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处北京紫竹桥的万寿寺现已改造成
为北京艺术博物馆，它的竹木和漆器展厅
内藏有一柄地图扇，竹制扇骨，正面为彩
色《最新大中华民国地图》，图中比例尺分
别以中国尺和英尺标注。图末注有“中华
民国十三年九月初版 有著作版权不许翻
印 丹阳洪懋熙并识 南京刘霖记发行”，可
知该扇印制时间为 1924年，制图者为民国
时期地图出版家洪懋熙。图前题记为：“我
国地大物博，惜百年来国势陵替，人遂讥
为东亚病夫。民国四年，日人所提之廿一
条要求，乃莫大之耻也！今虽举国否认，
而旅顺、大连收回究在何日？引领东北，
能无杞忧？甲子秋，丹阳洪懋熙编制浼作
一中日两国合图，俾吾人手而目之，览旅
大之变色，相与比较两国疆土之大小，强
弱之悬殊，何以弹丸黑子竟雄踞于赤县神
州之上？庶几群策群力，一德一心，使我
国地位并驾欧美而上！四十万方里之坤
舆，庶几有豸有心之士，尚其有感于斯。”
洪懋熙将中日两国地图并绘，用国土面积
的大小与国力强弱形成鲜明对比，意在警
示国人救亡图存。

洪懋熙 （1898—1966），字勉哉，号慕
樵，镇江丹阳人。父亲在辛亥革命后返回
丹阳，先任丹阳师范讲习所国文教员，后
自设私塾为儿童启蒙。洪懋熙幼时先在父
亲私塾学习，后毕业于镇江中学，进而就
读于江苏省立南京第一工业学校。在校期
间对史地学科尤其对舆地之学产生出浓厚
的兴趣，展现出一定的天赋，深受学校教

师童世亨的赞赏和关爱。但因家境不济，
洪懋熙不能继续求学，只能于 1916年秋肄
业，并进入童世亨在上海开办的中外舆图
局当练习生，学习编绘地图技艺。之后又
先后供职于上海商务印书馆、上海世界舆
地学社。1924年 5月，洪懋熙以图稿作价
投资、上海大东书局以出版发行资金投
资，合作创办上海东方舆地学社，洪懋熙
主持绘制业务，专业编绘出版地图。出版
的第一本地图是洪懋熙独立编制的《最新
中华形势一览图》，该图有总图和分省地图
33幅，每图附详细说明 1篇，共 16万字，
是国内较早淘汰“计里画方”方法，运用
国际标准经纬线，并以北京的经线为起点
的地图。此后还陆续出版了《世界新教科
地图》《孙总理实业计划图》《中华新教科
地图》，此外还有 《中国地理问答》 等书
刊。其中具有较大影响和代表性的是 16开
本彩印精装的、由蔡元培题写图名的《最
新中华形势一览图 （表解说明）》和《最
新世界形势一览图（表解说明）》。上述北
京艺术博物馆馆藏的印有《最新大中华民
国地图》的地图扇，也是洪懋熙创办东方
舆地学社当年的作品。

地图测量、编绘、出版虽属舆地学社
的日常工作，但以洪懋熙为代表的地图专
家们深知地图不仅反映国家疆域领土、行
政区划和地理名称，而且代表着国家的主
权、尊严、政策和立场，他们以“编绘地
图就是描绘国家河山、捍卫国家独立、捍
卫领土主权完整”的爱国主义情怀，本着

“寸土必争”的原则，以手中的笔墨为刀
枪，与近代帝国主义列强，尤其针对入侵
的日寇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编绘
了《不平等条约和列强在华租界图》《失地
图》《国耻图》昭示国人，以志不忘。1931
年日寇侵占东三省后，洪懋熙和同仁们冒
着极大的风险，拒绝日寇关于标示伪“满
洲国”的无理要求，相反，紧急约请李长
傅、陈宏谋等学者加紧编制出版了 《中国
国耻地理图说》《东北事件和日本》《暴日
侵略我国局势图》等地图和书刊。他们还
把清朝以来屡次失地的屈辱条约、各国在
华租界和在华权利、日本在华军港要塞及
其军舰进出线路等内容全部反映到地图上
来；此外还在陕西省地图上如实介绍了肤
施(今延安)地区是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中
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是全国敌后抗日根
据地的领导中心，并以“震旦书局”名
义，在上海租界公开印制和发行了彩色毛
泽东肖像。日伪当局极为恼火，但因舆地
学社位于“租界”内，而无可奈何，直到
1941年 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入侵上
海“租界”后，才强行查封了东方舆地学
社，没收了全部图稿和设备，舆地学社被
迫停业。

