个方向狩猎能够收获猎物、
敌对部落的侦察兵大概会在什么地方出
现；看见花能读懂花的表情，碰到了野兽能
从野兽的眼睛中倒推出野兽的内心、生命
的感恩和仇恨……他们是世间万事万物的
观察家、分析家、推理大师和心理学家，他
们将所有对大自然的深刻认识神秘化、神
圣化。凡普通人不能逾越的难题，他们都
能用自己的方式进行解读和沟通，他们善
于将一切偶然现象讲述成上天的警示、将
一切必然归功于天人感应。求雨的巫师早
不作法晚不作法，偏偏某时作法，多半早已
凭借身边草木和动物的细微变化，推断出
老天落雨的时辰。

“靈”是与巫相伴出现的，古时楚人称
跳舞降神的巫为灵，比如“命灵氛为余占
之”（《离骚》），“灵连蜷兮既留”（《楚辞·云
中君》）。《说文·玉部》：“靈，巫也，以玉事
神。”意思是靈就是用玉来伺候神的巫。

“靈”出没于众多古代文学典籍。《诗
经》的时代，是个巫文化盛行的时代。《大
雅·生民》：“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

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记述了姜嫄感
物而生的来历。所谓感物而生，就是指女
子并未与男性发生性关系，而是接触或吞
食动物、植物、微生物等导致神秘怀孕生
子。再如《大雅·灵台》：“经始灵台，经之
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
庶民子来。”意思是周文王计划建造一个
夜观星象、详察妖气的祭台，老百姓觉得
这是对大家都有好处的事情，于是纷纷前
来出力支持。这首诗借老百姓支持建造
灵台，歌颂周文王德操高洁，以至于万民
归附。

屈原的《离骚》延续巫文化：“索琼茅以
筳篿兮，命灵氛为余占之。曰：‘两美其必
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意思是屈原将
灵草与竹枝取来占卜，请灵氛为他解释疑
团。灵氛即巫师。巫师对他说：“郎才女貌
一定会结成眷属，哪有真正的美人没人喜
欢的？”

“靈”和“巫”在古代无处不在，可以说
浸透了我国古代的方方面面，诸如国家政
权、外交、军事、社交礼仪等等，也浸透文学
典籍、历史著作、医学甚至科学著作。刘勰
《文心雕龙·物色》：“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
府……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
江山之助乎？”意思是山林原野的自然景
象，确实是启发文思的宝库……屈原能够
深切领会《国风》和《九歌》的内容真情，并
写出了《离骚》这样伟大的作品，大概就是
得力于大自然的帮助吧！“江山之助”中的
江山，既包括自然景物，也包括社会生活。
通观此语，反视屈原的《离骚》，可见屈原具
有巫化的才华和能力，他的作品也透露出
巫化特点。不过屈原更重于文才，没有后
世的诸葛亮幸运。诸葛先生将此种能力于
帮助刘备铸就三足大鼎之一足的过程中，
发挥到了炉火纯青、淋漓尽致。

几乎每一个民族都是创造神话、传播
神话的高手。人类丰富的想象力和大自然
某些奇异的事物和现象，成了人们创造神
话的源头。瑰丽动人的神话故事无不与

“灵”有关。
从世界范围来看，最最灵异的传说，当

数史前大洪水。全球有六百多则关于大洪
水的传说，遍及亚洲、美洲、大洋洲、非洲等
地，比如中国汉族地区的伏羲和女娲、苗族
地区的傩公和傩妹、《圣经》中的诺亚方舟、
亚特兰蒂斯等等，通过这些传说透露出的
信息，我们似乎能隐约窥探到一段人类远
古令天地震惊、鬼神哭泣的历史。

“靈”后来简化成“灵”字。“灵”也是个
非常有意思的汉字。上面的“彐”是个独体
字，《说文》：“彐，豕之头。”简而言之，就是
猪脑壳。亦作“彑”，部首用字，例如彝族的
彝、彘肩的彘。《史记·鸿门宴》中，项王让卫
士给樊哙上了一个彘肩，樊哙当即搁下盾
牌垫在地上，将彘肩搁在上面，切开生彘肩
就大快朵颐。“彘肩”是什么？猪蹄膀、猪肘
子。为表现樊哙勇猛，司马迁写他吃生猪
肉——生猪肉都敢吃的人，大概更喜欢吃
人肉，在场的人谁要让他看不顺眼，可能拽
过来就啃。那架势分明在警告对方：“别打
我主公的坏主意，小心老子一口把你脑袋
咬下来！”看似闲笔，其实别有用意。既然

“彐”是猪脑壳，“灵”字就特别有意思啦，上
面彐、下面火，从这个字的结构上讲，什么
是灵？灵就是用火烧猪脑壳。从字形演化
角度讲，跟繁体字的“靈”半根毫毛的关系
都没有。

“灵”在汉语江湖中已经混了好多年，
灵通、灵验、灵魂、灵巧、机灵、灵敏、人杰地
灵、灵丹妙药等等，笔画少、易识别、好记
忆，其百灵百验、负气含灵的江湖地位，是
想撼也撼不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