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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简讯

本报讯（记者 白 鹏） 3月 8日，商丘市作
家协会会亭镇博物馆创作基地挂牌。商丘市作家
协会会亭博物馆创作基地的挂牌，有助于弘扬会
亭镇的历史文化，也对商丘作家感受豫东风土人
情，弘扬主旋律，创作出名篇佳作有促进作用。

会亭镇博物馆，也称会亭镇红山党史馆，由
夏邑县籍基层党员张雪峰出资创建，于2020年9

月 10日正式开馆。该馆收藏各个时期的红色党
史藏品与重要书刊资料5000余件（册），全部藏
品数量居全国乡镇党史馆前列。该馆开馆以来，
始终把“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
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作为建馆使命，为国防
教育、青少年教育、乡村振兴、基层党员教育和
红色乡贤统战工作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市作协在会亭镇博物馆设立创作基地

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 通讯员 于 飞） 近
日，经过精心组织、收集资料、整理汇编，《宁
陵年鉴 2021》由中州古籍出版社正式公开出版
发行。

据了解，《宁陵年鉴 2021》由宁陵县人民政
府主办、宁陵县地方史志编研中心承编，在原
来体例的基础上进行了守正创新，增加了专记
篇章。对 2020年革命烈士、立二等功以上的军
人、获得市厅级以上荣誉的先进人物等收入年
鉴，照片由原来的标准照改为工作照，增强了

年鉴的生动性和可读性。
《宁陵年鉴2021》为大16开本，采用全彩印

刷，全书共347页70余万字，设特载、专记、大
事记、县情概览、人物、附录等 25个栏目。该
卷年鉴全面、系统、准确地记录了宁陵县 2020
年度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
方面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情况，反映了各级党
委、政府的主要工作和各部门、各行业取得的
重大成就，为各级领导决策和社会各界了解研
究宁陵提供了基本资料和依据。

《宁陵年鉴2021》出版发行

3月10日，位于商丘古城城湖东侧的月老文化公园项目一角。月老公园以月老文化为主题，集休闲娱乐、婚庆文化传承为一体。
目前，一期工程已完工，二期工程正在建设中。 本报融媒体记者 崔 坤 摄

商丘是中国微子文化的发源地和传承
地。微子启为宋国开国之君，其品德节操
和为政思想在商丘形成了微子文化，而这
种文化在海内外广泛传播，对后世产生了
积极影响。

周灭商后，周成王封纣王庶兄微子于
宋，建立宋公国，都宋城（又称睢阳），延
续殷商祭祀。宋国共传26世34君754年。二
十世纪九十年代，中美联合考古队在商丘做
了八年的考古勘察工作，发现了西周初年的
宋国故城遗址，现被命名为国家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微子天性善良，地德忠厚。微子信
仰已融入商丘地方文化生活，形成大量与之
相关的故事传说、歌谣谚语、姓氏文化与民
俗活动等，并留存有传说中的微子墓、微子
祠等历史遗迹。2018年10月，中国民间文艺
家协会命名睢阳区为“中国微子文化之
乡”，并同意建立“中国微子文化研究中
心”。

一、微子是历史文化名人

微子名启，子姓，史称微子启，是商朝
帝王帝乙的长子、帝辛的庶兄。周朝建立
后，微子受封于商丘，建立宋国，为宋国始
祖，又称宋微子。微子自幼聪明，博学强
记，智慧超人，性格谦和，做事沉稳，以仁
德著称于世。微子勤于国政，严于律己，对
民仁爱，轻赋减征，鼓励人民搞好生产，积
累财富，国家逐渐富强，人民安居乐业，他
深受宋国人民爱戴。宋国“先王之后”的特
殊身份，决定了其为“上公之国”。在微子
时期以及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宋国都是诸侯
不敢轻侮的国家。

微子具有反对霸道，在弱势中求变和积
极用世的心态；具有亲和力，有担当精神；
具有忧患意识，有反省精神；具有使命感，
有一以贯之的人生态度；具有传承优秀文化
的高度自觉性；具有谋万世的胸怀；具有关
注民生、农商并重等治国理政的先进思想。

微子保护并传承了“五帝”之一帝喾、
商族契和商帝王商汤、盘庚等殷商杰出领袖
开创的优秀文化；他审时度势，成功地铸造
了作为诸侯国的宋地的辉煌。微子被孔子称
为“殷有三仁”之一，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
千古流芳的贤德典范，影响了以孔子为代表
的中国儒学的形成，影响了墨子等思想家的
道路，受到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史学家的高度
重视。

二、微子文化的形成背景与特点

1.微子文化的形成背景
微子文化是指由微子创造和因微子形成

的文化。微子文化是商丘主体文化——商宋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微子文化的形成具有
一定的历史渊源。

