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里是殷商后裔目夷氏世代生
息繁衍的处所，这里曾经上演过兄
弟让国的伦理大剧，这里还诞生了
儒家的“死对头”、科圣墨子。目夷国
不大，可从诞生之日起，直到灭亡后
的数百年，它的命运都和殷商紧紧
联系在一起。国不存，人不在，而目
夷的传说仍在回荡。

殷商后裔

目夷直明勇冠邾娄

商周时期，鲁西南地区的气候
相比现在更加湿润，水资源也更加
丰富，是农耕社会理想的家园。正因
占据天时地利，这里成为先秦古国
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新旧交
替走马灯似的上演。在众多古国中，
就包括名不见经传的目夷国。

目夷国是商代的古国，位于现
在的山东滕州东南部的木石镇一
带。目夷国虽小，可出身不凡。司马
迁在《史记》说：“契为子姓，其后分
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
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因此，
目夷氏是商族部落始祖契的后代，
有着很纯正的家族基因。在以血缘
关系为纽带的商代，目夷国日子过
得自然舒坦。

可商一灭亡，昔日的贵族血统
成了周人的眼中钉，巴掌大的目夷
国顿时陷入空前危机。好在周武王
还是讲道义的，本着“兴灭继绝”的
精神，将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分封
在了河南商丘，建立宋国。同时，准
许其用天子礼乐祭祀殷商祖先，以
奉宗祀，成为周朝的座上宾。宋国的
建立，让周边这些商朝的遗老遗少
们总算有了主心骨和大靠山。

历史上看，目夷国附近的区域
曾经长期处于商人的势力范围之
内，微山湖一带早就是微子启的根
据地，再加上周王室对东方的统治
相对薄弱，因此，进入西周之后，目
夷国虽然“成分”不好，但有旁边的

“老大哥”宋国罩着，又有一些同是
天涯沦落人的商朝遗民陪着，内外
环境不错，总还能维持国家的运行。

可到了西周末年，天下再次大
乱，在邾武公的带领下，滕州一带的
邾国强势崛起，不断对外扩张，没多
久就将目夷国的地界纳入了自己的
版图。当时的目夷国君叫目夷直明，
他身材高大魁梧，肤黑，豹头环眼，
长长的落腮胡须，擅长剑术，勇猛过
人。目夷国臣服于邾国后，他被任命
为邾国的滥邑尹，并跟随邾武公东
征西讨，立下无数战功，邾人称赞他
是“两条腿的黑虎”。

国中之国

兄弟让国美名扬

不久，邾国三分，目夷旧地又被
划给了小邾国。小邾国虽然得到了
这块地皮，但自身弱小，并不具备开
发的实力，以至于被霸道的宋国在
自己的领土上开辟出一块“飞地”，
建起了国中之国。

此时的宋国如日中天，早已不
是几百年前那个战战兢兢、如履薄

冰，生怕被人怀疑有谋反之心的宋
国了。莫说小邾国这样的“菜鸟”，就
连滕国、薛国这样的“三朝元老”都
不得不对宋国俯首称臣，甘当附属。

鉴于历史传统和现实国力，对
于鲁西南这片商族的传统势力范
围，雄心勃勃的宋襄公从来没拿自
己当过外人，不顾小邾国的感受，径
直将目夷国旧地封给了自己最敬爱
的哥哥子鱼一族。

子鱼有两个儿子，分别是目夷
子和太子兹父。兄弟俩“性仁爱”、“留
贤德”，威望齐名，但是，目夷子始终
觉得弟弟的才能比自己强。这要换
成别人，弟弟的小命恐怕早已玩完
了，可目夷子果然仁爱非常，认为

“能以让国，仁孰大焉”，诚心诚意想
把国家让给弟弟来掌管，但是弟弟
坚决不受。

一天，目夷子心生一计，他对弟
弟说：“我们一起去寻找修筑城池的
地方。”二人催马来到一片三面环
山、碧水环绕、背风向阳、田地修平
的地方，目夷子问：“这是什么地方？”
随从答曰：“此地为‘安’”。目夷子说：

“这地方无侵无扰，可以安家”。
看了一会儿，目夷子转身对弟

弟说：“你帮我再仔细看看，我到前
面一会儿就回来”。说罢上马扬鞭，
转过一个山头就不见了。其后，太子
兹父再也找不到哥哥目夷子。他明
白，这是哥哥故意将国家让给自己，
于是只好在此建城安家，并治理得
国家富强、百姓富裕。

时间一天天过去，太子兹父却

时时忘不了目夷子的仁德，当他查
访到哥哥就在附近时，准备前往迎
接，可哥哥已不在人世。太子兹父悲
痛万分，为了缅怀哥哥，他下令建亭
树碑，题匾额为“目夷永固”。后人在
复建的“目夷亭”处，题楹联“兄让弟
弟让兄父命天伦千古重，圣称贤贤
称圣顽廉儒立百世师”，追忆的就是
这段故事。

