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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与私相对，正与偏相对。历史的
经验告诉我们，国家的强盛之道，在于
为人民谋福利，以芸芸大众为重心，而
不仅是维护统治阶层的利益。因此，古
圣先贤把社会公正看作是政治文明的重
要体现，倡导为公为民的政治立场。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相传神兽獬豸
能够明辨是非曲直，其形似麒麟，青毛
独角，体态刚健，富有灵性，见人斗，触
不直者，闻人争，咋不正者，因此成为秉
持公正、不偏不倚的化身。据说黄帝、皋
陶等人都曾用獬豸来决断疑狱，公正执
法。《尚书》载有“以公灭私，民允其怀”的
训诰，告诫领导干部不能只从自身利益
出发考虑问题，而要一心为民，百姓才能
信服。《吕氏春秋》说：“夫私视使人目
盲，私听使人耳聋，私虑使人心狂。三
者皆私设，精则智无由公。智不公，则
福日衰，灾日隆。”私欲容易产生偏
见，使人看不清方向，只有心术在公，
把持公正底线，才能避免灾难。

《慎子》 记载当时的制度建设，都
是从倡导立公去私、体现公正原则的目
的出发：“故蓍龟，所以立公识也；权衡，
所以立公正也；书契，所以立公信也；度
量，所以立公审也；法制礼籍，所以立公
义也。”管子也认为，礼法制度的建立，
是为了制约偏私之心，维护社会公正：

“上以公正论，以法制断，故任天下而
不重也。今乱君则不然，有私视也，故
有不见也；有私听也，故有不闻也；有
私虑也，故有不知也。”韩非子进一步
指出：“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
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
弱。”公法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有力保

障，是实现国家秩序的重要方式。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

不从。”除了外在的法律制约，社会公
正的实现，还需要领导干部身体力行，持
守正道，带动公平正义的社会风气。

鲁哀公向孔子请教，如何让百姓信
服？孔子回答说：“举直错诸枉，则民
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提拔正
直的人为政，百姓自然信服；反之，邪
佞之人当道，百姓就会不服。孟子也指
出：“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自己不
行正道，是不能使别人正直的。孔子教
育弟子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
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
贫，和无寡，安无倾。”分配方式不公
平，也会破坏社会公正，导致民心不
平，人言鼎沸。只有分配公正，社会和
谐，国家安定，人民才能各得其所，安
居乐业。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社会公正的
实现，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追求。改革开
放以来，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
强，这为实现社会公正提供了坚实的基
础和强大的保障。习近平同志指出，推
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国家变得更
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
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十八届三中全会
也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
落脚点。只有坚决维护社会公正，切实
保障人民利益，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
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任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室）
（本文配图均来自网络）

深圳市宝安区是深港文化重镇，特殊的人文历史、地
缘环境营造了该区秘境般的传统文化空间，福永凤凰古村
即是其文化高地间的一束奇花异草。

凤凰古村坐落在风光独秀的凤凰山下。早在唐中晚
期，这里就有先民筑屋而居。两宋时期，凤凰境内人居规
模不断扩展，形成三户成村、四户成寨的小村落集群，遂
有岭下村之名。公元1279年，文天祥被元军押解北上，路
过凤凰山侧畔的零丁洋，写下千古絶句：“人生自古谁无
死，留取丹青照汗心。”其后，文天祥胞弟文天璧的孙子文
应麟开村后，建书塾、修庙宇、筑烟楼，村落形态日趋完
整、紧凑、绵密，并从此播洒诗书礼仪精神火种，肇启乡
土社会文明建设。

凤凰古村占地5.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
现有古建筑360座，其中明代建筑4座，清代建筑60座，私
塾5座，公祠12座，古井12座，古树12棵；民国时期建筑
96 座，1949-1958 年建筑 93 座。古村巷道纵横交错，民居
房屋犬牙交错，其建筑选址和建筑形制反映了当时居民的
生活形态。古村所在地形中高周低，初观形如渔民“斗
笠”，细看更像“龟背”，既契合了传统堪舆理念，同时又
服从了四周排水的快速分流原则。

凤凰古村原有小河、池塘环绕，龟背之上为晒坪，晒
坪之后矗立着协和家塾、拔茹书屋、捷卿祖家祠等公共建
筑，它们也是凤凰古村的标志性建筑。公共建筑之后是矩
阵规划民居房屋。有着六七百年历史的文氏宗祠栖居于该
村核心位置。凤凰村近90﹪的人口为文氏后人。

