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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大众讲坛预告

战国：

一个有关生存

与强大的时代

历史从远古、从夏商西周一
路走来，到了春秋后期，裂变为
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并
立的新局面。这段历史，既特殊，
又重要。特殊，在于它是一个多
元政权旷日持久的大混战，在迄
今为止的历史长河中独一无二；
重要，在于这样一个血与火的时
代，结束了几千年远古历史文化
的固有形态，为秦汉及其后两千
多年的王朝制度奠定了基础。

“七雄”的并立是短暂的，不
过是新的大一统历史局面来临
之前的一次深呼吸。于是，七雄
之间展开了一场无论是从规模
还是从深度看，都前所未有的大
搏斗、大兼并。七雄并立，未来谁
是大兼并的胜利者，就有七种可
能。站在今天的角度，这场最后
只有一国胜利的历史大博弈，其
成败利钝都是值得重新认识和
总结的。

在这个激荡着力量、智慧和
铁血的时代，它一幕幕的生死攸
关的事件，又仿佛是一幅启人神
智的巨型画卷。魏文侯兴霸与知
识、贤才的关联，齐威王时代邹
忌等人显示的政治家的智慧，商
鞅变法对中国历史的深远影响
及其是非曲直，赵武灵王胡服骑
射所具有的文化含义，以及交织
在大历史中的那些个性鲜明的
人物，如主持秦国重大改革的商
鞅，尚功名的吴起，作为纵横之
士的苏秦、张仪，有智勇、顾大局
的蔺相如，以及用兵如神的孙
膑、乐毅等元气淋淋的非凡人
物，都是战国这个特殊时代最具
魅力的风景。

11月24日(周六)上午9：30，
大众讲坛有幸邀请到《百家讲
坛》主讲人、北京师范大学李山
教授作题为《战国：一个有关生
存与强大的大时代》的讲座。

李山，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
学院教授，从事古代文学文献的
研究和教学工作，任博士生导
师。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语
文研究所所长，中国诗经研究会
常务理事。在校担任的主要课程
有：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文化
史、诗经研究、古代散文研究等。
主攻方向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
朝文学，在《诗经》研究方面颇有
成绩，出版过《诗经的文化精
神》、《诗经析读》、《中国文化
史》、《先秦文化史讲义》及《牟宗
三传》等著述。

■农俗民谚

小雪来 出白菜

□马洪利

小雪节气是二十四节气
中的第二十个节气，也是农历
冬季的第二个节气。太阳黄经
达到 240 度时，是小雪节气的
开始，从每年 11 月 22 日或 23

日开始，到 12 月 7 日或 8 日
结束。“小雪”的到来，意味着
冬季降雪即将拉开大幕。节气
中的“小雪”与天气的小雪无
必然联系，小雪节气中说的

“小雪”与日常天气预报所说
的小雪意义不同，小雪节气是
一个气候概念，它代表的是

“小雪”节气期间的气候特征，
而天气预报中的“小雪”则是
指降雪强度较小的雪。“小雪”
是反映天气现象的节令。雪
小，地面上又无积雪，这正是

“小雪”这个节气的原本之意。

古籍《群芳谱》中说：“小
雪气寒而将雪矣，地寒未甚而
雪未大也。”这就是说，到“小
雪”节气由于天气寒冷，降水
形式由雨变为雪，但此时由于

“地寒未甚”故雪下的次数少，
雪量还不大，所以称为小雪。
因此，小雪表示降雪的起始时
间和程度，小雪和雨水、谷雨
等节气一样，都是直接反映降
水的节气。

“小雪雪漫天，来年必丰
产”、“小雪雪满天，来岁是丰
年”、“小雪大雪不见雪，来年

小麦粒要瘪”、“雪是麦田好棉
被，雪多枕着馒头睡”、“瑞雪
兆丰年”、“小雪不见雪，来年
长工歇”……从家乡长清东部
山区一些相关“小雪”的谚语
中可以看出，小雪期间如果下
雪，年景必好，来年庄稼就会
长得好。“小雪来，出白菜”、

