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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陕西省宝鸡市眉县县城东26公
里处的横渠镇，一座以宋式为主，兼有明清
特色的院落，静谧而厚重地驻居在街巷一
隅，这便是大名鼎鼎的张载祠，也是横渠书
院所在地。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曾引用
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
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金石名言就是出
自横渠先生——张载。

一生坎坷志存高远
执著立言创立关学

张载，原籍大梁（今河南开封），天禧四
年（1020年）生于长安（今陕西西安），字子
厚，世称横渠先生，是北宋理学创立者之一，
也是关学宗师。他为后世留下的“尊礼贵
德”的人文价值、“横渠四句”的太平理念、

“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影响深远，至今仍在
发挥着积极作用。

史料记载，张载从小天资聪明，15岁
时，父亲张迪病故，家人决定将其移棺至原
籍大梁安葬。张载和 5岁的弟弟张戬与母
亲陆氏，护送父亲灵柩，行至横渠镇时，因身
上盘缠不足，又听前方发生战乱，于是将父
亲安葬于横渠镇南 8公里的大振谷迷狐岭
上。从此，张载便在眉县安家，入横渠镇崇
寿院读书，后来被邀至开封、长安以及武功
绿野书院、扶风仙山寺等地讲学，门徒多为
关中地区学识之士和在职官员。

当时，西夏常对西部边境侵扰，庆历四
年（1044年）十月，朝廷与西夏议和，并向西
夏“赐”绢、银和茶叶等大量物资。张载一直
有精武救国思想，他就向时任陕西经略安抚
招讨副使、主持西北防务的范仲淹上书《边

议九条》，陈述自己欲收复被西夏夺去的洮
西之地的设想。范仲淹在延州（今延安）召
见了张载，认为张载作为儒生，日后定成大
器，便劝他弃武从文，勉励他从《中庸》读起，
研习儒家经典。

张载听从了范仲淹的劝告，于是，遍读
佛、道家之书，后觉这些书籍都不能实现自
己的宏伟抱负，又回到儒家学说上来。历经
十余年攻读，张载终于悟出了儒、佛、道互
补、互通的道理，逐渐形成独特的关学体系。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38岁的张
载赴汴京（开封）应考，张载与苏轼、苏辙兄
弟同登进士。此后，他先后任祁州（今河北
安国）司法参军，云岩县令（今陕西宜川境
内）著作佐郎，签书渭州（今甘肃平凉）军事
判官等职。

在作云岩县令时，他办事认真，政令严
明，处理政事以“敦本善俗”为先，推行德政，
重视道德教育，提倡尊老爱幼的社会风尚，
每月初一召集乡里老人到县衙聚会。51岁
时，因对王安石新政变法有看法，张载辞官
回到横渠镇，依靠家中薄田生活，在少时读
书的崇寿院讲学读书，“俯而读，仰而思。有
得则识之，或半夜坐起，取烛以书……”在此
期间，他写下了大量著作，对自己一生的学
术成就进行了总结，并带领学生进行恢复古
礼和井田制的两项实践。

熙宁十年（1077年），张载被推荐得以
再次回京任礼部副职。因支持推行复古婚
冠丧祭之礼未果，又借病辞官回家。当年农
历十二月行至临潼，当晚住馆舍，沐浴就寝，
次日清晨辞世，终年58岁。辞世时，仅有一
个外甥在身边，在长安的学生闻讯后赶来，
筹资将老师安葬。

张载的一生，两被召晋，三历外仕，著书
立说，终身清贫。在张载祠南7公里处的大
镇谷迷狐岭，张载墓便坐落于此。这百亩墓
园，是张载及其父张迪、弟张戬的安葬之
地。张载讲学的崇寿院也被改为横渠书院，
后辈尊称张载为“横渠先生张夫子”。

“横渠四句”关学精髓
治世施政立心立命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

学，为天下开太平。”2007年4月13日，前国
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日本京都立命馆大学对
学生讲“立命”时讲到了张载的“四为”思想。

