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话：029-87344644 E-mail:grbfkb2008@163.com

秦 风编辑：刘妍言 美编：胡健博 校对：古 月版4
2023年8月15日 星期二

社址：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陕工商广字01—018号 陕西日报印刷厂印 地址：西安市环城南路东段1号 本期零售价壹元伍角

人 物

胜 迹

今年三月，兵马俑一号坑第三次发掘
公布多项取得的考古成果，日前，秦始皇
帝陵博物院研究员申茂盛在“科普中国·
星空讲坛”发表演讲《秦兵马俑一号坑第
三次考古发掘》，讲述了这次考古的最新
发现，本文为申茂盛的演讲节选。

4600年前，中国有一个人物——仓颉，在
秦岭腹地洛河两岸的阳虚山、玄扈山创造了
28个鸟迹符号，后被专家破译为 28个汉字。
从此，具有人类历史意义的《仓颉书》永载史
册，中国在“四大发明”之外的“第五大发明”
响彻世界，东方大国的第一国书诞生了。仓
颉开创了中国文字、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和中
国文明的先河，里程碑式地促进了华夏民族
的进步和发展。

然而，仓颉和这一国书不仅属于中国，更
属于世界。

美国国会图书馆位于华盛顿国会山
上，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对世界有着重
要的影响。

《仓颉雕像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一文中
记述到：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舍分别以三位美
国总统名字来命名大楼。其中，第二幢楼约
翰·亚当斯大楼 1939 年启用。这座大楼的
东、西以及中央出口处共有三组铜制大门，所
有铜门上的雕像均为李·劳力的作品。其中
东西两侧铜门上各记载了涉及世界文字历史
传说的6个人物。

西侧大门上镶嵌的人物包括赫耳墨斯、
欧丁、奥戈马、伊特扎马、羽蛇神、瑟廓亚，仓
颉的雕像在东侧大铜门上（左扇门第二个）。
与仓颉雕像放在一起的还有透特、纳布、楚
天、腓尼基王子卡德摩斯，以及古代波斯人的
英雄塔赫穆拉斯。

玉版《仓颉书》在美国福瑞尔博物馆。
在《走进开封：<仓颉书>释文内容新解》一
文中有记述：美国福瑞尔博物馆保存一通
玉质石料制作的《仓颉书》，虽然制式、字体
与《淳化秘阁法帖》《仓颉书》碑帖有所区
别，但文字数量和内容却与《淳化秘阁法
帖》《仓颉书》完全一样。如此珍贵的国宝，
在这里面向世界传承中华古老的文字，不

仅彰显了中国历史文化，更是彰显了世界
历史文化。

仓颉造字日被联合国设立为中文日。
2010年，联合国新闻部宣布启动联合国语言
日，将中文日定为我国传统“谷雨”节的 4月
20日。

在 4600 年前的一天，仓颉造字取得了
成功，而这一天正好是当年的 4 月 20 日。
传说这一天仓颉创造文字的精神感动了天
神，发生了“天雨粟，鬼夜哭”的奇异事
件。华夏后人为了纪念仓颉造字，传承仓
颉文化，不忘其感天地、泣鬼神的这一大
事，特意把这一天的“天雨粟”——“谷雨”，
和农事二十四节气结合起来，把春季最后
一个节气命名为“谷雨”，时间设在每年的
4 月 19 日至 20 日之间。使之“谷雨”随着
历史的推进，节气轮回地演绎，永久地成
为中华民族不会消失的文化纪念日。联
合国把每年 4 月 20 日设立为联合国中文
日，凸显了联合国所代表的世界，对仓颉造
字所开创的人类文化、文明价值的肯定和
敬仰。

美国国会图书馆是美国和世界文化
传播的重要集散地与中心之一，他们对
仓颉的认知和评价是：“仓颉，东方文化的
保护神”（《仓颉：黄土高原上的一抹情怀》）
或“中国文学的庇护神”。“显然，这种评价
比我们传统上所认为的仓颉是造字圣人更
高了一步”。

