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宫林小说集
《点晕》面世

本报讯 日前，河南省项城市著
名作家宫林的小说集《点晕》出版面
世。

这部中短篇小说集包括三部中

篇、六部短篇，都是以现实主义的表
现手法创作而成，贴近现实生活，为
底层人物画像，为小人物立传，人物
丰富多彩、有血有肉。 这部作品是作
家对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为主
题的实践活动的一种积极回应。

在这部小说集中，中篇小说《狮
子的摇篮》《养牛经》皆是头题小说，
《你会哭吗》作为重点稿件，发表时
配发了评论文章。 短篇小说《点晕》
被《小说选刊》推介，入选多种选本。

宫林，原名张功林，中国作家协
会会员，河南省文学院签约作家，鲁
迅文学院第十八届高研班学员，被
誉为“中原文学八金刚”之一。 1990
年开始在《莽原》发表小说。 出版长
篇小说 《村支书纪事》《马年马月》
《飞车走壁》， 发表中、 短篇小说多
部。 曾获《十月》文学新人奖、山东文
学奖，其中篇小说《大雾弥漫》获第
二届河南省文学奖。

（张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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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地上的第一声惊雷
———再读《史记·陈涉世家》

◇王天瑞

近日读书，搬出沉甸甸的《史记》，翻
开《陈涉世家》读起来。 《陈涉世家》读过
多少遍了？说不清也忆不起，读过很多遍
了吧！ 至今兴趣盎然，读而不厌。

为什么读《陈涉世家》兴趣盎然、读
而不厌？陈胜，字涉，阳城人，即现在周口
商水县人；吴广，字叔，阳夏人，即现在周
口太康县人。他们说的话，似乎就响在我
们耳畔，他们做的事，似乎就发生在我们
眼前，读起来当然格外亲切。

陈胜，虽然是一个普通农民，但从小
就志向远大。年轻的时候，他被雇佣给人
家耕田。有次耕田停下来休息，他愤愤不
平， 对一起受雇的伙伴说：“如果将来富
贵了，不要互相忘记啊！ ”伙伴笑着回答：
“咱们都是受雇耕田的，会有什么富贵！ ”
陈胜长叹说：“唉， 燕雀哪里知道鸿鹄的
志向啊！ ”

秦二世元年 （公元前 209 年）7 月，
朝廷征召贫苦农民去戍守渔阳， 有九百
人驻屯大泽乡。 陈胜、 吴广都编在队伍
中，做屯长。当时，正赶上天下大雨，道路
不通，估计已经耽误了应该到达的期限。
误了期限，根据律令要被斩首。 陈胜、吴
广合计：“现在逃亡也是死， 干一番大事

业也是死， 同样是死， 为国家大事业而
死，不是更好吗？ ”他们就占卜，问鬼神，
用朱砂在帛上书写“陈胜王”，广泛散发。
夜间， 吴广还到驻地旁丛林中的神庙前
燃起篝火，学着狐狸嗥叫：“大楚复兴，陈
胜为王！ ”人们惊恐，第二天早晨议论纷
纷，指指点点地看着陈胜。

吴广素来关心别人， 很多人都听从
他的使唤。虽然天下大雨，但带队的军官
照样喝酒，吴广夺过军官的剑，在陈胜的
帮助下，杀了两个军官。陈胜说：“壮士不
死则已，死就要千古留名。王侯将相难道
就是天生的吗？”众人都说：“接受命令！”
他们自称是扶苏、项燕的队伍，顺从民众
意愿，裸露右臂，号称“大楚”，修筑高坛
盟誓，用两个军官的首级作祭品。陈胜自
立为将军，吴广做都尉，进攻大泽乡，攻
打蓟州，沿途还大招士卒。当队伍抵达陈
县（即现在的周口淮阳区），已有战车六
七百辆、骑兵一千余人、步兵数万人，很
快攻进县城。人们都说：“将军身披铠甲，
手执锐器，讨伐无道，消灭暴秦，重建楚
国，根据功劳应该称王。 ”陈胜便自立为
王，国号“张楚”。各郡县受苦于秦朝官吏
的，都惩处官吏、杀死官吏，以响应陈胜。
起义浪潮席卷全国。 这就是中国大地上
的第一声惊天春雷。

虽然陈胜是穷人家子弟，既不博学，
又不富有，更无用兵的锦囊妙计，但他置
身士卒之间，劳作于田野之中，率领几百
个徒众，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转身攻秦，

天下百姓云集。在起义军的攻击下，秦王
朝统治岌岌可危。

但震惊天下的是， 陈胜称王仅仅六
个月，农民起义军就失败了。吴广率兵围
攻荥阳，却没有攻下来。 将军们谋划说：
“现在吴广骄横，不懂用兵权谋，无法和
他商议，不杀了他，事情恐怕要失败。 ”就
假借陈王命令杀死了吴广。陈胜称王后，
曾与他一起做雇农的旧友来到陈县，说：
“我想见见陈涉。”陈王召见了他。旧友进
入王宫，看到宫殿帷帐，惊叹：“宫殿这么
深邃啊！ ”旧友还谈论陈王往事。 有人对
陈王说：“客人愚昧无知，专门胡说八道，
这会有损你的威信。 ”陈王就杀了旧友。
从此，再没有人亲近陈王。陈王还重用亲
信，各将领攻城略地回来后，有不听从命
令者不交给司法官吏，任由亲信处置。因
为这个缘故， 各将领不再亲附陈王。 腊
月，陈王的驾车人杀害了陈王，将其埋藏
于砀县。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农民起义
失败了。 随后，刘邦率起义军攻进咸阳，
项羽领兵杀死刚刚继位四十六天的皇帝

