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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雁传书系列 周公致召公书，就是《尚书·君奭》，这是居于洛邑的周公旦写给
居于镐京的召公奭的一封信。清代姚鼐在其编撰的《古文辞类纂》中
将《尚书·君奭》作为书信的鼻祖来看待，并在《序目》中写道：“书说类
者，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从多种证据可以证明，《尚
书·君奭》是现存最早的书信。

这封信共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周公先谈守业的艰难。周公说：“君奭，很不幸，上

天把丧亡之祸降临给了殷商。现在殷人已经丧失了他们
的天命，而我们周室承受了福命。但是，我不敢说周室已
开始的基业就能永久地延续下去。”接着，周公分析了天
和人。对于天，周公虽然明确表示要“念天威”，但也强
调他认可召公的观点“天不可信”；对于人，周公则认为

“我民罔尤违，惟人”，认为人民不会无故产生怨恨的情
绪，一切都是当政者所为。这就是说，周公把着眼点从

“天”转移到“人”，强调不应只依靠“天命”而应该认识
到“人为”的力量。

其次，周公通过商周历史兴衰的论证，说明辅政大
臣的重要作用。周公说：“君奭，我听说昔日商王成汤受
了天命后，当时就有伊尹这样的贤臣辅助他，使他得以
升配于天。太甲即位后，则有保衡的辅佐；太戊时又有贤
臣伊陟、臣扈辅佐，使他们得以升配于上帝。巫咸帮助商
王治理国家。祖乙即位后，当时就有贤臣巫贤。武丁时
期，则有贤臣甘盘的辅佐。正因为有了这些贤臣辅助
治理殷商，才使殷商诸王的神灵能够配享上天的祭
祀，这种礼制延续了很多年，未曾改变。”然后，周公
回顾了周朝的开国史，谈到由于有虢叔、闳夭、散
宜生、泰颠、南宫适等大臣辅佐，才使文王和武
王得以成就大业。接着，周公便分析当前形
势，周王尚且年幼，辅弼大臣只有他和召公二
人，这说明他和召公的责任十分重大。对
于国家如何治理，周公感到“若游大川”，
有许多迷茫与艰难的感触。他希望他们
二人能加强团结，亦请求召公“猷裕”，
即胸怀宽阔，对国家的建设提出可贵
的建议。

最后，周公对召公推心置腹，强
调他是十分信任和倚重召公的。在
这里，周公进一步说明召公和他的
重要作用，除了他们，再也没有更
加同心同德的辅政大臣。周公
借召公“惟时二人弗戡”之言，表
达了他对后辈们的期许，他们
二人应该作为榜样，把先王的
德行传给下一代。对于国家
的未来，要让“海隅出日，罔不
率 俾 ”，普 天 之 下 ，莫 不 宗
周。周公说：“你知道给民众
施行德政，开始时没有不好
好干的，但是却很少有人能
够 始 终 如 一 、坚 持 到 底
的。我们要记住这一点，勤
劳恭敬地治理国家！”

洛邑、镐京是西周的两京，建有两京驿道，以保证书信的
畅通。周公在营建洛邑、平定叛乱、制礼作乐、分封诸侯的同
时，建立了以洛邑为中心的邮驿系统。

早在商代，已建立军情传递制度。甲骨文中，记载有边
戍向天子报告军情的内容，有“来鼓”二字。经考证，“来鼓”
类似今天的侦察通信兵。

最先，周国是商王朝的属国。周文王时，周国开始了大
规模的东扩，逐步占领河洛地区。崇国是文王向东扩展遇到
的劲敌。崇国的位置在今嵩县、栾川、伊川一带，是东方的一
大强国。《诗经·大雅·皇矣》描述了文王伐崇的经历，从诗文
中看，伐崇的战争是极为激烈的。接着，文王占领商朝的旧
都西亳，即偃师商城，又灭掉了仪栗国、爪国、苏国，这三国都
在今孟津境内。

在东扩过程中，为了快速传递军情，周文王建立了简书
制度。《诗经·小雅·出车》云：“王事多难，不遑启居。岂不怀
归？畏此简书。”这里的“简书”指的当时写在竹简上的文书，
通常代表军令或紧急公文。武士们因为害怕违背这些军令，
不得不压制个人的思归之情，勇敢地执行任务。