这样的认知和评价，和我们的仓颉文化
“新三论”有着密切关联。

“译字论”将仓颉 28个鸟迹符号破译为
现代28个汉字，让人们认识了仓颉28字所承
载和表现的“象形造字法”和“象形字”代表的
自然法则——字法自然，使之成为“书画同
源”“六书”理论的孕育者，使文字有了特有的
表意功能。从此拉开了中国文字、文学、文化
的序幕，文学、文化成为文字发展的必然趋势
和结果，成为文字彻底释放其表意价值和社
会力量的必然选择，成为文字生命长久不衰，
勃勃生机的集中体现。

仓颉开创了文字，同时也保护、庇护了文
字，开创和保护、庇护了文学和文化，因而成
为文学和文化的“保护神”或“庇护神”。

“解意论”给人们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
是仓颉 28字不是偶然无序地堆积，而是有内
在的思维逻辑。

《仓颉书》中：“戊己甲乙”，其“戊己”代表
黄帝，“甲乙”代表炎帝。《国语·晋语》所说：

“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也印
证了这一关系。

“居首共友、所止列世、式气光明”，是说
黄帝、炎帝作为各自部落的首领，互相帮助，
共同发展，他们的做法和勤政被天下各部落
视为榜样，加以学习和模仿。所以《国语·晋
语》中说：“……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
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
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

“左互从家、受赤水尊、戈矛斧芾”，是说
黄帝和炎帝联合打败蚩尤，随后黄帝征服炎
帝，社会恢复安定，黄帝被尊为天下各部落首
领。很明确，这指的是涿鹿之战、阪泉之战和

华夏民族形成的大事件。
原来，仓颉 28字就是仓颉撰写的一部书

籍——《仓颉书》，是黄帝那个时期一部现实
的“就事论事”的断代史，一部客观的“述而不
论”的民族“方志”，因而被称为华夏民族第一
国书，仓颉也被称为“中国文学的庇护神”，或
者“东方文化的保护神”。

那么，“述而不论”的第一国书记载黄帝
时期的历史说明了什么？

在大约 4500年-5500年前，人类社会迎
来了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大跨越、大升级
的过渡时期。大道至简，这个时期，人类为了
生存和发展而表现出了“合作、斗争、再合作”
的发展模式；表现出“统一、对立、再统一”的
社会格局。

我们通过第一国书记述的“表象”，从
外及里，从社会现象（事件）到社会本质，揭
示了形而上的哲学思想，反映了人类社会
的发展规律。所以，说仓颉是“东方文化的
保护神”或“中国文学的庇护神”一点也不
为过。

文字就是一种文化和文明，一种属于
生命精神的文化和文明。正因为它是一种
文化和文明，才超越了方块字固有的外延，
成为华夏民族一种记忆的符号，交流的符
号，情感的符号，精神的符号和生命的符号，
从而成为富有特色和个性的中国符号，从而
成为世界符号。

仓颉作为一个文化人，已超出文化的范
畴；仓颉作为一个中国人，已超出中国的国
界。“仓颉”是一个人物，但更是文字、文化和
文明的符号。

仓颉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仓颉所开创
的文字、文化和文明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仓颉”符号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郑金民

仓颉是世界的符号

看兵马俑，首先要了解秦始皇。
秦始皇为什么要建兵马俑？这就要了解一

下古代人的生死观。
过去的人认为人死了之后，灵魂是不死的，

人的灵魂要到另外一个世界去，所以他就要把生
前的财富都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这种观点直接
影响到我们今天。但秦始皇的格局要高很多，他
不仅是把财富带下去，他要把一个大帝国带下
去，所以他有很多很多的陪葬坑，到目前为止，大
概发现了190多个陪葬坑，这些陪葬坑很多都模
仿他的官署机构，他要把他的官署机构带下去继
续统治。

兵马俑是秦始皇军事内容的陪葬坑，总共有
三座，一号坑、二号坑、三号坑。这三个俑坑在秦
始皇帝陵城的外边，离城垣大概有 1.5公里。一
号坑面积 14260平方米，是以步兵为主的陪葬
坑，二号坑比较复杂，包含车兵、步兵、骑兵等诸
军种混合军阵，三号坑比较小，是士兵环绕型的，
我们认为是“军幕”，就是指挥部。