子婴，秦王朝灭亡。
强大的秦王朝，二世而亡，这是为什

么呢？ 是因为不施行仁义。 陈胜、吴广建
立政权后，被身边人杀害，这又是为什么
呢？ 是因为背离了民众。

天地之间，民为贵。 政之所兴，在顺
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以民为本，为
民所拥戴；背离民众，为民所唾弃。 权力
来自人民，必须服务人民。 ③22

智慧的彼岸
———老子《道德经》解读

◇张君民

第二十七章

【原文】
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

用筹策，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无
绳约而不可解。 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
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 是谓袭
明。 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
善人之资。 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
大迷，是谓要妙。

【译文】
善于行车的人，不留下车辙；善于

言谈的人， 不留下把柄； 善于计算的
人，不用筹码；善于关门的人，虽没有
门闩却使人不可打开；善于捆绑的人，
虽没有绳索却使人不可解开。 因此，圣
人善于人尽其才， 所以没有被遗弃的
人；善于物尽其用，所以没有被废弃的
物品。这就叫作内藏着的聪明智慧。因
此，善人可以做不善人的老师，不善人
可以作为善人的借鉴。 不尊重他的老
师、 不爱护他的学生， 虽然自以为聪
明，其实是大糊涂。 这就是精深微妙的
道理。

【解读】
本章老子告诫统治者要掌握和遵

循大道，成就善人，善待不善人，消除
社会对立，使百姓和睦相处，实现社会
和谐发展，这是治国的要义。

老子先举了几个形象的例子 ，阐
述做事要遵循“道”的重要性。 行、言、
数、闭、结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做
的动作，但“行而无迹”“言而无瑕”“数
不用筹”“闭无关楗”“结不用绳”，就不
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而这恰恰是善
人与不善人的区别。

善人是效法天地之厚重者， 安然
自重而不轻动强为； 效法天地之笃静
者，超然守静而不躁动妄为。 不强为、
不妄为，就是一切遵循自然之道，直至
与大道融为一体，看似无所作为，实则
无所不为！

善行者，学大道无形 ，不知其来 ，
不觉其往， 德化众生、 滋润万物而无
声；善言者，学大道无声，以身作则，默
然示之，百姓畏威怀德，欣然相从；善
数者，循大道之法，星移斗转，四时交
替，不须巧谋算计，天下之事便了然于
胸；善闭者，遵大道之理，知关闭之玄
妙，谙关楗之所在，以开为关，以退为
进；善结者，贵大道之德，关闭情欲，恪
守精神，不须教化，便可结心凝力。

这就是善人的境界， 与大道融为
一体，胸怀全局，掌控局面，游刃有余。

当为则为，不当为则不为，说话做事都
发自内心，所说的话、所做的事，自然
而然，不炫耀，不苛求，自然不会留下
任何痕迹。

天地化育万物，一视同仁，不会偏
爱任何一物，也不会放弃任何一物。 圣
人效法天地之道治理国家， 也不会因
为谁是所谓的善人而多加偏爱， 也不
会因为谁是所谓的不善之人而随便抛

弃。 在圣人的眼中，无可弃之人，亦无
可弃之物。

对于善人，应视其为榜样，以其为
师，使自己逐步接近大道，成为善人；
对于不善之人，应该以其为鉴、引以为
戒，从他们身上吸取教训，完善自己。

世上的人各有其用， 能够视各人
的能力、 性格进行教育分工的就是圣
人。 孔子弟子三千，他根据弟子的不同
情况和特征因材施教， 使他们各得其
所。 子路少年时，十分鄙陋，人们都以
为他不会成才，但孔子以礼仪教育他，
使他“儒服委质”，后来以政事闻名于
世，成为孔门七十二贤之一。

圣人之所以善救人， 正是因为他
能找到他人不善的原因所在， 因材施
教，使不善之人成为善人。

由此可见， 不论在常人眼里是善
是恶， 在圣人眼里， 是没有善恶之别

的，一人一物，皆有可用之处。 成功者
之所以成功，一定会有成功的理由，总
结出来就是经验；失败者之所以失败，
也有其原因，总结出来就是教训。 从成
功者那里学习经验， 从失败者那里汲
取教训。 不为人师，便为人资，皆无轻
言抛弃之理。

所以，有知识才能的人，就是那些
没有知识才能的人的老师， 而没有知
识才能的人， 正是有知识才能的人所
要借鉴、帮助、教育的。 不尊重教师 ，
不爱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虽然各怀聪
明，但其实是糊涂的。 这是教育的精
髓！ ③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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