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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养育的北魏“好人”赵琰
周 强

北魏是南北朝时期统治中国北方的
鲜卑族政权 ， 初期建都平城 （今山西
大同市）， 孝文帝实行汉化改革后迁都
洛阳 。 《魏书 》 是一部记载北魏历史
的断代体史书 。 二十四史中 ， 大都将
社会中行孝道 ， 重养亲的孝行者集合
在一个篇目中进行记述 ， 篇名 或 为
《孝友传》， 或为 《孝义传》， 或为 《孝
行 传 》 ， 唯 《魏 书 》 作 《孝 感 传 》 。
《魏书·孝感传 》 所记都是当时的中国
北方 “好人”， 其中第一位即是淮南养
育的赵琰。

赵琰， 字叔起， 秦州天水郡人。 秦
晋淝水之战后 ， 前秦很快土崩瓦解 ，
关陇地区陷入无休止的战乱 。 赵家乳
母为淮南人 ， 因为战争被掳掠西北 。
淝水战胜后 ， 为南方赢得数十年的和
平时期 ， 于是赵琰 “为乳母携 奔 寿
春”。 寿春乡风朴实， 民俗纯正， 历史
上早有流传 。 不晚于北宋的 《寿州图
经 》 记载 ， 当地 “其俗尚武 ， 稍习文
辞， 务俭勤农， 知慕孝行”。 这个评价
是对千百年来寿县乡风民俗好传统的
高度概括 。 其后北宋 《太平寰宇记 》
亦称 ， 寿春 “山川风气刚劲 ， 故习俗
尚朴 ， 民力耕桑 ， 性率真直 ， 人尚节
义”。 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 少年时代
的赵琰形成了 “塞天地而横四海者 ，
唯孝而已” 的思想认识。

14 岁时 ， 赵琰的世界观已经基本
形成， 这时他从寿春回到天水故乡。 此
后赵琰对父母向来是精心奉养， 茶水饭
食 ， 必定亲自调弄 。 出仕后也笃行孝
义， 将父母一直带在身边， 精心侍奉。

赵琰出仕后， 官阶并不高， 最初任
兖州司马， 相当于省军区参谋。 后来转
任团城镇 （今山东沂水县） 副将， 相当
于军分区副司令员。 北魏献文帝皇兴年
间 （467-471 年）， 赵琰调至京师平城，
担任淮南王府长史， 相当于王府总管家。
说来也是巧合， 寿春是汉魏晋诸朝的淮
南国王都， 赵琰是从南方的淮南国王都
走出， 最终又进入北方的淮南王王府。

赵琰进入王府之后， 不仅自己以身
作则， 而且对王府属员要求也很严格，
决不允许他们仗恃特权， 发生任何欺压

百姓的行为。 京城一度缺粮， 王府奴婢
准备将碾粟筛出的瘪谷拿到市场去卖高
价， 赵琰看见后， 将她们狠狠地训斥一
顿， 责令留下瘪谷供自己食用。 赵琰派
人为王府购买耜刀， 回来验收时发现多
了 6 把， 他立即让人送还主人。 货主从
来没见过像这样公平买卖的王府官员，
非常感动， 坚决不收退回的货物， 赵琰
命人将耜刀放下就走。

赵琰曾送儿子赵应到冀州订亲， 随
从在路上偶然拾到一只羊 ， 走了 30 里
后， 赵琰发现多出的羊， 问清缘由后，
赵琰很生气 ， 责令仆人立即将羊送还
原处 ， 交给失主 。 一行人在路边酒店
用膳 ， 店家上的菜里有羊肉汤 ， 赵琰
无意中听说食材是顺手牵来的 “无主”
之羊 ， 于是始终不愿就餐 ， 以示 “抗
议”。

鲜卑族最初是游牧民族， 风俗禁制
很严， 规定大臣以及大臣的亲属死后都
不能归葬故乡 。 赵琰的父母在平城去
世， 之后的 30 多年中， 每到祭祀拜献
的时候， 赵琰总是为不能归葬双亲之事
而感忧愁， 因此逢年过节总不接受子孙
庆贺。 随着赵琰年纪渐高， 他的孝顺之
情也愈重， 感叹岁月推移而迁坟无期，
于是不吃盐粟， 断除众味， 只吃麦食，
80 多岁时在平城去世 。 北魏迁都洛阳
后， 其子赵应才有机会将祖父母和赵琰
的骸骨迁还故乡天水安葬。

