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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视界

本版长期征集原创图片，您可在洛阳网
“洛阳社区”摄影天地（http://bbs.lyd.com.
cn/forum-67-1.html）、河图网发帖或发送
邮件至lyrbshb@163.com，我们将择优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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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作者火焱、过客2011、cdw211504将个人通信地
址和联系方式发至lyrbshb@163.com，以奉薄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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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勋卓著 文武双全

□朱宏卿

——杜预 同时配享文庙和武庙的著名历史人物

1 胸怀韬略“杜武库”

3 潜心钻研经学

核
心
提
示

说起杜预，可能许多人对他的印象就
是唐代大诗人杜甫、杜牧的先祖。其实，他
是个才智超群、功勋卓著的“大能人”——
建功灭吴战争、修黄河上第一座浮桥、制
定“二元乾度历”、撰有《春秋释例》《春秋
左氏经传集解》等书，是明朝之前唯一同
时进入文庙和武庙的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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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光伏发电，多数人会先想到电池板林立的发电站，然而，您会
不会把光伏发电与一户山村普通农家联系在一起呢？

“老王家装了太阳能电池板，用自家发的电，怪美嘞！”几个月来，
新安县铁门镇高沟村王前波家建光伏发电站的消息不胫而走，不少人
来看稀罕。近日，记者来到王前波家时，他的妻子吕燕正在二楼平台
上清洗太阳能电池板。

吕燕介绍，王前波在新疆打工时，经常能看到成片的光伏发电站，
也了解了一些相关知识，于是就想在自家建一个小型光伏发电站。他
上网查阅资料后，了解到国家对分布式光伏发电站的扶持力度很大，
不仅能自己用电，还能把余电供入国家电网获得补贴。

今年5月初，老王家投资3万多元请我市一家光伏发电企业在家
里建起了小型光伏发电站，发电站的功率为4千瓦，在日照充足的情况
下，发电量可以满足全家
日常用电需要，老王家也
成为新安县民用太阳能发
电“第一家”。

本报记者 鲁博
通讯员 李孟 文/图

灭吴之后，杜预潜心研究经学，且成绩丰硕。他
所撰写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三十卷，是《左传》注
解流传至今最早的一种，被收入《十三经注疏》中。

《集解》对后世的《左传》研究颇有影响，至今仍有重
要的学术价值。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到唐代时，杜预的书还
保留有《春秋左氏传音》三卷、《春秋左氏传评》二卷、

《春秋释例》十五卷、《律本》二十卷、《杂律》七卷、《丧
服要集》二卷、《女记》十卷及他的文集十八卷，另有

《春秋长历》等。
杜预曾撰《善文》50卷，是中国古代较早的一个

散文选本。
晋武帝太康六年（公元285年）初，杜预于赴京

城洛阳途中得病，死于邓县，时年
63 岁，薄葬于洛阳东首阳山南
坡。他被追封为征南大将军、开
府仪同三司，谥成侯。

唐贞观二十一年（公元 647

年），唐太宗诏令历代先贤先儒22人配享孔子，其中
就有杜预。

唐建中三年（公元782年），礼仪使颜真卿向唐
德宗建议，追封古代名将64人，并为他们设庙享奠，
其中包括杜预。

宋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宋室依照唐代惯例，
为古代名将设庙，72位名将中亦包括杜预。在北宋
年间成书的《十七史百将传》中，杜预亦位列其中。

杜预是明朝之前唯一同时进入文庙和武庙的历
史人物。

大家都知道“谋圣”张良。张良，秦末汉初杰出的
谋士，助刘邦平定天下建立西汉，与韩信、萧何并称“汉
初三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这期，我们
分享一个《智囊》里张良的智慧故事。

西汉都长安，建立西汉之初，刘邦曾在洛阳南宫住
过几个月，在洛阳南宫发生了一件事情。

原来刘邦当了皇帝，仅两个月内就分封了功臣20
多人，但还没被封赏的就老大不乐意了。一天，刘邦在
洛阳南宫与张良说事，偶尔向外一看，发现外面三五成
群地坐着些武官，大家嘀嘀咕咕的。

刘邦就问张良：“怎么回事？”张良看了看严肃地
说：“他们要谋反！”刘邦惊问：“你怎么知道？”张良答：

“陛下，这些人有功，可还没有得到封赏，不平则鸣矣！
所以要谋反！”刘邦搓着手说：“这可怎么办？”

张良想了想后问刘邦：“您说出一个人来。这个人
是您最厌恶的，而且群臣都知道您最恨他。”

