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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魯：文化與土地的變奏曲（下）
魯國的封地是殷商舊地，周圍也有不少東夷

族的部落國家，但是和齊國不同的是，魯國完全
照搬了周的禮樂制度，為了確保自己家族血統和
文化血統的純正，周公旦的兒子、魯公伯禽到魯
國以後， 「變其俗，革其禮」，在當地強制推行
周王朝的禮制和周人的風俗。這就為以後魯國君
主在治國方面開了一個不好的頭：只注重政治思
想、禮樂制度、道德風俗，而忽視了經濟民生，
或者用今天某些人常說的口頭禪來形容，就是：
在政治思想方面 「怎麼強調都不過分！」在經營
國土資源、造福民眾方面卻缺乏有效方法。

魯國資源比齊國優勝
所以齊和魯，在當時的封國中，是兩個特別

有代表性的大國，一是地位都很高，二是都享有
特權。但是，這兩個國家的君主們並沒有像他們
的祖輩在戰爭期間那樣，親密無間協同合作，反
而經常互相拆台，互相防範，甚至互相 PK。其
根本原因，就是兩國的創立者姜子牙和周公旦，
他們在思想、文化和治國理念上，有根本性的
不同。尤其是在國土資源的經營管理上，和齊國
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魯國人表現出的那種保守、
遲鈍、土氣、迂腐、甚至在很長時期內的那種墨
守成規，不能隨時代的發展而變革進取、無所

作為的狀態，導致了魯國在經濟、軍事和科技水
平上的日漸落後。

按說，當時齊國受封時，雖然因姜子牙的特
殊身份，而享有代天子征伐諸侯的特權（ 「五侯
九伯，實得征之」），但是齊人所受封的那塊土
地，東到大海，西到黃河入海口，從資源基礎來
說，大多是容易遭受旱澇災害的鹽鹼地與濕地，
農業開發程度很低。

對以農業為安身立命基礎產業的周代人來說
，那並不是一塊好地方，所以齊國在一些歷史典
籍中又被稱為 「濱海弱國」，就是說它最初的資
源開發程度是比較落後的，和魯國比，和中原各
國比，它的劣勢都非常明顯。

但是魯國就不一樣，它那一片土地，商朝人
經營了幾百年，沃野良田，河湖港汊，不僅農業
非常發達，還兼有漁業和桑蠶之利，可以說在資
源基礎上，魯國人比齊國人享福多了。但是經營
下來的結果卻大不相同──

齊國出了霸主齊桓公，出了千古名相管仲和
晏嬰，在春秋戰國的幾百年間，它始終在軍事、
經濟和文化上都是一個強國。而魯國呢，產生柳
下惠、孔子這樣思想品行方面的道德模範，保持
連東周王室都自嘆不如的周的禮樂制度（《左
傳》中說： 「周禮盡在魯矣」），卻始終在國際

上無所作為，這不能不說是周公所創造的禮樂文
化的悲哀。

尊君愛民皆為人表率
如果說孔子只是一個賣嘴皮子的，魯國還有

一個思想道德模範叫臧文仲，這個人，像柳下惠
、孔子一樣，是周文化的化身，是周公提出的
「尊尊而親親」治國思想的典型代表。他出身貴

族，熟知周王朝的禮儀，認為統治者要體恤民情
，像母雞愛護小雞一樣愛護民眾，強調 「德之不
建，民之無援」。不管是在尊君方面，還是在愛
民方面，他處處為人表率。國家發生了饑荒，他
那麼大年紀，還要親自視察，勸人們積極採取措
施，努力耕作，減少災害的損失。可以說，他一
生這種積極的態度，比孔子的思想更具有實踐意
義，是周禮所主張的思想精神的有力實踐者。但
是，在國際紛爭不斷、治國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的春秋時期，他對於魯國國力提升卻幾乎沒有多
大幫助。