在张载的精神遗产中，这四句名言被广
为传诵，也是其思想的精髓所在，冯友兰称
其为“横渠四句”。这22个字所蕴藏的思想
内容非常丰富，用较通俗的话来解释，即要
探究宇宙的规律，寻求人类健康发展的真
理，继承先贤圣人的进步思想，用先进的思
想方法治国理政，保证整个国家乃至人类都
过上幸福无忧的美好生活。这便是张载的
治世施政理念。

张载学术文献集成与理学研究首席专
家、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林乐昌认为，“横渠四
句”前三句，意在为社会奠立长久的精神文
化根基，体现了张载的远见卓识。

“为万世开太平”则是古代知识分子以
天下为己任的经典表述，也是最具中国风格
并影响至今的大国和平理念。“‘四为’涉及
到人类的价值目标、生命意义、道统传承、社
会理想，展现了张载博爱的情怀、远大的志
向和强烈的使命意识。”陕西师范大学博士
生导师、教授刘学智说。

张载一生清贫，常年与百姓生活在社会
底层，体味着百姓生活状态，积极推行自己

“民胞物与”的仁爱精神，“敬德爱民”的道德
风范，“精思力践”的学风，“大心体物”的气
度，“太虚即气”的唯物宇宙观，“一物两体”
的辩证思想，共同构建起“关学”思想的学术
体系。

据陕西省社科联名誉主席、西北政法大
学教授赵馥洁介绍，“关学”是张载始创，后
由他的弟子及南宋、元、明、清的后继者一脉
相承，在关中地区流行的一个理学学派，和
周敦颐的“濂学”、二程的“洛学”、朱熹的“闽
学”，共同形成了宋朝理学的四大学派，人们
称为“濂、洛、关、闽”。

在张载祠内，矗立着两块分别刻着《东
铭》和《西铭》（又名《订顽》）的石碑，《西铭》
取自《正蒙·乾称篇》，著名的“民吾同胞，物
吾与也”思想就出自这篇短文：“乾称父，坤
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
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
物，吾与也。”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不少海内外专
家学者，张载后学后裔，不远万里前来张
载祠拜谒求学，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此外，
一些有关张载尤其是“四为”思想的著作在
海外出版发行，且《西铭》也已入选日本及
韩国教材。

“六有”“十戒”规范伦理
教子育孙礼德兼修

张载作为“关学”的创始人，一生大部分
的精力用于著书立说和教书育人。《宋史》张
载本传以“尊礼贵德”评价张载之学。张载
伦理学由礼论和德论构成。礼论，属于张载
伦理学的“规范伦理”。对于个体修养，他主
张“知礼成性”“以礼成德”；对于教育内容，
他主张“以礼为教”；对于社会风气，他主张

“用礼成俗”。
张载极其重视对家族子弟及学生的道

德礼仪教育。眉县政协原主席、地方文化研
究者卢文远称，针对家族人员，张载制定了
基础的家规家训，即“六有”“十戒”，规范了生
活的方方面面，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六有”是张载 15岁时护柩回籍途中，
在勉县拜谒武侯祠后题言：“言有教，动有
法，昼有为，宵有得，息有养，瞬有存。”意思
是：说话应有教养，行动应有规矩。白天要
有所作为，晚上应当静思自己的心得。休息
时必须保养身体与气质，在瞬息之间也不能
放心外驰，而要有收获存养。

后来，张载又提出了“十戒”：戒逐淫朋
队伍；戒好鲜衣美食；戒驰马试剑斗鸡走狗；
戒滥饮狂歌；戒早眠晏起；戒依父兄势轻动
打骂；戒喜行尖戳事；戒近暱婢子；戒气质高
傲不循足让；戒多谗言习市语。

这十条戒规也反映了张载及家族的一
种文化信念，为张氏后裔子孙为人处世立下
了规矩。在“六有”“十戒”的基础上，张载还
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规范要求，特别是撰写了
《东铭》《西铭》训辞，书于书院大门两侧，是
家族弟子与学生必须烂熟于心的座右铭。

