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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文化之

自强不息的黄河精神
□郑贞富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上的讲话》中说：“九曲黄河，奔腾向前，以百折不挠的磅礴气势
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是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
信的重要根基。”今天，通过认真学习这个重要讲话，谈谈对黄河
精神的认识。

自强不息，是黄河文化的主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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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以“百折不挠的磅礴气势塑造了
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自强不
息”是黄河精神的重要方面，黄河精神是黄
河流域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

“自强不息”一词，出自古代河洛地区
重要经典《易经·乾·象》：“天行健，君子以
自强不息。”意思是，天（即自然）的运动刚
强劲健，与此相应，君子处世，应像天一样，
自我力求进步，刚毅坚卓，发愤图强，开拓
进取，永不停息。

《易经》源于河图洛书，体现了河洛先
民的哲学智慧，是黄河文化的根和魂。“自
强不息”一词，也是上古哲学家对黄河精
神，即华夏民族精神的高度概括。

什么是君子？《孔子家语》引孔子之言：
“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义在
身而色无伐，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
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
者。此则君子也。”意思是，我们说的君子，
他说话忠诚守信，心里没有埋怨；行为符合
仁义道德，但他又没有夸耀自己的神态；思
虑非常通达明了，言辞却不专断。他信奉
道义，而且身体力行、自强不息；他所作所

为是自自然然的，就好像你能够超过他，但
终究又赶不上。这样的人就是君子。

孔子所说的君子，要忠信、仁义、思虑
通明等，但更重要的是“笃行信道，自强
不息”。

欧阳修《杂说三首并序》说 ：“天西行，
日月五星皆东行。日一岁而一周。月疾于
日，一月而一周。天又疾于月，一日而一
周。星有迟有速，有逆有顺。是四者，各自
行而若不相为谋，其动而不劳，运而不已，
自古以来，未尝一刻息也。是何为哉？夫
四者，所以相须而成昼夜四时寒暑者也。
一刻而息，则四时不得其平，万物不得其
生，盖其所任者重矣。人之有君子也，其任
亦重矣。万世之所治，万物之所利，故曰

‘自强不息’，又曰‘死而后已’者，其知所任
矣。然则君子之学也，其可一日而息乎！”
欧阳修从儒家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出
发，论述了“自强不息”的哲学内涵。他说，
日月星辰的运转是他们的重任，修炼成为
君子是每个人的重任。“自强不息”“死而后
已”是天与人共同的重任所在。因此君子
之学，不能有一天的休息。

由于有了自强不息的精神，才有伏羲
画卦、明阴阳、定历法，才有炎黄二帝会盟、
协和万邦，华夏民族在黄河腹地走出鸿蒙、
走向文明；由于有了自强不息的精神，陈
胜、吴广揭竿而起，项羽破釜沉舟，刘邦绝
河亡秦，大汉帝国屹立于东方；由于有自强
不息的精神，大汉铁骑威服四方，犯强汉
者，虽远必诛；由于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大
唐军团寒风拂剑、铁马冰河，使万里山河固
若金汤；由于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大宋种家
将、杨家将、岳家军，碧血丹心、血染黄沙，
留下了千古绝唱。

自强不息的精神，铸造了汉唐盛世。
这一时期的名臣，劝导他们的君王要自强
不息。《后汉书·黄琼传》记载，东汉顺帝登
基三年不举行籍田之礼。这是古代吉礼的
一种，即春耕之前，天子率诸侯亲自耕田的
典礼，它是“祈年”的礼俗之一，又称“亲
耕”，寓有重视农耕之意。东汉黄琼上奏汉
顺帝，要求他举行籍田之礼，奏文说：“先农
之礼，所宜自勉。以逆和气，以致时风。

《易》曰‘君子自强不息’，斯其道也。”顺帝
听从了他的意见。

《北齐书·樊逊传》记载，樊逊上书劝导
北齐开国皇帝高洋要“帝德休明，自强不
息”。《周书·武帝纪》说北周武帝“劳谦接
下，自强不息”。《隋书·高祖纪》评价隋文
帝：“自强不息，朝夕孜孜，人庶殷繁，帑藏
充实。是虽未能臻于至治，亦足称近代之
良主。”