赵琰辅佐的淮南王拓跋他是北魏
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的孙子 ， “身
长八尺 ， 美姿貌 ， 性 谨厚 ， 武 艺 过
人”。 拓跋他一生中战功显赫， 威震南
北 ， 是一位很有作为的淮南王 。 赵琰
作为王府长史 ， 实际上相当于拓跋他
的 “秘书长”。 《孝感传》 中虽未记载
赵琰为淮南王出谋划策的具体大事 ，
但从他的点滴些微小事中可以窥见其
大致人品 。 “性谨厚 ” 的拓跋他得到
孝心孝行俱佳的赵琰辅佐 ， 正是相得
益彰 。 拓跋他在历史上留下比较好的
名声， 与赵琰这位好的王府 “秘书长”
尽心辅佐有很大关系 。 赵琰在淮南王
府发挥的完全是正能量作用 ， 因此在
史籍中留下的也是美名 ， 作为普通官
员能够进入 《孝感传》， 说明赵琰的所
作所为在当时很有影响。

赵琰的世界观是在淮南形成的， 淮
南地区的风土人情融进了赵琰的道德涵
养， 因此淮南应该记住自己曾养育过的
北魏 “好人” 赵琰。

研究淮南的“楚文化”
须扩展时空、提炼精神

许从长

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随着近些
年越来越深入的研究，楚文化的历史地
位越来越受到重视。 淮南市把楚文化定
位为城市文化符号 ， 无疑是非常正确
的。 但我斗胆说一句，目前的诸多楚文
化特征较明显的城市中，深入挖掘出属
于自身城市内核特征的其实不多。 我以
为，淮南在这方面有文章可做。

楚国从兴起到全盛再到灭国 ， 随
着势力范围的变迁 ， 其影响涉及到包
括今江苏 、 安徽 、 河南以南的小半个
中国 。 由此也带来了楚文化呈现出的
不同的特征， 司马迁在其 《史记·货殖
列传 》 中就有过西楚 、 东楚 、 南楚的
“三楚” 的论述。 西楚是发源地和兴盛
地， 南楚是影响已及但尚未开发之地，
而东楚则是其主动出击的拓展地和最
后拒绝灭亡的抗争地 。 被司马迁放在
“南楚” 的寿春则是一个特殊的地方 ，
它既是西楚东移的重心区域 ， 也是东
楚、 南楚和中原地区的枢纽 ， 所接受
的影响和自己的沉淀 ， 构成了淮南楚
文化的独特的特征 。 所以 ， 研究淮南
的 “楚文化”， 我觉得必须扩大空间 ，
拉长时间， 提炼精神。

淮南在楚国势力到来之前 ， 是淮
夷的地盘， 境内有州来、 舒蓼等方国。
淮夷人擅长农业 、 治水 ， 州来就是以
种植麦为生计 ， 舒蓼也是以种植药草
著称， 这也是楚扩张至此后在这儿经
营的基础 ， 由此也在融合后诞生了闻
名世界的芍陂工程 。 而颍水 、 汝水和
三条淝水的沟通中原和东南吴 、 越的
交通优势 ， 事实上成了沟通江 、 淮 、
河、 济这 “四渎 ” 的枢纽 。 尤其是战
国时期 ， 随着楚国在以淮南为中心的
东楚的重点经营 ， 淮南成了一个受楚
文化影响明显 、 又同西楚的 “内敛 ”
性有明显区别的 “外向 ” 特征———重
农亦重商 ， 重实际也重眼界 。 所以 ，
我们看到一个乍一看很奇怪的现象 ：
西楚的士以屈原为代表 ， 一心守着楚

国， 少有中原地区的 “异国出仕”； 东
楚的士， 则既有 “客仕” 秦国、 为秦的
强大、 统一立下汗马功劳的李斯、 甘氏
父子， 也有坚决同秦抗争的春申君、 项
燕、 范增等人。

