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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已进入炎炎盛夏，翻阅报章、
游览网站，时见“七月流火”一词，用来
形容盛夏天气之热，暑气之旺。其实，
这是一种望文生义式的成语误用：“七
月流火”非但不是形容天热的，而且恰
恰是形容天气转凉的！

“七月流火”一词出自《诗经·豳
风·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
曰觱发，二之曰栗烈。无衣无褐，何以
卒岁？”意思是说：“农历七月黄昏，大
火星的位置由中天逐渐西移，暑热开
始减退,天气开始转凉。到九月天就冷
了，该准备寒衣，要多穿衣裳了。十一
月北风呼呼响，十二月寒气刺骨寒。粗
麻衣服没一件，怎能熬过腊月天？”可
见，“七月流火”没有天热的意思。

“七月流火”中的“火”，不是指
“火热”“炎热”“下火”，而是“毁”的通
假字，发“huǐ”音，指天蝎座中的“大火
星”，大火星简称火、火星、大火，也叫
辰星、商星，天文学上称之为“心宿
二”。此星高挂苍穹，逐渐西移、下坠的
时候（“流”有流动、坠落之意），天气就
开始转凉了。古人观察到了这一天相
变化，于是就唱出了“七月流火，九月
授衣”。

大火星之所以为古人所注目，是
因为它在整个天蝎座中是最亮的一颗
星，它所发出的火红色的亮光，极为耀
眼。古代天文学家通过观察大火星等

日月星辰之运行变化，逐渐摸索出了
天相与时令的变化规律，从而以大火
星等天相变动，来确定农时，以指导当
时人们的生活和农业生产。清代学者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三代以上，
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
也。”明确指出，古人对天文星相十分
看重，天文知识较为普及，而且，“七月
流火”一词就是与农民生产有关，是农
民自己总结出来的“土语”。

大火星在东方黎明时出现的时
候，时令正好是“春分”；大火星在西
方不见的时候，时令恰好在“秋分”。
古人对大火星的这一变化规律非常
熟悉，于是，很早便设立了“火正”这
一官职，《左传·襄公九年》中载：“陶
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
火纪时焉。”《左传·昭公元年》也有类
似的记载：“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
伯，季曰实沈……迁阏伯于商丘，主
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火正”
的主要职责就是常年观测“大火星”
的位置变化，“授民以时”，以便安排
农业生产。

综上所述，“七月流火”要读作
“七月流 huǐ”，它是天气转凉的一种
信号，“知暑渐退秋将至”。用来形容
夏季天气炎热，属于望文生义，成语
误用。希望方家纠偏正听，避免以讹
传讹，贻患后世。

“七月流火”与夏暑无关
⊙钱国宏

纵观王阳明一生，先后“两次
半”踏入闽地：第一次是明正德二年
（1507 年），赴谪龙场途中，迂道至
武夷山；第二次是明正德十二年
（1517年），巡抚南赣，总制汀、漳二
府军政，亲履漳南平乱，奏设平和县
治 ；半 次 是 明 正 德 十 四 年（1519
年），奉敕赴闽勘处福州叛军，行至
半途，听闻宸濠反变而返起兵，故称
半次。

其心学在福建也得到广泛继
承、弘扬和发展，深刻影响了一大批
福建士子文人。可以说，王阳明的
功、德、言深刻影响福建地域文化，
阳明学与闽学、闽南文化相融合、互
促进。

王门学者仕宦福建
明正德以后，一大批亲得王守

仁之炙的阳明弟子及其后学入闽任
职，随地讲学，传经布道，深度影响
福建学风，更是影响了一代代福建
人。仅嘉靖年间就有近30位王门学
者仕宦福建，万历、崇祯年间则是更
多。如巡按聂豹、参政黄宗明、按察
使邹善、提学耿定力，还有知府施邦
曜、郡府推官黄弘纲、知县何春、县
邑教谕刘邦采，乃至谪戍镇海卫陈
九川、李材……他们利用在闽的政
治影响力，不忘阐发王学根本，讲授
不止，一时蔚然成风，从学者声势浩
大,风靡八闽大地。

明万历年间任福建按察司副使
的阳明再传弟子徐用检，启发、改变
了泉州学子李贽的学术，李贽不惜
以“被诱惑”而言：“余自幼倔强难
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
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
……不幸年逋四十，为友人李逢阳、
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
阳明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
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
之矣。”

又如谪戍镇海卫的阳明再传弟
子李材持续“聚徒讲学”，不遗余力
地弘扬传播王学要义，以至“学徒益
众”，还定期到漳州龙江书院、南靖
安福寺等地讲学不辍，以致阳明学
在漳郡勃兴振发，吸引八闽学者踏
至而来，成为福建王学传播中心。仅