《贞观政要》第二卷，记载了唐太宗和魏
徵的一段对话：太宗问魏徵：“朕克制个人的
私欲，仰慕效法前代圣贤。至于积德、累仁、
丰功、厚利，朕时常把它们放在首位，用于勉
励自己。不知这四个方面，朕哪些做得好、
哪些做得差呢？”魏徵回答：“德、仁、功、利四
个方面，陛下都在做。在我看来，陛下对内
平定各种祸乱，对外消灭了戎狄对边疆的威
胁，这是陛下的功劳。安抚百姓，使他们生
活有依靠，这是陛下的功德。从这方面看，
陛下的功利占了多数，只是德与仁这两方
面，希望陛下自强不息，必定可以做到。”

自强不息，是读书人的座右铭。东汉
哲学家仲长统《昌言》云：“（孔子）犹十五志
学，朋友讲习，自强不息，德与年进，至于七
十，然后从心而不逾矩。况于不及中规者
乎，则不自勉也？”

唐代诗人孟浩然《书怀贻京邑同好》记
述自己读书情况时说：“维先自邹鲁，家世
重儒风。诗礼袭遗训，趋庭沾末躬。昼夜
常自强，词翰颇亦工。”唐代诗人李群玉自
称：“小子书代耕，束发颇自强。”白居易说：

“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苟自强不息，亦何
远而不届哉？”

《二十四史》褒扬了很多有自强不息精
神的人，《南史·彭城王义康传》说刘义康

“自强不息，无有懈倦”。《旧唐书·韦思谦
传》说：“韦思谦始以州县，奋于烟霄，持纲
不避于权豪，报国能忘于妻子。自强不息，
刚毅近仁，信有之矣！”

自强不息，是历代治理黄河的奋斗精神

曾几何时，黄河由于自然灾害
频发，特别是水害严重，“三年两决
口、百年一改道”，给沿岸百姓带来
深重灾难。据统计，从先秦到新中
国成立前，黄河下游共决溢1500多
次，改道 26 次，北达天津，南抵江
淮。1855年，黄河在兰考县东坝头
附近决口，夺大清河入渤海，形成
了现行河道。“黄河宁，天下平。”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民族治理黄
河的历史也是一部治国史。自古
以来，从大禹治水到潘季驯“束水冲
沙”，从汉武帝“瓠（hù）子堵口”到
康熙帝把“河务、漕运”刻在宫廷的
柱子上，中华民族始终在同黄河水
害作斗争。

这是一部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
历史，又是中华儿女自强不息的奋
斗史。

“分阴寸晷（guǐ）”，形容时间珍
贵，要珍惜光阴。出自唐代徐坚的

《初学记》。该书卷一说：“王隐《晋
书》曰：陶侃少长勤整，自强不息，常
语人曰：大禹圣人，乃惜寸阴；至于
凡俗，当惜分阴。潘尼诗曰：尺璧信
易遗，寸晷难可逾；成名非我事，所
玩琴与书。”

尧舜禹活动的中心在黄河中
游，大禹治水的故事也发生在这
里。当尧成为酋邦联盟王国首领
时，发生了洪涝灾害，鲧（gǔn）受命
领导治水工作，失败被杀。鲧虽死
而洪水不息，但舜杀鲧树立了权威，
帝尧去世，舜嗣位，四岳举荐鲧的儿
子禹继续进行治水的工作。《史记·
夏本纪》曰：“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
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
表木，定高山大川。 禹伤先人父鲧
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
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
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陆

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
乘檋（jú山行用具）。左准绳，右规
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
泽，度九山。”

《夏本纪》记述大禹的自述道：
“予娶涂山，辛壬癸甲，生启予不子，
以故能成水土功。”大禹为了治水，
劳身焦思，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平
定了水患。这种自强不息的治河精
神，在长期的治河实践中代代传承。

西 汉 元 光 三 年（公 元 前 132
年），黄河决入瓠子河，淮、泗一带连
年遭灾。至元封二年（公元前 109
年），汉武帝发卒数万人筑塞，下令
以薪柴及所伐淇园竹所制成的楗堵
塞决口，成功控制洪水。其后，汉武
帝写下有名的《瓠子歌》，记述了万
众一心共堵决口的经过。

西汉末年，黄河、汴渠决坏，水
患持续60余年，到东汉永平十二年

（公元69年）夏，王景奉诏和王吴共
同主持了对汴渠和黄河的综合治理
工作。王景依靠数十万人的力量，
一方面修筑从濮阳城南到渤海千乘
县的千余里黄河大堤，另一方面整
治了汴渠渠道，新建了汴渠水门。
自此，黄河800年不曾改道。

