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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号濂溪，
谥元公。北宋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他
是北宋著名的思想家，宋代理学的创始人之
一。他所作的《爱莲说》是今天中学生学习的
散文名篇。他虽然不是润州人，但他与润州
特别是黄鹤山有过密切的联系。他早年寓居
黄鹤山读书的经历，对于他的成长当有重要
的影响。在宋代著名理学家中，相比于朱熹
仅有后人寓居镇江（宋徽宗时润州改称镇
江），周敦颐不但本人曾寓居于润州，而且他
的母亲也安葬于润州。因此，可以说，他是宋
代著名理学家中与润州或镇江关系最为密切
的一位。即将到来的2023年，是周敦颐逝世
950年。这篇小文拟根据有关记载，探讨周
敦颐与润州的联系，希望引起人们的注意。

首先，说说前人有关记载的情况。对于
周敦颐居住于润州黄鹤山的情况，《嘉定镇江
志》未见述及，《至顺镇江志》和《光绪丹徒县
志》等则有颇为详细的记载。不过，其中也有
一些含糊甚至错误的说法。以下先引述相关
记载，然后订正误说。

《至顺镇江志》卷十一载：“濂溪周先生，
父宰桂岭，卒于官。奉母仙居太君郑氏自营
道入京师(引者按：指开封），依舅氏郑龙学。
郑之故里在润之黄鹤山，先生随侍居于精舍
（按：指黄鹤山鹤林寺）。时天禧九年，先生年
十有五。母卒，遂葬于润。”

《光绪丹徒县志》卷五在“光风霁月亭”后
注称：“杨一清记云：亭盖取黄庭坚称先生语
而名之也。先生少失父，率母依舅氏郑龙图，
居润。母卒，遂葬焉。读书寺中，旁凿莲池。”

以上二志比较具体地记载了周敦颐寓居
黄鹤山的原因及经过。对于今天了解周敦颐
与黄鹤山的关系有重要价值。但也存在两个
重要缺陷。一是两志都只说周敦颐所依之

“舅氏”为“郑龙学”或“郑龙图”，但未见具体
名讳，因而所说不够具体明白；二是对于周敦

颐开始居黄鹤山的时间，《光绪丹徒县志》无
具体记载，《至顺镇江志》则说是“时天禧九
年，先生年十有五”，又不符事实。所以对于
周敦颐开始寓居黄鹤山的时间也需作进一步
探讨。这里说点个人的看法。

其一，清厉鹗《宋诗纪事》卷十八“周敦
颐”小传载：“以舅龙图阁学士郑向恩补官。”
由此可知，所谓“郑龙学”“郑龙图”是指郑向。

其二，《至顺镇江志》称：“时天禧九年，先
生年十有五。”但据《宋史》“周敦颐传”等的记
载，周敦颐是出生于天禧元年（1017），十五岁
时当是天圣九年（1031）。而且“天禧”年号仅
有五年，并无“天禧九年”。据此，则“天禧”当
是“天圣”之误。周敦颐当是天圣九年随从母
亲至润州居黄鹤山。至于周敦颐随从母亲在
天圣九年居黄鹤山以后，他在润州究竟生活
了多少年，对于这个问题，限于识见，笔者尚

未看到有关说法。但从他的母亲去世于润
州，并安葬于润州，周敦颐要为母守孝这一点
看，他在黄鹤山的时间当不会只有一两年。

其三，周敦颐在黄鹤山究竟住了多少年
虽然难以臆测，但这一段时间的生活经历对
于周敦颐本人的影响却是不能忽视的。之所
以如此说，是因为周敦颐居住于黄鹤山时，
正是十五岁以后，这一段时间的生活经历对
于一个人的思想以至世界观的形成具有重要
影响。就周敦颐而言，他居住于黄鹤山时，
曾“读书寺中，旁凿莲池”。这对于他的写
作《爱莲说》显然有一定影响。这件事就显
示了居住于黄鹤山的生活对于他本人的影
响。而且，从《爱莲说》称“菊，花之隐逸
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以及他晚
年“筑室庐阜下，号曰濂溪”（《宋诗纪
事》卷十八）又可以看出，黄鹤山的隐逸文

