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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先烈

商丘是商国、商朝、商业之源。“商”，在许
多典籍中又称为“殷”。因此有人被搞糊涂了：

“商”和“殷”不是有区别的吗？这到底是怎么
回事？

于是，有人解释说，殷人自己对商是始终称
为“商”，不称“殷”的，称“殷”似乎是出于
周人的敌忾……周人对于敌国“商”不称其本号
的商，而称为衣或殷，大约也就如我们在抗战时
期宁愿称日本为“倭寇”，而日本人也宁愿称中
国为“支那”一样。

商人自己不称“商”为“殷”？事实并非如
此。从古文献记载来看，商人是称“商”为

“殷”的。产生于商朝的《诗经·商颂》是商人
自己写的，其第三篇《玄鸟》就说“天命玄鸟，
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商之先后，受命不
殆”、“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里面“殷”、

“商”并用。第五篇《殷武》言“挞彼殷武”、
“曰商是常”、“商邑翼翼”等，有“殷”也有
“商”，甚至在同篇中也“殷”、“商”并用。由此
来看，“商”称“殷”不能说是出于周人的“敌
忾”，商人自己也称“商”为“殷”。

其他史籍也有不少是“商”、“殷”并称的。
古本《竹书纪年》称王亥为“殷王子亥”，今本
《竹书纪年》称王亥的父亲冥为“商侯冥”，又言
夏王帝芒三十三年，商侯（王亥）迁于殷，然后
就称“殷侯子亥”。由此看来，“殷”、“商”并称
的时间是相当久远的。

为什么商人将“商”、“殷”并称？学者王宁
先生 《原始天文学与夏商文化的起源》 认为，

“商”和“殷”应该原来都是氏族名，后来
“商”被用为国名，而“殷”仍然是氏族名，所
以《史记·殷本纪》最后说：“契为子姓，其后
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
氏、稚氏、北殷氏。”

王宁先生还认为，由“商”之来源推之，
“殷”亦必与商星有关，郭沫若认为《尔雅·释
天》“岁在子曰困敦”的“困敦”就是来源于古
巴比伦的天蝎座名 GIR.TAB，所以固疑“殷”
就是“困敦”之促音，因为“困”古音是溪母文
部，“敦”是端母文部，而“殷”是影母文部，

“困敦”之促音正可读如“殷”。故“殷”本来也
是来自于商星，对于最初的殷人来说，大概是称

“商”与称“殷”在意思上是没有分别的。远古
时期，由于自然灾害等种种原因，人们迁徙频
繁，殷人把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或称商丘（商），

或称殷虚（殷），《说文》说：“虚，大丘也……
丘谓之虚”，其实“丘”和“虚”（墟本作虚）是
一样的意思。只是后来汤伐夏之后建国名

“商”，商成了国名，殷人自称为“商”，而
“殷”仍然作为氏族名保留着，所以古籍中
“殷”、“商”并行不悖。到了周武王灭商，商国
不存在了，但殷氏还存在，故周人就称他们为殷
人。这就是为什么周代的典籍称“商”为“殷”
的原因。

《尚书》（意为上古之书）是中国上古历史文
献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尚书·盘
庚》说“盘庚（商朝一王名）迁于殷”。盘庚所
迁之“殷”是哪里？汉古文经学大家孔安国作注
说：“殷，亳之别名。”又说：“盘庚五迁，将治
亳殷。”众所周知，亳即商丘，也就是说“殷”
也是商丘的别名。“治亳殷”，东汉末年的经学大
师郑玄注为“治于亳之殷，商家自此徙，而改名
殷亳”。《史记·殷本记》记载盘庚说：“帝盘庚
之时，殷（商朝）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
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殷民胥怨，不欲
徙。盘庚乃告谕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汤与尔
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则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
德！’乃遂涉河，治亳，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
宁，殷道复兴。”此后，商第二十七王武乙才自
亳迁于河北，就是安阳那里，直至帝辛（纣）灭
亡。《竹书纪年》（《四部丛刊》本） 记载说：

“元年丙寅，王 （指盘庚） 即位居奄。”“十四
年，自奄迁于北蒙曰殷。”盘庚所迁之“亳殷”、

“殷”、“北蒙”，就是原商丘县北境的蒙地。丁山
先生是考古学家，曾作《商周史料考证》，他在
对史料作了一番认真考证后说：“以北蒙定盘庚
所迁的殷墟，我认为决在今河南商丘北大蒙城。”

