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镇江周刊
投稿邮箱：zjrbxjd@163.com西津渡西津渡责编 花蕾 美编 花蕾 校对 章正英10 2023年5月26日 星期五

今年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决议的开局之
年。镇江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是研究历史文
化的社团组织，我们要认真学习这次党代会关
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新论述和部署。笔者就这
一课题联系镇江实际讲几点认识和想法。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问题

二十大修改的党章总纲中，在叙述十八大
以来的理论创新时，修改为：“以习近平同志为
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
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笔者
理解，原来这里讲的是“理论和实践结合”，这
次具体化为两个结合，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延伸出来，更符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内涵。

我们注意到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
中对此还作了具体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

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
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
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
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
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
张具有高度契合性。”

笔者在本届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第一
次理事会上讲过西周“成康之治”时，周成王在

《尚书·周官》中所说的十个要点：“以公灭私，
民其允怀”“不学墙面，莅事惟烦”“祇勤于德，
夙夜不逮”“功崇惟志，业广惟勤”“议事以制，
政乃不迷”“慎乃出令，令出惟行”“推贤让能，
庶官乃和”“位不期骄，禄不期侈”“居宠思危，
罔不惟畏”“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这都
是治国理政的良言，镇江是康王封宜侯之地，
更应好好传承和创新。

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问题

二十大报告在叙述“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
文化产业”时，讲到要“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
园”；在叙述“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
续性”时，讲到“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
保护地体系建设”。我们落实到镇江市区，国
家级的已有三山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南山国
家森林公园和省级风景名胜区。国家规划建
设的国家大运河文化带、长江国家文化公园，
镇江都在其中。

长江是镇江的母亲河。镇江这个名称，从
北宋开宝八年（公元 975年）将驻润州的镇海

军改为镇江军算起，至今已1048年；即使从北
宋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将润州改为镇江府
算起，也已910年，此后再也没有改过。

长江镇江段从句容大道河起，到扬中西来
桥南旺河口止，全长 103.7公里。长江岸线长
达 293公里，其中 10米以下的深水岸线 99公
里。镇江大港是对外开放的全国39个主枢纽
港之一。镇江市区的金山湖水面达 1万 3000
多亩。1996年征润洲面积21526亩，人口4589
人，其中老滩5306亩，人口4370人；新滩9730
亩，人口200人；焦西滩960亩，无人居住；焦北
滩 5530亩，常年工作人员 19人。金山湖和征
润洲是建设美好镇江的宝贵资源。

镇江的长江历史文化资源也很丰富。唐
代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是长江润扬段
最有名的诗篇。《春江花月夜》是乐府吴声歌曲
名，张若虚虽是拟题作诗，但意韵焕然一新，不
仅从五言诗发展为七言长诗，而且自然景观美
不胜收，人文感怀情意绵绵而又富有哲理，读
后使人思绪连连。著名诗人、学者闻一多不吝
赞美：“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

笔者最近重新翻阅《镇江水文化笔谈丛
书·古韵流芳》，其中也不乏以江抒情的诗词名

句。诸如唐代李白《焦山望松寥山》的“安得五
彩虹，驾天作长桥”，王湾《次北固山下》的“潮
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
旧年”，张祜《题金陵渡》的“潮落夜江斜月里，
两三星火是瓜洲”；宋代王安石《泊船瓜洲》的

“春风又绿江南岸”；元代钱宰《长江伟观图》的
“天下已无南北限，江流不尽古今愁”，杨维桢
《多景楼》的“极目心情独倚楼，荻花枫叶满江
秋”；清代玄烨《自江宁至京口》的“吴会人文因
气秀，金焦峦势起宏观”“逝者绵绵无歇息，利
名今古视艰难”，沈德潜《润州》的“第一江山赋
远游，惊涛千里望中收”，谈怡曾《扬子江》的

“汉水三叉截，曹兵一览收”；黄景仁《百字令·
渡江至京口》的“如此江山才称得，一个寄奴家
住”，清瑞《鱽鱼》的“渔人举网巨浪里，银花耀
彩腾光毫”，如此等等。

笔者体会，镇江最鲜明的特色是江河交
汇。镇江是长江下游南岸典型的滨江城市，长
江和运河在市区交汇，运河谏壁口更是运河江
南段建有现代化智能设施的通江口。如今，国
家决定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大运河文化
带，镇江市区沿江不仅有国家级三山风景名胜
区，而且有金山湖和征润洲可以保护利用的文
旅资源，完全可以建成独具镇江江河交汇特色
的长江国家文化公园。