明代中期，水利学家潘季驯曾
四次主持治理黄河和运河，前后持
续 27 年。他全面总结了中国历史
上治河实践中的丰富经验，发明“束
水冲沙法”，深刻地影响了后代的

“治黄”思想和实践。清朝康熙帝在
位期间，曾经南巡六次，而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巡视河工。康熙帝把黄河
治理当作首要工作，在位六十余年
从未放松，为清王朝的稳定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这种前赴后继、团结奋斗的治
河实践，从内涵和实质上极大地丰
富了自强不息的黄河精神。

“洛阳陌上春长在，惜别今来二十年。唯觅少年
心不得，其余万事尽依然。”对于一生辗转的白居易
来说，洛阳可谓精神故乡，也成为他年老之后叶落归
根之处。如今洛龙区龙丰社区白村居委会就聚居着
白居易的后裔，居委会附近的乐天街也默默纪念着
这位伟大诗人。

看遍世间风景
晚年栖居洛阳

白居易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诗人之一，说起白
居易和洛阳的关系，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位于龙门东
山之上的白园。其实，洛阳还有许多和白居易相关
的遗迹，洛龙区龙丰社区白村居委会就聚居着他的
后裔。

资料记载，白居易的后人原本居住在履道里，后
来迁移至现在的洛龙区李楼镇白碛村一带。宋金以
后，由于时局动荡和洛河水害，其中一支西迁到现在
的白村，一直延续至今。在白村附近，有一条纵向连
接开元大道和牡丹大道的南北向小路——乐天街，

“乐天”就是白居易的字。
白居易祖籍太原，出生于新郑，一生辗转大江南

北。从“一只兰船当驿路，百层石磴到州门”（选自《初
到忠州赠李六》）的忠州（今重庆），到“座中泣下谁最
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江州（今九江），再到“最爱湖
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选自《钱塘湖春行》）的杭
州，白居易把诗句留在了江南江北。公元829年春，白
居易因病改授太子宾客分司，回到故宅履道里，把最终
的归宿留在了洛阳。

关心民生疾苦
开挖龙门险滩

晚年的白居易大多在洛阳的履道里度过，与
刘禹锡唱和，时常游历于龙门一带，还以香山居士
为号。

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对百姓疾苦的关
心不止体现在诗篇中。当时的龙门，有一个恶名远
扬的八节石滩横亘伊河之中，往来商旅苦不堪言。
公元 844 年，73 岁的白居易出钱开挖这一阻碍舟行
的石滩，事成后作诗《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并序》
留念。

其实，早在杭州刺史任上，白居易就对水利工程十
分关心。他主持疏浚了六口水井，解决杭州百姓饮水
问题。此外，他还修堤蓄积湖水，方便灌溉，减少旱灾
所造成的危害，将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与注意事项刻
石置于湖边，供大家参考。

白居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作为让时人对他更加
怀恋。公元846年，白居易去世于洛阳，享年75岁，赠
尚书右仆射，谥号“文”，葬于香山。

文名远播日本
影响持续至今

白居易和李白、杜甫并称唐代三大诗人，但客观来
说，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是比“李杜”稍逊一
筹。不过在一衣带水的日本，白居易的地位可以说超
凡绝伦，深刻影响了他们的文化发展。

《源氏物语》是日本的“国宝级”小说，它以日
本平安王朝全盛时期为背景，描写了主人公源氏
的生活经历和爱情故事。该书作者紫式部显然
是白居易的铁杆粉丝，根据统计，小说中超过一
百次引用白居易诗句。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故
事 背 景 平 安 京（今 京 都），也 是 仿 照 唐 代 洛 阳 城
营 建 的 ，现 如 今 城 中 还 留 下 许 多“ 洛 阳 ”字 样 的
地名。

白居易在日本的影响可以说一直延续至今，日本
的人气作家梦枕貘就以白居易为主角创作了奇幻小说

《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在中日两国引起广泛关注。
著名导演陈凯歌将其翻拍成电影《妖猫传》，也收获了
良好票房。

本报记者 潘立阁

乐天街：

江南江北风光好
诗人独爱洛阳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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