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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文化在我眼里是遥远的，也是“骨感”
的，我之谓“骨感”，是骨骼分明，缺乏血肉
的存在。10月30日，厉彦林长篇报告文学《齐
风淄火》研讨会在北京成功举办。研讨会现
场，我聆听了多位文学和文化领域的专家学者
的高论，脑海里蹦出“丰满”一词。
  这是一次难度极大的写作。齐文化博大精
深，涉及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
面，历史烟尘将闪光的思想颗粒和生活质感都
遮蔽了，风干了，怎么取舍？可谓老虎啃天，
无处下口。作者以一颗“诚”心，将历史与现
实贯穿、融合，采取散点透视法，呈现给读者
的文本，既充满对齐文化的敬仰、敬畏和尊
重，又有汗水味、泥土味和人情味。例如，书
中通过“姜太公钓鱼——— 愿者上钩”“一箭之
仇”和“一匡天下”等成语典故，串联起齐国
的重要历史事件，使读者能够清晰了解齐国的
历史脉络。在呈现历史的同时，融入了现实元
素。通过探访淄博的稷下学宫遗址、淄博烧

烤、马踏湖等人文景观，将读者带入源远流长
的齐文化之中，同时也展现了淄博的现代化面
貌和人民生活的变迁。这种历史与现实的融
合，不仅增强了作品的时代感，也使读者在感
受历史的同时，更能聆听现实社会的脚步声。
  “齐国立世八百年，历代君王扬短长；文
武周王今安在，只见农夫挥锄忙。”一唱三
叹，“农夫挥锄忙”，一个“挥”字一个
“忙”字，让人深思。作者借朋友之口提问
道：“假如春秋战国时代，齐国灭了秦国，中
国历史该如何？假如齐文化兴盛，山东和中国
会如何？”历史没有假设。但面对历史可以提
问，可以猜测，从自己的角度，用自己的智慧
去填充，去“丰满”。
  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将个人的情感与思考
融入作品中，让读者在品味文化的同时，也感
受到了作者的情感温度。这种情感的真实与细
腻，让作品更加生动感人，也让读者在阅读的
过程中，与作者产生了共鸣与共情。例如写稷
下学宫时，有这样的感悟：“中华民族历经磨
难，历朝历代遭遇的灾难往往不是因为贫穷，
而是丢失或缺少信仰和斗争精神，腐化堕落造
成的。精英者不仅要忍受贫困，还要忍受孤

独、寂寞甚至磨难，不触及生死，就没有大彻
大悟，人类一切思考都显得肤浅和青涩。”
“世上任何事情都得付出体力与脑力，甚至需
要咬紧牙关，以命相搏。……照搬传统是不可
能奏效的，需要寻找新文化得以破土而出的种
子。让其在现代社会的土壤里生长出新芽。”
  齐文化的形象化载体是陶瓷。作者说，没
有人类，地球会黯然失色；没有陶瓷，人类会
缺少生活的美感。因为有了陶瓷，人类从蛮荒
时代走进了文明时代。作者感叹：“凝望陶窑
里古老而年轻的火焰，感觉土在旋转，水在回
溯，烈焰更纯粹与完美，平凡之物脱胎换骨为
陶的坚硬和深邃。陶瓷的花纹分明是典雅与神
秘、变幻与静止、瞬间与永恒的波动与凝固，
淬火涅槃的造型与质地呈现的东方神韵。”作
者抚摸着陶器、凝视着陶窑和制陶人的双手，
品味着细节。是啊，细节构成整体，细节也蕴
含着整体、诠释着整体、丰满着整体，让整体
的层次感更清晰。
  从某种意义上说，足够的温度，也就是深
度。世界各国在现代化的艰难进程中，面临相
同的难题——— 如何处理好“社会秩序”和“社
会活力”的关系。是一潭死水，还是一潭活