比較臧文仲和管仲，一個出身貴族，一個是
小商販的卑微出身；一個是道德模範，一個卻生
活奢侈腐敗；一個做事做人循規蹈矩，決不越周
禮一步，一個卻機變百出，甚至在都城廣開妓院
；一個用自己的仁慈愛心，像老媽媽一樣去體恤

民眾疾苦，關注民生，一個卻高高在上，用智慧
和市場經濟的手段，調整社會價值觀，去引導民
眾，使之得到實惠；一個所服務的國家，如履薄
冰，勉強能夠守住攤子，另一個所服務的國家，
卻能在國際上豪氣干雲縱橫捭闔瀟瀟灑灑……

這就是不同文化導致的不同結果、所導演出
的一幕大戲──

榮辱興衰有根苗，
文化精神做引導。
至今仍有魯傳人，
抱腐屍樂陶陶！

（連載六十七）

新華社23日晚間發布的訃告稱，阿沛
．阿旺晉美是 「偉大的愛國主義者，著名
的社會活動家，藏族人民的優秀兒子，我
國民族工作的傑出領導人，中國共產黨的
親密朋友」。據悉，作為國家領導人，阿
沛．阿旺晉美的葬禮將在八寶山公墓舉行
，中央高層均將前往送別。

西藏首席談判代表
阿沛．阿旺晉美 1910 年出身於西藏貴

族世家，1936年至1952年，他擔任西藏地
方政府昌都糧官、民事法官、孜本（審計
官）、昌都總管、噶倫（西藏地方政府噶
廈的成員）。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立。解放西藏勢在必行。1950 年初，中央
人民政府在命令解放軍進軍西藏的同時，
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到北京來談判有
關和平解放事宜。

當時西藏噶廈掌握在以攝政達札為首
的分裂主義分子手裡，陰謀策劃 「西藏獨
立」。阿沛先後五次向達賴喇嘛、攝政和
噶廈報告，力主同中央談判，促成了西藏
地方政府改變態度。

1951 年 2 月，達賴喇嘛任命阿沛為西
藏地方政府首席全權代表，赴北京進行談
判。4月初，阿沛抵達重慶，獲西南局書記
鄧小平接見宴請。同月22日，到達北京，

朱德、周恩來親到火車站迎接。
從 4 月 29 日起，阿沛等人同以李維漢

為首席的中央政府代表展開談判。終在 5
月23日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
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
稱《十七條協議》。西藏獲得和平解放。
24 日，毛澤東舉行晚宴，熱烈地祝賀談判
圓滿成功。阿沛同進藏解放軍主力部隊十
八軍軍長張國華將軍一道，帶《十七條
協議》正式文本返藏。

從 1952 年開始，阿沛．阿旺晉美相繼
任西藏自治區籌委會籌備處處長，他同時
還擔任國防委員會委員、西藏軍區第一副
司令員，1955年獲授予中將軍銜。

西藏自治區首任主席
1959 年 3 月，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在拉

薩發動武裝叛亂，阿沛．阿旺晉美不顧個
人安危，設法向達賴喇嘛送去了中央駐藏
代理代表譚冠三和他本人的數封信，為爭
取達賴盡了最大努力。3 月 28 日，國務院
總理周恩來發布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
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委會行使職權。阿
沛受命出任籌委會副主任兼秘書長、代主
任，負責日常工作。

1965 年 7 月 24 日，阿沛以代主任的名
義，主持討論並通過了《關於正式成立西
藏自治區的請示報告》。8 月 25 日，全國

人大常委會通過決議，批准國務院提出的
成立西藏自治區的議案。9月1日，西藏自
治區第一屆人大第一次會議在拉薩召開，
阿沛．阿旺晉美當選為自治區首任主席。
後來，他還長期擔任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
任。

身居高位長達半世紀
1959 年，阿沛．阿旺晉美單選為第三

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其後他曾擔任八、九
、十、十一屆政協副主席至今。1959 年到
1993 年，他還擔任第三、四、五、六、七