墨子故里

方舆变迁道沧桑

目夷国虽然在历史上并不出名，
在诸多山东古国之中也很不起眼，但
却出了一位著名的人物：墨子。

墨子是子鱼的后代，目夷一脉。
按照人类繁衍通常三十年传一代人
的规律，再结合墨子的生活时代，有
人推算出墨子是子鱼的第七世孙。
从血统上看，墨子应当是目夷国的
贵族后裔，可随着目夷国的衰败和
灭亡，墨子的家族也从贵族一下子
沦落成了平民，过上了贫困的生活，
他因此自称是“鄙人”。

作为一个平头老百姓，墨子在
少年时代做过牧童，学过木工，吃过
的苦、流过的汗和众多小伙伴并无
二致。但是，与早年的孔子一样，虽
然家族没落了，可墨子却从来没有
忘记过自己祖上的辉煌历史，骨子
里的贵族气质还在，虽然身处逆境，
但是一心想着光耀门楣，重新走上
人生巅峰。于是，他外出游学，遍访
天下名师，学习治国之道。

墨子的首要学习目标自然是著
名的儒家。可听儒家的老师讲了半
天，墨子总觉得那些礼乐制度华而
不实，满口纲常伦理似乎也是废话
连篇。于是，自己干脆另起炉灶，自
立新说，在各地聚众讲学，以激烈的
言辞抨击儒家和各诸侯国的暴政。

墨子“接地气”的主张很容易打
动手工业者和下层士人，加上墨子
的精彩演说，圈来了越来越多的“粉
丝”，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墨家学派。
墨家是儒家的主要反对派，在法家
崛起以前，墨家与儒家并列，成为

“显学”，在当时的百家争鸣中，甚至
有“非儒即墨”的说法。

成功咸鱼翻身，实现人生逆袭
后，墨子没有忘记自己少年时的志
向，虽然目夷国早已复国无望，但是
对于同宗的宋国，墨子总是尽力扶
持，当然，宋国也视墨子为族人的骄
傲。“吾从北方闻子为梯，将以攻宋。
宋何罪之有？”中学语文课本节选的
这篇文章将墨子的仁义展现得淋漓
尽致，殊不知，这正是墨子维护宗族
荣耀之举，满载着他的复兴梦。

两千多年来，关于墨子的籍贯
问题，古人没少打笔墨官司，提出了
宋国、鲁国等多种版本。其实，对于
墨子的家族渊源，大家并没有多少
分歧，只不过后来目夷之地先后被
邾国、小邾国等国家收入囊中，才有
了不同的理解。“今人不见古时月，
今月曾经照古人。”地还是那块地，
人还是那的人，只不过放在不同时
代看，会有不同的归属，我们又何必
自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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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亨先生
举一反三讲《诗经》

【忆海拾珠】

□郭同文

著名先秦文学史家、训诂学家高亨先生已经离
开我们整整30年了，可他第一次给我上课的情景，依
然历历在目。

1953年9月，青岛，山东大学中文系一年级新生第
一课。53岁的高亨先生头发已有些花白，身穿蓝斜纹
布中山装。他讲课时声音洪亮，抑扬顿挫：“你们学习
祖国宝贵的文学遗产，要有庄子‘大知观于远近’的
精神，一方面要弘扬它，做这方面的续命传薪人；一
方面要开拓创新，古为今用，发展和繁荣我们的文学
事业。”

在开始讲《诗经》时，他语重心长地说：“现在开
始讲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不学透《诗经》，就
不知道我国文学的源头；学透了《诗经》就像掌握了
一把钥匙，用它去打开我国文学殿堂之门。凡事有个
开头，有了学透《诗经》的良好基础，再读其他经典就
不会隔膜了，就能触类旁通。这就叫做‘一经通而百
经备’！”

他这种“一经通而百经备”的治学之道，为我们
树立了榜样。他自青少年时代，就刻苦攻读许慎的

《说文解字》，对其所收的9353个字及其解说、对其163
个小篆的古、籀文异体等，都烂熟在心。这样，由于他
有了精通《说文解字》基础，进而便能够精研金石甲
骨、文字、音韵和训诂学。用这种“以许书以溯金文，
以金文以窥书契”的治学途径，他从26岁执教起，仅
在前十年，就写出了100多万字的著作(其中包括诸子
笺证、古文通古笺等)。对先秦重要典籍，都进行了攻
读和研究，并从各类先秦古籍找到了共同规律和相
互联系，触类旁通，融会贯通，一生写出了500余万字
的著作，屹然自立一家。

