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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扒白皮松：
亭亭玉立的“松中皇后”

在众多的松科树种中，白
皮松因枝干通体白色、树形优
美而得名，有着“松中皇后”的美
誉。伏牛山深处的栾川县秋扒
乡秋扒村，一棵500多年的白皮
松依然亭亭玉立、风姿绰约。

●树种：白皮松
●树龄：500多年
●等级：国家一级古树
●编号：豫C0055
●地址：栾川县秋扒乡

秋扒村基督教教堂内

白皮松，常绿乔木，叶为3针1束。球果入药，能祛痰、止
咳、平喘，主治慢性气管炎、哮喘、咳嗽等；种子可食或榨油。
木材花纹美丽，耐腐能力强。 （小白）

白皮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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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秦对中国读书人影响深远

死前的最后机智

太史公为洛阳才子“秉笔直书”

核心提示

□朱宏卿

合纵十五年，六国安定了十五
年，苏秦功不可没。从苏秦的理论和
实践中，我们可以肯定他是一位战略
家、军事家、外交家。在他之前，谁做
到了这一点？如果说仅仅依靠三寸

不烂之舌，是不可能完成这一宏业
的。在这里，我们可暂时排除苏秦强
烈的利己思想，从客观的意义去分
析，苏秦是杰出人才，说他是洛阳才
子恐怕不会有人反对吧？

秦采用“连横”策略对付苏秦的
“合纵”，各个击破，苏秦无论如何也
做不到挽狂澜于既倒，于是苏秦到
了穷途末路，各国议论他为“卖国反
覆之臣”。他的行为又不检点：在
燕国同燕易王母通奸；后逃到齐国
做了客卿，但仍不知明哲保身，又
同齐大夫争宠，因而被刺杀。本来
齐湣（mǐn）王是喜欢苏秦的，苏秦

遇刺，齐王大怒，下令搜捕刺客，但
无法抓到。

身受重伤的苏秦，仍然未失去他
的机敏，他对齐王说：“臣死，车裂臣
以殉于市，曰：苏秦为燕作乱于齐，如
是则刺臣之贼必得矣。”这种刻毒的
阴谋，只有苏秦才想得出来。当然，
刺客上当了，受到了惩罚。苏秦死前
的机智又一次闪光。

唐代诗人贾岛经过苏秦墓后写
了一首诗：“沙埋古篆折碑文，六国兴
亡事系君。今日凄凉无处说，乱人秋
尽有寒云。”诗人将六国兴亡全推到
苏秦身上，这就有点夸大了。在中国
渴盼大一统的形势下，苏秦的肩膀显
得太柔弱了。他尽了最大的力，他做
了他能做到的一切，他的一生既轰轰
烈烈，又凄凄凉凉。不久，秦统一了六
国，苏秦在秦王朝胜利的欢呼声中，
名声也日益卑下。

苏秦的下场是可悲的。凭“三寸
不烂之舌”，运用“纵横之术”，朝

秦暮楚，缺乏坚定的原则立场，
似乎属于“小人”之类，但司

马迁站出来为这个他人
眼中的小人讲些公

道 话 ，肯

定他在历史上的贡献，给我们留下
了《苏秦列传》。他客观地评价苏秦：

“……而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
之，讳学其术。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
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夫苏秦起闾
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
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
声焉。”话说得明明白白：苏秦才智过
人，却是一个失败者，难道失败者都
该被辱骂吗？

为苏秦讲好话的人不多。司马迁
凭着自己高尚的人格，对历史和历史
人物的深刻剖析，客观地记述了苏秦
的一生，为洛阳才子“秉笔直书”，令
我甚为钦敬！

面对苏秦，我要说的太多：苏秦
是洛阳也是中国的人杰，苏秦留给后
人有永远说不完的话题。

苏秦虽然有才，但他反复无
常，以个人的私利作为行为标准，
成为“纵约长”、挂六国相印之后，
他的趾高气扬就淋漓尽致地表露
出来了。

当他胜利完成游说使命，身居
高位，回赵复命，路过洛阳时，周显
王听说他来了，心里害怕——害怕
过去对苏秦的冷漠和轻视会引起
其不满，于是派人“除道”，到很远
的郊外去迎接他。他的妻子和
弟弟不敢仰视他，十分卑微，这
同他从秦返家时的情形迥然不
同。苏秦笑着问他嫂子：“为何
前倨而后恭也？”他的嫂子十分干
脆而坦直地回答：因为你官做得
大，银钱多呀！

苏秦听了，禁不住喟然叹曰：
“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贫
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于是他得

出“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我
岂能佩六国相印乎”（假使我刚开
始就在洛阳有二顷良田，日子温
饱，哪能有今天佩六国相印衣锦还
乡）的结论。

这一结论，影响是很深远的，
中国的一部封建社会史，一部读书
人的奋斗史，无不证明做官聚财的
至高无尚的重要性。做了官就有
了钱，就有了享乐的资本。隋开始
实行科举考试制度，全中国的读书
人都向官位上投奔，从隋至清，选
拔出十万进士，无数的举人、秀才，
数不清的读一辈子书应一辈子试
而一无所获者，他们心里到底想些
什么？“士农工商”，士在首位；“万
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神化了
读书行为。当然，这一切不能
归罪于苏秦，但苏秦的实践
确实起到了示范作用。