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擔任國家領導人職務
長達半個世紀，且中間從未中斷，直到逝
世，堪稱中國政壇奇跡。

阿沛一生致力於西藏發展及中國的少
數民族事業，曾擔任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
主任、中國西藏文化保護與發展協會會長
。2008年拉薩 「3．14」騷亂之後，他約見
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指摘達賴集團內外
勾結有組織、有預謀、精心策劃和指揮了
騷亂，強調搞任何形式的 「西藏獨立」都
不得人心，必將遭到失敗。這也是他最後
一次公開對外發表談話。

儒家理論 「色彩斑斕」 （吳曄 繪）

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阿沛．阿旺晉美，因病於23日下午4時50分
在北京逝世，享年100歲。阿沛．阿旺晉美曾是西藏地方政府赴北京
談判的首席代表，為西藏和平解放做出巨大貢獻。他從1959年當選全
國政協副主席以來，擔任國家領導人長達50年，他辭世前也是現任中
國國家領導人中年齡最大的一位。

【本報記者馬浩亮北京二十三日電】

【本報記者楊清林北京二十三日電】
毛澤東誕辰 116 周年紀念會今天在此間舉
行，在毛澤東女兒李訥、胡耀邦夫人李昭
、毛澤東秘書張玉鳳等人見證下，香港著
名收藏家、港澳收藏家協會會長周耀祺將
其收藏的毛澤東像章、全套毛澤東題材郵
票、報刊文獻等珍貴文物史料捐贈給中國
科協未來研究會，永久收藏於和諧文化藝
術城展出，並進行全國巡展。

權威機構對此次捐贈的收藏品估價高
達億元人民幣，這是目前內地接到的與毛澤
東有關的文物和收藏品的最大一次捐贈。

此次捐贈的珍貴文物包括3000枚毛主
席像章，其中有一些像章已成文物極品。
此外，還有一整套內地發行的毛澤東題材

郵票，以及記錄毛澤東一生歷程的書刊、
鈔票、金銀幣、油畫、陶瓷等各種收藏品
，有一些藏品已成孤品，文獻和文物價值
極高。

83歲的周耀祺因身體原因未能參加捐
贈儀式，由其子周祖文代為捐贈。周祖文

說，父親對毛澤東非常敬仰。因此，在過
去的60多年時間裡，只要與毛澤東有關的
東西都會精心收藏。現在，父親將這些珍
貴藏品捐贈給內地，希望內地民眾也有幸
欣賞到這些珍貴的文物，並了解其中的歷
史。

中國科協未來研究會表示，這些珍貴
文物和收藏品將收藏於位於北京朝陽區的
和諧文化藝術城，供內地民眾欣賞。

【本報訊】新華社
武漢 23 日消息：華中
科技大學協和醫院今天
宣布，這家醫院於 11
月 17 日分離的一對罕

見坐骨連體嬰兒，已順利闖過麻醉復蘇、
循環呼吸、傷口感染三大關口，生命體徵
平穩，體溫已正常兩周，這標誌這對罕
見的坐骨連體嬰兒分離手術取得成功。

連體嬰兒發生率為 20 萬分之一，其
中四分三為胸腹相連，坐骨連體發病率不
足200萬分之一，目前世界上僅報道八宗
，內地僅有浙江大學兒童醫院 2000 年分
離了一對，分離後一個存活。協和醫院分
離的這對連體女嬰，是內地首個成功分離
並使兩名嬰兒成活的案例。

一歲時需進行二期手術
手術主刀醫生、協和醫院兒科主任湯

紹濤表示，經過醫護人員的精心醫治和護
理，這對女嬰平穩度過了一系列關口，度
過了不平凡的 35 天。目前，這對姐妹傷
口愈合良好，已能正常餵養，每天進食奶
量 700 至 800 毫升，大小便正常，腹部及
會陰部傷口基本愈合，體重及身高發育基
本正常。總體來說，這對連體嬰兒分離手
術非常成功，達到了預期手術效果。