凤凰古村总体为梳式布局，房屋排列规整、严密，这
既限定了古村巷道的空间形态，也使得两侧建筑立面成为
巷道景观最有活力的表现元素。兼有装饰意义和防雨功效
的大门上方的门罩骨架，采用青砖叠砌，其上再进行批灰
和线脚加工，门罩上彩绘主题为梅开富贵。外墙墙头采用
黑地搏风，这种以黑色为底，用白色蚝类粉末拌成灰浆绘
制纹饰图案的工艺和技法，俗谓“扫鸟烟，画草尾”。黑色
在五行中属水，为玄武，居北方。此类特殊纹饰和尚黑意
味，是广府民系水文化的表现。

古村主巷道宽度大概不到两米，次巷道则更窄小，仅
够行人通过。巷道宽度的设置，既有地面阔窄的原因，更
多应归结于居民适应当地气候特征的不二选择。此类空间
比例尺度，使得多数巷道能处在日照阴影下，巷道沿着夏
季风主导风向，形成冷巷。居民夏日穿梭，凉爽宜人。散
布于石板巷道周边的古树、古井，弥漫着古韵幽香，还有
一种沧桑感。公共建筑部分更为简洁凝练，且大多属于清
中后期建筑，基本形制为两进三开间，抬梁穿斗式结构，
其门匾也多由及第文人题写。建筑构件中精美的木雕、石
雕工艺，是岭南工匠卓越本领和出众才华的高度体现。

始建于 1848 年的协和家塾面阔 10.76 米，进深 10.06
米，占地面积162平米。家塾前立面采用四斗门、漏檐墙形
式，天井两侧廊为金字屋面，檐口处设置压檐脊。前、后
檐梁架采用坨墩斗拱，后堂内槽梁架为沉式插梁瓜柱式。
梁头、雀替、檐板等均为典型的清代建构。正脊两端鳌鱼
脊托的造型做工考究，巧妙利用鳌鱼尾部作为正脊端受力
点，既体现装饰美学，又符合力学原理。

凤凰山上眺瞭大海，凤凰山下琴瑟和鸣。处于繁华闹
市和改革潮头的凤凰人，既要在保护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
中开风气之先，又要在市场经济搏击中守望传统和精神家
园。凤凰古村的今天也许就是许多城中村的明天。

在江西庐山东林寺前，有一泓一米见方的泉池，从
岩石罅隙间涌出一眼晶莹清澈的细泉。据地方志记载，
这泉久旱不涸、久雨不溢，一年四季水位始终不变。泉
边青石墁地，游人站在青石板上俯看泉池，便会发现自
己的身影连同翠竹、蓝天、白云一齐倒映在明亮的池水
中，顿觉兴味盎然。

“一勺如琼液，将愚拟圣贤。”古往今来，几乎所有
到东林寺览胜的游客都要饮上一瓢聪明泉水，从南唐中
主李璟到“江西诗派”领袖黄庭坚，再到驻跸“夏都”

的蒋介石，人们都希望借助聪明泉水给自己带来灵慧和
好运。

在聪明泉的石栏旁，立有一通北宋大书法家黄庭坚
题写的“聪明泉”卧碑。三字介于楷、行之间，端凝厚
重，沉着有力，点画顾盼生姿。据说元丰三年 （1080
年） 两次遭贬的黄庭坚回乡途经此地，看到藏经楼后一
眼清泉，就用双手掬起饮用，只觉一股凉意沁入肺腑，
心神为之一爽，便欣然提笔写下了“聪明泉”三个大字。

可是，就在这聪明泉边，很多游客却被导游给整糊
涂了。

请听导游的解说：“各位朋友，请留意‘聪明泉’这
3个字，是不是错别字呢？不是，它只不过是书法家黄庭
坚故意题写的生造字罢了。那三个字到底有什么讲究
呢？大家看黄庭坚把‘聪’字一边的‘总’生造成了

‘公’‘心’二字，意为‘公心为聪’。他认为，做人都必
须有一颗公正的心，为官要公正廉洁，为民要心地善
良，只有这样才不枉为聪明人。至于‘明’字自古就有
三种写法：一是光明之明用‘日’字边；二是眼明之明
多用‘目’字边；三是听得明白之明用‘耳’字边。这
里所用的‘耳’字明，大家猜，是不是诗人在提醒我们
各位，你们听明白了吗？”

真所谓“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
导游认为“聪明泉”中的“聪明”二字写法极为独特，
大有深意。黄庭坚故意将“聪”字的右边写成“上公下
心”。其实在古代，这是一种很常见的写法，无需大惊小
怪，请看下面的字例——

关于“聪 （聰） ”字，东汉许慎 《说文解字》 解释
为：“聰，察也。从耳，悤 （cōng） 声。”其本义是通过
听觉来审察是非真假。另外，“聰”还有两个异体字，唐
颜元孙 《干禄字书》 收录了“聡”“聦”“聰”三种写
法，注明：“聡、聦通，聰正”，即“聰”为正体字，