第一，商丘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
一。“三皇五帝”时期是中华文明的早期文
明时期，早期文明发源于商丘。燧人氏发明
了人工取火，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纪元，人
类从吃生食到吃熟食，改变了人的素质。

“商”作为地名，最迟在黄帝时期就有了。
东夷西迁，玄鸟氏迁至商丘定居，在这里建
了第一座都城。黄帝的史官仓颉曾在商丘造
字，黄帝的孙子颛顼曾经迁都于商丘。黄帝
的曾孙帝喾建都于亳，亳在商丘。帝喾高辛
氏的儿子契帮助大禹治水有功，被舜封于商
地。契的诞生和“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
美丽传说有关，契是商族的始祖。

第二，商丘是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勃兴之
地。夏商周时期是中华文明的勃然兴起、快
速发展的一个时期，商丘在这个成熟文明时
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夏朝时，商丘曾两次
成为帝都，夏朝第五代帝王相和第七代帝王
杼都曾迁都于商丘。特别是夏桀时候，契的
十三代孙商汤任伊尹为相，商国快速强盛，
商汤灭了夏桀，建立了商朝，定都于南亳
（商丘）。这是商丘在历史上最为绚丽耀眼的
时期。商代的文化是商丘城市的名片，是商
丘城市的个性文化，是商丘城市的高站位文
化，拥有无限荣光。商朝传了 17 世 31 王，
延续了近五百多年时间。其间多次迁都，到
商纣王时，武王伐纣建立了周朝。周成王封
微子为宋国国君，定都睢阳。宋国成为当时
的主要诸侯国之一，延续了商丘在夏商周时
期文明的辉煌。

第三，微子文化是商宋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商丘的名传承的是仁德，商丘的人传
承的是文化，商丘的城传承的是忠烈，商丘
的通达传承的是诚信。商丘的主题文化是商
宋文化，微子文化是商宋文化的最重要组成
部分。

第四，微子是“仁德”的优秀继承者。
微子的祖先是商汤，商汤的祖先是商族的始
祖契，契的父亲是上古“五帝”之一的帝喾
高辛氏。司马迁《史记》中记载帝喾时，第
一次用到“仁”字。爱民更是帝喾的一大圣
德，帝喾总是拿有益于民的道理教导人们。
而教导人们时，他率先垂范首先做出榜样，
因此“天下服”。帝喾的儿子、商族的始祖
契继承了帝喾的仁德。这在《史记》《烈女
传》《孟子》等文献中都有详细记载。商汤
作为契的后裔，继承和发扬了仁德这一传
统。《尚书》《国语》等文献中都有称赞商汤
的记载。

微子被封在宋国为君以继商祀，微子在
社会实践中形成了“仁”的伦理道德。因
此，微子文化就是“仁文化”。微子文化以
商文化为滥觞，以仁德为核心，以仁义礼智
信为世箴，以报国立民为主线，世代传承，
后被儒家吸收借鉴，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众多源头之一。这就是商丘要保护和传
承微子文化的初衷，也是商丘成功申报“中
国微子文化之乡”的重要理由。

“仁”从帝喾、契、商汤、盘庚到微子
一脉相传，作为商的后裔的微子是“仁”文
化的优秀继承者。

2.微子文化的特点
第一，微子被称为“仁人”“贤者”。微

子的口碑在宋氏后裔中绵延不绝，其后裔且
立祠纪念。微子的贤德成为后来社会教化的
模范，成为以德化民的典范，受到人们广泛
尊重。

第二，微子的仁义礼智信代表了中华传
统的道德标准。微子启与箕子、比干冒死劝
谏纣王勿施暴政。微子救民于水火，这是仁
和义精神的体现。

微子作为帝乙的长子，因是妾所生，所
以不能继承大位，而他弟弟继承了君位，按
说他们是有利益冲突的。但是在这样的情况
下，微子作为庶兄，仍然能够真诚地去劝诫
纣王，希望他能够施行仁政，以安天下，这
是一种礼的精神。

微子和箕子见纣王终不可谏，认为无可
救药了，而且国家社稷也终将不保。在此背
景下，他和箕子商议，冒死劝告纣王，如果
国家因此得以治理，虽死而无怨。如若他们

死了，国家仍不得治理，倒不如弃纣王而
去。当纣王要杀微子时，微子最后逃到荒
野。我们觉得这很符合古代贤者那种“用
之则行，舍之则藏”的理念，这是一种智的
精神。

微子被周成王封于商朝旧都，建立了宋
国。在这之后，他严以律己，勤于国政；倡
导节俭，反对奢靡；施行仁政，使百姓安居
乐业。一如他当年劝告纣王时的政治主张。
虽然当了国君，但他初心不改，这是一种信
的精神。