史料记载和专家考证都说明，“商”称
“殷”不是从周朝开始。在更久远的时候，“商”
和“殷”就是并称的，“殷”即“商”，“商”即

“殷”。弄清了这个问题，会对我们读古籍有所帮
助的。

“商”、“殷”是一还是二
□ 刘秀森

本报讯（记者 刘建谠）近
日，3D电影《自古英雄出少年
之花木兰》新闻发布会暨“自古
英雄出少年”系列 100部电影启
动仪式在郑州举办。虞城县有关
部门领导应邀出席，并在发布会
现场致辞。

《自古英雄出少年之花木
兰》由河南视界传媒投资出品。
剧中演员、著名影星王思懿、王
一现身发布会现场助阵。剧中主
演之一、著名相声演员陈寒柏因
在外慰问演出抱憾缺席发布会，
通过现场视频连线以表祝贺。

花木兰是中国古代传说的四
大巾帼英雄之一，是南北朝时期
一个传说色彩极浓的巾帼英雄，
她的故事也是一支悲壮的英雄史
诗。花木兰忠孝节义，代父从军
而流传千古，唐代皇帝追封其为

“孝烈将军”。
花木兰事迹被多种文艺作品

所表现，电影、电视剧、歌舞豫
剧等。“但目前全面展现花木兰
少年成长时期的文艺作品较少，
尤其是影视作品鲜有问世。”河
南视界传媒董事长郭永涛向记者
表示，“希望通过《自古英雄出
少年之花木兰》这部电影能积极
促进、影响青少年健康、励志成
长。”

据史料记载，花木兰即今河
南虞城人，现虞城县木兰镇仍存
建有木兰祠等遗迹。《自古英雄
出少年之花木兰》出品方透露，
该电影计划于2015年8月正式开
机拍摄。其间，还将赴虞城采
风、取景。

另据悉，《自古英雄出少年
之花木兰》是河南视界传媒策划
发起并在发改部门备案的电影拍
摄计划之一。“自古英雄出少
年”系列电影项目遵循当前国家
提出的“少年强则国强、中国
梦”的美好愿景，针对青少年思
想文化教育的要求，以寓教于
乐、弘扬民族精神为宗旨，以少
年民族英雄传奇为主题，计划用
5—8年时间制作发行 100部“自
古英雄出少年”系列少儿古装喜
剧电影，计划总投资 8亿元人民
币。

“自古英雄出少年”系列电
影开篇之作《自古英雄出少年之
岳飞》，已于 2011年 7月在浙江
横店完成拍摄。于 2012 年年初
全国首映，先后 8次在央视电影
频道热播。

3D电影
《花木兰》新闻
发布会在郑州举行

最早对于“丁香”的认识，来自于戴望
舒的《雨巷》：“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
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
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
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
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诗中展
现出朦胧而又幽深的美感，丁香一样结着愁
怨的姑娘，高雅而圣洁，美丽而动人。

直到今年“七一”前夕，我跟随省记协
组织的“红色追寻——走进党史纪念地活
动”，来到南京雨花台参观，另一位“丁香”
姑娘翩然走进我的内心深处，她用 22岁的短
暂人生，开出永不凋谢的、灿烂夺目的丁香
花，相比雨巷中的美丽丁香，她的故事更令
人心灵震撼、荡气回肠。

一

在南京城的中华门外，有一座高约 60
米、宽约2公里的小山岗，岗上风景秀丽，松
柏葱郁。据史料记载：南梁初年，高僧云光
法师曾在此设坛说法，因内容十分精彩，感
动佛祖，顷刻间天上落花如雨，因此得名

“雨花台”。
然而，就是这么一处风景绝佳的地方，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却成了屠杀共产党人和
革命志士的刑场，先后有近 10万名革命先烈
在此惨遭杀害。新中国成立后，为缅怀先烈
英灵，在雨花台上建造了一座占地面积大约
87公顷的烈士陵园。

走进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的展厅，一位名
叫“丁香”的烈士展板吸引了我的注意，那
画像上的丁香，齐耳短发，面容娇美，白皙
的脸庞上，长着一双深邃的大眼睛……是一
位典型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姑苏美女。