《正堂书稿》就收录了李材与潘庭
礼、吴道濂等数十位闽籍阳明后学
的学术问答。之后，还到武夷山开堂
讲课，其门人提学副使徐即登还修
建“见罗书院”，供其讲学，广招延
平、建宁诸府的门徒，让“闽之士耳
目新安久矣，能一旦得习课，而脱然
于章句之外也乎？又能一旦因习课
而豁然于课之先也乎？”

还有万历年间巡抚福建的许
孚远、崇祯年间执宰漳州的施邦曜
等诸多阳明后学，学宗良知，力传
阳明心学。叶向高赞曰：“（许孚远）
先生在闽，抚政之暇，多延见士大
夫及诸生讲明理学。闽人故株守紫
阳绪说，不敢为高论，而先生尺尺
寸寸，一禀于伦常，其词旨贯穿淹
洽，听者忘倦，以是多所感发兴起。
先生又创共学书院，置膳田，风教
大行矣。”

施邦曜则身体践行阳明心学，
力施仁政，遇旱为祷，遇饥煮粥，恤

孤怜穷，扶善锄强，治漳之功有
如阳明平漳之绩,被郡民
誉为“后一文成”。

阳明书籍在闽传播
一批阳明学书籍在闽刊刻或由

闽人辑刊，推动了阳明学在福建传
播发展、发扬光大，甚至传播、影响
到海外。

明嘉靖三年（1524年），时任余
姚知县的泉州人丘养浩，将王阳明
贬谪龙场期间的诗文编成《居夷
集》，刻于余姚，是现存最早的阳明
先生诗文集，可谓珍稀之本。

明嘉靖七年（1528年），陈九川
在镇海卫根据漳州、福建学者的实
际，对《传习录》进行校正、删复纂
要，编辑成六卷，再经聂豹在福州
养正书院重新刊刻发行，成为当时
福建推广王学的重要书籍，让民众
得以化繁为简、通俗易懂地学好阳
明学。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被
湖广佥事冯应京逐出麻城的李贽等
人，应工部尚书刘东星之邀前往山
东济宁，入住漕河衙门官署，闭户研
读、抄录《王文公全书》，终成一部

“嘉惠后世之君子”的不朽文献——
《阳明先生道学钞》。

明崇祯初，漳州知府施邦曜深
感《王文成公全书》帙卷繁多、篇幅
浩大、携带不便、阅读不易，遂将其
分门别类，按理学、文章、经济三帙
归类整理，辑为《阳明先生集要》三
编十五卷，并授梓于平和知县王立
准督刻，与《王文成公全书》（隆庆谢
氏刻本）并列为王学著作的两个重
要版本，为后人翻印阳明著作的基
本资料，将阳明学的传播发展推到
一个新的巅峰，甚至为阳明学向海
外的传播发展作出贡献。美国人亨
克于 1916 年出版的《王阳明的哲
学》，正是刻于平和《阳明先生集要·
理学编》的英译本。

在闽重刻《传习录》、在漳首刻
《阳明先生集要》，以及闽人辑刊《居
夷集》《阳明先生道学钞》……使得
阳明学在福建的影响力逐渐扩大，
形成强大的学术思潮，深度影响福
建地域文化的发展。

闽南文化心学因子
闽南是朱子过化之地，也是阳

明学的重要传播地。王阳明及其阳
明之学，影响着一大批闽南士子文
人，并对闽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
生重大作用。正如中国明史学会会
长、厦门大学教授陈支平所言：“王
阳明及其阳明之学，是继南宋朱熹
及其朱子学之后，对闽南文化的形
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的核心元
素之一。”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杰出人物李
贽，受王阳明不盲目迷信“经”的启蒙
影响，打破僵化思想的禁锢和束缚人
性的教条，形成“不以孔子之是非为
是非”的观念，提出“童心”学说，将阳
明先生的亲民、担当精神与福建人的
特质禀赋有机结合，高扬初心意识，
成为福建地域宝贵的精神财富。此
外，李贽主张男女平等、追求个性解
放、提倡自由经商等观念，无一不是受
到阳明学的影响。

漳浦人黄道周在《阳明先生集
要序》《重建王文成公祠碑记》等文
中，毫不掩饰地流露了钦慕阳明之
意，发出“不同时兮安得游？登君堂
兮不得语，耿徘徊兮中夜”那种“因

所处时代不同而不能步入王阳明门
下”的遗憾与感慨，并以“择其善者
而从之”的态度，在讲学时多有引用
陆王心学观点，以至清代学者袁翼
认为：“石斋（黄道周）湛深经术，私
淑阳明而所谓心学者，微有转手。”

