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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起的郦道元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周末无事，翻阅着这本被
大文豪苏东坡称为“闲时必
读，获益良多”的名著。《水
经注》 文笔雄健俊美，既是古
代地理名著，又是山水文学的
优秀作品。清代学者称赞此书
的词章：“片言只字，绝妙古
今。”

中国古代有一部专门记述
国家水道的工具书，叫做 《水
经》，书中记录了当时全国范围
内的 137条水道，每条自成一
篇。但因为 《水经》 中的内容
过于简单，后来有学者专门给
书作了注释。流传下来最为著
名的是《水经注》，作者是北魏
著名的地理学家郦道元。

《水经》全书只有8200多
字，内容非常简单，就说中国
历史上四大河流之一的淮河
吧，从发源、流程到结束，《水
经》只写了190多个字。再举条
小河的例子，黄河中游古代有
一条叫清水的小支流，对于此
河的发源，《水经》 只说：“清
水出河内修武县之北黑山。”但
郦道元为这12个字写了约1800
字的 《注》 文。全书 《注》 文
超过《经》文20多倍。

经过郦道元的注释后，全
书增加到 1252 条、共 30 多万
字。书中还有历史遗迹、人物
掌故、神话传说、火山、温
泉、水利工程等内容，文字优
美生动。

郦道元做事非常严谨。在
写 《水经注》 的时候，非常注
重实地考察。尤其对于那些古
书中所记载的有分歧的地方，
自己都要亲临现场进行考证，
修改后加上了自己的标注和定
论。如古书中对汝河源的记载
有所不同，郦道元在自己担任
鲁阳郡太守时，就曾“令寻其
源流”，亲自带人跋山涉水，深
入腹地考察，终于在大盂山蒙

柏谷找到了汝河的源头。还有
在调研泗水源的时候，郦道元
也借着公事到山东出差的机
会，同样翻山越岭，寻其源
流，最终证明了 《水经》 和
《汉书·地理志》的记载都是错
误的，泗水真正的出处是卞县
故城。正是因为有了郦道元的
实践，在 《水经注》 中得出了
与 《水经》 及其他地理著作等
旧籍不同的真知。

古人生活的环境和今天最
大的差异，就在于交通上。如
今我们从广西到西安办事，坐
高铁只需11小时，飞机就更加
便捷，但是古代则可能要花上
数月的时间。从这可以看出，
当时是多么的艰辛。当时南北
朝战乱，而且有很多分散的政
权，调查起来相当困难。郦道
元没有局限在了解北魏的地方
水利，而是从全国的地理环境
出发，到各地去做调研，这一
点非常了不起。

而从文学的角度看，读了
郦道元编写的 《水经注》 描写
白帝城到江陵这一段三峡江水
及两岸的俊姿秀景，磅礴气
势，我才知道李白写的 《早发
白帝城》 是根据这段文字描述
精华概论。由此可见李白饱读
经书、学以致用。知识不是凭
空想象，是勤奋好学的结果。

在郦道元身上，我看到了
一股求真的力量，求真是我们
生活和工作必备的一种严谨的
态度。做人求真，可以端正对
生活的态度，不苟且，不虚
度。工作求真则更侧重于对责
任的担当。一项工作交到自己
手里，责任也就落在了肩上，
负责地把工作做到尽善尽美就
是认真的具体含义。

从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上
看，《水经注》称得上是一部旷
古烁今的地理文学奇书。

——《水经注》读后感

□刘彬

很多年以前，具体说是
1984年，某晚，我居住和上学
的小城几乎被一场滔天的洪水
淹没了，县城百分之九十浸泡
在洪水中，这令多少人度过了
一个不眠之夜，而我们医院和
我们在医院大院的家却没有。
医院建在全城的一个制高点
上，洪水在它脚下咆哮，可是
余威已尽，奈何不了医院。我
睡得好香，一觉到天亮。早晨
起来洪水正在退去，已不像来
时那么汹涌，那么气势汹汹，
简直显得十分温柔，它慢慢地
软软地平和地退却着。

大约早上 8点，同学赵杰
撑了一张木排来邀我去看大
水，我便去了。

从医院出来首先经过的是
新华书店，它浸泡在黄渍渍的
大水中。赵杰划着木排经过书
店紧闭着的大门时，一本书，
好像专门等着我们一样，恰巧
从门缝里“钻”了出来，并且
很乖觉地漂到了我们面前，让
我能够伸手可触。它好像在说

“快把我拿起来呀，快呀”。我
伸出手，就把它捞起来了。

书拿在手上，我看到书封
写着《悖论》。随意翻了翻，就
有点放不下了，觉得这实在是
一本十分精彩有趣的书，里面
所讲的故事和道理我听所未
听，闻所未闻。比如它最先的
一章，标题是《人不可能两次
走进同一条河流》，让我非常迷
惘、非常迷惑，人为什么不能
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呢？从小
到大我不知多少次走过流经我
们县城的那条河流。这超出了
我的日常生活经验。我合上
书，拼命地想象。但是怎么想
象也想象不出来我为什么不能
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不禁对
书里是怎么讲的产生了非常大
的好奇。等我看完了，呵呵大
笑，觉得有趣极了：真是一本
奇书啊。比如它写有这样一句
话的悖论：“这世界上没有绝对
正确的事，这句话绝对正确。”
这个我读懂了，捧腹大笑，非
常快乐。比如它还说了一个悖
论，小镇上的一个理发师许下
一个诺言：“我只帮那些不给自
己理发的人理发”，悖论又产生
了，无论他请别人为他理发还
是自己给自己理发，都违反了
这个诺言。简直要笑死。

这真是一本奇妙之书啊。
从这本书里我不单看到了

有趣，我更看到了诡辩。我觉
得《悖论》这本书，就是一种
诡辩术。这才是最吸引我的。
我那时候已经开始长成小青年
了，小伙伴们都越来越血气方
刚，争强好胜，同学之间常常
发生各种各样的讨论和争论，
甚至是辩论。我想我读了《悖
论》，学会了辩论术，以后再和
同学们争辩，就无往不胜了。
哈哈。这让我欢喜不已。

这本书已经湿透了，我生
怕会翻坏，立即把书小心地合
起来，想着书是我们的了，不
急在这一时，等把它晾干了，
到那时我爱看多久就看多久，爱
怎么看就怎么看。可是我又不情
愿再调头回医院，我让赵杰一直
朝前走，走到了防疫站，防疫站
是赵杰的家，防疫站也被大水泡
了，但赵杰的家在四楼泡不到。
我就把书交给了赵杰，让他放
到卧室，好好保管，之后我们
再一块研读。赵杰点头称是，
把书拿去放好了。

可是还没来得及好好读这
本书，我就去千里之外当兵
了，再也没有机缘看这本书。

前些天，突然想起了我学
生时代的这件事，立即上网购
来了新版的《悖论》。可是，我
捧读着，再也没有产生和体验
到曾经的那种激动和兴味。一
切是如此平淡。这是为什么？
我有些不能理解。所以做其他
事是这样，读书更是这样，有
机会读的书你一定要抓住不
放，即时阅读。过了这个村，
就没了这个店。就算某天你再
见到这本书，可能你也没兴趣
读了。读书就是在你应该读的
时候读了。

读书就是在你
应该读的时候读了

□罗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