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和
合理利用问题

二十大报告在讲述“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

文化产业”时，强调要“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
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
度融合发展”。

在以市场为主体的条件下，如何加大文物
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又如何合理利用，确是
实际工作中必须研究解决的问题。正如华东
师大冯学钢教授等在《市场主体建设下文旅融
合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逻辑与政策建议》一文中
所说：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要求“以消费主体
游客的文化需求为导向，生产主体文旅企业、
文化事业单位提供更多优质的非公共／公共
文化产品（服务）。同时，管理主体政府扮演
好‘守夜人’的角色，通过好的制度供给来激
发文旅企业、文化事业单位参与文旅融合的
内在动力，并在文化可持续发展受到损害时
积极作为。”

从镇江当前的实际情况看，笔者感到要重
视研究解决的问题有三：

一是搞好顶层设计。要研究确定文旅高
质量发展的目标和重大项目。镇江文旅资源
丰富，把绿水青山保护好、建设好，使之成为
绿色产业，镇江的文旅产业必将再上一个新
台阶。

镇江的沿江风光早在元代就已闻名。《中
国大运河史·元朝时期》中，有这样一段叙述：

“在江南的重要城市中，有着丰富的文化旅游
资源，以杭州西湖为中心的名胜古迹景观星罗
棋布，以扬州、平江等地为中心的餐饮娱乐业
的兴盛，再加上无锡太湖周边景观，镇江沿江
景致等名胜古迹，构成了一片完整的文化旅游
区。四方的游客到此之后，观赏着四季如画的
风景，品尝着各种美味佳肴，边看边听江南艺
人的精彩表演，给人的感觉真是如入仙境一
般。那些从国外来的旅游者，对此更是赞叹不
已。”这说明镇江沿江文化旅游的底蕴是很深
厚的。

但是，我们在规划设计时，一定要按照新
时代发展高质量文化旅游业的要求，科学论
证，分期实施。我们曾专门去杭州学习过。杭
州旅游集团是按照“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标
准，坚持“四高”方针：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
设，高强度投入，高效能管理。在实施中，坚持
八项原则：主题性与综合性相结合，公益性与
经营性相结合，文化与经济相结合，保护与新
建相结合，传统与时代相结合，技术与艺术相
结合，展示与体验相结合，国际化与本土化相
结合。当然，杭州早就是全国以至世界的旅游
热点城市，镇江不能全面套用他们的经验。但
是，可以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借鉴他们的切
实可行的经验。

二是理顺管理体制。就市区而言，主要是
市文旅集团与三山国家风景名胜区和金焦二
寺的关系，与南山国家森林公园、省级风景名
胜区的关系，包括如何解决因市交投公司房地
产开发而划归管理的南山鹤林景区问题，以及
原来已由南山管理的润州四个村集体林地后
来又划归润州区管理的问题等，需切实研究解
决好。

三是完善经营管理机制。鼓励领导管理
者成为本职工作的内行，德才兼备，尽职尽力；
给基层单位应有的职权，不大包大揽，充分调
动各景区单位的积极性和开创精神；强化激励
机制，鼓励先进，以先进带后进。

（作者为镇江市委原书记、市历史文化名
城研究会荣誉会长）

历史上有三位著名重臣的史料中，都有读之如
食有蝇的片段。

一位是汉朝开国重臣陈平。这位六出奇计、为
大汉立国立下殊勋的重臣，在惠帝死后，吕后欲封
诸吕时，表现得令人不齿。当时吕后先询问右丞相
王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马而盟曰‘非刘氏而王
者，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王陵断然
否决。吕后随后问左丞相陈平，陈平说：“高帝定
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欲王昆弟诸吕，无所不
可。”王陵气得退朝后怒斥陈平等人：“始与高帝喋
血盟，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吕
氏，诸君纵欲阿意背约，何面目见高帝于地下
乎！”王陵因此被免，而陈平跃为右丞相 （汉朝右
相为大)。