清代名臣、安溪人李光地虽学
宗程朱，但也积极汲取陆王心学思
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曰：“光
地之学，源于朱子，而能心知其意，
得所变通，故不拘泥于门户之见。其
诂经兼取汉唐之说，其讲学亦酌采
陆王之义，而于其是非得失，毫厘千
里之介，则辨之甚明，往往一语而决
疑似。”

近代文学大师、漳州人林语堂
致力倡导闲适、性灵的文学风格，与
李贽的童心说、汤显祖的情至说、公
安派的性灵说一样，深受阳明心学
影响，甚至认为“聪明以为可以做的
事，但良知以为不可以做，就不要
做；聪明以为不可以做的事，但良知

以为可以做，就去做。良知为主，聪
明为奴，其人必善良，良知为奴，聪
明为主，其人必奸诈……所谓善恶，
无非良知，行事凭良知，一切都会好，
行事凭聪明，一切都会坏。”可见，出
生于阳明奏立之县的林语堂，其思
想、文风吸收了阳明心学的精髓。

阳明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组成部分,同样对闽南地区的人
文思想、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和
积极作用，潜移默化改变了闽南人
的思维方式，使得追求思想解放、冲
破限制束缚成为闽南文化的重要因
子，强化了闽南人崇尚实用、追求功
利的社会伦理价值取向，推动闽南
人形成冒险、务实、多元的人文特
性，促进了闽南人由“重农抑商”向

“重商经商”思想观念的转变，形成
“善观时变、顺势有为，敢冒风险、爱
拼会赢，合群团结、豪侠仗义，
恋祖爱乡、回馈桑梓”的闽
商精神文化。

阳明学深刻影响福建地域文化阳明学深刻影响福建地域文化

自 1982 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
24座历史文化名城至今，我国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已走过40年。曾
经的斑驳历史印迹，如今有哪些新
的“打开方式”？在近日举行的“传
承与创新·清华与名城四十周年”
论坛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经济
师杨保军提到，全国已有 140 座城
市被公布为国
家历史文化名
城，799 个镇村
被公布为中国
历史文化名镇
名 村 ，6819 个
村落被列入中
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形成了世界上
规模最大的农耕文明遗产保护群。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
教吹箫”“若问古今兴亡事，请君只
看洛阳城”“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
淡抹总相宜”……城市是人类社会
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是标志人类
所处时代和所处地域的社会缩影；
而历史文化名城无疑就是古代政
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或是近、现
代革命运动和发生重大历史事件

的地方，其为公众留下了不可计数
的历史文化信息，是一个地方文化
的魂魄集聚场所。

40 年来，随着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制度的日益完善，随着社会保护
组织能力的不断加强，现如今，众
多的传统村落、文化名镇、历史文
化名城串珠成链、联链成片，已经
成为传承中华文化、历史文明的符
号，弘扬中国精神的文化平台，为
广大社会公众提供了凭吊乡愁的

载体。
历史是有记忆的，而这些记忆

不仅告诉了我们过去，明确了我们
的现在，更昭示着我们如何走向未
来，因此进一步挖掘历史文化名
城、镇和传统村落的遗产，持续强
化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利
用，让其在时代的骀荡东风里摇曳
出曼妙的春光，是当代人的使命和
责任。

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保护

好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
是现在和将来努力的方向，这对坚
定我们的文化自信大有裨益。要让历
史文化名城等真正“活”得滋润，让它
们成为讲述中国故事的一张张名片，
在城镇化进程加快的当下更应该保
持对历史的敬畏态度，采取更加科学
有效的举措，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称得
上不辜负历史的重托。

建立分类科学、管理有效的保
护传承体系首当其冲。历史文化名

城、镇、传统村落星罗棋布，相关部
门需要按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
村保护条例》对现有的历史名城等
进行细致评估、科学归类，对重点
的历史文化名城等加大政策和资
金的扶持力度。

靠空间治理的现代化来解决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是恰当的路径
选择。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市
快速的开发建设，工业化、城镇化
加速发展，无形中对名城和文物保

护带来的持续压力与冲击不断增
大，因此围绕问题意识，强化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的底线管理，在城市
空间的摆布和利用过程中，需要各
级政府官员增强自己对历史文化
的敬畏感，给历史文化遗迹留出

“闪展腾挪”的空间。
在国家拨付经费捉襟见肘的

情况下,地方政府可以借鉴国外一
些文化名城保护和利用的办法,推
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