“松中皇后”亭亭玉立
地处伏牛山腹地的秋扒乡风光旖旎。亿万年前，恐龙在这

里生存繁衍，并留下大量恐龙化石，包括特暴龙、秋扒龙等；新
石器时期，先民也在这里留下了珍贵的仰韶文化遗址。如今，
因为秋扒村基督教教堂内一棵树龄500多年的白皮松，很多
爱树之人都会慕名前来，一睹芳容。

白皮松是我国特有树种，也是为数不多的三叶松（3针1
束）。白皮松随着树龄增长，原有褐色树皮呈不规则鳞片状剥
落，然后通体变白，衬以常青的枝叶，别具特色，十分美观。

秋扒村的白皮松通体呈乳白色，树高16米，枝条稠密均
匀，挺拔向上生长，一年四季都青翠葱郁。

古树应为明朝所植
栾川县林业局工程师郭保国介绍，白皮松有着“松中皇

后”的美誉，不必修剪就能形成美丽的树冠，是城市和庭园绿
化的优良树种。在园林配置上用途十分广，它可以孤植、对植，
也可丛植成林或作行道树，均能获得良好效果。在古代，白皮
松便常被用于园林造景和寺庙庭园绿化。明朝张著《白松诗》
载：“寺门烟雨里，混做白龙看。”由此可见，古人就对白皮松赞
誉有加。

秋扒村党支部书记张大献介绍，秋扒村基督教堂原来是
一座奶奶庙。关于奶奶庙的历史，并没有详细记载，依靠口口
相传，今天只留下一个大致的轮廓。

奶奶庙供奉的碧霞元君是主宰生育繁衍的神灵之一，是
人们祈福求子、保佑妇女顺利生产的送子娘娘。明朝时期，全
国各地遍布她的行宫。

“秋扒白皮松应为人工所种，从树龄推算，大致可追溯至
明朝正德年间。”郭保国说，由此推测，奶奶庙建庙时间极有可
能与白皮松所植时间相符。

本报记者 白云飞 通讯员 申艳梅

合纵于终 负才途穷
——苏秦：才智超群的纵横家（下）

战国时期，所谓的“纵横家”，不外乎两个人，即苏秦、张仪。两人各自
施展“合纵”“连横”之术，将战国晚期各诸侯及天下形势掌握于股掌之中。
太史公司马迁曾经评价：“此两人真倾危之士！”

有人说，苏秦的“合纵”是被张仪的“连横”之术破掉的，而且苏秦为人反复
无常，他的失败是必然的。但朱宏卿先生指出，太史公为苏秦立传说得明白：
苏秦才智过人，却是一个失败者，但，难道失败者都该被辱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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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寺一带金银器制作的历史可追溯到明代，在
清代达到鼎盛。世居此地的王氏一族，靠祖传的金银
器制作技艺为生，在当地颇有名气。据记载，清道光
年间，王氏族人王继曾建起金银器加工作坊，开始规
模化加工生产金银器，白马寺金银器制作进入了鼎盛
时期。

伴随着历史的发展，王家的金银器制作技艺代代
相传。该技艺继承了从先秦到民国时期的历代金银
器制作技法，吸收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以纯手工的
方式呈现金银器的艺术魅力。

白马寺金银器分为器物和饰物两大类，制作技
艺繁多，主要有范铸、锤揲、錾花、刻花、焊接、抛光、
鎏金、镶嵌、错金银、掐丝、炸珠、镂空、浮雕等。

“此外，我们在祖传基础上进行改良，采用失蜡铸
造技艺。”洛阳唐艺金银器博物馆馆长、白马寺金银器
制作技艺第17代传承人王亚强，倾注了30年的热情
和心血。王亚强告诉记者，将蜡用手工雕刻成需要形
状的蜡模，或由硅胶模压得到蜡模，然后在蜡模外层
层包裹砂土并预留一个小洞，晾干后焙烧，使蜡模挥
发，外面的砂土就成为坚硬的外壳，壳体内壁留下了
蜡模的阴模，“再将熔化的金属沿小孔浇注进壳体，冷
却后把外壳打碎，这样就得到了各种金属铸品”。

2012 年，王亚强创办洛阳唐艺金银
器博物馆，展出从战国至近代的金银器
文物 200 余件（套），不仅填补了同类博
物馆的国内空白，还让人们直接欣赏到
古代高超的金银器制作技艺。

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白马寺金银器
制作技艺已于去年12月入选洛阳市第四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但王亚强仍然忧心忡
忡——白马寺金银器为纯手工制作，习艺
周期长，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学，面临着后
继乏人的难题；现代技术和设备不断取代
传统加工器具和用料，工匠们难以静下心
来揣摩和挖掘，使白马寺金银器制作技艺
的传承堪忧。

一项传统技艺的保护，往往需要多方
的合力。王亚强希望，政府部门和社会各
界能够整理金银器制作的资料，建立传承
档案；开办金银器制作技艺培训班，扩大
传承人队伍的规模；开展金银器理论研究
和文化交流活动，提升这一技艺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

本报记者 姜明明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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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自古即是财富和吉祥的象征，金银器
更是中国文化艺术的重要载体。坐落于白马寺
西侧的洛阳唐艺金银器博物馆，收藏金银器具
数量之多、年代之久、风格之奇让人惊叹。而它
的创办人，就是白马寺金银器制作技艺传承人
王亚强。

白马寺金银器制作技艺

传承十七代 辉光图留存

用玛瑙刀为银器抛光制作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