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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捭阖（b伲i h佴)者，天地之道。捭阖者，以变动阴阳，四时

开闭以化万物。纵横、反出、反复、反忤必由此矣。

———《鬼谷子》

【释义】捭阖是世间万物变化发展的规律。捭阖是事物发展的

动力，使事物阴阳对立的各方面发生变化，就像春、夏、秋、冬四时

的交替一样，来促使万物发生变化。世间出现的纵横、离开、归复、

反抗等现象，都是通过捭阖来实现的。

【感悟】“捭阖者，天地之道。”鬼谷子认为，捭阖普遍存在

于世间，促进万物发生变化。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这个

不断变化的世界里，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不变则痛，善变则

通。

239.阴阳其和，终始其义。故言长生、安乐、富贵、尊荣、显名、

爱好、财利、得意、喜欲为“阳”，曰“始”。故言死亡、忧患、贫贱、苦

辱、弃损、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诛罚，为“阴”，曰“终”。诸言法阳

之类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诸言法阴之类者，皆曰“终”；言

恶以终其谋。

———《鬼谷子》

【释义】阴阳两方相谐调，开放与封闭才能有节度，从而得

以善始善终。所以说长生、安乐、富贵、尊荣、显名、嗜好、财货、

得意、情欲等，属于“阳”的一类事物，叫作“开始”。而死亡、忧

患、贫贱、羞辱、毁弃、损伤、失意、灾害、刑戮、诛罚等，属于

“阴”的一类事物，叫作“终止”。凡是那些遵循“阴谋”的一派，

都可以称为“新生派”，他们以谈论“善”来开始游说；凡是那些

遵循“阴谋”的一派，都可以称为“没落派”，他们以谈论“恶”来

终止施展计谋。

【感悟】鬼谷子认为，懂得开放与节制才能善始善终，何时开

放、何时节制，需要考察万物。其考察的实质就是寻找事物的关键

点，并找出解决或应对问题的最恰当方法。比如我们用谈判来举

例说明，就是要把握“进攻和退却”的时机，及时进退。要根据谈判

形势的细微变化，灵活地运用积极进取和消极防御这两种基本策

略。

240.古之大化者，乃与无形俱生。反以观往，复以验来；反以知

古，复以知今；反以知彼，复以知己。动静虚实之理不合于今，反古

而求之。事有反而得复者，圣人之意也，不可不察。

———《鬼谷子》

【释义】古代以大道教化众生的圣人，总能遵循自然和社会发

展的规律。反观以往，可察验未来；反观古代，可洞察今天；反观他

人，可了解自己。若对事物动静与虚实的判断，在现在与未来得不

到实践，不应怀疑鉴古知今的方法，而应更深入地研究历史，求得

符合规律的认识。有些事情要反复探索才能把握，这是圣人的见

解，不可不悉心研究思考。

【感悟】古人云：“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

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史为鉴方知今，以人为鉴方

知己。在这里，鬼谷子以一个纵横家的视角，阐明了“反以观

往，复以验来；反以知古，复以知今；反以知彼，复以知己”的方

法论。

●张亚萍8月1日摄于中央公园奏响夏日清晨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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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定鼎之初，兴屯田之