拓宽社会资金
进入名城保护
利 用 的 渠 道,
形 成 政 府 主
导、社会参与
的文物保护新
格局，让其在

延续历史文脉、保护文化基因、塑
造特色风貌中发挥作用。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
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
市历史文化遗产”。切实让历史文
化遗产“守得住”“活下来”“火起
来”，让历史文化名城与现代都市
生活交相辉映，是历史赋予当代人
的使命，希望更多的社会公众能为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贡献自己的
力量！

让历史文化名城在时代的东风里摇曳出让历史文化名城在时代的东风里摇曳出让历史文化名城在时代的东风里摇曳出让历史文化名城在时代的东风里摇曳出让历史文化名城在时代的东风里摇曳出让历史文化名城在时代的东风里摇曳出让历史文化名城在时代的东风里摇曳出让历史文化名城在时代的东风里摇曳出让历史文化名城在时代的东风里摇曳出让历史文化名城在时代的东风里摇曳出让历史文化名城在时代的东风里摇曳出让历史文化名城在时代的东风里摇曳出让历史文化名城在时代的东风里摇曳出让历史文化名城在时代的东风里摇曳出让历史文化名城在时代的东风里摇曳出让历史文化名城在时代的东风里摇曳出让历史文化名城在时代的东风里摇曳出让历史文化名城在时代的东风里摇曳出让历史文化名城在时代的东风里摇曳出让历史文化名城在时代的东风里摇曳出让历史文化名城在时代的东风里摇曳出让历史文化名城在时代的东风里摇曳出让历史文化名城在时代的东风里摇曳出让历史文化名城在时代的东风里摇曳出让历史文化名城在时代的东风里摇曳出让历史文化名城在时代的东风里摇曳出让历史文化名城在时代的东风里摇曳出让历史文化名城在时代的东风里摇曳出让历史文化名城在时代的东风里摇曳出让历史文化名城在时代的东风里摇曳出让历史文化名城在时代的东风里摇曳出曼妙春光
⊙樊树林

闽南俗语“不听老
人言，万世拖屎连”中的

“拖屎连”，意为拖着带
屎的尾巴。这句俗语在
告诫人们：如果不听老
人的话，自以为是而办
了错事，就会后悔莫及，
像世世代代拖着一条长
长的带屎的尾巴，那该
有多倒霉、多难受啊！

老年人的话应该听
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
尊老敬贤，这是中国优
秀的文化传统和道德传
承。相对于年轻人，老年
人阅历较广，涉世较深，
经验较丰富，所以就有

“老年人吃盐比年轻人
吃米多”“老年人过桥比
年轻人走路长”之说。尤
其是在深山老林中打猎
的老猎户和在汪洋大海
中捕鱼的老渔夫，近山
知鸟音，靠海知鱼性，其
经验之丰富，确是非常
人所能及。古希腊的先
哲苏格里拉有一句名
言：上天赐人予二耳二
目，但只有一口，欲使其
多闻多看而少言。这就
说明听的重要性。闽南
人由于在现实生活中，
看到不少年轻人不认真倾听老年
人的正确意见而铸成大错，才会
出现“不听老人言，万世拖屎连”

的俗语。所以作为年轻
人应该虚心向老年人学
习、请教，用于丰富自己
的知识和人生。

老年人的话应该百
分之百听吗？答案是应
该认真倾听，但要有所
扬弃。老年人虽然经验
比较丰富，但多少会受
时代的局限，有时还会
陷入经验主义的窠臼。
有些老年人还喜欢用
旧的眼光看待新时代、
新事物，思想显得比较
保守。这就需要年轻人
在听取“老人言”的过
程中认真分析,有所取
舍 ，但 一 定 要 谦 虚 自
我，尊重老人。三分时
期东吴君主孙权手下
有位老谋士张昭，因提
出不少正确的主张，被
称为“东吴第一谋士”，
孙权的哥哥孙策临死
时特地交代孙权：“内
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
决问周瑜。”但在曹操
百万大军压境时，张昭
却提出投降的主张。孙
权通过听取各方意见，
最后采纳了周瑜主战
的主张，终于把曹军打

回北方去。过后孙权仍尊张昭为
“第一谋士”。孙权的这一做法，是
很值得后人学习的。

▲位于龙海南太武
山上的摩崖石刻，系阳明
后学李材谪戍镇海卫时
所题写。

◀明崇祯年间，黄道
周为平和王阳明公祠所
作的碑刻，现存于平和县
博物馆。

▲位于
平和县城阳
明公园内的
王阳明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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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晓峰 张山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