一号坑曾经进行过三次发掘。分别为从
1978年5月到1981年9月、1986年3月到1987年
初、2009年到2022年。

一号坑第三次发掘的考古收获有：

俑坑的军阵排列与俑的种类

第一次考古发掘和第二次考古发掘的军
阵排列基本是对称的。不仅如此，陶俑的种
类在不同的区域排布是不一样的。比如前区
都是不穿铠甲的，两边是头上戴小帽子的，再
往后面都是头上是圆疙瘩，叫圆髻，再往后面
全部是扁髻。即使同为扁髻，不同的陶俑也有
不同。

根据这些不同，我们把第三次考古发掘的
军阵进行了排列。比如，八过洞和九过洞都是
前面是长兵器、后面是弓箭手，十过洞全部是长
兵器，到十一过洞基本是以弓箭手为主，但是有
几个拿长兵器的，而这几个拿长兵器的全部是
当官的。

同样是当官的陶俑，也不一样。铠甲的甲
片多，级别就高，甲片少了，级别就低一点。

发掘中还出土了一个特殊形式的俑，它的
手是外翻的，在以前我们认为可能是做错的，但
是我们这次挖掘的时候，在现场它就是外翻
的。这个俑到底干什么的，我们确实不知道，后
来经过研究，我们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军队里
面一定有大旗，它是扛大旗的。

车属遗迹与武器装备

以前我们发掘到的车都非常不好，因为它们
是木制，而且都被烧了。本次发掘的亮点在于出
土了一批完整的车属遗迹、笼箙（lóngfú，战车的
无盖兵器箱）。

出土的这些箱子（现在我们称之为“笼箙），
过去以为是用来养马的马槽，但这次发掘，我们
看到里面有丝织物，还有一些箭头，所以它可能
是装弹药、弓箭的储物箱。由此，我们认为这个
战车不仅是用作指挥，还带有运输的功能。

以往我们认为秦俑坑中所发现的武器，有
戟、矛、铍、槊、戈。但是不是这样，现在也有了新
的认识——认识一个长兵器不仅要注意到兵器
的头，还要注意它的兵器把和兵器尾。

秦俑坑出的兵器尾有三种形式，有很短的、
中间有三个棱的和中间是光的。非常短的这种
对应的是铍（pí，一种长柄刺击兵器，形制与短剑
类似），一种特殊的武器。

还有一种武器叫戟，它由一个戈，一个矛组
成的，完全复原好是 2.88米，非常漂亮。我们发
现有戈，但是戈的前面，能看到残了一段，我们
认为这个东西还应该是戟的一部分。也发现有
矛，但是所有的矛都没有兵器把，我们认为这个
矛可能要和戈组合起来才能组成戟。

这次发掘出了 5把完整的剑，而且有 1把剑
就在身体的左侧挂着，原始位置都没有变，非常

难得。
秦俑坑出的剑，现在看来应该有两种，区别

主要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兵器的首，第二个是挂剑鞘的地方，

我们叫作“彘”，还有剑鞘后面的部分，我们叫作
“珌”，它们的形制是不一样的。这两种剑的使用
级别不同。

我们再讲一下弩，它上面横的木头过去我们
认为是幍（类似网球拍那样一个带子）里面的一
个支撑木，后来发现不对，
这叫檠（qíng）木。它上面
还有一个木头、一个小圆
孔。它的作用其实是把弩
在不使用的时候绑起来，
对弩进行保护，等到打仗
的时候再把它取掉，所以这
是一个保护性的措施。也
因此，我们认为兵马俑的状
态不是临阵接敌的状态，是
类似于受检阅的状态。

我们还清出了指挥性
东西，比如鼓、鼓槌、盾牌
……这也是在兵马俑坑第
一次发现盾牌。

陶俑制法认识上的新突破

过去我们认为兵马俑

的制作是做好之后再覆上一层泥，然后进行
雕刻。

这次我们发现秦人做事非常认真，他们是
把陶俑的双臂单独制作，待陶俑躯干完全作好
并且二次覆细泥，细部雕饰包括铠甲完成后，才
粘接双臂。

彩绘保护与文物修复

兵马俑里面有很多彩绘，在开始发掘的时
候，我们以为兵马俑发掘停了那么长时间，可能
彩绘保护已经相当差了，或者就没有了。但是没
有想到挖下去之后，因为兵马俑曾经进过水，很
多陶片等于是掉到泥里面，被土给糊住了，所以
很多彩绘都保留了下来。彩绘的颜色非常丰富，
有红、白、黑、紫、蓝，最重要的有中国蓝、中国紫。