微子是仁义礼智信“五常”俱全。虽然
微子那个时代没有“五常”这个概念，但其
实他的所作所为恰恰符合了后来儒家的仁义
礼智信的最高道德标准，所以他才被称为贤
人，称为仁人，成为殷商“三仁”之一，被
历代传颂。

微子文化的主要特点是“仁”，微子的
一生是仁德的一生，微子文化是仁文化。仁
德是微子文化的核心，隐忍是微子文化的表
征，复兴是微子文化的宗旨。

三、微子文化的社会影响

微子文化以其独特的历史背景、丰富的
文化内涵、鲜明的民族特色，彰显巨大的生
命力、影响力和创造力。它是商丘地域文化
的重要代表性文化。

1.对巩固周朝统治的影响
周朝建立之后，殷商遗民和东夷不服

周，经常作乱。为了国家安宁，周朝命微子
君临宋国，“代殷后，奉其先祀”，管理殷商
遗民，安定周朝。这在 《微子之命》《史
记》中，都有明确记载。殷商遗民对周朝
的敌对情绪得以化解。微子以仁陆邻，逐
步使东夷安宁，这对巩固周朝统治起了重要
作用。

2.对宋国国君的影响
微子在承继了“商之宗祀”的同时，还

延续了帝喾、商族始祖契及帝王商汤等几位
圣君的仁德理念，并在成为宋国国君之后，
将其发扬光大，代代绵延赓续。从微子始，
宋国几代国君皆有让国之德，有唐尧虞舜禅
让之风。宋国的治理在历史上传为美谈，而
且记入了《史记》和《资治通鉴》等历代典
籍。特别是《资治通鉴》描述道：“近者歌
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无幽闲辟陋之
国，莫不趋使而安乐之，四海之内若一家，
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典籍
记述给予微子的“以德治国”以极高赞誉，
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3.对儒家思想的影响
微子的仁德被其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

所吸纳，从而对社会产生持久的作用与影
响。孔子自己说，其思想来源于先王圣贤之
大德。据孔子与其弟子讨论礼仪所记之书
《礼记》说，《礼记》就是对孔子之前的礼仪
的道德合理性进行深度阐释的典籍，孔子继
承了微子的“仁”的思想，主张“以德服
人”，将礼与仁德联系起来。孔子把微子之

“仁”记入《论语》，这说明了微子与孔子思
想的承继关系。

4.对墨子思想的影响
与孔子相比，微子对墨子的影响就更直

接、更强烈。墨子生活在春秋末期，一般认
为是宋国人，是宋国贵族目夷之后。在微子
墓前，少年墨子默立沉思，受微子灵魂的感
召，从而树立人与人平等博爱、国与国和平
共处的理想。

5.对中华姓氏文化的贡献
微子是宋氏的开姓始祖，历 3000余载，

宋氏在中国 100个大姓中位列 22位。源于宋
氏的姓氏还有 47个，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群
体，分布在世界各地，他们把微子的事迹和
仁德思想播扬到海内外。这也是微子文化传
播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特征。

6.对宋朝的影响
公元 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

即皇帝位。因他在商丘阏伯庙得到神灵的喻
示，赵匡胤就定国号曰“宋”。因此，宋朝
的定名与微子文化有不解之缘。

据 《宋史》 记载，宋真宗景德三年
（1006），宋朝改宋州为应天府，是说宋朝之
立，上应天命，下顺民意。大中祥符七年
（1014），又升应天府为陪都，改名为南京。
宋真宗一再提升宋兴之地宋州的地位，充分
说明微子文化对宋朝的影响。北宋时期，宋
朝对微子的祖先阏伯（郭沫若考证，契与阏
伯为一人）的祭祀一直不断。商丘是南宋最
早的都城，后南宋南迁，每逢有难，都要祭
祀阏伯，乞求保佑，直到南宋灭亡。微子文
化影响了宋朝的始终。

7.对商丘民俗文化的影响
微子的事迹与思想在民间外化为民俗，

衍生了大量的故事、传说、歌谣、谚语，以
口耳相传的方式，在民众中广泛传播。与此
同时产生了很多与微子相关的信仰、崇拜、
风物、风俗，从而在商丘形成一个语域中
心、一种文化现象。中国传统道德的播扬，
并不是通过孔子下乡讲学而形成的，孔子只
是做到了圣人立言，然后通过民俗化的方式
进行传播，进入千家万户，入心入脑，从而
达到教化的作用，这就是以德化民，从而使
天道至德为民众切实感知和具体应用，方能
使社会归于昌平之治，风正俗淳。