但仔细分析， 这一点也不奇怪。 坚
定了信仰的东楚人 （包括被司马迁分在
“南楚” 的淮南人）， 都在为自己的信仰
努力奋斗者， 矢志不渝！ 这其中， 发生
在淮南的持续数十年的反抗暴秦的斗争
可歌可泣！ 郢都陷落时的惨烈和屈原自
沉汨罗的人格激发， 让以寿春为中心的
楚国君臣， 像考烈王和春申君黄歇、 昌
平君和项燕等， 前赴后继， 英勇壮烈，
铸就了楚人反抗的血性， 且让 “楚虽三
户， 亡秦必楚” 的抗暴誓言在后世产生
了极大的影响。 陈胜、 吴广起义， 打出
的是 “张楚” （意即 “张大楚国”） 旗
号 ； 项梁 、 项羽叔侄继起 ， 建立的是
“西楚”； 据说是屈原堂弟屈斗弟子、 在
寿春被攻破后隐居家乡居巢练兵的范
增， 听到项梁起兵， 不顾年过七十， 千
里迢迢去投奔， 为楚复仇……

有眼界 、 有血性之外 ， 农 、 商并
重 ， 也造就了淮南为中心的东楚人重
义、 重廉、 轻利的特点。 在国家遭受强
秦逼迫的危急时刻， 春申君把自己经营
成熟的寿春城和封邑淮北十二县， 毫不
犹豫地奉献了出来 。 个人私利让位大
义， 让 “廉洁” 在这块土地深深扎根，
影响后代 ， 无论是 “土著 ” 还是 “过
客”。 春申君之前， 有清风惠政却 “粝
饼菜甍”， 持廉至死， 留下 “优孟衣冠”
典故的楚令尹孙叔敖； 春申君之后， 有
上任时乘牛车来， 离任留牛犊去， 不肯
带走 “一片云彩”， 留下了 “时苗留犊”
美传的东汉人时苗； 有把廉洁自律、 克
己奉公当作家风传承， 父子二人皆以清
廉著称于世的魏晋时的胡质 、 胡威父
子； 有身为大将， 却俭朴到吴主孙权骤
至其家时， 见其 “母疏帐缥被， 妻妾布
裙”， 因而感叹不已的蒋钦……

所以 ， 对淮南的 “楚文化 ” 的研
究， 要抓住它真正 “独有” 的特性， 全
面 、 深刻 ， 做到 “人无我有 ， 人有我
优， 人优我特”， 如此才能让 “楚文化”
成为也曾做过 “郢都” 的淮南的一面金
字招牌， 才能在淮南旅游文化中形成自
己独特的魅力。

石 家 集 的 红 色 基 因
高 峰

一
明代崇祯十年(1637 年)秋，石氏从淮河北岸的凤

台县石家集南迁寿州。 清朝康熙三十八年（1699 年），
石氏宗族在孟家岗（今安丰开运驾校）之南大兴土木，
集市建成，取名“石家集”。

那时的石家集靠水路交通，码头位于东淝河西岸
的北洋淀，离集八里，可直达蚌埠街、田家庵等。 1954
年特大洪水，石家集被淹毁。 后来，政府在西岗以北，
土楼以南地势较高的地方，沿寿（县）六（安）路东边，
重新兴建“新石家集”。

1958 年，国务院决定，以寿县正阳关———真武庙
店———庄墓桥一线以南成立安丰县，在石家集建造县城。
规划设计东、西、南、北三纵三横六条大街，后仅建成东西
方向的一条街道，名曰安丰路。 1959年 4月，国务院撤销
安丰县，县城停建。石家集的居民先后迁到安丰路居住和
经商，渐成集市。 这就是后来安丰（乡）镇的由来。