大家知道兵马俑挖出来全部都是碎的，碎的
怎么办呢？我们就像拼积木或者拼拼图一样，把
俑挖出来之后，按照它的个体一个一个分门别
类，先把每个个体找清楚，找够了之后一个一个
把它拼起来。

在拼的过程中是不用胶的，而是拿绳子把它
们缠起来，让它们立起来，这样就能够一点一点
从低往高拼好。

拼好之后我们再交给修复人员，由修复人员
按照他们的工作程序来进行兵马俑的修复，一件
一件来进行修复，已经修复了140余件。

在发掘的时候，我们还对土遗址进行了保护

和加固，也对所有资料进行了3D扫描。
考古工作可以说是一个破坏性的过程，因

为挖完之后，可能这些东西迹象已经不存在，所
以我们要尽可能多留下一些资料来，供我们研
究，供我们后代研究，供社会人员研究。当然，
最重要的是编写报告。目前第一阶段报告已经
编写出版了，现在我们正在编写成下一阶段报
告，希望在不长的时间内能够跟大家见面。

□申茂盛

以前，略阳人都吃这种锅塌塌馍。当时人们
都是以粗粮为主食，吃白面和大米都是稀奇。上
顿下顿离不了苞谷面，不是白苞谷面片片就是黄
苞谷面搅团，改个花样就是散面饭和拨拉子。想
吃顿面条和米饭就得遇上家里来了客人或是逢
上了传统节日。

只有这时，母亲才会从火焰头上割下悬吊的
腊肉，炒一盘和着土豆片或萝卜块的回锅肉，做
一锅米里含豆粒的蒸饭。那一天，我们是秃子跟
着月亮走，沾了大光，自然就会狼吞虎咽地饱餐

一顿。这以后就又得盼个猴年马月才能改善一
次伙食。要说我们这里人的早餐，一般都是喝罐
罐茶，喝罐罐茶就得有馍垫配。如此复杂的早
餐，使得母亲一生从没睡过一次懒觉，就是偶尔
生病了，也没耽误过给我们做早餐。

公鸡一开口，外面才麻麻亮，母亲就一骨碌
翻身起床，煎炸佐料，烧制茶汤，烤黄馍片等待
一家人起来。我们端起茶碗一边转着烫嘴的油
茶，一边伸手接过母亲递过来的烤得两面黄的
馍页，嘎嘣咬一口，立马满口生香。母亲则美滋
滋地看着我们吃，火光映照下的母亲是那样地
慈祥和贤淑。此刻，我们吃的就是纯苞谷面的
锅塌塌。

做锅塌塌馍首先要发酵面团，待面团发起
来之后母亲就生燃灶火，往锅里加三分之一的

水，然后把面团翻倒在案板上，揪下面坨在手里
挛成球状，然后用右手将面球使劲贴在锅底沸
水上方，直到贴满为止。接下来就是盖上锅
盖，用湿抹布沿锅沿一转转围住，以防走气馍
不熟。

锅塌塌馍可以做成各种味道，有酸菜的，有
核桃渣的，有小蒜的，有柿皮的……核桃渣的最
好吃，柿皮的甜丝丝的，不管哪种都是为了果
腹。锅塌塌馍贴锅的一面是一层硬壳，颜色黄
黄的，一看就有食欲，更不要说亲口品尝了。那
阵子上学，母亲给我们缝制的书包里常有一个
椭圆形的锅塌塌馍，伴着我们上学下学，伴着我
们走过了童年岁月……

可惜的是现在的食谱上很少看到苞谷面锅
塌塌了，原因很简单，一日三餐刚好和过去打了
个颠倒，偶尔吃一顿粗粮也就是菜豆腐节节。时
下的年轻人不是炒，就是炖，要么就是焖，会做苞
谷面饭的人不多，会做锅塌塌的更是少之又少。

□叶志俊

秦军如何排兵布阵有新解

我曾于数年
前去过崇文塔。

记得当年西
咸新区还没有成
立，从泾阳县城一
路向东，再拐个
弯，远远便能瞅见
崇文塔。塔身高
高耸立，周围有学
校和老百姓的房
子，还有麦田。我
总觉得这座塔的
高和这里的环境
不和谐，塔的气势
没有显现出来。
所以那次游历也
是匆匆，崇文塔于
我的印象仿佛就
是在酒桌上一面
之交的朋友。