政，在全国大面积开展军屯工

作。目前汝州文化研究者大多认

定：明初，汝州及所辖各县成为

军屯之区，设立有军事机构———

汝州卫，在守城待战的同时，管

理整个军屯工作，而且当时伊王

还在今小屯镇的长营村设有听

政楼（有碑文记载），坐镇问政，

处理军屯事务。照此理解，当年

汝州卫和伊王府好像是一回事。

然笔者近期在整理汝州旧志过

程中，发现事情并非如此，又查

阅了有关资料，发现当年的伊王

府和汝州卫，事实上是风马牛不

相及的。

明代在各地的军屯，有两种

类型。一是藩封军屯，也就是明

朝建立后，为了监督各地方官

吏，巩固朱家王朝的统治，朱元

璋推行分封制，把皇子皇孙分封

到各地做藩王，共同来“夹辅皇

室”，这些藩王便在封地实行军

屯，自收自支，以供其花销。二是

卫所军屯。《明史·卷九十·兵二·

卫所》载：“天下既定，度要害地，

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这

些卫所在执行守城备战的同时，

组织军屯，所得粮食除自给外，

上缴国库。

而在当时汝州的情况是，洪武二十四年

（1391），太祖封第二十五子 彝为伊王，在河南府治

洛阳建立了伊王府。正如据嘉靖三十八年（1559）刻

立的长营碑文记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太祖封

第二十五子 彝为伊王，岁禄两千石。高皇御左顺门

谕指挥葛川先于河南500里内屯种多种小麦，以便

家口就食。葛川遂奉命于汝州、襄城、鲁山、郏、叶等

处屯种。当时全国各地的藩王都设有护卫部队，保

护藩王的安全。伊王府设有洛阳中护卫指挥使司

（简称洛阳中护卫），为伊王的“羽林军”，汝州一带

的军屯都属洛阳中护卫管辖。据《明太祖实录》载，

朱元璋为伊王设置“洛阳中护卫指挥使司于南阳汝

州”。成化《河南总志·第一卷·诸王府》也记载，明成

化年间伊王的洛阳中护卫在“本府东”。可见当时的

洛阳中护卫应该能确定设在汝州。

直到明永乐六年（1408），伊王 彝之藩洛阳。但

“王好武，不乐居宫中，时时挟弹露剑，驰逐郊外。奔

避不及者，手击之。髡裸男女以为笑乐”。明嘉靖四

十三年（1564），袭封伊王典楧获罪被废，被降为庶

民。乾隆《汝州续志》云：“嘉靖四十三年，典楧罪废

国除，降封郡王，移驻汝，曰方城王。”这样，洛阳中

护卫随之废除，改置汝州卫，其指挥使司设在汝州

城内，接替原来的洛阳中护卫管辖军屯工作。正如

《明史稿·兵志》所云：“河南都司旧有洛阳中护卫，

后并汝州卫。”据《明世宗实录》载，洛阳中护卫废除

后，“正额存留，守御宿卫……余发洛阳县收籍编入

图甲，纳办粮差”。其结果护卫军士大部分都被地方

官府接收，编入里甲，成为纳粮办差的普通民众。而

其存留下的正额军士在此事件之后，改属汝州卫管

辖。

进入清代，汝州卫仍然存在，职责同明代，直到

清顺治十六年（1659），朝廷下令撤销卫所，汝州卫

随之撤销，其原来所属各屯、营并入汝州，由汝州管

辖。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汝州的军屯工作，应该先

是明初（1391年）成为伊王府的军屯基地，在汝州

设置洛阳中护卫，当时伊王曾在今小屯镇长营村

设立伊王办公机构———听政楼，处理军屯事务。但

170多年后，伊王被废，洛阳中护卫随之撤销。而后

才设立汝州卫，既执行军务，又负责军屯事务。又

隔了90多年，直到清顺治十六年（1659）被撤销，汝

州卫才完成

了它的历史

使命。

没有比健康更重要的事
郭慧莉

明
清
时
期
汝
州
的
军
屯
机
构

●
陈
建
国

山岚中，风吹发乱，衣袂飞扬。猎猎风中，两

位汝瓷大师迎风大声唱。

想唱什么，就唱什么，想怎样唱，就怎样唱。

一开口，箕山之风就悉数采摘了去，蓝天白云就

悉数摘了去，历史就悉数摘了去，跨越时空，寄

送远方。

结伴而行，寂寞穿行，路在脚下，往前走，穿

过去，得见窑火，得见那蓝色的精灵。

王振芳与范随州用心血和汗水，在汝瓷上

抒写着蓝天白云的明亮色彩，在汝瓷的历史时

空里驰骋前路，无惧无畏，铿锵前行。

王振芳与范随州，汝瓷界执牛耳之人；汝瓷

的灵气滋生了他们不卑不亢，一以贯之的秉性，

一双巧手令多少素坯华彩四溢，博人眼球。

素履之往 青瓷为开

一瓷一世界，一山一美景。汝州为瓷都，大

峪有“弘宝”。

他们的故事，从这里开始。7月20日，汝州市

作家协会文学创作基地在地处大峪镇大红寨的

省级地质公园的弘宝汝瓷文化园揭牌，30余名

嘉宾与中国陶瓷工艺大师、弘宝汝瓷技术总监

范随州及其夫人———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王

振芳女士对话，现场体验、感受泥与火淬炼的艺

术魅力。

以文为媒、以瓷会友，让文学艺术和汝瓷技

艺交相辉映，让作家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

汝瓷文化，体验汝瓷文化的独特魅力。

范随州不仅是陶瓷工艺大师，还是饱读诗

书之人。说起汝瓷，大师语重心长：制作汝瓷，需

融入科技文化、哲学元素，还要植入新的文化内

涵，让传统文化与现代汝瓷有机结合、有效统

一，使之成为中华文化传承有序的有机载体。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范随州认为：任何成