二
石氏南迁以来，十分重视教育。 明清时，历代科考

中的庠生、监生、贡生、举人等，比比皆是。 清末民初，
甲午庚子之乱，清廷腐败，丧权辱国，中华民族灾难重
重，石氏仁人志士，纷纷探索国家民族出路。

1919 年，石德纯（石寅生）家居母丧，目睹教育落
后，捐出金银一万多元，利用家宅，将家馆进行改造，
创办了现代新学的石塘面小学 （原址位于今石集粮油
站墙头南边）。 除了本族，对周边贫困子弟免费发放课
本，开设国文、算术、自然、公民等课程。 1922 年，在安庆
读书的石德镐（号景周），结识陈独秀等人并加入共青
团组织。 1923 年，石德镐回乡传播马列主义，思想激进。
这年冬天， 从北京回乡的石寅生发现石塘面小学已无
法容纳日益增多的学生。 他与堂弟石德镐冲破迷信思
想， 带领十几个青年把石家集北头的观音大庙修整成
学校，把石塘面小学搬迁到新校舍，更名为寿县石家集
私立小学（现石集小学，原址位于今寿县交警大队石集
中队东边两百米）。

在石氏子弟中，石德宽、石德鉴、石德 、石裕瑛
东渡日本留学，寻求救国救民真理和出路。 石德宽，石
文彬(石裕瑛册名)，石德纯（石寅生）加入同盟会，追随
孙中山投入到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 石德宴、石裕
鼎为中共寿县早期党团组织的负责人。

石集小学在中共寿县党团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
地位，这里曾经是中共瓦埠小学支部驻地（1924 年冬-
1925 年 6 月）， 共青团寿县支部 （1924 年 11 月-1926
年 3 月）和共青团寿县地方执行委员会驻地（1926 年 3
月—1926 年冬）、寒假新剧团旧址（1925 年冬）、中共石
集特组（支部）驻地（1927 年冬—1938 年 11 月）。

三
石德宽， 字劲武， 清光绪甲申年 11 月 29 日生

(1885 年 )。 石德宽兄弟三人，行二，过继给二叔父石
载 做儿子。

1903 年，19 岁的石德宽来到省城安庆，考入安庆
陆军武备学堂。 1905 年，秘密加入岳王会。 1906 年，加
入同盟会。 1907 年，夏应堂兄石德纯函召，东渡日本留
学。 初入同文书院，后又考入西京农机学校。 1908 年
11 月，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石德宽从日本回国，
和安庆新军中的熊成基、范传甲等一起发动马炮营起
义。 1909 年，石德宽与熊成基在哈尔滨谋刺爱新觉罗.
载洵未成，熊成基被捕殉难，石德宽逃至日本。

1910 年冬，入东京市日本大学法律科学习。 1911
年 3 月 17 日， 由日本电召回到上海， 后经香港至广
州，参与谋划广州起义。

4 月 27 日，广州起义爆发。 石德宽等随黄兴猛攻
两广总督衙门。遭清卫兵列队抵抗。石德宽与林文、何
克夫等奋勇当先，向敌人投掷炸弹，炸死十多人，管带
(营长)金振邦毙命。 黄兴、石德宽等人冲进后大堂时，
已空无一人，他们随即从大堂退出，适遇清提督李准
率新兵营蜂拥而至，他们与敌兵展开了激战。 石德宽

与数倍于己的敌军短兵相接，身受剧创，仍全力奋战，
不幸身中数弹身亡，年仅 26 岁。

石德宽烈士遗骨长眠黄花岗，英名列入“黄花岗
七十二烈士”碑记。

四
石寅生 （1878 年———1944 年 ），名德纯 ，字仰文 ，

号厚斋，又号寅生，他比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石
德宽大七岁，是石德宽的族兄，他住的石家塘面村与
石德宽烈士故居石家老郢相邻。

石寅生 1902 年东渡日本留学。 1907 年春在东京
加入同盟会。1910 年夏返国入京，任刑部佥事。民国元
年，孙毓筠任安徽都督，石寅生任都督府秘书长。

石寅生的传奇人生在于他 47 岁开始弃文从戎，
花甲之年领军抗日。

从一个光杆司令起家，一跃而成为国民革命军新
编第六军的中将军长。 在北伐期间，蒋介石难容旁系,
1928 年初将这支部队“编遣”了。 事后,给了石寅生一
个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的名义,加以羁縻。