《东铭》强调做人要诚实，既不要欺骗别
人，也不要自欺欺人；《西铭》强调要有博大的胸
怀，孝顺长辈，慈爱孤弱，救济天下困苦百姓。

张载的家规家训，体现了张载的思想精
华，既有思想境界极高的“四为”“六有”，也
有规范具体言行的“十戒”，为张载后裔子孙
确立了精神思想的追求方向和立身处世的
行为准则，至今仍被张氏子孙铭记于心，世
代传承，并且传遍关中平原、三秦大地，影响
深远。 （龚仕建）

中国的青铜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始
于公元前21世纪，止于公元前5世纪，大
体相当于文献记载的夏、商、西周至春秋
时期，经历了约 1500年的历史。西周时
期，青铜铸造工艺在殷商时代的基础上得
到长足发展，出现了分铸法、失蜡法等先
进的工艺技术。

宝鸡作为西周王朝的发祥地，见证了
中国青铜文明的顶峰时期。自汉代以来，
宝鸡境内就不断出土青铜器，数量之巨、精
品之多、铭刻内容之重要，均居全国之首。
可以说，宝鸡出土的青铜器是西周文明的重
要标志，其制作技艺达到了中国青铜时代的
最高水平。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宝鸡青
铜器的主要特点是窖藏多、出土地点密集、
周原地区出土多、西周时代多、有铭铜器多
等；从器物本身来看，宝鸡青铜器的特点有

“五多”。
一是数量多。汉以降，宝鸡地区青铜

器出土不断。特别是从清朝初年开始，由
于金石学的发展，宝鸡出土青铜器见于著
录的数量骤增，宝鸡成为学者关注和研究
的重点区域。如今，宝鸡出土的青铜器散
布于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者手中，
正如著名青铜器专家马承源所说：“世界上

凡是有博物馆的地方就有宝鸡青铜器。”
宝鸡是西周京畿重地，也是虢、散、夨

（音“策”——编者注，下同）等西周诸侯国
的封地，西周王朝早期的宗庙一直在宝鸡，
大多重要的祭祀、册命仪式等活动都在这
里举行；此外，许多王公贵族在此拥有采
邑，长期居住，死后亦葬于此；而此时正是
我国青铜文明的鼎盛时代。在以上三种因
素共同作用下，宝鸡地下埋藏有大量的西
周墓葬和窖藏，成为我国青铜器出土的重
地，也就不足为奇了。

北宋著名金石学家吕大临的《考古图》
中，青铜器有出土地点可考者90余件，半数
以上出自陕西，其中有 10件以上出自宝鸡
周原一带。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大规模的考
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在宝鸡地区展开，大批青
铜器相继问世。仅周原遗址出土的青铜器
就约占全省西周青铜器数量的三分之二。

据不完全统计，宝鸡出土的青铜器已
达两万多件，仅馆藏者就达 15000多件，约
占陕西省青铜器馆藏数量的三分之二。可
以说，世界上还没有哪块土地曾如此密集、
如此持久地出土过青铜器。

二是重器多。宝鸡出土的青铜器不仅
数量多，而且宗庙重器多、礼器多、国宝级

的多。目前，宝鸡地区博物馆收藏的青铜
器，达到“珍贵文物”级别的有1088件，约占
全国同级别青铜器总数的71%；其中，国家
一级文物 158件、二级文物 401件、三级文
物 529件。国家公布的三批限制出境文物
名录中，青铜器共 36件，宝鸡有 8件入选，
占近四分之一。20世纪90年代，国家文物
局组织专家对宝鸡地区的馆藏文物在原来
确定级别的基础上又进行了筛选，从一级
文物中筛选出55件最精的藏品，誉为“国宝
级”文物，其中青铜器有 10组（13件）。著
名的“四大国宝”（毛公鼎、大盂鼎、虢季子
白盘、散氏盘）和“海内三宝”（大盂鼎、大克
鼎、毛公鼎）均出土于宝鸡。

宝鸡许多青铜器有着很高的学术研究
价值。比如，散氏盘被誉为中国第一件地
契，（音“营”）匜被称为我国目前发现最早
的刑事判决书，何尊铭文中第一次出现了

“中国”一词，大盂鼎被称为最大的西周青
铜器，大克鼎的铭文是西周时代书法成就
的集中代表……宝鸡的青铜器还成为不少
著名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比如国家博物馆
的大盂鼎、虢季子白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
毛公鼎、散氏盘，上海博物馆的大克鼎，陕
西历史博物馆的牛尊等。