8.对商丘后人的影响
商丘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千百年来受

到微子思想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形
成了一种崇德向善、乐善好施的民风民俗，
成为人们的生活习惯和行为自觉。崇尚好
人、学习好人、善待好人、争做好人在这里
蔚然成风，形成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商丘好
人”城市品牌。

商丘成立的水上义务救援队、义工联、
“跟我来”志愿服务队等，他们传递善举，
彰显大爱，传承民族精神，闪耀时代光辉，
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四、微子文化的价值

1.文化高度
微子是仁义礼智信“五常”俱全，这个

“五常”，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一个
“仁”字。孔子、司马迁对微子都有高度评
价，类似评价，历史典籍里还有很多，但孔
子和司马迁是两个权威，说的都是一个

“仁”字，可见微子之仁贤在历史上是已有
定论的。

贯通于中华文明传统礼教的，就是仁义
礼智信，其核心是“仁”。“仁”是众善之
长，是一切善的总汇，是贯通一切、旁通一
切的众善的本体存在。所以，历代大儒都说

“仁”是“天地之道，乾坤之理”，说“天地
之大德曰仁”。因此礼教也被称为“仁义礼
智信”之教，即简称为“仁”教。

故尔，微子被孔子称为“仁”，这是一
种至高、至纯、至美的评价了。除了尧、舜
等远古帝王圣贤之外，能够从他那里得到

“仁人”评价的人并不多。微子一生的事
迹，从冒死劝谏纣王施行仁政，到后来“以
存宗祀”，建立宋国，治理国家惟德是行，
都体现出微子以“仁”为核心的精神品质，
这使其成为后世社会教化的典范和以德化民
的楷模，而受到历代广泛的尊崇。

2.文化传承
第一，无形的传承。就是思想、理念的

传承。
第二，有形的传承。从微子时代到今

天，已历经三千多年，但有关微子的历史遗
迹仍然得以留存，商丘的微子墓、微子祠、
微子庙等，历朝修葺，勒石记之，尽管屡
屡因黄河泛滥被黄土掩埋，但仍能屡屡重
建，代代赓续。其间，改朝换代，战争灾
难，异族入侵，都未能使其中断，这是一
种信仰的力量、人伦文化的力量。正因为
有了这种传承，在全球化、现代化的今天，
我们还能够去触摸到那一段历史的记忆，并
通过不断温习，去实地体验先贤可贵的思
想和品德。

3.现代价值
第一，微子文化具有遗产价值。我们的

社会正告别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
型，大量农耕文明架构下的历史记忆和文化
记忆正在淡化和消亡。如果不加以保护，就
势必造成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之间的历史断
层、文化断层和情感断层。国家级的文化遗
产抢救保护工程正是在此背景下展开的。对
历史留存下来的文化遗产，我们承上启下的
这一代人保护下来多少，我们的子孙后代就
拥有多少；我们什么也没有保护下来，我们
的子孙后代就一无所有。

微子文化就是我们应当加以保护的文化
遗产之一。商丘的辉煌在夏商周三代，在那
个时期，商丘屡次站立在历史政治舞台的聚
光灯之下，这是这个城市的高站位文化和无
限荣光。在商丘可歌可泣、如诗如梦的历史
上，这片催生文化的沃土孕育出了众多名芳
千古的圣贤名流、叱咤风云的君主贤臣、开
宗立派的思想大家、才华横溢的文人学士、
壮怀激烈的民族英雄……他们把商丘打造成
为中华文化的一片圣地。所以，对于那个时
代遗留下来的有形的历史文化遗产都要精心
地、刻意地、特别地保护起来，其中就特别
包括微子文化。

第二，微子文化在当代仍然具有社会教
化的作用。现代科教文明虽然创造了庞大的
物质世界，却无法解决精神领域的问题，如
果没有道德精神的约束，它甚至会将人类推
入物质主义的坎陷。如果人们五心不定，贪
财贱义，好声色而薄廉耻，亲情之恩日薄，
唯利之求日隆，必然带来社会失序。微子文
化是中国仁德教化价值链上的一环，它的存
在将在中国现代道德建设中继续发挥总持风
雅、起化人文的积极作用。

第三，微子文化具有文化品牌的开发价
值。微子文化是助推地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文
化支撑，可以为文化、旅游产业构建确立提
供强有力的文化资源。

微子其人其事所具有的文化高度、文化
传承和当代价值，构成了主题集中、结构完
整而层次分明的文化系统。它不仅是一种地
域文化，还远远超出了地域文化的深度和广
度。我们这一代人保护了它，就留下了一段
有价值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留住了中国
道德文化的一个符号和典范，也为商丘那一
段辉煌留下了一个重要遗存。

微子文化的影响和价值
□ 张学勇

古宋撷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