抗战爆发后， 年近 60 岁的石寅生以民族大义为
重，走出闲居十年的家门，招集旧部，在家乡寿县组建了
皖北人民抗日自卫军第一路军，任总指挥，领兵抗日。

石寅生将兵力布置在沿淮铁路两侧，一边作战一
边破坏日军的水陆交通运输，对敌威胁甚大。 1938 年
夏，攻克被日军沦陷的寿县城，立下了大功。

主政安徽省的新桂系当局深感不安，以“赤化嫌疑”
宣布解散人民自卫军。此后，军中的共产党员郑抱真、曹
云露、赵策等都带领所部，归入了新四军的战斗序列。

1939 年石寅生被选为省参议员，后在二届参议会
上，又被选为省参议会副议长。 议长江玮年老多病，所
有会务由石主持。 6 月 1 日先生带病主持省二届二次
参议会，不料次日喘病突发，3 日晨送回天堂湾郑祠寓
所，抢救无效，于下午 1 时溘然长逝，终年 66 岁。

五
石德宴，字会宾，石家集石家老郢人，1924 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1924 年冬至 1925 年 6 月，石德宴在石家
集小学一边以教书为掩护，一边从事革命活动。

1923 年冬， 安徽第一个党组织小甸集特支创立
了。 随后，薛卓汉、方运炽、陈允常到瓦埠小学教书，他
们在该校党小组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瓦埠小学党支
部，直属中共中央领导。

这是继小甸集特支后，寿县第二个直属中共中央
领导的早期党组织。

瓦埠小学党支部有三任支部书记，第一任和第二
任书记分别是方运炽 （任期 1924 年 9 月-1924 年 10
月）和方运初（任期 1924 年 10 月-1924 冬），石家集人
石德宴是瓦埠小学党支部第三任支部书记 （1924 年

冬-1925 年 6 月）， 在他担任中共瓦埠小学支部书记
后，将支部驻地和活动中心由瓦埠小学移至“瓦西”的
石家集小学。

石家集因此成为“瓦西”革命火种最早点燃的地方。
1925 年 6 月至 1926 年冬，中共城关支部成立，直

属中共中央领导。 瓦埠小学支部活动停止，所辖所有
中共党小组划归城关支部。 这个时候，新成立了中共
石家集党小组， 它是城关支部所辖十个小组之一，中
共石家集党小组驻地石家集小学。

1927 年 10 月 25 日成立中共寿县临委，在县临委
的主要负责人中， 石家集人石德伦 （1927 年 11 月-
1928 年 3 月）负责农运。 寿县临委先后恢复或建立了
12 个支部，4 个特组和 1 个特支， 包括 1927 年冬建立
的中共石集特组。

1928 年 3 月 7日， 召开寿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
改选县委，正式成立中共寿县委员会。 石家集人石玉鼎当
选为县委委员（1928年 3月-1928年 7月）。 此间，中共石
集特组书记为石德宴，驻地为石家集小学。 1928年 9月中
共石集特组更名为中共石集支部，属中共保义区委会。

六
石家集小学是共青团寿县支部和共青团寿县地

方执行委员会驻地。
寿县建党是从建团开始的， 最早的团组织是 1922

年春曹蕴真在小甸集成立的小甸集 S.Y（英语“社会主义
青年团”的编写）特支，直属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
1924 年夏，薛卓汉、徐梦秋回到家乡，成立社会主义青年
团寿县支部。支部共有两任负责人，先是徐德据，后是石德
宴，有团员 11人。 1925年 1月，改称共青团寿县支部。

1925 年 12 月 12 日，共青团寿县支部负责人石德
晏给团中央写信，汇报寿县团组织寒假期间的主要工
作，成立“寒假新剧团”。 1925 年冬，石德宴根据团中央
指示，在共青团寿县支部驻地石集小学创办了“寒假
新剧团”。 联合各小学教员和学生， 深入农村巡演宣
传，所得募捐全部资助贫困学生 ；同时散发 《犁头周
刊》《中国农民》几十份。