刘邦说：“那就是雍齿了！”雍齿是刘邦的老乡，
是个典型的“墙头草”：他先跟随刘邦起义，后来见项
羽势力大，就跟了项羽，还在几次战斗中差点结果了
刘邦。不久他看刘邦干得不错，又归顺刘邦。虽然
雍齿战功不凡，但刘邦对他始终心怀怨恨，大家对此
心知肚明。

张良就对刘邦说：“请陛下马上封赏雍齿吧。”刘邦
第二天就封雍齿为什邡（fāng）侯。果然，那些想闹事
的将军一看雍齿都被封了侯，就说：“雍齿都能封侯，我
们就不用急了，封侯是早晚的事。”

张良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仅仅是帮助刘邦平众
怒吗？不是！他是想提醒刘邦一条治国安邦的“黄金法
则”——治国一定要讲究公平、公正，如此才能服众。这
也是管理工作中的“黄金法则”。

而且张良给领导提意见的方法也很有智慧。古
代给皇帝进谏的方式有三种：直谏、劝谏和讽谏。
直谏，直接讲，像魏征对唐太宗；劝谏，劝告，口气就
委婉了，像管仲对齐桓公；还有就是讽谏，是用语言
来暗示，像战国时邹忌讽谏齐威王。张良就是采取
了第三种方法。

下期我们将讲述一个聪明女人的故事。这个女人
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但她利用自己的智慧赢得了爱
情，还挽救了丈夫和儿子的性命。敬请关注。

张良妙计平众怒
□沙宇飞

杜预，字元凯，京兆杜陵（今西安东南）人。西晋时期著
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学者。

从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到咸宁四年（公元278年），杜
预前后一共担任了七年的度支尚书，其间做了很多利国利
民的事，朝廷上下交口称赞，送其号曰“杜武库”。杜预任度
支尚书时，匈奴人刘猛举兵造反，杜预又兼任平反的职务。
他亲临前线，且冲锋在前。战争胜利后，他设立籍田，将户
籍同田产相连，百姓和边防士兵均有田可耕，将公私利益融
合为一，收效甚为显著；改良武器装备，弓箭射程更远，刀剑
更锋利，并改进连续抛石的抛石车；又建“常平仓”，即建立
国家粮库，规范谷物价格，使盐路畅通，盐价稳定……他提
出的50余条利国利民的措施，均被皇帝采纳。

在机械制造方面，杜预也多有建树。周朝太庙中有一
种欹（qī）器，是一种倾斜易覆的盛水器，水少则倾，中则正，
满则覆，君王常常置于座右以为戒。这种欹器到东汉时还
放在御座旁，汉末动乱，此器不复存在，它的制法也失传了，
后人甚至连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杜预凭着书上
的记载和自己的理解，把它重新设计制造出来，献给晋武
帝，晋武帝对此赞叹不已。

晋武帝泰始十年（公元274年），杜预对皇帝说：“数千
里黄河，无一座桥梁。孟津在洛阳之北，每天过河人数众
多，运输物资无数，应建一桥。”司马炎批准了他的建议。杜
预就调集技术人才，拨财物，在孟津通往洛阳的黄河上建浮
桥，桥长约千米，是黄河上最早的一座浮桥。

2 建功灭吴战争

晋武帝咸宁元年（公元275年），羊祜推荐杜预
为荆州刺史，以实现灭吴统一全国的宏图大业。羊
祜任荆州刺史时，对内采用富民强兵政策，对吴则采
取“统一战线”策略，分化瓦解敌军。

杜预上任时，晋强吴弱已十分明显，杜预则采取
“缮甲兵，耀威武”策略，不断进行军事演习，进一步
充实粮饷，并派精锐部队袭击东吴西陵督张政的部
队，“大破之”。

张政是吴的主帅，守吴之要害之地而被“大破”，
感到很丢人，于是，他隐瞒被打败的事实，杜预就将
吴军被俘之将士名单送给孙皓。孙皓大怒，撤了张

政。大战临近，换了主帅，本是军之大忌，孙皓却不
以为意，杜预取得了战略上的成功。

杜预一切安排妥当后，上书皇帝，请求火速进
军。等司马炎一批准，杜预等人就以摧枯拉朽之势，
消灭了东吴。唐代诗人刘禹锡在《西塞山怀古》中写
道：“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
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西晋灭亡孙吴的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
战争，它结束了汉末、三国以来天下分裂割据的状
态，使中国重归一统。杜预在这次战争中显示了卓
越的军事才能，功绩是非常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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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村农户屋顶的“科技范儿”

擦洗太阳能电池板

发电度数显示在电表上，可随时查看

24小时有热水，生活越来越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