水，是一盘散沙，还是战斗堡垒？作者通过对
齐文化和鲁文化的对比、深入分析，展现了齐
鲁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传承与发展情况，进而提
出了一个重大命题：“鲁文化强调个人修养、
重德隆礼，重视解决社会有序运转问题。齐文
化强调变革开放、务实包容，重视解决社会活
力问题，同步研究、挖掘和弘扬传承鲁文化和
齐文化的精神内涵与时代价值，就能找到一把
让社会活跃有序、活而不乱、热气腾腾、动态
平衡的‘金钥匙’。”这种对现代社会的思考
与启示，不仅让作品具有了时代感，也让读者
在思考历史与未来的同时，感受到了时代的脉
搏和文化的力量。
  《齐风淄火》这个书名起得特别好。它让
我想到了《周易》中的“家人”卦，卦象是离
下巽上：“风、火”。身修家齐国治而天下太平，都
离不开“风火”。是不是有着这样的寓意：风大
了，火就被吹灭了；风小了，火就不旺。风火
关系最重要的是把握好度，拿捏好度，这个
度，是时度效的“度”。淄博烧烤成为一种现
象，说白了就是把握好了这个“度”。
  这是一本让人思考的书，是山东报告文学
的新收获。

长篇小说《极顶》研讨会

在京举办
  □记者 卢昱 报道
  本报讯 10 月 31 日，由作家出版社、山东省
作家协会、《钟山》杂志社、中共泰安市委宣传部
共同主办，山东省文学期刊社、泰安市文联、中共
泰安市岱岳区委宣传部承办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创
作计划”长篇小说《极顶》研讨会在京举办。
  与会专家学者对《极顶》展开了深入研讨。中
国作家协会创联部主任彭学明认为，王宗坤的《极
顶》具有独特之处，主要体现在人物和题材的独一
性。作品以山乡人为主角，真实描绘了他们的生活
和工作，叙述自然、真实，避免了人为的编排。作
品展现了人与土地、人与自然的紧密联系，同时也
呈现了人生的烟火与风云。
  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梁鸿鹰认
为，这部作品以现实性为最大特点，以泰山为背
景，展现了作者对泰山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作品
中当地居民的生活和景区治理紧密联系现实，深刻
探讨了社会治理、人与社会及自然的关系。
  作者王宗坤讲述了创作《极顶》的初衷，是源
于对故乡泰山的深厚情感。他在泰山上行走、感
悟，将泰山作为作品的主角，展现了人与自然的相
互依存关系。

第二十三届

西安国际音乐节启幕
  据中国新闻网，11月3日，第二十三届西安国
际音乐节启幕，作为本届音乐节的“重头戏”之
一，世界顶级交响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在西安，为
观众献上一场音乐视听盛宴。
  维也纳爱乐乐团不仅是德奥音乐的代表，更是
全球古典音乐爱好者心中的瑰宝。本次演出是该乐
团首次来到西安，对于古城乐迷来说，无疑是一次
与世界顶级交响乐团零距离接触的绝佳机会。演出
现场座无虚席，很多观众从外地赶来，只为不错过
这一珍贵时刻。
  在指挥大师安德烈斯·尼尔森斯的执棒下，音
乐会在著名钢琴演奏家叶菲姆·布朗夫曼与维也纳
爱乐乐团一百二十余位音乐家的联袂演出中圆满落
幕。演出曲目包括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九交响
曲》、贝多芬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德沃夏克的
《第七交响曲》以及理查·施特劳斯的《英雄生
涯》。
  本届音乐节以“当音乐无处不在”为主题，把
“四海之内”的旋律汇聚在西安，共包含“星光盛
典”“致敬经典”“节日庆典”三大音乐板块。未
来的近三个月内，将上演超过20场次的精彩演出和
文化活动。