1926 年 3 月，薛卓汉奉中共中央之命回寿县成立
共青团寿县地方执行委员会，得到石德宴、石裕鼎的
大力支持。 3 月 7 日，薛卓清、方曙霞、曹练白、石补、石
子安、洪养素、石德晏、石裕鼎、薛卓汉 9 人在寿县窑
口集开会，成立了共青团寿县地方执行委员会，直属
团中央领导。 地方书记薛卓汉因事赴省，事务暂交候
补石裕鼎代理，通讯处“安徽寿县石家集私立小学”。

从 1925 年 12 月 12 日到 1926 年 6 月 9 日， 共青
团寿县支部和寿县地方团地委分别以石德宴、 薛卓
汉、石裕鼎、裘年志(石裕鼎代号)分别向团中央写信汇
报工作 20 次，其中，1926 年 4 月就写了 6 封信，分别
是 4 月 3 日、4 月 6 日、4 月 14 日、4 月 18 日、4 月 21
日、4 月 24 日。 这些信件原手稿均藏于国家档案馆，石
克方老人保存有书信的复印件。

中国共青团寿县地方执行委员会代理书记石裕
鼎，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石德宽之子。 团县委委
员薛卓清、方曙光、曹练百、石补、石子安、洪养素、石
德宴、石裕鼎(代理书记)、薛卓汉九人。 其中石补、石子
安、石德宴、石裕鼎四人均为当时的石家集小学教师。
石补、石德宴为亲兄弟。 由此可见，石家集尤其是石家
集小学是寿县早期团组织的重要活动中心。

七
2023 年 7 月 1 日是建党 102 周年，小甸集特支成

立 100 周年纪念日，时隔将近 100 年后，在安丰镇（石
家集）当年寿县党团组织秘密活动的中心，一个新的
“寒假新剧团”又诞生了。 他们传承红色文化，赓续红
色血脉，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演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他们出现在纪念日、节假日，出现在石集街道、梧桐村
广场、甲贝村舞台、青峰村敬老院……

红色，是一种信仰，是中国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染
成颜色，无数革命先辈用生命去检验、践行的，并且，在一代
代地不懈努力中，成为我们世代传承的红色基因和根脉。

“鹊 巢 知 风 ” 与 高 瞻 远 瞩
———《淮南子》成语典故中的哲学思考

张纯林

《淮南子》 是一部把中国古代朴素
唯物主义辩证法运用到极至的政治哲
学。 它在纵论治国理政之道时，告诫汉
王朝的当政者们不要局限于 “鹊巢知
风”的一般本能，要有高瞻远瞩的远见
卓识。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既要有“顶
层设计 ”，又要有 “底线思维 ”；远虑近
忧，见微知著，既懂得察观福与祸的转
化关系， 又要考察利与害的正反演变；
既研究得与失的脉络踪迹，又要揭示事
物从始到终的内在关系；既分清各种事
物的微小区别， 又要陈述存与亡的机
变， 才能使大汉立国七十年来形成的
“文景之治”盛世昌隆。

但《淮南子》讲这种“经世致用”的
政治哲学时，不是用高度抽象的思辨玄
学来刻板说教，而是承先秦“诸子百家”
论政之遗风， 运用大量的历史典故、寓
言故事和民间传说去论述人世间的各
种相互关系，寓“理”于用“典”之中、寓
“道”于论“理”之上，层层递进，循循诱
导，充满先秦以来，古代朴素唯物辩证
法哲学的中国特色。

《淮南子》 在第十讲 《淮南子·缪称
训》中说：“鹊巢知风之所起，獭穴知水之
高下，晖目知晏，阴谐知雨，为是谓人智不
如鸟兽，则不然。 ”这意思是说，鸟鹊筑巢

知道风向而选择合适的位置，水獭建穴是
根据水位的高低来决定的，雄鸩鸣叫预报
天将要放晴， 雌鸩鸣唱预报天将要下雨，
这只不过是动物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反
应罢了。 如因此就说人的智慧还不如鸟
兽，这种看法就不对了。 为什么呢？