再去崇文塔，
却是不久前的一个午后。从高速
路下来，也是拐个弯，路也不再是
仄仄的，而是宽阔马路，两旁有绿
化，这里已经成了西咸新区泾河
新城，已经是城市里田园，田园里
的都市了。

崇文塔四周的土房子和麦田
不见了，这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
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就像
看见一个书画家在一张白纸上浓
墨重彩地画了一张画，眼前的一
切让人诧异。这究竟是怎么样的
大手笔？短短时间内，崇文塔周
围就出现了平展展的一个广场，
四周奇花异草各吐芬芳，鸟鸣婉
转、蝶舞翩翩。

乘坐电瓶车绕塔一周，听讲
解员对崇文塔的阐释，我才对崇
文塔有了新的认识。此塔建于明
代万历十九年（1591年），由时任
刑部尚书李世达（陕西泾阳人）倡
导主持，南京镇江工匠官施工所
建，是中国最高砖塔。崇文塔属
楼阁式砖塔，平面呈八角形，共十
三层，总高度87.218米，根据八卦
悬顶的古建筑原理设计，从塔下
至塔顶全部用青砖修建，是全国
保存最好的砖塔之一，高度甚至
高于西安的大雁塔（高度 64.517
米）。以前之所以被人们遗忘，我
想除了交通的不便外，当地对崇
文塔的宣传也少之又少，这的确
令人遗憾！

可喜的是，如今泾河新城的
建设者们重新审视这座高塔，并
充分挖掘崇文塔的文化价值，让
其大放异彩。崇文塔无疑又是幸
运的！

相信在不远的将来，随着一
座新城的崛起，崇文塔将会傲然
屹立在大地的原点，屹立在三秦
大地上，为“美丽陕西”增添一道
新的风景。 □徐会成

“使后世为清白吏子孙，以吾观之，不以厚乎？”翻阅
史书，每每读到这一句话，我都会肃然起敬。

这是一个一千九百年前封建时代文人士大夫的为官
操守，也是一个家族能够兴旺发达，枝繁叶茂的真谛。

杨震（59-124年），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潼关一
带）人，东汉安帝时大臣，官至司徒，位极人臣。南宋学
者、政治家王应麟谓其“东汉三公，无出杨震、李固之右。”

杨震的一生，有两件事情值得后人铭记。
第一件事，杨震年轻时潜心治学，跟随太常桓郁学习

《欧阳尚书》，成为一代大学问家，时人谓之“关西孔子”。
学成后开馆授徒，传播礼乐教化。在家庭经济拮据，生活
异常艰难的情况下，为让学生有更好的教学环境，他带头
参与校舍建设，垒土砌墙，学生们看到老师年纪太大，都
劝他不要参与繁重体力劳动，杨震严肃地说：“如果我不
做，怎么能够要求你们？怎么能够起到示范作用？”

既有高深学问，又能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真有师者
风范。

第二件事，杨震五十岁后入仕，历任荆州刺史、东莱
太守、涿郡太守、太仆、太常、司徒，一步一步接近权力核
心，成为辅佐皇帝政务的重要大臣，但始终清廉自守，刚
正不阿。杨震从荆州赴任东莱太守路上，他在荆州时曾
经举荐过的昌邑县令王密为了感谢其举荐提拔之恩，同
时更看到杨震生活清贫，特意半夜赶来看望送别恩师，送
上黄金十斤。杨震斥责他说：“我了解你，你为什么不了
解我呢？”王密解释说：“这十斤黄金并不是贪污贿赂所
得，而是我自己历年积攒的私房钱，只是看到老师日子过
得清苦，想要帮助老师改善一下生活。”杨震依然严词拒
绝，王密说：“今天又没有别人，只有你我二人知道这件
事。”杨震正色道：“天知、神知、你知、我知，怎么会没有人
知道呢？”王密终于惭愧离去。

杨震官越做越大，享受高额俸禄，即使不贪赃枉法也
足以生活得很好，但他自己和家人却终日生活俭朴，吃不
起肉，骑不起马，在家吃青菜，出门靠两脚，和那些同僚达
官显贵们形成了鲜明对照。他的同事、朋友甚至长辈都
劝他为子孙考虑，多置办家业。杨震说：“使后世为清白
吏子孙，以吾观之，不以厚乎？”意思是，让后世的人都称
颂他们是清白官吏的子孙，这不是很好吗？其操守之高
洁让人动容，值得多少居高位者作为教育子孙镜鉴。