《喜剧大会》

笑过之后留下了什么
  据文汇报，喜剧为观众带来情绪价值，而优秀
的作品更能让观众产生思考。尽管《喜剧大会》开
播后褒贬不一，但其精准的议题设置引发了观众的
思考和讨论，这就足以促使业内思考：这档节目做
对了什么？
  被一部喜剧作品“骂了”，还要笑着鼓掌“骂
得好”——— 在嘉宾大张伟看来，这才是优秀喜剧的
特质。从身边人、身边事挖掘题材，更容易让观众
产生共情，但这需要创作者细致入微地观察和思
考。《喜剧大会》的很多题材来自周遭生活，让观
众从中看到自己、看见他人，更有代入感，难怪有
网友写下评语：“喜剧向很多披着‘现实题材’外
衣的电视剧证明了什么才是接地气和贴近生活。”
事实上，口碑出众的喜剧作品多以荒诞的方式，唤
起深刻的思考。如郝肖张的作品《哲学家的愿望》
将哲学家、神灯和劫匪这三个身份完全不同的人物
放在同一空间，通过他们之间的荒谬交流和答非所
问，探讨了哲学、金钱、欲望背后的人性问题。
  年轻人热爱喜剧，需要喜剧。喜剧不仅拥有反
映当下现实的能力，也具备创造新的现实的能
力——— 用喜剧的方式生产出新的流行话语，甚至有
人说喜剧已成为青年人文艺生活中的刚需。

六朝考古新材料不断涌现

  据光明日报，“马鞍山是六朝时期‘京畿’所
在，朱然墓是推动三国文化研究的‘引擎’，应将
苏、皖两地相关研究人员与研究资源予以统筹，深
化六朝文化研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韦
正说。10月24日至27日，“纪念朱然墓考古发掘40
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安徽马鞍山举行。来自国内外
相关学科的中青年专家学者围绕六朝考古研究的新
材料、新观点、新方法展开交流。
  “朱然墓葬的形制与出土品历来是学者关注的
重点，未来，随着考古新材料的公布，以漆器为代
表的朱然墓葬随葬品的种类、比例、空间关系将进
一步揭示，研究工作将进一步深入。”韦正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
  本次研讨会上，以朱然墓研究为代表的六朝考
古新材料不断涌现。近两年来，考古工作者在马鞍
山翠螺山景区发现了墙址长550多米、总面积近2万
平方米的采石城遗址。此外，近几十年来，马鞍山
当地文物部门配合城市建设，在牛渚（采石）地区
周边系统性抢救发掘了包括朱然墓在内的数座三国
东吴时期大型墓葬。马鞍山市文物管理中心研究馆
员栗中斌认为，系统性抢救发掘揭示，马鞍山可能
存在以独家墩三国早期墓和宋山东吴墓为主、以朱
然墓等为陪葬墓所组成的东吴时期的一处皇陵区，
并具有独特丧葬文化。
             （□ 文景 整理）

把“骨感”的齐文化写丰满
□ 逄春阶

  关于战时如何解决粮食问题，
《孙子兵法》中作了明确阐述。其
“因粮于敌”的思想，尤其受到广
泛重视。
  《孙子兵法·作战篇》说：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
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
可足也。”
  孙子认为，善于用兵的人，不
必反复征集兵员，也不必多次从国
内运送军粮；武器装备可以从国内
取用，粮秣则可以想方设法从敌国
就地征集，这样能够保证军队的粮
草供应充足。
  《孙子兵法》接着阐述这样做
的好处：“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
一钟，当吾二十钟。”这段话的意
思是接着“因粮于敌”说的。显而
易见，孙子认为，聪明的将帅一
定要做到“因粮于敌”，就食于
敌。从 敌 人 那 里 搞 到 一 钟 粮
食 ， 相 当 于 从 本 国 运 来 二
十钟。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
“因粮于敌”会节省大量的
运输成本，包括马匹、人
力以及途中的各种消耗。
这样不仅减轻了战争准
备的压力，也会大大提
高作战效率。
  “因粮于敌”
无疑是解决粮食