周公、召公辅政时期，建立了比较完整的邮驿制度。各
种不同的传递方式有不同的名称。比如：以车传递称作

“传”，这是一种轻车快传；还有一种马传称为“驲”。另外一
种在边境上传书的机构，人们叫它“邮”。

在邮传驿道上，沿途设置了休息站“驿”“馆”等，并有一
整套管理制度。当时的通信邮驿，效率是很高的。比如，姜
尚封于齐，他到齐国后滥杀了当地两位贤士。周公在洛邑闻
听此事后，立刻乘“急传”赶到齐都临淄，制止姜尚的专断行
为。“急传”能如此迅速地赶到目的地，说明当时驿路的畅通。

掌管周王朝邮传事务的官员，叫行夫。《周礼·秋官·行
夫》说：“行夫，掌邦国传遽之小事媺（měi）恶而无礼者。凡其
使也，必以旌节，虽道有难，而不时必达。”行夫在执行出使任
务时，旌节是必不可少的，无论途中遭遇何种艰难险阻都要
确保使命必达。这种规定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管理体系中对
于信息传递、任务执行的严谨性，即使是小事、即使面临
困难，也要保证国家事务在一定的制度和
规范下得以运转。

“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几千年来，书信一直是人类交流信息和感情的重要工具。鸿雁
传书、驿寄梅花、鱼传尺素，写满了书信的风雅。洛阳是书信文
化的故乡，有着厚重的书信文化。周公致召（shào）公书《尚
书·君奭（shì）》，是现存最早的书信，当时两人分陕而治，建立了
两京驿道，以保证书信的畅通；东汉时期西域与洛阳间的鸿雁传
书，书写了丝路风雨的大汉传奇；最早的家书实物，是敦煌遗书
的《二娘子家书》，这是唐代一位名叫二娘子的女性在洛阳写给
其居住在敦煌的母亲的信；五代洛阳著名书法家杨凝式现今存
世的墨迹《韭花帖》《夏热帖》，是他写的两封短信，是书法艺术之
瑰宝……今起，本报推出鸿雁传书系列文章，带您一同走进古老
的书信世界。敬请关注。

西周王朝建立四年后，周武王因病去世，由于即位的周
成王年幼，便由周武王之弟周公旦和召公奭辅政。当时，天
下很不稳定，周公旦和召公奭二人遂决定分陕而治。

《左传·隐公五年》说：“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
者，召公主之。”《括地志》说：“陕塬，甘棠西南也，分陕以塬为
界。自陕而东，周公主之；自陕而西，召公屯之。”

陕塬，就是今三门峡陕州区张汴塬。当年周召二公商
定，凿了一根高三米五的石柱栽于分界之处，称作“立柱为
界”。这根石柱被认为是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一块界
石。“周召分陕石柱”原立于陕塬，后移至陕州北城墙上，今为
三门峡馆藏文物。

周召分陕而治，周公旦居于洛邑，就可以把主要的精力
用于防备殷商遗民的反叛，稳定东部新拓展的领地；而召公
奭居于镐京，他的责任就是进一步开发黄河中游地区的农业
生产，建立并巩固经济后方，为周王朝进一步开拓疆土解除
后顾之忧。

分陕而治的决策不仅有效地稳定了西周初年的政局，也
为周王朝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这种方式，
周公旦和召公奭能够更加专注于各自区域的治理，提高了行
政效率。此外，分陕而治还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
稳定，为后来的封建王朝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河南府文庙将进行院落环境整治
记者近日从老城区文物局获悉，该区将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河南府文庙实施院落环境
整治，更好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进一步提升游
客参观体验。

文庙是古人专门祭孔子的庙宇。河南府文
庙位于老城区丽景门街道文明街中段，始建于金
元时期，后经多次重修，清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
年）发展到最大规模，之后逐渐衰落，先是被部分
征用建民居，后因府学停办改为“产婴堂”、明德
中学，抗战时期沦为日军驻洛警备司令部，抗战
胜利后仍为明德中学，1947年停办，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这里成了文明街小学。2006年，文
明街小学择地搬迁，我市先后多次对河南府文庙
进行保护修缮，使其主要建筑得到有效保护。