化和佛教文化对于他的成长更有深长的影
响，因而值得注意。

周敦颐早年居住于黄鹤山的事迹虽然未
见有更多的记载，但在他被尊为理学大师以
后，南宋以至清代镇江的地方官对于他在镇
江的这段经历都相当重视。《至顺镇江志》卷
十一“濂溪书院”载:“濂溪书院，在府治东南
定波门内。为屋凡十有七楹。初，书院在鹤
林门外黄鹤山下。宋宝祐中，郡守徐栗建，以
奉元公，以处四方之士。堂三：曰晞贤，曰立
善，曰养心。斋二：曰正道，曰和德。亭二：曰
爱莲，曰光风霁月。”《光绪丹徒县志》卷十九
载：“濂溪书院：初在黄鹤山下。宋元公周濂
溪 先 生 读 书 处 也 。 公 …… 读 书 鹤 林 寺
旁。……宝祐中，郡守徐栗即其地建书院奉
之。……元初并入鹤林寺。山长徐苏孙再创
于皇祐桥南。大德九年，廉访使命改置于利
涉门（故东北城门名）内花山下，有元公祠、燕
居堂。后圮。明万历间，知县庞时雍复祠于
鹤林寺西。”这两则记载既显示了明清地方官
对周敦颐在黄鹤山读书经历的重视，又反映
了周敦颐在黄鹤山读书的经历对于南宋以至
明清发展镇江古代文化教育的重要影响。今
天看来，周敦颐无疑是宋代与润州关系最为
密切的理学大师。而黄鹤山又是镇江历史文
化丰富的景点之一。因此，在弘扬镇江古代
文化的过程中，如何下好周敦颐与镇江这步
棋，不但对于南山而且对于镇江弘扬历史文
化，无疑都具有重要意义。

管仲是春秋时期著名的经济学家、思想家、
政治家，有华夏第一相之美誉。他最让后人敬
佩的，是在帮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过
程中，屡用奇谋，留下了“买狐降代”“齐纨鲁缟”

“楚国购鹿”“衡山之谋”等千古名典。综合分析
研究管仲的这些精典谋略，可以看出他运用的
手段多种多样，但达到的目的都是一个——摧
毁对手诸侯国的根本——粮食。

“买狐降代”说的是他帮助齐桓公降服代国
的故事。代国出产狐皮，管仲施谋建议齐桓公
派人到代国高价收购狐皮。代国上下见狐皮那
么赚钱，成群结队到山林中捉狐。狐狸狡猾很
难捉到，“二十四月而不得一”。狐皮的高价让
代国人不怕十网九网空，只求一网成功，大获其
利。结果造成代国农田大面积荒芜，全国粮食
紧缺，导致北方的离枝国乘虚入侵。代国国王
无奈之下求助齐国，愿意降服。齐国未动一兵
一卒，征服了代国。管仲高价买狐，意不在狐，
而在粮。

“齐纨鲁缟”说的是齐国产纨布，鲁国则盛
产缟布。管仲为了帮助齐桓公征服鲁国，下令
齐国所有官员的衣服，全部由齐国的纨布改为
鲁国的缟布，并禁止齐国百姓织缟布。一时间
缟布价格大涨，鲁国上下大织缟布，大赚其钱。
百姓整天忙着织缟布，根本无心农耕。一年后，
管仲令齐国拒用鲁缟，鲁国缟布堆积如山，而农
田只见杂草不见粮食。国王明白是中了计，但
已无可奈何，被迫签下服从齐国的条约。管仲
用缟拒缟，用意不在布，而在粮。

“楚国购鹿”说的是齐桓公想要征伐楚国，
而楚国是一个经济富庶、军事强悍的大国，齐要
伐楚，困难重重。齐桓公找国相管仲商量对
策。管仲建议让桓公出高价购买楚国的特产梅
花鹿，并到处宣扬：“齐桓公好鹿，不惜重金。”派
出齐国的世家贵族一起到楚国抢购梅花鹿。楚
国百姓见齐国人用高出十多倍的价格买鹿，一
头鹿的价钱等同于数千斤粮食，纷纷在耕地里
圈养梅花鹿，或者弃耕到山里捕鹿，连楚国的官
兵也停止训练，将兵器改成捕鹿工具，进山捕
鹿。楚成王和楚国的大臣们十分高兴，认为正
在崛起的齐国即将遭殃，齐桓公好鹿是在重蹈
卫懿公好鹤亡国的覆辙。与此同时，管仲派隰
朋在楚国周边国家用高出两三倍的价格收购粮
食。一年后，楚国的铜币堆积成山，而楚地大
荒，到周边国家购粮，却到处无粮。管仲也号令
各诸侯国禁止与楚国通商买卖粮食。楚军人黄
马瘦，战斗力大丧。管仲见时机已到，即集合八
路诸侯，浩浩荡荡，开往楚地。楚国国人形如枯
槁，军力衰竭，楚成王知道回天乏力，只好派重
臣去齐国求和，接受齐国号令。管仲不动一刀，
不杀一人，制服了强大的楚国。管仲购的是楚
国的鹿，毁的是楚国的粮。