就的取得必属于有准备的人。一个人要想在汝

瓷传承中取得成就，就必须脚踏实地，一以贯

之，执念天青。

弘宝汝瓷文化园，是河南弘宝汝瓷坊有限

公司旗下的一个集科研、展示、观摩、研学、旅游

为一体的综合性园区，建设有国内目前唯一的

艺术陶瓷领域院士工作站。今年6月，园区被省

教育厅命名为河南省中小学专项性社会实践教

育基地。

弘宝汝瓷已有20余年历史，拥有国家发明、

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近200项，获得河南省

科技成果奖3项，其系列产品被评为河南省名牌

产品，“弘宝斋”商标被认定为河南省著名商标。

如此宏大的弘宝，得益于两位大师植根于

传统而不拘泥于古人，真正的大家风范。

白露为霜 一苇以航

上善若水，至美为汝；苍穹之美，天青为瓷。

范随州大师从事汝瓷研究与实践三十余

年，文化素养深厚，理论基础扎实，技艺精湛娴

熟。其艺术风格洒脱、跳跃、不拘一格，有汇天下

良工精华，集天下名窑大成之襟怀，极具大家风

范。

近年来，他的《传承汝瓷文化需弘扬官窑精

神》等十余篇论文先后在国内外报刊发表，并应

邀到韩国、新加坡、日本等国家和地区进行文化

交流和学术研讨。其作品先后荣获中国五大名

窑名瓷作品展评会金奖、全国陶瓷设计创新评

比传统瓷金奖、第二届中国陶瓷文化艺术创新

精品展“大地奖”银奖、“河南之星”设计大赛金

奖等60余项大奖。

受行业所托，范随州联合其他专家领衔起

草了《汝瓷国家标准》，并于2009年由国家质检

总局正式发布。从此，汝瓷质量的好与次有了统

一的衡量标准。“能为行业做点事，我苦点累点

都开心”。

范随州的夫人王振芳女士，对汝瓷的研究

及烧制则更为精通。

作为大师级汝瓷人，王振芳始终秉承“做精工

艺，做足文化”的理念，作品植根汝瓷传统文化，融

合当代主流审美意识，于清丽中凸显灵动，于淡雅

中彰显王者之气，思想与艺术并重，风格独树一

帜，深受国内外艺术界、收藏界好评。

这些年来，王振芳的作品先后荣获中国首

届五大名窑名瓷作品展评会金奖、“闽龙杯”全

国陶瓷作品大赛特等奖，河南省工艺美术珍品

奖，“河南之星”设计大赛金奖等百余项大奖，并

被指定为中华首届海峡两岸民族文化高峰论

坛、2010年上海世博会、第四届华侨华人中原经

济合作论坛贵宾礼品。

王振芳被誉为“瓷坛女杰”，撰写的《汝瓷的

文化性格》《从文化视角解读国粹》等10余篇论

文、专著先后在国内外报纸杂志上发表、出版。

其与丈夫合著的汝瓷文化专著《认识汝窑》集学

术性、可读性、实用性于一体，图文并茂地向读

者展示了优秀的中华陶瓷文化，弘扬了中华文

明，向世人展示了汝瓷的惊世之美。专著《宇宙

系列与汝瓷对话》更是引起了业界的共鸣。

和泥巴打交道也许没有风景，但从中攫取

出的创意、境界、成就和乐趣，使两位大师已成

为制瓷业一道亮丽的风景。

木铎有心 薪火相传

“丁丁淙淙”“丁丁淙淙”……宛如大珠小珠

落玉盘溅出的脆响，俨然窑神女纤手叩击玉磬

发出的遗音，好似岁月的风铃摇出的颤音，恰似

虔诚的信徒敲击钵鱼奏出的音韵；更似清澈的

山泉滴落玉石的声音。

那一刻，在汝瓷的故乡———汝州的弘宝汝

窑旁，我屏气静听着釉料开片的声音。那是我一

生中听到的最美妙的音乐。在那个熏风和煦的

上午，三生有幸的我刚好赶上了开窑的时刻。

“开窑啦———”范随州幸福而又颤栗的声音被插

上了风的翅膀，袅袅飞翔在窑场上空。

一架汝瓷被推出窑口，接着就响起那宛若天