三是精品多。宝鸡青铜器享有盛誉，
并非仅以数量取胜，更在于它的质量。西
周时代正值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此时
的青铜器制作技艺精湛、品种繁多。有酒
器、食器、水器、乐器、兵器、农具与工具、车
马器、玺印等，单在酒器类中又有爵、角、觯
（音“至”）、斝（音“甲”）、尊、壶、卣（音
“有”）、彝、觥（音“工”）、罍（音“雷”）、盉（音
“禾”）、勺、禁等多个器种，而且每一器种在
每个时代都呈现出不同的样貌，同一时代
的同一器种也花样繁多。从出土器物来
看，宝鸡出土的青铜器大多造型独特、工艺
精良、美观大方。特别是一些青铜礼器，是
当时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水平的代表之
作，体现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高成就。

比如折觥，主体造型采用了圆雕手法，
主体花纹也以高浮雕技法而成，其花纹下
既有云雷纹填底，又有阴线附身，全身动物
纹饰有饕餮、夔（音“魁”）龙、大象、小蛇、飞
燕、鸣蝉、鸱（音“吃”）鸟、神龟等数十个，四
层纹饰造型，有机结合，巧夺天工，是写实
与抽象的完美结合。雕铸如此精美的青铜
艺术品，不仅要有高超的造型技艺，还要有
深遂的艺术思维。

又如伯各卣，通体以云雷纹衬地，采用
以浮雕、圆雕和平雕相结合的艺术手法，
造型厚重，纹饰华丽，充满神秘色彩，充
分表现了古人对鬼神的畏惧与虔敬，是西
周早期不可多得的青铜艺术珍品。

凤翔出土的凤鸟衔环铜熏炉，是春秋
时期青铜器的经典之作，使用了浇铸、编
织、铆锻、镂空等多种工艺技术，用失蜡法
浇铸而成。其设计巧妙，纹饰瑰丽，铸造
手法奇巧，就是现代工艺也很难仿造。正
因为宝鸡青铜器精美程度令人咂舌，所以
成了中国青铜器的“形象大使”，时常出
现在各种宣传画上，或是成为青铜器礼品
的原型。

四是铭文多。中国青铜器的一个显著
特点是铸刻有文字，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金
文，这与其他国家青铜器明显不同。青铜
器铸刻铭文是从商代中期开始的，起初只
是一两个字，即“族徽”式的文字。商代晚
期开始铭文增多，西周是铭文大发展时期，
出现了长篇巨制。宝鸡出土的青铜器大多
铸有铭文。从目前资料来看，能收集到铭
文的就多达 700余件，近 20000字。其中，
毛公鼎铭文 497字，居西周长铭铜器之首
位。这些铭文从不同的角度记录了西周的
社会生活，涉及到政治谋划、征战杀伐、祭
辞诰命、册赐宴飨、土地转让、刑事诉讼、盟
誓契约、婚嫁礼俗等方方面面，完全可以验
证后世编纂的历史文献的真伪。

五是标准器多。标准器，也叫断代标
准器，是为历史断代研究提供纪年标准的
器物。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有上下五千年文
明，但有文献记载的历史仅有近 3000年。
为此，国家实施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
文明探源工程，专门研究历史纪年断代问
题，而青铜器上有历史纪年的铭文，是非常
有力的证据。

于是，宝鸡出土的大量带有纪年铭文
的青铜器就成了研究重点之一。在眉县杨
家村窖藏未发现前，国内有纪年的青铜器
只有 60多件，标准器有 38件，其中宝鸡
出土的15件，占40%。杨家村窖藏出土的
27件青铜器件件有铭文。其中，逨鼎、逨
盘均为标准器，逨鼎共有12件，而逨盘中
的铭文几乎完整地记录了西周诸王世系，
印证了司马迁《史记·周本纪》中关于西
周王系记载的真实性，为西周晚期青铜器
谱系研究、断代提供了证据，可
谓“青铜史书”。 （杨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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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四为”“六有”泽被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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