《淮南子》在第十八讲《淮南子·人
间训》里是这样解说和论述的：“夫鹊先
识岁之多风也，去高木而巢扶枝，大人
过之则探彀，婴儿过之则挑其卵，知备
远难而忘近患”。这段话的大意是，乌鸦、
喜鹊知道一年中哪个季节风暴最多，于
是就将原本建在高大树端上的鸟巢迁到
低矮的树枝上安窝以避风险。 但这样一
来， 大人路过时就可随手抓到巢窝里的
小鸟， 小孩顺路也会从巢窝里拣出鸟蛋
玩耍。所以，乌鸦和喜鹊只知道预防遥远
的灾难，却不知这样一来，又造成眼前的
祸患。 由此可见，动物有自身本能的“能
动性”，可没有“主观能动性”。 人与动物
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有思想、 有高瞻远
瞩的预见性、有“主观能动性”。

因此，“鹊巢知风”就揭示出这样一
个哲学的基本问题：即“能动性”和“主
观能动性”。对动物来说，不存在主观和
客观的关系问题。 虽然动物也有“能动
性”，但是不能称之为“主观能动性”。 动
物的活动和“能动性”与它的生命活动
是同一的，不具主观性。 “鹊巢知风”，似
乎也表现出某种 “目的性”、“计划性”，
能提前采取趋利避害的行动，可这只是
动物在长期适者生存的自然环境中形
成的一种本能，它和人的有目的的自觉

活动有天壤之别。 “主观能动性”为人类
所特有，一切动物的行动，都不能在自
然界打下它意志的烙印。

“主观能动性”作为一个哲学概念，
它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人这个社会主
体能主动地认识客观世界；二是在认识
的指导下人能主动地改造客观世界。这
二者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就构成
人类区别于自然界其它动物的“主观能
动性”。因而，只有人类对周围世界有着
积极的、高瞻远瞩的预见性和“主观能
动性”，并通过实践的过程，利用自然及
社会规律、去为实现自己的计划方案和
战略目标服务。

为了进一步论述人有思想、有高瞻
远瞩的预见性、有“主观能动性”这个哲
学的基本问题，《淮南子》在第十讲《淮
南子·缪称训》中是这样以典论理的：殷
商末期， 商纣王的叔父箕子佐政时，见
纣王每每进餐非用象牙筷子不可，就哀
叹不已。预感到纣王用象牙筷子必然还
会有玉杯相配的奢求，君王这样奢侈贪
欲下去，开不良风气，将会导致国家灭
亡；鲁国不能杜绝殉葬恶习，改用木偶
人殉葬，令主张“重孝养、轻丧葬”的孔
子对这种不仁德的殉葬之风心痛叹息，
诅咒那些不仁的推行者将断子绝孙。以
上两种预见最后果然成真。 所以，圣贤
之人看到事物的征兆，就能预知到事物
的结局。 有了预见性，发挥“主观能动
性 ”，见微知著 ，正确处理好 “远虑 ”与
“近忧”的关系，才能化险为夷，变被动
为主动，防患于未然。

因此，《淮南子》在第十八讲《淮南
子·人间训》 中说：“居智所为， 行智所
之，事智所秉，动智所由，谓之道”。 这意
思说，静居时知道在做什么、行动时知道
该去哪里、办事时知道所依原则、举动时
知道来历缘由， 达到这种境界才能叫掌
握了“道”的精髓。 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
既有“顶层设计”，又懂“底线思维”，掌握
和运用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才能高瞻
远瞩，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运筹帷
幄，牢牢把握处事应变的主动权。

谈古启今，以史为鉴。 新时代、新征
程，我们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交汇形成的独特历史景观之中。 在“两
个大局”的正确判断和指导下，我们各
级领导干部和各行各业据此发挥高瞻
远瞩的预见性和 “主观能动性”， 做好
“顶层设计”，就能围绕为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构建的新发展格局和新蓝
图行稳致远。

吸吮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养
分，高瞻远瞩做好“顶层设计”，未雨绸缪
注重“底线思维”。抓住当前我们面临的主
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凡事从坏处准
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
遇事不慌。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
为新时代中国强起来的战略机遇期和风
险高发期来对待和筹划，统筹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视野
和气势，去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
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

图为安庆市德宽街上的石德宽烈士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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