问题的最优解，但是，实现起来也
很有难度。作战双方谁都知道粮食
的重要性，哪会轻易让对手抢走？
为了保护好自己的粮草，都是安排
重兵把守。
  我们看到很多战例，无法真正
做到“因粮于敌”，只好“焚敌之
粮”。烧掉敌方粮草，会导致敌人
军心不稳，战斗力大打折扣，甚至
直接不战而溃。官渡之战中，因缺
粮而危如累卵的曹操一方，就是在
成功烧掉袁绍一方的粮草之后，一
举扭转了不利局势。
  诸葛亮五次北伐，并未实现既
定目标，而又不得不退兵，基本都
是因为粮草不济或者粮草耗尽。其
中，第四次北伐，诸葛亮用的正是
“因粮于敌”之计，他对诸将说：
“ 吾 料 陇 上 麦 熟 ， 可 密 引 兵 割
之。”不过，他的对手司马懿也是
老谋深算，称“今孔明长驱大进，
必将割陇西小麦，以资军粮”，于
是亲率兵马前往，“以防蜀兵割
麦。”诸葛亮神机妙算，尚难顺利
实现“因粮于敌”的目标，由此可
知“因粮于敌”之不易。
  “因粮于敌”难，而粮食问题
又不能不解决，于是大家各显神
通。如曹魏方面，就采用了屯田的
办法。枣祗、邓艾等都是屯田的
高手。
  枣祗很早就跟随曹操南征北

战。先前，吕布攻兖州，曹操地盘
仅鄄城、东阿、范县三处得以保
存，其中枣祗为此作出重要贡献。
曹操回忆：“吕布之乱，兖州皆
叛，惟范、东阿完在，由祗以兵据
城之力也。后大军粮乏，得东阿以
继，祗之功也。”
  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枣祗是东
汉末年屯田制的开创者。他推行屯
田种粮，为保障曹军供给发挥了重
要作用。在《三国志》中没有单独
为枣祗立传，但在其他人的传记中
多有提到。如《三国志·魏书·任
峻传》中评价：“军国之饶，起于
枣祗而成于峻。”即是说军队乃至
国家的需用充足，自枣祗建置屯田
开始，至任峻因卓有成效而已为成
法。书中还说：“是时岁饥
旱，军食不足，羽林监颍川枣
祗建置屯田，太祖（即曹操）以
峻为典农中郎将，募百姓屯田许
下，得谷百万斛，郡国列置田
官，数年中所在积粟，仓禀皆
满。”这里专门写到屯田成果，也
足以显示屯田之法的高效。
  同时，传记中还提到了任峻如
何护粮：“官渡之战，太祖使峻典
军器粮运。贼数寇钞绝粮道，乃使
千乘为一部，十道方行，为复陈以
营卫之，贼不敢近。”这正是以严
密防卫来有效阻止敌军“因敌于
粮”。反过来，从中也能感受到

“因粮于敌”的难度之大。
  至于枣祗屯田的办法，史书中
也有记载。曹操战胜颍川等地的黄
巾军后，获取很多资产，采用枣
祗、韩浩的建议，实行屯田之制，
“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
斛。”起初，很多人主张“当计牛
输谷，佃科以定”，即把官牛租赁
给农户，按照租用官牛的数目缴纳
租粮；拥有私牛者另定比例。枣祗
认为，这种办法“大收不增谷，有
水旱灾除，大不便”。枣祗坚定主
张“分田之术”，实行分成地租。
枣祗的办法最终被采纳，为曹
操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坚实的后
勤支撑。

无无法法““因因粮粮于于敌敌””怎怎么么办办？？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古代打仗为什么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攻城？绕过城池不

行吗？近日，有网友通过微信“问一问”提出这样一个问

题。多位网友踊跃作答，答案中大多都提到粮草问题。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即使今天，如果后勤保障不利，