我长时间地驻足在这块展板前，反复阅
读展板上的文字，目睹一尊雕塑深深凝望着
丁香空缺的身影，内心跌宕起伏，思绪涌动
翻飞。

据了解，丁香曾经是一名弃婴，当年被
苏州基督教监理会的牧师收养。收养女婴的
是位美籍女牧师，她喜欢中国，更喜欢盛开
白丁香的园林姑苏，于是她给自己起了一个

“白美丽”的名字。洋牧师白美丽是位精通文
史和音乐的知性女士，更有一颗善良的心。
弃婴由她抚养后，她给孩子起了个温馨而浪
漫的名字：白丁香。

穿越时空隧道，仿佛可以看到一位婷婷
玉女在姑苏城里绽放出的美丽和馨香。伴着
姑苏的小桥流水，小丁香天生丽质，又聪慧
过人，白美丽看着养女一天天成长，专门请
来导师教小丁香学英语、读 《圣经》 和史
书、弹钢琴等。1925年，白美丽将 15岁的小
丁香送到东吴大学学习。

自由而思想解放的大学校园，让美丽的
小才女插上了理想和爱情的翅膀。当一场大
革命的疾风骤雨袭来时，充满激情的小丁香

坚信革命是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她不顾养
母的劝阻，毅然跑到革命学生聚集的地方，
在镰刀和锤头组成的红旗下，庄严地将理想
献给了共产主义未来——她加入了共青团，
次年又转正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5年，在东吴大学，丁香遇到同样投
身革命的乐于泓，人称阿乐。在革命的洪流
中，两个年轻人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丁
香善弹钢琴，阿乐喜拉二胡，学习工作之
余，他们琴瑟相和。1932年 4月，两人在上
海结婚。

同年 9月，丁香被派往平、津一带工作，
因叛徒出卖被捕，解来南京，牺牲于雨花
台，此时她已怀有三个月的身孕。噩耗传
来，阿乐不顾一切前往南京雨花台祭悼丁
香，并立下“情眷眷，唯将不息斗争，兼人
劳作，鞠躬尽瘁，偿汝遗愿”的誓言。

失去年轻美丽的妻子丁香后，阿乐把对
敌人的仇恨化作战斗的豪情。之后，阿乐被
派到青岛任共青团山东临时工委宣传部部
长，1935年被捕，关进国民党监狱。在周恩
来的亲自干涉和关怀下，1937年 9月，阿乐
和难友们终于被当局释放。重新回到革命队
伍的阿乐，一直随彭雪枫领导的新四军第四
师转战江南大地。

1950年 10月，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
八军宣传部部长的阿乐，在部队进军西藏的
途中，遇到一位与丁香十分相像、名叫时钟
曼的姑娘，打开了他紧闭 18年的情感大门。
阿乐与丁香的忠贞革命爱情故事深深打动了
时钟曼，两人结为伴侣。

阿乐后来转业到地方，先后任西藏工委
办公室主任、新华社西藏分社社长。后又因
工作需要举家到了安徽、东北，且与时钟曼
有了宝贝女儿，取名乐丁香。

1982 年，在丁香牺牲 50 周年的纪念日
里，阿乐在亲人的陪同下来到雨花台，在丁
香就义的地方，亲手种下一棵丁香树。

1992 年，阿乐在沈阳病逝。第二年清
明，根据他的遗愿，时钟曼领着孩子们不远
千里来到雨花台，将阿乐的骨灰，深埋于丁
香树下。

二

丁香和阿乐坚贞而崇高的爱情故事感动
了姑苏内外、大江南北。他们的故事被改编
为广播剧、戏曲、舞剧、电影等多种艺术形
式，被广泛传唱和弘扬，一幕幕场景再现，
扣人心扉。

据传，早年由于阿乐家境出现困难，被
迫辍学，后到上海从事革命。这时的阿乐，
每逢深夜，都将一曲曲古人的“丁香”辞
赋，谱成悠长而动听的乐曲，然后通过他的
二胡，借着寂静的夜光，传给远在金陵的恋
人听。此时，丁香的心也早已飞向了黄浦江
边。