杨震后来因为奸臣陷害，饮鸩自尽。死前留下遗言，
“痛恨奸臣狡猾不能诛杀……死后不归葬所，不设祭
祠。”杨震死后，时人都为之流泪。

杨震留下“四知拒贿”的美名，他的故乡——陕西省
潼关县某个村子后来专门改名四知村，以彰显杨震“四知
拒贿”的典故。杨震魂归故里，他的坟茔得到历朝历代精
心保护，经过多次修葺，现在已经超过了历史上许多帝王
陵墓的规模。他的几个儿子也都陪葬在父亲左右，形成
了一片不小的家族墓地。整个墓园翠竹松柏，静谧雅
致。如今，海内外很多杨姓后人还经常来墓园祭拜，感激
祖先的荫庇。依托杨震墓园，当地政府于 2011年建起的
一座杨震廉政纪念馆，已成为全国规模最大、展示廉政人
物最多、文化内容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让大家
继承杨震的优秀品格，弘扬中国优秀廉洁文化，让清廉家
风代代相传。

我特意去了那座纪念馆，因为想要更好地走近杨震，
因为想对清廉两个字从内心里感悟。盛夏的午后，烈日
炎炎，我在杨震墓前深鞠一躬，燃起心香一瓣，更深地感
悟到了廉洁文化的力量，感悟到了杨氏家族兴旺发达的
精神传承。

查弘农杨氏，也就是杨震家族的人物谱系，不得不震
惊这个家族历朝历代名人辈出，贤人满座。人物太多，我
只能择要罗列以下名单：

始祖杨敞，西汉昭帝时丞相，太史公司马迁女婿。
杨震之父杨宝，西汉末年东汉初年著名经学家，成语

“结草衔环”的主人公。
杨震之子杨秉，通晓《尚书》，隐居教授门生，汉桓帝

时太尉，以清廉著称。
杨震之孙杨赐，传承家学，少时精研儒学，隐居教授

弟子，有父祖之风，汉灵帝老师，官至太尉，封爵文列侯。
杨震曾孙，杨赐之子杨彪，参与续写《东观汉记》，官

至太尉，中正耿介，揭发黄门令王甫贪赃，反对董卓迁都。
杨震曾孙杨众，杨震幼子杨奉之孙，官至东莱太守，

封爵蓩亭侯。
杨震玄孙杨修，杨彪之子，东汉末年文学家，聪颖敏

捷，因为一段与曹操的“鸡肋”典故而广为人知。
杨艳，杨震幼子杨奉后人，晋武帝司马炎皇后，天生

丽质，精通书法，聪明贤惠。
杨芷，杨震幼子杨奉后人，晋武帝司马炎第二位皇

后，史称“婉嫕有妇德，美映椒房。”
杨佺期，东晋名将，杨震后人，沉毅果敢，个性勇猛，

累迁龙骧将军、雍州刺史。
这是正史中关于杨氏家族人物的记载。杨震与其

子杨秉、孙杨赐、曾孙杨彪连续四代人担任东汉太尉，留
下“四世太尉”的一段佳话，成就了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
的“东京名族”。除了晋武帝两位杨皇后的父亲杨骏因
为弄权被杀之外，杨家人皆能专心治学，勤勉为官，忠
心国事，清正廉洁，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杨震留
下“清白门第，四知家风”的优秀家风，这是留给子孙最
好的精神遗产，这份遗产如此丰厚，胜过良田千顷，家财
万贯。

几百年后，隋唐时期，隋文帝杨坚、唐朝武则天母亲
杨氏、贵妃杨玉环、宰相杨国忠等杨姓人虽然更加地位显
赫，但仍然要自称是杨震的后人，在他们心中，杨震的清
廉名声应该更盖过他们的权势力量。

又过几百年，北宋初年以杨业为代表的杨家将也自
称是杨震的后人，作为一代民族英雄与爱国者，他们依然
渴慕杨震的风骨。

古往今来，清白持家久。这是古人杨震告诉我们的
道理。 □付增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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