“小雪飘飘来，忙着贮白菜”、
“立冬萝卜小雪菜(白菜)”、“小
雪到了出白菜，不出难防受冻
害”。“小雪”节气一到，家乡人
就急于“出(收获)”白菜，忙着
储存冬季大白菜，老担心收获
晚了会遭到冰雪寒潮的突然
袭击，而受了自然灾害，弄得
一个冬天没菜吃。因为我们长
清东部山区一带是远近有名
的林果产区，所以在很早以前
就有了“到了小雪节，果树快
剪截”的谚语，说的是加强果
树的冬季管理，极力搞好果树
冬季修剪整形。还有诸如“节
到小雪天降雪，农夫此刻不能
歇”、“小雪封地，大雪封河”、

“小雪封地地不封，大雪封河
河无冰”、“小雪不封地，不过
三五日”的谚语，也都从多方
面说明了“小雪”节气与农时
的密切联系。

不过，上世纪初期，在我
们这里也流传着诸如“小雪
到，睡懒觉”、“小雪小雪，暖暖
被窝”、“小雪小雪，拾把柴
火”、“到了小雪，没了农活”和

“小雪到了天气冷，晒晒太阳

猫猫冬”的消极谚语。意思是
说，“小雪”节气过后，天气越
来越寒冷，农活结束，冬闲开
始，就不用再忙着出力干活，
参加劳动了，顶多上山拾点柴
火，或三五成群地抱着膀子聚
在一块唠唠嗑。甚至是睡睡懒
觉、暖暖被窝，蹲蹲墙根、晒晒
太阳、侃侃大山的时候了。现
在看来，这几句谚语显然有些
陈腐过时，不合时宜了，因为
现如今的新农村已经是日新
月异、今非昔比，许多家乡人
正集中精力、鼓足干劲地甩开
膀子，充分利用冬闲时间，忙
着学技术、上项目、搞建设、奔
富路呢。

民间有：“冬腊风腌，蓄以
御冬”的习俗。小雪后气温急
剧下降，天气变得干燥，是加
工腊肉的好时候。小雪节气
后，一些农家开始动手做香
肠、腊肉，等到春节时正好享
受美食。

“小雪”节气要增强体质、
提高机体免疫力和抗寒能力。
这个节气之后，寒气袭人，冷
风到处乱“钻”。这个季节宜吃
些温补性食物和益肾食品。温
补性食物有羊肉、牛肉、鸡肉、

狗肉、鹿茸等。平时的菜肴中
可以多加入一些葱、姜、蒜，每
天喝一杯热牛奶，适当吃芝
麻、花生等有助补肾的食物。
水果类可以多吃些橙子和橘
子，但要注意的是，橘子属性
略温，一次吃太多容易上火。
再次，每晚用热水泡脚，提高
机体抗寒能力。

“冬应肾而养藏”，小雪节
气是补肾的好时机。肾在五行
属水对应黑，平时可多吃些黑
色的食物，以补养肾的元气，
如紫米、黑豆、黑芝麻等。益肾
食品还有腰果、芡实、山药熬
的粥、栗子炖肉、白果炖鸡、大
骨头汤、核桃等。同时，此节气
燥气较重，加上穿着严实，体
内热气不易散发出去，以致生

“内火”，因此，多吃些清润食
物，如白萝卜、白菜、豆腐、香
菇、海带等，最好是煮汤食用，
既暖和又能清内火。孙思邈
云：“安身之本，必资于食……
不知食宜结，不足以生存也。”
合理的饮食，可以使人身体强
健、益寿延年，而饮食不当则
是导致疾病和早衰的重要原
因之一。

康有为认为华山山前是建立都会城市的理想位置，
所以应该把省会济南迁移到这儿，还建议在华山前新建
园林式住宅区时，要仿照青岛汇泉湾畔别墅群的样子，认
为这样做，“不十年，新济南必雄冠中国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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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