“聡”和“聦”为通体字。现在的简化字“聪”即由
“聡”而来。

那么，“聰”为何又写作“聡”呢？其实，“聡”字
右部“上公下心”的写法是“悤”的草书楷化 （见下
图）。后来，草书楷化也成了汉字简化的一种重要方法。
因此，所谓 “公心为聪”的说法纯属望文生义。

草书“悤” 楷书“悤”

最不可思议的是导游对“眀”字的解释。真是海外
奇谈，竟然还有“耳”字边的明！在过去，“明”字共有
三种写法：明、朙、眀。其中，“明”为古文，“朙”为
正字，“眀”为通字。“聪眀泉”的“眀”，在古代是最通
行的写法。

那么，导游为何将“目”旁的“眀”认作 “耳”旁
呢？再看黄庭坚所写的“眀”字，我不禁恍然大悟，哑
然失笑。原来黄庭坚将“目”最下面一横写成了一提，
这其实是行笔的需要，目的是与右边的“月”笔势相
连。但“目”最上面一横并没有出头呀，再比较一下旁
边“聪”字的“耳”旁，
区别还是很明显的，不知
导游为何还要指“目”为

“耳”？
说来也巧，本人近日

偶 尔 临 习 唐 代 《等 慈 寺
碑》，发现其中也有“聪
明”二字，写法与“聪明
泉”几无二致。可知古人
写 字 的 确 是 “ 字 字 有 来
历”。

郑 板 桥 老 先 生 有 言 ：
“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
而转入糊涂更难。”不过还
是希望大家都由糊涂而转
入聪明，不要让人家给忽
悠了！

凤凰村：
倚天观海竞风流

王锦强

庐山东林寺“聪明泉”石碑

凤凰古村一角 （覃 奕供图）

□ 汉字故事

聪明泉咋把人整糊涂了？
杨立新

“聪明”（唐）
《等慈寺碑》

公正：
天下为公 公正为民

蒲宏凌

公正：
天下为公 公正为民

蒲宏凌

公正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准，是人类社会秩序的价值规范。

把公正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之一，是社会

主义社会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追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公正为民”的思想随处可见，

并且构成了系统完备的理论学说，不仅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准则，也

成为维系社会稳定与和谐的主要精神支柱。

中 国 很 早 就 有 关 于 公 正 的 思
想，这源于“天下为公”的理念。

《太公六韬》 中有一段话可做注脚：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
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
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
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
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
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
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
同 忧 、 同 乐 、 同 好 、 同 恶 者 ， 义
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
死 而 乐 生 ， 好 德 而 归 利 ， 能 生 利
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
这一论断，也是从商朝灭亡和周朝
兴起的历史经验中得来的。

商朝末期，纣王暴虐淫侈，例行
逆施，以酒为池，悬肉为林，制订酷
刑苛法，镇压百姓反抗，最终众叛亲
离，成了独夫民贼。相反，周文王采
取“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的
政策，修德行善，政治清明，广罗人
才，发展生产，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拥
护，奠定了周王朝崛起的基础。

商鞅在总结历史经验后也得出
“公私之交，存亡之本”的结论。他
说：“公私之分明，则小人不疾贤，
而不肖者不妒功。故尧、舜之位天
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
天下也；论贤举能而传焉，非疏父
子亲越人也，明于治乱之道也。故

三王以义亲，五霸以法正诸侯，皆
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治天下。
是 故 擅 其 名 而 有 其 功 ， 天 下 乐 其
政 ， 而 莫 之 能 伤 也 。 今 乱 世 之 君
臣，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
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
也。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上
古以来尧舜以至三王五伯，治国理
政的方式不尽相同，但他们能够成
功 的 原 因 ， 都 在 于 为 天 下 而 位 天
下，为天下而治天下，不是把天下
之利归于一己之私。而当时天下纷
争、战乱频仍的原因，也是由于执
政者“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
重”，不是为了天下百姓，而是趁机
谋取私利，以至于民心离散，国家
危亡。因此，商鞅指出，为天下之
公，还是私天下之利，是决定国家
存亡的根本原因。

“ 圣 人 无 心 ， 以 百 姓 心 为 心 ”
“惟公而后能正”，这些思想成为古
代先贤的共识。黄宗羲总结尧舜之
道时说：“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
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
而使天下释其害。”据 《左传》 记
载，邾文公打算迁都，史官占卜的
结果是：“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
文公说：“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
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立君为
民，大公无私，成为中国古代政治
思想的重要传统。

① 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

② 社会公正，关系人民福祉

□ 中国最美古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