抗战胜利后舆地学社立即恢复营业。
1954年底公私合营，与北京国营新华地图
社合并为中国地图出版社，洪懋熙赴北京
工作，负责全社各类地图的审校验收工
作。后来因病回上海休养，1966年逝世，
终年6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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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的识人用人，在历代帝王中是出类拔
萃的。他著名的“三不如”（运筹策帷帐之
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
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
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典
型地说明这位高祖用人的精到，毛泽东曾高度
概括他夺取天下的原因：一是决策正确，二是
用人得当。陈平在刘邦打天下的过程中，一直
被用得炉火纯青，然而，刘邦临终时给陈平下
了个断语，说陈平“智有余，然难独任”，也
就是说，陈平智谋超群，但不能让其独担重任
当丞相，只能当个副手。

陈平对于刘邦，可谓是立盖世之功之人。
最著名的是他“六出奇计”，捐金反间，离间
项羽、范增，致楚势颓衰；夜出女子二千，解
刘邦荥阳之围；蹑足刘邦，封齐王韩信，使其
耿心效命；伪游云梦，擒获韩信；献美女图，
使刘邦脱离白登险境……这些著名的奇计，可
以说大多事关刘邦的死活，事关大汉天下的诞
生。对于这样一位屡献奇谋、屡立奇功的大
臣，刘邦为什么说他不能独当大任当丞相呢？
认真分析这个历史上少有的奇特现象，非常耐
人寻味。

毛泽东在读《史记·高祖本纪》时，在书上写
了一句批语：“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
高明的政治家。”政治家懂政治家。陈平“难
独任”，我认为刘邦首先是从政治上考虑的。
打天下，刘邦不管是杀猪的、贩肉的、管囚
的，什么人有用就用什么人。陈平从项羽阵营
投奔到他的麾下，尽管连周勃、灌婴等人都

“咸谗陈平”，说陈平“居家和嫂子私通，在魏
不能相容，归楚不能相投，如今归汉不久，便
开始收受贿赂，如此之人，必不可用”，但刘
邦从陈平纵论天下中看出其卓越的智慧才能，
一反众言，把陈平留在身边做参乘，并授监护
三军将校之权。然而，此一时彼一时。夺取天
下的刘邦，临终之际，一定会从汉朝天下的政
治角度思考问题。他这个时候需要的是能在秦
末汉初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坚持、守住、
巩固大汉天下的重臣，能够为了汉家天下镇定
自若、坦然处事、慷慨赴义的重臣，能够自省
自律、不轻狂、有主见、“行不乱其所为”的
重臣。而陈平先投魏王、又投项王、再投汉王
的经历，此时一定在刘邦的脑海里被急剧放
大。如此一个立场不坚定、只求自身功名、有
奶便是娘的人，又充满着智慧才干，如果让其
独任，在波云诡谲的社会中，陈平又会使出什
么奇谋怪招，刘邦肯定是不敢往下想的。“饥
鹰狂犬当畜之樊圈。”唯有不让其“独任”，刘
邦才可以放心。

秦末大乱，天下大战，人口从 2000多万
锐减到400万左右。刘邦打下天下，可秦朝灭
亡的过程历历在目。怎么治理这个千疮百孔的
乱世？他可能不悟先贤之言，但定会以亡秦为
鉴，于是他确立无为而治宽仁施政的治国思
想，以礼乐顺民气，让百姓和睦一心，使天下
休养生息。因此，汉朝初立，他就命叔孙通制
定礼仪制度和政治规矩，用人文道德教化天下
百姓。在这样一种治国理念下，陈平与嫂私
通，贿金反间，用二千美女做人肉盾牌，用美
女图激冒顿单于妻妒性等计谋，都成了他治理
天下最忌讳的东西。打天下，刘邦英雄不问出
处；治天下，刘邦树立的英雄必须是天下人的
楷模。刘邦绝不会因陈平功勋盖世而让其独担
重任。陈平要用，但不能用到一人之下万人之
上的位置上，否则，等于给天下人树立了一个
负面的榜样。阴谋用多了，天下人谁还会相信
他。不仅如此，如果让陈平独担重任，成为天
下人的楷模，天下人必议其功绩，必然让刘邦
打天下过程中不能示于国人的事情，弄得天下
皆知。阴谋之术见不得阳光。真要那样，刘邦
再好的治国方略，都会因陈平那一件件令天下
人不齿的阴谋诡计而成为泡影。