籁的开片声。“丁丁淙淙”“丁丁淙淙”，那是青瓷精

灵跃入人间时发出的呐喊，那是千年汝瓷焕发青

春时的喜号，那是传统音符重现人间的宣言。

那一刻，我被这玄妙无穷的音乐陶醉了，倾

听着那时缓时急、时疏时密、时高时低的天籁之

音，我的心被这绝尘的遗响擦拭得清澈明亮。

我醉了，展厅内博物架上的“荷花碗”“玄纹

樽”“荷叶口瓶”“三个和尚”等汝瓷精品，在灯光

下呈现出古朴、典雅、凝静、大气的神态，我的耳

畔再次响起了汝瓷开片的声音。

———我，心中空明无尘，仿佛被融入了禅

境。

让作品说话。两位大师用实际行动给出了

答案。

范随州说，曾经有观点从市场的角度指出：

作品在前，作者在后。认为只要作品好，作者怎

么样并不重要。这种说法比较切合钱钟书的“蛋

鸡”理论———如果你觉得蛋好吃，何必要看生蛋

的鸡长什么样子？但从中国的传统观念来讲，人

与艺是成正比的，甚至前者更重要。弘一法师、

林散之等诸多名家对此都有论述，常言中也有

“文如其人”“画如其人”“字如其人”等说法，无

一不诠释着这一观念。

范随州认为，细节是了解一个人的关键。面

对关于“如何与汝瓷结缘”的问题时，他毫不掩

饰：“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一句极为普通的话，

展现了他的真诚至极。范随州还有一个比较淡

然的观点：人生与艺术都是一个圆，人一无所有

来到这个世界，最终一无所有离开；艺术从没有

到不断地增加，再到不断地精简。二者在这个圆

上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必须往前走，不能回

头、停滞。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执念，范随州一直奉行

着“不与人争，做好自己”的儒家中庸之道，始终

保持低调的行事作风。执着、真诚的范随州为自

己明确了一个定位：给自己绑上一块石头，沉入

艺术之海，全心全意、默默无闻地去做，不在乎

今天的获取，也不在乎明天的达到，只坚信付出

终有回报。

范随州、王振芳常常自问，“我们能为后人

留下点什么？我们能为汝瓷奉献点什么？”为了

汝瓷的未来，为了追寻心中的汝瓷梦，他们一直

在默默地为汝瓷的发扬光大奉献智慧，为博大

精深的汝瓷文化谱写一曲光辉灿烂的乐章。

1
老公就职于市中医院的中药房。

药房工作繁忙，药剂师们一旦上班，就

一刻不停地开始抓药，他们不断奔跑在各个

药柜之间，日均走路达2万余步。

经年累月地跑下来，不少人都存在或轻

或重的脚后跟痛、小腿痛等毛病，一些上了

年纪的职工，几乎都逃脱不了下肢静脉曲张

的命运。

除此之外，他们还要承担百余斤重的中

草药入库、上药等繁重工作。纯天然的中药

杂质较多，搬动、抓取时，草药中的灰尘四散

到空中，飘浮在药房上空经久不散。在这样

的环境中待久了，想不咳嗽、哮喘都难。

老公每每下班回来，整个人都几乎瘫倒

在地，用他的话说，比搬了一天砖都累。

可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有个高龄孕妇，

坚持在岗，直到产期临近。

据说这大姐已是奔四的年纪，乍怀二

胎，压力陡增，于是拼命工作。别的同事换班

调休时，她一个人从早干到晚，中午叫来外

卖，等送走一批患者后，再见缝插针地草草

一吃，然后接着工作。

有一次，大姐错过饭头，加上已近孕晚