“衡山之谋”说的是齐桓公欲制服衡山国，
向管仲讨策。管仲建议让人向衡山国高价买入
械器，再卖出去。燕国、秦国、晋国见齐国在做
械器生意，大赚其钱，也跟着买。天下争着购买
衡山国的械器。衡山国王看到这个形势，跟相
国说：将械器价格提高十倍。衡山国百姓倾尽
财力去生产械器。管仲又派隰朋去晋国购买粮
食，价格高出三到四倍。诸侯国的人得知后，都
到齐国卖粮。齐国花了半年时间收购了足够的
械器和粮食后，齐桓公下令断绝和衡山国的外
交。各诸侯国见状，也纷纷与其断交。鲁国攻
占衡山国的南部，齐国攻占了衡山国的北部。
衡山国王见无力相抗，只好降于齐国。管仲衡
山之谋的根本，又在粮食。

研究上述这些著名的典故，给我们最大的
启发是，粮食对一个国家极其重要。狐、缟、鹿、
械器，都曾让所在国获得巨大利益，但利益再
大，国家再富，一旦没有粮食，就丧失了根本，最
后必然受制于人。正是十分清楚粮食安全的重
要性，对外管仲征服对手，用轻重之策，摧毁
对手国家的根本——粮食；对内管仲屡述至
要，用多种方法，劝说君臣和百姓强固根本，
须臾不可忽略粮食安全。读《管子》这部阐述
管仲治国的思想巨著，可以清楚地看到，粮食
在管仲的治国思想中，不仅仅是屈人之兵的武
器，更是强国安邦的根本。“粟者，王之本事
也”，一个国家不注重粮食就会面临灭亡的危
险。“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
使富。”明王之务的本事是粮食。“不生粟之国
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重视粮食
但把粮食吃光用尽的人顶多只能称霸，粮食充
足食用不尽的人才可以成就王业。“粟也者，民
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
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

民以食为天，国以粮为本。社会发展到今
天，粮食种类极大丰富，粮食结构更加合理，粮
食的营养价值极大提高。但是，不管科技发展
到什么程度，不管人类供给粮食的水平多么高，
牢牢端稳国家的饭碗，一定是国之大者。

母校省镇中百卅校庆活动已成历史，活动场景的画
面却像过电影般一帧一帧地在我脑海中回放：我惊叹校
园面貌的沧桑巨变，我羡慕校园内的小学弟、小学妹们
的青春靓丽，我沉醉于“高质量发展大会”美轮美奂的现
场……所有的画面中，给我印象最深、牢牢定格在我的
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却是一张照片，一张校庆文艺演出
播放的舞台背景照片。

在“百卅南泠正青春”为主题的校庆文艺节目的高
潮，压轴戏本校“老三届歌友汇”的合唱《献给母校的歌》
登场(上图），舞台背景的滚动画面中出现一幅泛黄的 5
位女同学的合影照（下图）。这是 5位女同学 1968年离
校前，在位于镇中校区东南一隅的水塔旁的留影。这幅
珍贵的留影见证了上世纪 60年代末校园的历史：五位
女生衣着简朴，没有一丝一毫的修饰，清一色的短发短
辫，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表情凝重，似在思考着什么：
是对学校生活的恋恋不舍，还是对未卜前途的疑虑担
忧？她们是我的同班同学——省镇中老三届高二（2）班

的赵俊南、邱淑美、刘幼芳、徐家静、郑志炎（自左至右）。
5位女生中，邱淑美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农村孩

子。纯朴，敦厚，待人诚恳，为人谦和，平时言语不多。
回乡务农后于上世纪 70年代初被推荐入大学深造，毕
业后留省城工作。徐、郑二位是我班的“管家”——生活
委员，她们在完成自己学业的同时，尽心尽责地为大家
的生活服务（我们当时都是住校生，年少无知，生活自理
能力欠缺）。直到50多年后的今天，我班的微信群里提
起她俩仍然是赞美感激有加。徐家静同学离校后经历
曲折：1968年下放江宁农村，为生计前途，辗转三省市，
其间经历的甘苦自知，所幸现在的她在澳洲与女儿住在
一起，含饴弄孙，尽享天伦之乐。刘幼芳同学是当年班
上的女学霸，在农村“扎根”近 10载，1977年恢复高考，
已是妈妈的她毅然报名，结果一举中榜南师大，毕业后
执掌教鞭数十载，桃李满天下。如今刘幼芳、赵俊南分
别长居上海和深圳，安度晚年。