先生还告诉我们学习《诗经》，不仅要从大处着
眼，还要从细处着手。有一次他在课堂上分析了《小
雅·鹿鸣》中的“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之句以后，便在
黑板上写出了《诗经》中相关写鸣叫的诗句：鸟鸣嘤
嘤(《小雅·伐木》)、雝雝雁鸣(《邶风·匏有苦叶》)、鸣蜩
慧慧(《小雅·小弁》)、黄鸟于飞……其鸣喈喈(《周南·
葛覃》)、鸡鸣胶胶(《郑风·风雨》)、萧萧马鸣(《小雅·车
攻》)……

他说：“这里分别写了鸟鸣声、鸡鸣声、马
鸣声、鹿鸣声，这都是用摹声词，展现动物的鸣
叫声。这样写，有声有色，朗朗上口，这是《诗
经》的艺术特色之一。”

我听了后心想：高先生举一反三的讲课，
一方面说明他对《诗经》研究得何等深透，一方

面则以一句为例，让我们明白“百句”，进而体味艺术
创作的特点和规律，这也可以叫做“一句通则百句
明”吧！课后，我与同学交流，大家都有同感。

他的创见颇多，常常用精心考据和有力的论据，
去推翻前人的解释。每当此时，他总是先停顿下来，
让同学们思考一会儿，然后便高声说：“据我的考证
应该是……”如对《周南·麟之趾》的新说、《卫风·有
狐》的新解，他不仅在课堂上讲，而且在著述中也加
以论证，引起学界广为重视。

最令人难忘的是他对《豳风·东山》的讲授，这是
一首服役人的还乡歌，写了这位长期在东山服役的
人，迎着轻风细雨跋涉归来的感受和心情。高先生在
讲解此诗时，先错落有致地进行朗读：“我徂东山，慆
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然后，他把此诗译
成白话诗：“我往东山去，好久不回家。我从东山来，
小雨蒙蒙下……”当他读到这里，全体听课同学不约
而同地“啊”了一声，大家都为高先生将此诗译得准
确、自然、流畅、生动、简洁而又充满节奏感而震惊
了。这首诗共四节，前四句是复叠的，就是在每一节
都出现前四句。高先生说：“这种章节复叠是《诗经》、
特别是国风中的又一特点，而《豳风·东山》尤为突
出，这和《诗经》各篇都可以合乐歌唱有关，司马迁说
孔子曾弦歌三百五篇。国风则带地方色彩，更有民歌
风味，更适于合乐歌唱，往往是群歌互答，余音袅
袅。”接着他有声有色地介绍古典乐曲(包括上古乐
曲)的艺术特色，又说：“诗歌的节奏感、音乐美在我
国诗歌创作中是一脉相承地继承着、发展着。”

高先生自己创作的诗词，继承和弘扬着民族
诗歌的光荣传统。1964年初，他读毛主席诗词有感
而创作了《水调歌头》一词。记得1993年12月，中央
电视台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播放了21
集大型艺术片《毛泽东诗词》，用的就是高亨的《水
调歌头》作序曲。当我从电视屏幕上看到“掌上千
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
声……”的字幕时，同时听到雄健奔放的配乐，一
股暖流立刻流遍了全身。我想，先生如果能看到他
的《水调歌头》作为《毛泽东诗词》艺术片的序曲，
向全国各地播放，一定会无限欣慰。而他却在1986
年2月2日永远离开了我们。

高先生一生把心血化为清泉浇灌了满园桃李，
他那用心血凝聚的教学和治学精神，也将鼓励着一
代又一代莘莘学子。

【老照片】

1974年，我6岁，哥哥7岁，还不到上学年龄，我们天天在
街上玩啊闹啊，很是无忧无虑。

我们家离学校较近，我母亲在学校食堂帮灶。正是6月
间，学校又一批毕业生要毕业了，学校请来了照相师傅给师
生拍毕业照，我和哥哥跑前跑后看热闹。照完相后，照相师
傅笑着对我们俩说：“给你们也照一张吧！”

我和哥哥高兴地去找母亲，但母亲看到我俩衣衫破旧，
脚上凉鞋也是破破的，实在不能上相，便说等以后有新衣服
再照吧。但我和哥哥坚决不同意，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一
些老师也劝母亲，说给孩子照张吧，母亲不再坚持，但向我
俩言明：以后不许再要这要那了！

母亲从邻居那里借来了背心、凉鞋给我们换上，学校老
师又给了两本“红宝书”做道具，我和哥哥便留下了人生的
第一张照片，我(右)和哥哥当时特紧张，你看照片上我俩皱
紧眉头的样子，有趣不？

人生的第一张照片
□姜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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