□李秉楹

康有为(1858—1927)，近代
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
学者，清末改良派领袖，戊戌
变法的倡导者，后为保皇会首
领，是对近代中国社会有重大
影响的人物。

1923年5月，康有为来到济
南，在济南成立了“孔教会”，
并为号召人们尊孔读经而四
处奔走。繁忙的社会活动之
余，康有为遍游济南的风景名
胜，趵 突 泉 、大 明 湖 、千 佛
山……都曾留下过他的足迹。
在济南诸多名胜中，康有为尤

其看重乃至推崇华不注———
华山，建议在华山之阳建设

“新济南”。
这一年的6月17日，康有为

专程游览了华山。他以年近七
十之龄，攀上华山之巅，只见
此山从黄河岸边的平原上平
地突起、一柱擎天，亲临其境
领略了堪称“齐烟九点”之首
的华山那高挺兀立之势、孤峰
特拔之险，禁不住感慨万端。
康有为将观山所得，回府记载
了下来，并与平生所登过的名
山相比较，把对华山的赞美和
设想，具体地写进了他的《新
济南记》一文。在这篇文章中，

康有为说：“遥望此山如在水
中，盖历下城绝胜处也……南
京钟山紫金峰，北京翠微山、
煤山，扬州的七星山，苏州的
横山，然山水之美皆不若华不
注也。”因此他指出：“诚宜移
都会于华不注前。”“都会”，按
字面讲，本应指国都、省会，此
处主要指大的都市，也就是
说，康有为认为华山山前是建
立都会城市的理想位置，所以
应该把省会济南迁移到这儿。
康有为的这一主张当然主要
源自华山一带优越的地理位
置，同时也与他笃信“堪舆”之
学即讲究风水有关。他把华山
在平原地带的突起，视为泰山
支脉北走至此而在平原地带
加以集结的结果；言外之意，
华山，是泰山向北延伸的集结
点。华山既然与泰山连在一
起，自然是块“风水宝地”。所
以他才提出“诚宜移都会于华
不注前”。但他也知道“移都
会”是不现实的，在华山之阳
开建新城则是可行的，于是他
指出：“然今亦不必移也，但开
一新济南，尤美善矣……”意
思是说，迁移就不必了，只要
辟建一个新济南，便特别完美
了。

据说，康有为从风水这个
角度认为，都会城市，应该背
山面水，而济南却是背水面
山。如何破解呢？那就是向东
发展而不是向西发展，具体地
说，就是向华山之阳发展，在

华山前建设新济南。这样，新
济南就形成背靠青山、面向平
原之势，符合他建城的风水理
念。

当然，今天，人们在风水
问题上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
智，但康有为对华山环境的赞
美和推崇，至少说明他从环境
的审美角度上，对华山确实独
具慧眼。

如何建设“新济南”呢？康
有为从交通、住宅、市容、学
校、公园等多方面，提出了建
设新济南的方案。他提出：“今
驰道已至黄台山，黄台桥有农
林学校在焉，诚宜从黄台桥通
驰道于华山前，以华山为公
园，稍缀亭台，循花木，先移各
学校于山前。”同时，康有为还
建议在华山前新建园林式住
宅区时，要仿照青岛汇泉湾畔
别墅群的样子，“宅必楼，瓦必
红，宅式不得同”,“红瓦，绿树，
青山”……认为这样做，“不十
年，新济南必雄冠中国都会。”

康有为的这一宏伟设想
虽然未能实现，但他在八十多
年以前提出的这一建设思路，
可谓独具匠心，与当今济南的

“东扩”规划不谋而合；他对华
山周边的建设意见，在今天看
来，也颇具参考价值，特别是
他在《新济南记》一文中所提
出的“以华山为公园”的设想，
即将变为现实，康老先生如地
下有知，定会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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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与他心中的新济南

今天恰逢今年的小雪节气。小雪的到
来，意味着冬季降雪即将拉开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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