《史记·陈丞相世家》载：陈平曰：“我多
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
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这一记载告诉我
们，刘邦在世时，陈平未能独担大任，他是接
受的。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怎么被刘邦重视的，
更知道自己为刘邦出的一条条阴谋毒计，必然
被后人诟病。为成就自己，陈平施出了自己所
有的智慧，可智慧有忠奸。一味以奸毒之智搭
起自己的人生舞台，这舞台是经不起历史大浪
冲刷的。自己已不该风光无限，只求不要遗祸
子孙。当然，陈平晚年有上述自知之明，清楚
德不配位，必有余殃。彻悟之年，他与周勃合
力用忠勇之智铲平诸吕，迎立文帝，独任为
相，得以善终，但史书说报应落到了他子孙的
身上。

破虏封何在?巍然鲁大夫!
霸图更代有，长者至今无。
日暮烟平堑，江春酒满壶。
指囗禾 犹可作，差免哭穷途。
清代镇江诗人鲍皋的这首五律，是他展

拜当时在镇江大学山直指庵后的鲁肃墓时
所作。诗以破虏将军孙坚和鲁肃墓封的存
没作对比，说明图谋王霸事业的人物历代都

有，而像鲁肃这样的忠厚长者实属罕见。三
国志作者陈寿称赞他“建独断之明，出众人
之表，实奇才也”。吴书说他“善谈论，能文
属辞，思度弘远，有过人之明”。

建安三年(公元 198年)，周瑜出任居巢
长，带领几百人专程拜访鲁肃，并请资助军
粮。鲁肃家有两个大粮仓，每仓藏米 3000
斛，“肃乃指一囷与周瑜”。周瑜见鲁肃如此
慷慨，十分感动，看出鲁肃为人非同寻常，于
是便结为知己。周瑜东渡还吴，往依孙策，
鲁肃就与周瑜同行，将家属安置在曲阿(今
镇江下属丹阳市)，这时孙策被刺身亡，年
少的二弟孙权任事。周瑜向孙权推荐鲁肃，
孙权立即接见鲁肃，并合榻对饮密谈:“今汉
室倾危，孤思有桓文之功，君何以佐之？”鲁
肃说：“昔高帝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
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
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
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保守江东以观天下
之衅耳。若因北方多务，竟长江所极，据而
有之，此王业也。”鲁肃的这个榻上对比诸葛
亮的隆中对早，孙权大喜，平定了江东各地
方的豪强武装，攻杀黄祖，实现了鲁肃“鼎足
江东”的战略计划。

建安十三年，荆州牧刘表病逝，曹操率
军大举南下，刘备此时战败正寄寓于荆州。
鲁肃立即向孙权提出联刘拒曹的战略方针，
得到了孙权的采纳。他亲赴前线，劝说刘备
与孙权联合，孙刘联盟于是告成，功在鲁肃。

孙权收到曹操下来的战书，东吴群臣惊
恐失色，都主张投降曹操。而孙权犹豫不

定。鲁肃临危不惧，力排众议，对孙权晓以
利害:“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
图大事，将军迎操，欲安所归乎？愿早定大
计，莫用众人之议也!”孙权叹息道“诸人持
议，甚失孤望。今卿廓开大计，正与孤同。”
于是分命诸将，迎战曹操。赤壁大战结束
后，孙权“大请诸将迎肃”，并对鲁肃说:“子
敬，我持鞍下马亲自欢迎你，你该感到光荣
吧？”鲁肃回答说:“主公统一天下，完成帝
王大业，另用软轮小车召见我，那才感到光
荣哩。”孙权拊掌大笑。

建安十五年，周瑜病逝，鲁肃被任命为
奋武将军，代周瑜领兵，鲁肃即劝孙权将荆
州借给刘备，以共同抗曹。借荆州其实是把
刘备推到前线，给自己当屏障，是便宜之
事。“曹公闻孙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
于地。”

刘备取得益州后，孙权要求刘备归还荆
州，刘备不肯，孙权大怒，派兵取长沙等三
郡，刘备得知，派关羽带兵争夺三郡，一时剑
拔弩张，大战迫在眉睫，鲁肃邀请关羽相见，
会见时，鲁肃义正词严，说得关羽“无以答”,
使孙刘联盟得以继续维持。