來自湖北雲夢的這對連體女嬰今年6
月出生，其下腹部、會陰部相連，共用臍
部、骨盆；部分大腸、全部直腸、肛門共
用，其餘器官正常。經過這家醫院小兒外
科、泌尿外科、整形外科、骨科、麻醉科
等學科 17 名教授組成的專家組十多個小
時的接力手術，17日晚成功將其分離。

專家指出，手術的成功只是第一步
，這對女嬰還需要在一歲左右時進行二
期手術，完成進行肛門及生殖道功能的
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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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副主席阿沛．阿旺晉美因病於昨天在北京逝世，享年100歲。圖
為1988年，阿沛．阿旺晉美（左）和十世班禪大師在人民大會堂出席人代會
時在休息廳交談 （中新社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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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創舉

西洋節日在內地已漸漸成為普及的文化，大受歡迎。今天是平安夜，明天便是聖誕節了，在這個西洋的節日裡，
內地不少地方都掀起歡樂的氣氛。山東省青島市海底世界為節日推出了 「聖誕老人海底大送禮」表演項目，圖為潛水
員扮成聖誕老人準備在水中給魚群餵食，為 「居住」在這裡的 「海洋居民」送上聖誕禮物。 （新華社）

聖誕老人聖誕老人「「海底大送禮海底大送禮」」

香港收藏家捐獻3000枚毛像章

【本報訊】中新社陽江 23 日消
息：廣東陽江有關方面透露，耗
資二億元、亞洲唯一的大型水下
考古博物館「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
物館」，定於24日正式對外開放。

從 24 日平安夜起，千呼萬喚
始出來的 「南海一號」，以及博
物館內展出的逾200件 「天價文物
」，將最大限度地與各界期待已
久的目光親密接觸。作為 「鎮館
之寶」的古沉船和船內出土的文
物，屆時將讓遊人品味一場穿越
800年歷史時空的視角盛宴。

有關專家表示，為 「南海一
號」古沉船量身打造的廣東海上
絲路博物館，以 「南海一號」的
保護、發掘、研究、展示為主，
是世界首例將水下考古的發掘現
場引入博物館展示部分的動態博
物館，現已成為廣東省的地標性
建築，是廣東陽江文化建設的
「一號工程」。

邊考古邊開館迎客
800年南宋商船 「南海一號」

自2007年12月22日被成功打撈出
水後，進駐位於陽江海陵島的廣
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裡的 「水
晶宮」，被封存在巨大的沉井中
，至今已整整兩年。

據悉，陽江方面對海上絲綢
之路博物館的開館時間，原計劃
是完成考古才開館，而考古工作
技術難度高，進程難以預計，因
此沒有具體的開館時間表。自去
年以來，愈來愈多的遊客來到海陵
島要求參觀博物館均掃興而歸。

在今年9月下旬召開的粵西工
作會議期間，海上絲路博物館的
開館引起了廣東高層的熱議。廣
東省委書記汪洋和廣東省省長黃
華華共同提出了一個思路：尊重
市場選擇，可以邊考古邊開館迎
接遊客。黃華華在期間召開的座
談會上大聲疾呼：不尊重市場的
話，黃花菜都要等涼了，既然遊
客已經自發前來，為何不讓他們
開開眼界，現場參觀水下考古的
過程呢？

博物館在 12 月 2 日起的試開
館期間，日均接待遊客逾千人，
使廣東陽江的海濱旅遊首次告別
了每年 10 月份以後的 「淡季」，
印證了廣東高層的市場眼光。

兩天團僅389港元起
另據香港的旅行社最新資料

，報名參加兩天團入住五星級陽
光碧桂園鳳凰酒店陽台房，包門
票參觀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還
同時參觀中山古鎮、開平雕樓、
風箏博物館等，而且包足四餐，
在深圳集散，團費每人只需389港
元起，相信會吸引不少港人。

先睹為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