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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文化的土壤 精神的家园

C04

荣海生：

传传递递菏菏泽泽古古代代兵兵家家文文化化的的使使者者
本报首席记者 李德领

④④

地点：和平路新苏天美南研磨时光咖啡店

主讲人：菏泽市社科联秘书长、曹州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荣海生

主题：以孙膑、黄巢为代表，讲述菏泽古代兵家文化的沿袭，发展以及保护

菏泽自古就是战略要地，有天下之中的美称，也是各军事势力争夺的焦点。兵家文化是菏泽
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一直在延续发展着。孙膑所著《孙膑兵法》不仅是一部总结
战争规律的军事学著作，更是一部包含有政治、外交、经济、文学、地理、管理等内容的综合性著
作。唐末黄巢丰富和发展了古代兵法如《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关于使诈用谋的内容，其军事
思想特别是他创造的游击战术，对后来的农民起义和革命战争都有着重大影响。

兵家文化在菏泽有着重要的影响，兵家文化的遗址更是承载着千年历史的余韵，然而桂陵
之战遗址被划入了牡丹园内，作为偏僻之处的小石亭，不能发挥其作用；黄巢点将台周围的土地
都成了开发商的房产项目，被弃之一旁的点将台将来面临着的是风剥雨蚀和人为的破坏等，这
一切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遗憾和文化落寂。如何加强对其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发掘是个值得
研究的课题。

纵观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史，
从社会冲突的角度讲，就是一部
血腥的战争史。在这种优胜劣汰
的生存法则下，战争的结局主导
着社会的发展，在血与火的战争
较量中，涌现出了大批的兵家。他
们吸收和借鉴诸子百家如儒家、
法家等对战争观念的思想，形成
了一套完整的关于战争、兵法的
学说。荣海生说，司马迁在《史记》
里专门为古代的兵家立传，其中

《孙子吴起列传》是我国古代三位
著名军事家孙武、吴起和孙膑的
合传，全篇以兵法起，以兵法结，
中间以兵法作骨贯穿始末。而吴
起与孙膑皆为菏泽人。

荣海生说，孙膑出生于古齐
国鄄城，他指挥“桂陵之战”、“马

陵之战”，书写了世界军事史上以
少胜多的典范。其中的桂陵，就在
今天的牡丹园一带。孙膑晚年隐
居鄄城，著书立说，授业教徒，所
著《孙膑兵法》继承和发展了孙武
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被誉为

“兵学圣典”，在中国乃至世界军
事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孙膑死
后葬于鄄城，留下了很多古老的
传说。

“《孙膑兵法》不仅是一部总
结战争规律的军事学著作，更是
一部包含有政治、外交、经济、文
学、地理、管理等内容的综合性著
作。《孙膑兵法》开篇就记载了孙
膑在桂陵之战中生擒庞涓的事
情。可见，桂陵之战是古代非常重
要的战争案例。”荣海生说，著作

中的战争观、作战原则、排兵布
阵、治军原则等军事理论，在今天
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荣海生说，《孙膑兵法》不但
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还为我们
提供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历史素
材。在应用方面，《孙膑兵法》中的
战略战术在商业竞争、企业管理、
工程建设和体育竞赛方面的应
用，都已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

“1990年-1992年，我们社科联连续
在菏泽组织召开了三次国际学术
研讨会，确定了桂陵之战遗址和
孙膑故里，并组织了全方位的新
闻报道。之后，在鄄城修建了孙膑
旅游城、孙膑故里和亿城寺旅游
景点，孙膑现已成为鄄城的文化
品牌。”

血与火战争较量中永不熄灭的兵家文化

菏泽自古就是战略要地，有
天下之中的美称。不仅战国以前
各诸侯国在这里不断进行争夺，
封建社会以来，这里仍然是各军
事势力争夺的焦点。如刘邦把这
里作为根据地，并在这里登基建
立汉朝；曹操在这里与吕布争夺
地盘，奠定了魏的基业;南北朝时，
著名大将皮景和曾在此囤重兵，
与南齐对峙;到了晚清时期，清军
和捻军还在这里大战，僧格林沁
战死。所以，兵家文化是菏泽传统
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
一直在延续发展着。

荣海生说，唐朝末年，古曹州

人黄巢在菏泽扛起了造反大旗。
虽然黄巢称帝时间很短，但这次
起义，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在
反抗朝廷的统治过程中，黄巢带
领起义军先后作战于山东、河南、
安徽、广东、湖南等地，进行了南征
北伐和西进东撤，用活了诈降之
法，创造了游击战战术，三次万里
大转战，四次成功诈降，丰富和发
展了古代兵法如《孙子兵法》《孙膑
兵法》等关于使诈用谋的内容，其
军事思想特别是他创造的游击战
术，对后来的农民起义和革命战
争都有着重大影响。

“黄巢及其领导的农民起义

在我国历史上是可歌可泣的，其
《菊花》诗千年咏唱不衰。黄巢及
其领导的农民起义，是菏泽传统
历史文化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
成部分。”荣海生说，研究黄巢及
其领导的农民起义，不仅是山东
社科界部署的重点课题项目，也
是菏泽社科界近年来着力开展的
一项重要工作。

近年来，菏泽关于黄巢及其
起义的研究，已在学界和世界黄
氏宗亲组织中，形成了较大影响。
2012年底，荣海生应世界黄氏宗
亲会之邀，到柬埔寨参加了黄氏
恳亲大会，做了学术报告。