“丁香，在上海的地下党由于出了内部叛
徒，组织惨遭破坏，党决定派你去……眼下
形势非常严酷，你要做好各种准备。”在丁香
毕业不久，党组织找她谈话。

“请组织放心，丁香不怕任何风霜侵袭！”
那一天，她收拾箱子，连夜赶到了上海。组织批

准了丁香和阿乐的结合，俩人在简陋的小屋里
秘密成婚。

新婚给从事地下工作的这对小夫妻带来
不少方便。以后的日子里，他们借着阁楼小巢，
为党组织传送情报，召集秘密会议。而丁香的
钢琴、阿乐的二胡，则成了他们向同志们传递
平安讯息的工具。每当丁香的《圣母颂》响起，
同志们的心情是舒坦和安宁的；每当阿乐的
《二泉映月》传出，同志们便警惕地远远散去。

新婚是甜蜜的，也是短暂的。根据工作需
要，丁香又被派往北平，当时她已有三个月的
身孕。虽然恋恋不舍，她还是坚决服从组织的
安排，离开了新婚的爱巢。然而，卑鄙的叛徒把
刚到北平的丁香给出卖了。

“小姐这么年轻，这么美丽，连名字都是芳
香的，而且还是大学生，为什么一定要给共产
党卖命呢？”敌人以种种理由诱劝她。

丁香坚定地说：“因为共产党是为劳苦大
众服务的，他们要推翻你们这些反动统治
者。”

“你知道，人的生命不可能有两次。当花
朵飘落在地上后，就永远不可能再有芳香
了。”

“革命者只求一次有意义的生命绽放，要
杀要毙，别再啰唆了！”丁香昂起高傲的头
颅，说。

无可奈何的敌人只得将丁香押至南京，
作为“共党要犯”关进铁牢。不日，又秘密
将她杀害于雨花台。

那一天，乌云压城城欲摧，黄浦江水浪
滔滔，次日，阿乐冒着异常风险，只身来到
南京雨花台，他披着蓑衣，伫立在大雨中，
跪伏在血迹未干的丁香就义的泥地上，泪雨
滂沱。

三

在雨花台烈士纪念碑的东侧，有一条幽
静的小路，叫丁香路，这条路通向一个葱翠
的园子，叫丁香园。整个丁香园由丁香树、
汉白玉涌泉及顺势而建的木栈道组成。丁香
1910年出生，牺牲时才 22岁，园内栽植的 22
株丁香树象征 22个岁月，这些丁香树按 1910
年至 1932年的时间顺序排列分布于绿色草坪
中，以其春荣秋落，夏花冬谢的自然生长过
程，寓意烈士精神生生不息、永久传承。

“丁香花叶是苦的，可她的花是香的。而
作为女人，丁香阿姨其实很幸福，一则她是
为建立我们今天的新中国而献身牺牲的，二
则她获得了一个男人一生的至贞至爱。”阿乐
的女儿乐丁香，现在每年都会在清明节的时
候来到雨花台吊唁她的父亲和与她同名的丁
香烈士。每当有人问起她父亲与丁香的爱情
故事时，她总是这样说。

丁香如若活到现在，已经有 105 岁高龄
了。如果不是投身革命，丁香的一生绝对
不会在 22 岁时戛然而止，她完全可能有更
长久幸福的人生，享受到天伦之乐，然
而，为了新中国的成立，为了劳苦大众的
解放，她甘愿舍生取义。高高飘扬的五星
红旗，正是由无数和丁香一样的人民英雄
誓死用热血染红。今天，当我们怀着崇敬
的心情面对这面五星红旗，我们理当继承先
烈遗志，以让更多的民众过上幸福生活来告
慰英灵。

“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她的颜色，散了她
的芬芳，消散了，甚至她的太息般的眼光，
丁香般的惆怅。”雨巷里的丁香很快就消失得
无踪影了，而雨花台的丁香年年苍葱翠绿，
花开芬芳，永远绽放在人们的心中。

雨花台，那永不凋谢的丁香花
文/图 本报记者 李艾凌

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里，阿乐的雕塑深情地凝望着丁香空缺的身影。

（接上期）
第六集 律令之矩
解说词：在安阳殷

墟出土的这些戴着木制
手铐的陶俑直观地告诉
人们，在 3000 多年前，
中国已经有了束缚犯罪
者手脚的械具。历史学
家们认为，早在殷商时
期，中国就出现了监狱
和 司 法 制 度 。 从 此 之
后，不论是作奸犯科，
还是贪赃枉法都会面临
法律的惩处。那么，中
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
记载的贪官是谁呢？

