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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古志”随笔（之九）

艺文志艺文志：：
艺以稽古艺以稽古 文以载道文以载道

赵世芳

《祁县志·艺文志》

（上接第 8 版）父母云者，生我养我者

也。称我以父母，望其生我养我者也。”

父母，是生养我的人；把知州、知县比作

父母，是希望我生养他们。

怎么当好“父母官”。“故地土不均，

我为均之；差粮不明，我为明之；树木不

植，我为植之；荒田不垦，我为垦之；逃亡

不复，我为复之；山林川泽，果否有利，我

为兴之；讼狱不平，我为平之；凶豪肆逞，

良善含冤，我为除之；狡诈百端，愚朴受

害，我为剪之；嫖风赌博，扛帮痴幼，我为

刑之；寡妇孤儿，族属晦夺，我为镇之；盗

贼劫穷，民不安生，我为弭之；老幼残疾，

鳏寡孤独，我为收之；教化不行，风俗不

美，我为正之；远里无师，贫儿失学，我为

教之……”，作者用排比手法，一气列举

了三十八件“职责”所在，涉及均田地、明

差粮、植树木、垦荒田、招逃者、兴山川、

平讼狱、除凶豪、剪狡诈、刑嫖赌、镇阴夺

（镇压同族内欺夺寡妇孤儿）、弭（除）盗

贼、收弱者、正风俗、教失学（无师失学

者）、积仓廪、恤狱囚、一斗尺（统一斗尺

打击欺行霸市者）、省税课（减税降费）、

逐酷史、禁勒索、除起解（押送犯人索要

钱财者）、惩懒惰、驱邪教、训庸医、兴学

政、治市霸、杜诬人（杜绝诬陷之人）、殄

党恶（除结党营私主谋唆讼之人）、安乡

夫、举事业、修废事、聚民意、去民恶（民

不喜欢之事）。三十八件大事，无一个动

词重复，三十八件大事，“使四境之内，无

一事不得其宜，无一民不得其所。”通过

治事理事，使一县之内，没有一事得不到

恰当的治理，没有一人得不到恰当的安

置。“深山穷谷之中，无隐弗达；妇人孺子

之情，无微不照，是谓知此州，是谓知此

县”。即使深山大谷之中，没有一处不知

情，妇女儿童的诉求，没有一丝一毫得不

到照顾，这就叫知此州，这就叫知此县。

“俾一郡邑爱戴吾身，如坐慈母之怀，如

食慈母之乳，一时不可离，一日不可少，

是谓真父母。各官试自点检，果能如是

乎？”如果一郡一邑之民爱戴“父母官”，

那“父母官”就要让百姓像坐在慈

母之怀、含着慈母乳头一样，一刻

不能离，一天不能少，这就叫

“真父母”。各位反躬自省，果

然能做到这样吗？

勤省自身。“耽（沉迷于）

诗赋者，以豪放自高；

好晏安（喜欢平静安逸）者，以懒散自适；

嗜骄泰（嗜好骄恣放纵）者，以奢侈自纵；

工媚悦（处心谄媚取悦）者，剥民膏以事

人；计身家（算计自身利益）者，括民财以

肥己。民生疾苦，昏昏绝不闻知；风俗美

恶，梦梦那复理会。一般坐轿打人，前呼

后拥，招摇大市稠人之中，面目亦安否

乎？意念无愧否乎？大街小巷，千百人

环视，爱我乎？敬我乎？恨我乎？笑我

乎？厌恶而鄙夷我乎？此不必揆（揣测）

之人情，一反己而可知己（反过来就知道

自己了）。如此作官，果称职否乎？ ”如

此做官，果真称职吗？

（3）启智劝学。明《太谷县志·艺文

志·明职篇》中有一节为“弟子之职一·读

书缘由。”作者在代州拜谒先师（孔子）

庙、试讲圣训后问：“诸生知圣贤为经史

（经史子集中之前二）垂训（垂示教训），

朝廷以学校养士(培养人才)之意乎？”，

下文层层剖析作答。

天地同一理，人共一心肠。“夫乾坤内

只有这一种道理，古今人只有这一副心

肠，千古圣人心肠中是这个道理，吾人心

肠中也是这个道理”。“只是圣人志气清

明，义理昭著，又身心体验，措注精详。故

其精神心术之微，识见施为之妙，载在方

策，傅流后代。”先明一理者为圣人。

教书育人，明理正心，“譬之饮食，圣

人是做造的，吾人是吃穿的。做造的留

式样，吃穿的享见成。所以朝廷教人读

书，正欲以我这副心肠，就经史中明那一

种道理”。经史无所不包，“自古及今，凡

身心性命之精言，天下国家之治道，天地

鬼神之造化，草木鸟兽之情状，及仓卒难

应之务，艰危难济之变，纠葛难剖之事，

隐微难见之理，玄远难测之数，经史中有

一之不载者乎”？经史之道是治国、做人

之本，“古今是这个天地人物，古今是这

等参赞辅相。故以经史之道，治今之天

下，言言符契，事事吻合，不必费古人之

心，自能获古人之效。经书之有资于身

心，犹衣食之有资于口体。世上少他便

不成世界，人生少他便不成好人。”如此

行文，在古代典籍中，实属另类，实在有

趣味有道理。

遵圣贤之言，成圣贤之身，以立圣贤

事功。“诸生终日诵读，字字都向心头

想一想，一句句都往身上贴一贴，试看古

人所言，与我身心合不合。其合者，便要

体验扩充；其不合者，便要沉潜思索。便

知圣贤千言万语，说的是我心头佳话，立

的是我身上妙方，不必另竭心思，举而措

之，无往不效。”纯粹是明朝白话文。

（下转第1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