兵家文化是菏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兵家文化对菏泽的影响是
深远的，兵家文化的遗址更是承
载着千年历史的余韵，她们是不
可挪移、不可复制的。”荣海生
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
开发力度加大，历史文化资源正
面临着破坏性开发与保护利用
双重压力的严峻考验。菏泽应加
强对兵家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
和发掘，如桂陵之战遗址已经被
划入了牡丹园内，作为偏僻之处
的小石亭，不能发挥其作用，可
否在桂陵之战遗址碑亭周围专
门开辟建设一处小广场。

再如黄巢点将台，她是菏泽
城区唯一一处有着千年文化的
遗址，黄巢是中国农民起义领袖

的代表，是一代帝王，但其点将
台周围的土地都成了开发商的
房产项目，被弃之一旁的黄巢点
将台将来面临着的是风剥雨蚀
和人为的破坏，不能不说是一种
历史遗憾和文化落寂。“希望能
够建设一处黄巢纪念馆，以便于
进行日常维护、管理，再在周围
种植菊花，再现'满城尽带黄金甲
'的气势。”荣海生说。

“如果让政府拿出大量的资
金进行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保
护和开发，是不现实的，建议采
取政府引导，出台政策，支持民
间资金进入，做好开发保护的文
章，实现经济、文化双赢。”荣海
生说，只有把这里打造成国家级

黄巢研究和交流中心，才能引起
更多人的关心、关注，调动多方
投资传统历史文化的积极性，做
好文化资源的合理开发。所以，
菏泽兵家文化研究和推广还有
很多工作可做。

荣海生说，可以加大与菏泽
周边地区的其他文化资源合作，
打造特色旅游线路。政府要做好
规划和协调工作，把兵家文化资
源利用好，与牡丹文化旅游节、
林交会、仿山庙会等结合起来，
甚至可以主动与开封、曲阜、水
浒文化等成熟旅游线路对接，用
独具特色的文化吸引更多的人
到菏泽来，努力打造成一条特色
旅游线。

田浩存：菏泽市委党史委
原主任、编审，山东党史研究咨
询专家组成员

海生是我很尊敬的小兄
弟，组织菏泽社会科学研究工
作近30年，可以说对菏泽社科
界贡献很大，像桂陵之战立碑、
孙膑研究、参与庄子研究等，均
受到全国学者认可。尤其是在
研究黄巢方面，称得上黄巢研
究的集大成者。

他为人不为名利所羁袢，
一门心思做研究，淡定、执着，
甘于坐冷板凳，非常难得。

萧若然：菏泽市委党校教
授，《菏泽文化》主编

认识海生已有20年，当时
我在党校负责科研管理，之后
与他相知相熟。从学术上他劲
头大，善于学习，能俯下身子做
学问，非常少见。

他工作、办事不仅认真且
责任心强，答应别人的请求，他
都会尽力完成。有次让海生帮
我找篇稿子，虽然稿子已经刊
登了很久，他还是费尽周折给
找到了，让我很感动。有这样的
朋友很荣幸。

蒋宝府：菏泽市测绘研究
院研究员、市城市规划委员会
专家组成员

与海生相识多年，他对黄
巢研究的执着让人感动，也证
明了他之前说过的一句话“为
人平生只做一件事”。在研究
上，他执着如一，深度、高度、广
度上成就高，说他为研究黄巢
第一人也不为过。

刘全国：菏泽学院数学系
党总支书记

和海生先生接触，强烈地感
觉到他的学习和工作态度认真。
他喜欢读书，把读书作为一项爱

好。一起去北京出差，办完公事
后他就挤出时间去书店买书、到
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他有一种
责任，能够始终以一名共产党员
的高标准、高境界、高要求，不辞
劳苦，矢志不渝的研究挖掘菏泽
历史文化。尤其是对历史人物黄
巢的研究成果，填补了空白，汇
聚着他的心血与汗水，凝聚着他
的努力和奉献。

他勤以工作，生活很简朴，
对待朋友很真诚，实实在在、不
虚不绕，在一起交流，喝一杯清
茶，快乐无比。

孙治宇：菏泽市孙膑文化
研究会会长

认识海生20余年，我知道
他在兵学研究方面，一直是兢
兢业业、刻苦认真。当今时代，
像他这样能静下心来做学问实
属不易。特别是对孙膑兵法，黄
巢历史人物的研究，取得了重
大成果，为宣传菏泽，提升菏泽
知名度作出了贡献。

郑海：加拿大华侨
记得隔壁宿舍有一个男孩：

一脸憨厚的笑容，时刻不离手的
厚厚的一摞书，一开口那浓郁的
鲁西南乡音扑面而来，这就是我
的大学同学——— 荣海生。

大学毕业后，大家各自一
方，虽然偶有联络，毕竟信息有
限。最近一次见面，我记得是在
海生向青岛大学图书馆赠书的
仪式上。那一瞬间，原来乐呵呵
的大男孩突然变成了一个西装
革履，厚厚的眼镜片后闪着深邃
睿智目光的“大叔”。震撼之余，
我体会到了海生的人生沉淀，体
会到了海生对知识的钻研和积
累。这不就是一个人从男生转变
到男人，从一个简单的个体蜕变
成社会栋梁的典范吗！

“应加强兵家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发掘”

朋友眼中的荣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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