鲁肃是一个大政治家、战略家、外交
家。鲁肃最大的功绩是提出、促成、维护孙
刘联盟，从而为赤壁之战的胜利及东吴开疆
立国奠定了基础。没有孙刘联盟就不会有
赤壁之战，没有赤壁之战就不会有天下三
分。他是赤壁之战的第一功臣，是东吴最大
的功臣之一。他英武睿智的姿态，已永远留
在了镇江的山水之间。

“面脸丹如朱顶鹤，髭髯长似绿毛龟。
欲知相府生辰日，此是人间祭灶时。”这是宋
代孙纬的《献寿》，描绘的是灶神的形象。在
小年这天祭灶是一项在汉族民间影响很大、
流传极广的传统习俗。因为再过一天灶神
要上天去拜见玉帝，所以要好好恭送灶神上
天，求他上天多言好事，带回吉祥。

每年的腊月二十三，是传统的农历小
年，在这一天，人们要祭灶神、贴窗花，小年
祭灶习俗在我国由来已久，所以留下了许许
多多美好的“祭灶诗”。

“已幸悬车示子孙，正须祭灶请比邻。
岁时风俗相传久，宾主欢娱一笑新。雪鬓坐
深知敬老，瓦盆酌满不羞贫。问君此夕茅檐
底，何似原头乐社神？”宋代陆游的《祭灶与
邻曲散福》，一幅和谐的祭灶场景：在小年这
一天，将左右邻居请来一起宴饮，宾主相坐，
欢声笑语不断。

南宋诗人范成大的《祭灶词》，更是比
较详细地介绍了这一传统节日的内容：“古
傅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云车风
马小留连，家有杯盘丰典祀。猪头烂热双
鱼鲜，豆沙甘松粉饵团。男儿酌献女儿
避，酹酒烧钱灶君喜。婢子斗争君莫闻，
猫犬角秽君莫嗔。送君醉饱登天门，杓长
杓短勿复云。乞取利市归来分。”诗人对当
时民间祭灶作了极其生动的描写，诗写得
真实细致饶有情趣，写出了祭灶供品的丰
富，祭灶的习俗，及对灶君的期盼。足见
古代民风对祭灶的重视。

小年祭灶，并非都是欢快喜庆，也充满

着愤懑与不平。宋代吕蒙正的《祭灶诗》：
“一碗清汤诗一篇，灶君今日上青天；玉皇若
问人间事，乱世文章不值钱。”作为一个文
人，作者小年祭灶只能用清汤寡水以及写诗
的方式，借写祭灶抒发了心中愤懑不平之
意。同样是写岁末生活的窘迫，而宋代苏轼
的《纵笔》却乐观了很多：“北船不到米如珠，
醉饱萧条半月无。明日东家当祭灶，只鸡斗
酒定膰吾。”虽然眼下困苦，但明天邻家小年
祭灶的鸡酒，一定会拿来与我同食的！

有一首写儿女效仿大人祭灶的诗，也很
有趣。宋代刘克庄的《岁晚书事》：“门冷如
冰尽不妨，由来富贵属苍苍。谁能却学痴儿
女，深夜潜烧祭灶香。”门外冷得如冰也不妨
碍灶王爷上天，从来人间的富贵属于上天赐
予。不知谁能学我的一对痴儿女，深夜偷偷
学大人烧香祭灶呢。儿女深夜偷偷烧香祭
灶，可见祭灶的习俗影响之深。

祭灶亦是故园情思。南宋诗人陈藻的
《平江腊月廿五夜作》：“昨日宰猪家祭灶，今
宵洗豆俗为糜。燔柴夹水明如昼，截竹当阶
爆御魑。故国赛还新岁愿，老翁回忆幼年
时。才高命薄天相戏，我亦刚肠不肯悲。”昨
日家家宰猪祭灶，今晚户户洗豆做豆糜。溪
水两岸燃烧的柴火明亮如昼，人们截断竹子
在台阶前燃爆驱散魑魅。回想故国希望能
还新年许的愿，我老翁不由得回忆起幼年时
祭灶的情形。诗人描绘祭灶后人们迎接新
年的情形，感叹自己才高命薄，难掩自己的
故国之思。

刘邦为何认为
陈平“难独任”

□ 滴石水

寸土必争的镇江地图学家洪懋熙
□ 霍义平

鲁肃的过人之处
□ 林 敏

洪懋熙编制的《最新中华形势一览图》《最新大中华民国地图》扇

鲁肃像

“辞灶”诗话
□ 魏益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