据《洛阳县志》记载，河南府文庙由南向北呈
台阶式上升，沿中轴线向两边展开，正南是一座
琉璃照壁，左右有东西门楼，依次向北是棂星门、

泮池、石桥、戟门、大成殿、明伦堂，尊经阁等；泮
池两旁是名宦祠、乡贤祠，戟门与大成殿之间东
西两侧为东西庑。整个建筑群布局严谨、层次分
明、结构规整、庄重大方。

“河南府文庙的建筑形制完全按照传统文庙
的建置格局展开，文庙形制中，以大成殿和明伦
堂为主体建筑沿中轴对称及台阶式上升的建筑
空间特点得到了较大的保留。”该负责人介绍，河
南府文庙自金元时期创建以来，经明清两代修
葺，现存建筑戟门为明（国保公布的年代）代遗
构，大成殿为清代遗构，其余建筑（东西掖门、名
宦祠、东庑、西庑、明伦堂）均为清代建筑风格。

据了解，即将实施的河南府文庙院落环境整
治项目，将合理整修河南府文庙院落铺装、排水、
景观及院墙，进一步消除安全隐患，给文物建筑
创造良好的保存环境，间接保护文物本体建筑。
同时，还将依托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对河南府

文庙缺失的重要建筑进行遗址标识展示。
对河南府文庙实施院落环境整治后，我市还

将打造以河南府文庙为主，以妥灵宫、鼓楼、四眼
井、玉虚书院、孟庐陵故居等文物、遗址为辅的府
文庙片区，并结合历史建筑、人文景观、历史故事
将府文庙片区与洛邑古城景区串联起来，植入“文
化场景+研学书院+艺术展览”综合业态，为游客提
供内容更加丰富的旅游体验。

洛报融媒记者
刘嘉仪 通讯员
魏磊鑫 文/图

记者昨日从宜阳县文物保护中心获悉，该县
文物普查队日前在香鹿山镇郭坪村实地调查期间，
发现了一处供销社旧址（如图），其外墙上写有1954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见证着国家法治
现代化的历史。

郭坪村供销社原为清代民居建筑，坐北朝南，屋
身长约10米，进深约6米，面阔3间，整体为硬山式风
格，后经修复作为供销社使用，现已无人居住。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该建筑北墙上的一大片用毛笔工
整书写的文字。”宜阳县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王庆伟说，墙
上的文字内容是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因
部分墙面破损墙皮脱落，其中一些文字段落已不可见。

王庆伟介绍，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
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
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到了一段时间的“临时宪
法”作用，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
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并全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第一部宪法正式诞生，也被称为“五四宪法”，它以国家
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
的领导地位，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
人民”，并且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地位确
定下来，构建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框架，确认了中国人
民真正掌握了国家权力、掌握了自己的前途命运，得到了
社会广泛的认同和拥护，体现了鲜明的人民性。

据郭坪村村民介绍，新中国首部宪法全票通过的消
息传来后，村民们无不欢欣鼓舞、热血沸腾。当时，一名
德高望重的老秀才为了普及宪法知识、弘扬宪法精神，
在众人的协助下，用毛笔将宪法内容庄重地书写于这
座老建筑的墙面上。

“如今，站在这面墙下，仿佛还能看到那位老秀
才怀揣着对新生活、新规则的憧憬，一笔一画郑重
书写的模样，令人心生敬畏。”王庆伟说，这处建筑
的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比如，其硬山式的建筑
形式，代表着中华传统文化。墙上的文字印记，
承载着国家的记忆与梦想，反映了一个时代的
社会发展、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为后人提供
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和研究素材。

洛报融媒记者 刘嘉仪 通讯员
赵腾宇 丁新刚 文/图

香鹿山镇郭坪村
供销社旧址：

书信的风雅，在于它
的情感表达、语言艺术、
礼仪规范和历史价值。
文采飞扬、大气磅礴、感
情真挚的《尚书·君奭》，
是西周初年居于洛邑的
周公旦，写给居于镐京的
召公奭的一封信，这是我
国现存最早的书信，也是
后人研究商周历史的重
要文献。当时，周公、召
公分陕而治，建立了两京
驿道，以保证书信的畅
通。周公给召公的信中，
周公谈守业的艰难，劝勉
召公与自己同心协力，把
国家治理好。

编者按

周召分陕而治

两京的书信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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