另一位是唐朝名相姚崇。这位为开创“开元盛
世”作出巨大贡献的三朝宰相，在武则天退位普天
欢庆时，号啕大哭，让世人嗤之以鼻。公元 705
年，以宰相张柬之为首的 5名重臣 （姚崇是其一）
发动神龙政变，武则天被逼退位，太子李显即位，
是为中宗。中宗特嘉奖五人，封为郡王。当时，群
臣欢呼雀跃，喜气洋洋。可在这满朝欢庆、满堂笑
语之中，突然传出号啕哭声。张柬之循声望去，见
是姚崇，连忙跑到姚崇身边劝阻，暗示不要得罪新
帝，被满朝讥笑。姚祟却说：“和你们一起平叛，
复原李氏江山，这本无可厚非，算不得什么功绩。
然而武后在位时，功绩斐然，而且侍奉了她那么多
年，我哭泣只是一个臣子该有的气节，如果非要因
这事而治我的罪，我无话可说。”尽管姚崇如此解
释，但人们大都认为这是权谲之举。

还有一位是大明第一神人、内阁首辅李东
阳。这位仕宦五十载、入阁十八年、死后谥文正
的内阁首辅，在大明著名太监刘瑾把持朝政的时
候，让世人诟病。先是因为刘瑾为首的 8个宦官形
成太监刘党，分据要津，矫旨妄为，迫害忠臣，
贪赃枉法，朝政日坏，同为内阁的刘健推案大
哭、谢迁訾骂不休，只有李东阳态度暖昧，当满
朝文武疏请武宗诛杀刘瑾等“八虎”时，李东阳
唯唯否否不置一词；后又为刘瑾蛊惑人心兴建的
玄真观撰写碑文，在碑文中为刘瑾歌功颂德，使
个人声誉大损。国子监一监生趁天黑题诗于其
门，嘲讽他：“才名应与斗山齐，伴食中书已日
西。回首湘江春己绿，鹧鸪啼罢子规啼。”（鹧鸪
声好像：哥哥行也不得也，不如归去。）

孤立地看上述史料，不免让人心中不解：这些
名相重臣，怎么会有如此不齿之举。但是，纵观他
们所处朝政，综合分析他们的一生，我深深感到，
正是因为他们的这些被鄙视之举，才成就了他们的
不世之功。正如李东阳在读 《唐书》 读到武后篡
位，狄仁杰和褚遂良采取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时写
的那样：“狄仁杰事高于褚遂良，死天下之事，不
若成天下之事。”

《史记》中记载，当王陵因吕后封诸吕斥责陈
平时，陈平说了这样一段话：“于面折廷争，臣不
如君，全社稷，定刘氏后，君亦不如臣！”朝廷重
臣，不能斗一时之气，逞一时之勇，必须权大
势，观全局。陈平当时附和吕后，是他看到惠帝
年少昏弱，吕后必然称制，诸吕必盛。“全社稷，
定刘氏后”，是要审时度势、寻找机遇的。吕后
死，诸吕谋乱，时机成熟，陈平以五百金厚礼向
周勃上寿，将相交好，合力一举诛灭诸吕，迎接
代王刘恒为帝，挽救了刘氏，安定了社稷。如果
陈平像王陵一样，即使历史机遇到来，成事的一
定不是他。姚崇哭武后，眼泪也不仅仅是臣子气
节。虽然神龙政变武后退位，但她并没有死。李
显是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推上皇位的，他对武后一
直特别害怕，凡有所旨，必行其事。武后的侄子
武三思，代表着武氏家族的力量，权倾朝野，加
上他和韦皇后之间的混乱关系，唐中宗李显是不
可能选明择贤的。果然，五年后，曾经风光一时
的五王，大多被朝廷以各种名义贬官，或被迫
杀，或被流放边地抑郁而终。唯有姚崇能够挺立
不倒，再次走上权力巅峰时，提出 《十事要说》，
实行新政，推行改革，兴利除弊，整顿吏治，淘
汰冗职，选官用才，抑制权贵，为“开元盛世”
奠定了坚实基础，有“救时宰相”之誉。如果姚
崇与张柬之等人一样，开元年间是否会出现盛
世，很难说。李东阳也一样，身处政治漩涡之
中，面对刘瑾一手遮天的黑暗朝堂，他只能因循
隐忍，虚与委蛇，委曲求全。正因为他在夹缝中
求生存，才能调停其间，多所救正，在四年后徒
手粉碎刘瑾为首的宦官集团，挽回朝政。明朝名
臣杨一清正十分感慨地说：“宾翁补天捧日无迹。”