想打胜仗恐怕也不太可能。

  在古代，受交通等多方面条件限制，筹粮、运粮都极不容易。

我们不妨看看三国时期那些各方互相征战的故事。从史料记载和文

学作品描述的这些事例中，我们能了解当时的一些解决之道：如果

无法自己筹粮，就想尽办法“因粮于敌”；考虑到“因粮于敌”的

难度和不确定性，还有的想出了屯田的好招数。  对于为
什么一定要攻

城的原因，网
友们有一个观点

是相当一致的：抢
资源，其中最重要

的是抢粮食。
  网友认为，攻城并
占领这些城池，可以夺
取里面的人口、粮草、
军械等物资，获得补给。
如果绕过去，不仅意味着
无法获取这些粮草资源，还
可能会面临腹背受敌的风
险，补给线也会被城中的敌
军随时切断。
  简而言之，如果不能保证
粮草供应，仗根本就没法打。
  汉末至三国时期的很多战
争，主要原因就是为了粮食。
  袁绍与公孙瓒、韩馥围绕冀州
爆发的一场战争，固然有袁绍方趁
机扩大地盘的意思，但直接原因还
是因冀州乃“钱粮广盛之地”。
  《三国演义》中这样写道：袁
绍屯兵河内，缺少粮草。冀州牧韩
馥，遣人送粮以资军用。谋士逢纪

说绍曰：“大丈夫纵横天下，何待
人送粮为食！冀州乃钱粮广盛之
地，将军何不取之？”绍曰：“未
有良策。”纪曰：“可暗使人驰书
与公孙瓒，令进兵取冀州，约以夹
攻，瓒必兴兵。韩馥无谋之辈，必
请将军领州事；就中取事，唾手可
得。”绍大喜，即发书到瓒处。瓒
得书，见说共攻冀州，平分其地，
大喜，即日兴兵。
  后面形势发展未出逢纪的预
料。韩馥将冀州拱手让出。冀州由
此成为袁氏的大本营，直至被曹操
攻破。
  同一时期，袁术与刘表结怨，
也是因为粮食。
  《三国演义》中说：袁术在南
阳，闻袁绍新得冀州，遣使来求马
千匹。绍不与，术怒。自此，兄弟
不睦。又遣使往荆州，问刘表借粮
二十万，表亦不与。术恨之，密遣
人遗书于孙坚，使伐刘表。
  从这段描述看，袁术想向刘表
借粮，刘表不同意。袁术怀恨在
心，于是遣人送密书给孙坚，挑拨
孙坚出兵讨伐刘表。
  这场仗确实打起来了。孙坚此

前曾与刘
表结怨，虽
明知是袁术在
搬弄是非，仍然
借机出兵。结果，在
攻打刘表期间，一路高
歌猛进的孙坚，不慎中了对
方埋伏，被乱箭射死。
  曹操一生征战，也曾多次因粮
食问题陷入困境。谋士程昱曾用非
常手段，帮助曹操度过一次危机。
《三国志》中的“程昱传”引《魏
晋世语》记载：“初，太祖乏食，
昱略其本县，供三日粮，颇杂以人
脯。”从这段记载看，曹操的军队
缺乏粮食，程昱因此劫掠家乡东郡
东阿县的粮食。不过，抢到的也仅
能供给队伍三天，且事实上三天也
不足，所以里面还混杂了一些“人
脯”。若非缺粮的形势如此凶险，
恐怕程昱也不会这么干。
  程昱可谓文武双全，有勇有

谋，也一直非
常受曹操信任。但
是，当后来魏文帝曹丕准
备封他为公的爵位时，他未
能等到正式下诏就去世了。
《三国志》中说：“帝为流涕，
追赠车骑将军，谥曰肃侯。”而
《魏晋世语》则认为，他未能晋封
的原因，是因为曾在粮食中“杂以
人脯”“由是失朝望，故位不至
公。”
  追根究底，还是“栽”在了粮
食上面。

粮粮食食成成为为多多次次战战争争的的由由头头

无无法法““因因粮粮于于敌敌””，，只只好好自自己己屯屯田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