其实 5位女生的经历是我班所有同学乃至老三届
群体的一个缩影。他们朴实、勤劳、智慧、好学，诚以待
人，严于律己。这是经历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我们的
一个共同的“印记”。我们班有耕耘数十载、桃李满天下
的人民教师（共九人，占班级总人数的四分之一），有主
政一方、造福百姓的“人民公仆”，更有在各自的岗位上
辛勤奉献、尽职尽责的普通员工。所有的我们，用毕生
的坚守和付出，成就了自己，也为社会添了砖，加了瓦。

最后，还是说说这张照片。遗憾的是，5位女生中
已有两位蕙折兰摧——邱淑美和郑志炎先后驾返瑶池，
离我们远去。我想，她们泉下若知自己的合影出现在母
校百卅庆典演出的舞台上，也会很高兴的。

背景照片的黑白色彩与舞台的绚丽形成强烈反
差，照片上 5位女生简朴的衣着与舞台上女士歌者湖
蓝色飘逸的长裙形成强烈反差，照片上年轻面孔的凝
重表情与舞台上年届古稀的老者们的慈祥笑脸形成强
烈反差……这或许就是老三届的过去和现在。

正如《献给母校的歌》里的一句歌词所云：老三届仍
在“追逐诗和远方”。

不久前的一天在家整理抽屉时，无意间在一本老式笔记本里
发现了几张计划经济年代使用的粮票，其中有全国粮票、江苏省粮
票，面值有伍市斤、叁市斤、贰市斤和壹市斤。看着这几张已泛黄
的粮票，勾起了我对几十年前票证时代的回忆。

票证对于上世纪70年代前的人来说一定不陌生，因为在他们
那个年代，人人都要和票证打交道，它关系到每家每户吃穿用等基
本的生活。票证时代，人们吃穿用等商品供应严重不足，为保证群
众基本生活需要，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发放粮票、布票、煤票等各种
票证，凭票购买商品。票证时代，票证就是“通行证”，没有票证，有
钱也买不到东西。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票证，甚至出现了一票
难求的现象。记得上世纪70年代，我早晨到街上小食店吃一碗阳
春面，要一毛钱三两粮票。那时人们到外地去随身都要带上点粮
票，否则连饭也吃不上。我的岳父当年在一家企业跑供销，经常出
差到外地去，为了节约钱和粮票，常常是把家里的饭菜带着路上
吃，舍不得在外面买。

当下已没有人再穿打补丁的衣服了，那时为了节省布票，我们
的父辈们都穿过打补丁的衣服，真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
年”。我的四年中学生活都是穿着亲戚送的黄军装度过的，黄军装
质量好且不容易穿坏。现在有些帅哥美女还故意将衣服弄个洞，彰
显自己的时尚品位，像我这种有用布票经历的人是无法理解的。

票证时代没有煤气，更没有天然气，家家户户烧水做饭全靠烧
煤，那时人们叫蜂窝煤，就是把煤炭加工成煤球状，一个孔一个孔像
蜂窝一样。人们要买煤就要到专门的煤店去凭票购买，有专门的人
送到家里。那时有的人家为了节省开支，会把煤买回家自己加工，
做成蜂窝煤，但人比较辛苦，做蜂窝煤完全是个体力活。如今煤炉
早已退出了百姓家庭，人们普遍用上了天然气，既清洁又环保。

上世纪70年代，年轻人结婚流行购买“三转一响”，即自行车、
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购买这些商品都要凭票购买，没有票根本
买不到。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粮食市场放开，粮食像其他商品一样可以自
由买卖，随着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人们再也不用为吃粮发愁了。
1993年我国宣布了票证时代的终结，票证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票证时代是一个难忘的时代，它见证了那个年代人们的艰苦
岁月，也承载了人们的一段特殊时代记忆；它见证了那个年代人们
无法抹去的辛酸过往，也深深烙进了人们的记忆深处。

粮是国之本
□ 滴石水

周敦颐居黄鹤山读书成长
□ 乔长富

票证时代
□ 余 峰一张背一张背景照片景照片

□ 项静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