上述三位重臣名相的处世之道启迪我们：身
处任何时代，真正为社稷众生谋利造福，逞勇耍
狠死碰死磕，是不可能实现人生抱负的。朝堂上
不可能都是汉文帝唐太宗，政治舞台从来不会顺
风顺水，在各种环境下，都要明确——成事为
先，观大势，把全局，审时度势，顺势而为，实
现人生崇高目标。当然，为谋私利，弄巧耍奸，
则又当别论。

桑葚就是桑树的果实，一般春末夏初
成熟。在我国浩瀚的诗海中，与“桑葚”
有关的颇多。这些与“桑葚”有关的古诗
耐人寻味，不仅以其独特的形式增添了魅
力，更以其朴实的语言、深沉的情感、丰
富多彩的内涵，令人拍案叫绝。现采撷几
首，与大家分享。

《诗经·卫风·氓》说：“桑之未落，其叶沃
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
士耽！”桑叶未掉落的时候，是绿色的。嘴馋
的小斑鸠啊，不要偷吃桑葚，当心醉了成为
猎人的美餐。

“倦闻子规嘲暮声，不意忽有黄鹂鸣。
一声梦断楚江曲，满眼故园春意生。目极
千里无山河，麦芒际天摇清波。王畿优本
少赋役，务闲酒熟饶经过。此时晴烟最深
处，舍南巷北遥相语。翻日迥度昆明飞，
凌风邪看细柳翥。我今误落千万山，身同
伧人不思还。乡禽何事亦来此，令我生心
忆桑梓。闭声回翅归务速，西林紫椹行当
熟。”乃唐代柳宗元 《闻黄鹂》 中的诗句，
作者想到家乡的桑葚正是成熟的时候，一
串串紫色的桑葚让人馋涎欲滴。

唐代诗人灵澈在 《听莺歌》 中写道：
“新莺傍檐晓更悲，孤音清泠啭素枝。口边
血出语未尽，岂是怨恨人不知。不食枯桑

葚，不衔苦李花。偶然弄枢机，婉转凌烟
霞。”黄莺不吃桑葚，不衔李花，歌声宛转
动听。

“啧啧雀引雏，稍稍笋成竹。时物感人
情，忆我故乡曲。故园渭水上，十载事樵
牧。手种榆柳成，阴阴覆墙屋。兔隐豆苗
肥，鸟鸣桑椹熟。”出自唐代白居易的《孟
夏思渭村旧居寄舍弟》。兔子隐藏在洞里，
不来吃豆苗，叶子很肥壮，听到鸟鸣叫的
时候，桑葚就开始熟了。

宋代的杨万里在 《水落二首》（ 其
一）中云：“桑葚垂红似荔支，荻芽如臂与
人齐。夜来水落知深浅，看取芭蕉五尺
泥。”杨万里是状物写景的高手，在江南的
烟雨中，桑葚成熟了，因雨水充沛，桑葚
果实累累，把枝头压得低低的，桑葚像荔
枝一样红。

“箕踞荔阴闻鸟韵，回牛自逐来潮信。
儿童路口笑相呼，矶脚筠篮有桑葚。”乃明
代黄衷《矩洲杂咏五十首 其二十一》中的
诗句。黄衷正坐在荔枝树下乘凉，一个儿
童在路口笑着朝他打招呼说，他放在山坡
下的竹篮里有许多桑葚，过来品尝吧。

明代的九皋声公在《次张士竹草堂韵》
中说：“西枝草堂西复西，山回谷转路多迷。
蜜蜂出户樱桃发，桑葚连村布谷啼。”一颗
颗紫黑透亮的桑葚挂满了枝头，一个村子
连着另一个村子，十分惹人喜爱。

“鹁鸪啼处却东风，宛与江南气候同。
杏子乍青桑葚紫，家家树上有黄童。”出自
清代的洪亮吉 《伊犁纪事诗四十三首 其
九》。这是他被皇帝流放伊犁时写的，鹁鸪
声声，杏子开始结果的时候，桑葚就红得
发紫了，这里跟家乡江南不同的是桑葚更
加甘甜，家家户户的桑树上都站着几个黄
毛小孩，他们正在采摘桑葚呢。一树树紫
色的桑葚，勾起了作者浓浓的乡愁。

成事为先
□ 滴石水

学习党的二十大文件中
关于优秀传统文化论述的几点联想

□ 钱永波

趣品桑葚诗
□ 刘广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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