公元前531年，一桩
突发事件震惊了晋国国
都新绛。晋国掌管刑狱
和审判的最高官员、代
理司寇羊舌鲋被人在光
天化日之下公开杀死，
杀死羊舌鲋的是晋国的
贵 族 刑 侯 。 是 什 么 原
因，促使这位有身份的
贵族做出了这样激烈的
举动呢？事件缘于一件
久 拖 未 决 的 土 地 纠 纷
案。案子的主角是晋国
两个很有地位的人物，
一个叫刑侯，一个叫雍
子。羊舌鲋受命接手此
案时，雍子抢先获得了
消息，把自己的女儿嫁
给了羊舌鲋。于是羊舌
鲋不问是非曲直，强行
把刑侯的田产划给了雍
子。刑侯一怒之下，拔
剑杀死了羊舌鲋和雍子。

羊舌鲋被杀，一时
成为晋国最大的新闻。
晋国的权臣韩宣子把羊
舌鲋的哥哥叔向叫来，
问他怎么处理。叔向引
用夏朝法官皋陶制定的
法典道：“己恶而掠美为
昏，贪以败官为墨，杀
人不忌为贼。《夏书》：
昏、墨、贼，杀。”韩宣
子接受了叔向的意见，
杀了刑侯，同时认为羊
舌鲋因为贪婪被杀，死

有余辜。于是，羊舌鲋
已经冰凉僵硬的尸体被
拉到闹市枭首示众。

羊舌鲋身为代理司
马、代理司寇，不能以
身 护 法 ， 反 而 以 贪 坏
法，卖法纵贪，被定罪
为“墨”，“贪墨”一词
也来源于此。羊舌鲋就
这样成为中国历史上第
一个依据法典被钉在耻
辱柱上的贪官。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郭成伟：“这个案例就树
立一个典型，如果从贪
污的这个角度来看，就
是说凡是贪赃枉法者，
严重的应该判处死刑。
就树立了一个经典的案
例，以后就这么办。”

解说词：羊舌鲋的
遭遇告诉人们，最晚在
春秋时期，官员贪污犯
罪就会受到国家法度的
制裁。不过，2000 多年
前的法律条文早已经消
失在历史的迷雾中，后
世的人们已经很难触摸
到远古的历史细节了。

湖北省荆州市，一
座有着 2600 多年历史的
国 家 历 史 文 化 名 城 。
1983 年冬天，荆州地区
博物馆在荆州市城南的
张家山清理了三座西汉
初年的古墓，出土了一
大批极为罕见的汉代竹
简。很快，这个消息引
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同期声·讲解员）：
“这个江陵张家山 247号
汉墓是一座西汉早期的
小型墓葬，这个墓葬出土
了大量竹简，我们看到的
这就是其中的法律，它有
篇题，称为《二年律令》，
根据考证这个二年是西
汉高后吕雉执政的第二
年颁布的律令……”

解说词：经过学者
们的整理，西汉时期的
法律清晰地呈现在人们

面前。在这部名为 《二
年律令》 的法典中，有
这样的表述：“受赇以枉
法，及行赇者，皆坐其
臧 （赃） 为盗。罪重于
盗者，以重者论之。”也
就是说，如果官员收受
贿赂，要按照盗窃罪从
重 处 理 。 这 部 律 令 规
定，窃取国家的财产价
值十金就要被判处死刑。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郭成伟：“十金就是一万
六千个铜钱，或者叫一
万六千文钱，这就是一
个标准，凡是贪赃枉法
达到一万六千个铜钱的
时候，一律处以死刑。
以后历代都参照这个标
准来执行，那么这样就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
的说明，就是处理贪污
犯罪要依法进行，要按
照法定的数额来进行，
而 不 是 贪 了 就 判 处 死
刑，不是这样的。”

（未完待续）

（
解
说
词
）

编者按：
为配合新闻战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活动，推动新闻战线“走转改”活动深入持续开展，在“七一”前

夕，省记协组织我省部分青年新闻工作者“红色追寻——走进党史纪念地活动”。本报记者跟随参观采访，受到
一次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学习结束后写成此文。记者笔下的丁香和阿乐，是千百万革命烈士的典型代表，他
们的斗争精神和忠贞爱情，与日月同辉，永放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