期，竟差点昏厥在药房内。老公发现时，她已

全身酸软地顺墙秃噜在地，两个同事合力才

将大姐勉强抱坐在一袋草药上。老公端来大

姐点的外卖，她甚至连饭都吃不到嘴里……

领导体恤大姐高龄怀孕不易，婉转地建

议她以身体为重。但不管大家如何劝说，大

姐仍是照干不误，而且比其他抱怨不断的男

同事干得更努力。

而工作之余，大姐也是忙个不停。据说，

大姐家里有一个羊场，养有百余只羊。一天繁

忙的工作过后，大姐回家要给羊铡草、喂食。

此外，家里的孩子还需她照料，她每天

早上先送孩子去学校，晚上再接孩子回家。

孩子放假没人带时，她甚至直接将孩子带到

环境恶劣的药房，指挥孩子给她打下手。

眼看预产期临近，大姐如祥林嫂般和同

事们不断重复着，她明天就休息。这个明天

一直重复到她产前，领导只能暗中关照让大

家多照顾她。

而已休息的大姐还不断给大家打着预

防针：“我坐完月子就回来上班……”

2
我的单位也有个大姐，年岁已近退休。

她患有多种疾病，类风湿、颈椎病、腰椎

病等，最严重的当属类风湿。

常年服药，她的关节几近变形，内脏受

损，身体动不动就出现严重的浮肿。

可她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工作狂。

作为一名基层新闻工作者，她对事业有着

偏执的热爱。年少时为了写出好稿子，乘公共

汽车、骑自行车，穿梭于汝州的各个乡镇街道，

拿到第一手资料后，当天就急于把稿件完成。

往往夜半三更还在灯下爬格子。寒冬腊月，在

没有供暖的时代，她在腿上裹了棉被就接着

写。手冻麻了，搓热；脚冻麻了，起来走两步

……

那时候，她一个人往往一写就是一个版

的稿子。

经年累月的熬夜、辛苦，她的身体终于

在有了孩子后全面告急，类风湿折磨得她苦

不堪言，好几次她卧床不起。

三十而立的年纪，正是干事创业的大好

年华，她却不得不停下脚步，审视自己的身体，

望着那些年轻健康的躯体羡慕着、叹息着。

但她却并没有彻底停下，身体稍见好

转，她就继续忘我地投入工作。甚至带着年

幼的女儿赶场采访，专注时，把孩子忘在采

访现场，差点走丢。

但她仍不后悔。对事业的执着追求高于

一切，在她看来，任何病痛都比不上工作在

向她招手。

“只要工作需要，即使在坟墓里，也会涌

出一股力量，爬出来接着干。”

她是劳模、是先进工作者、是典型、是大

家学习的榜样。

3
在我们的身边，以牺牲健康为代价的付

出者还有很多。

在网上，这样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有

多少病入膏肓的人在无声地忏悔，他们所求

的不是高官显贵，也不是富可敌国，只是有

家人陪伴，只是能顺利地呼吸每一口空气。

人只有到油尽灯枯时，才明白所求的只

是这样返璞归真的小小要求。

可是那一刻，什么都晚了。

生命只有一次，你不珍惜，别人更不会

替你珍惜。

对家人而言，健康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而是对家庭、对亲人的负责；对事业而言，健

康是你前进的基石，没有健康你的事业也只

能止步于此；对人生而言，健康是1，其他的

一切都是零，没了1，再多的0也是毫无意义。

这个世界如此美好，请每个人都珍惜自

己这仅有一次的生命吧，只有学会爱自己，

才能更好地爱他人，更好地拥有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