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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离你的梦想有多远？
是一个装修清单的距离？
是一辆期待已久的汽车？
还是一个再攒几年的承诺？

请来中国银行……中银E贷 帮你圆梦！
准入范围：
公务员类客户（国家机关、行政机关、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乡

级以上））、优质行业的国有企业、事业客户、国有及上市公司中的大中型
企业以及处于领先地位的民营企业客户。

业务优势：
1.便捷使用，自主选择贷款期限、金额、还款方式等，电脑、手机操作

随借随还
■一键激活额度 ■一键提款，一键还款 ■无需抵押，无需担保
2.可随时提前还款，不收任何手续费或者罚息
■快速审批，当天申请，当天放款 ■秒级审批，结果立等可知
■提款后一分钟到账，直接进入绑定的借记卡，可转账，可提现
3.额度高，利率低
■最高额度可达30万元，有效期一年
■按日计息，日息万分之1.75，年化利率仅6.3%

中银E贷

中银E贷 想贷就贷

贷款金额

1万元

日息

1.75元

月息

52.5元

年息

630元

操作流程：
1.登录中国银行网上银行或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
2.点击消费金融→中银E贷，绑定借记卡；
3.点击激活（激活额度，未开始计息），填写联系信息并在线签署

协议后，提交贷款申请；
4.审批通过后，可自主选择用款时间，用款时点击提款，自主选

择贷款用途、金额和期限，输入手机验证码和动态口令，提款成功后
资金即刻到账并开始计息，资金到达指定账户后，可提现、可转账。

中国银行作为全球国际化大行，个金产品也在不断创新，本着实用
性的原则，今天给大家分享最受欢迎的一款产品。

前不久，黄河北岸大堤，205 国
道以东建筑工地上挖掘出土了一
座石质牌坊，坐北面南，为中间宽
两侧窄的三楹牌坊，中间横梁上刻
有正楷字样“大清嘉庆十二年旌表
节孝侯廷对妻赵氏坊”。

牌坊所处位置为原蒲台镇胜
利 村 盐 店 街 南 稍 门 外 ，大 清 河 北
岸，与河对岸蒲台县域隔河相望，
渡过大清河向西一华里即是蒲台
县城。胜利村在清乾隆至咸丰年
间，隶属滨州蒲台镇（北镇）九堡管
辖（《山东省滨县地名志》）。

清光绪年间《滨州志》烈女篇
载：“赵氏，侯殿元妻。”咸丰九年

《武定府志》烈女“滨州篇”载：“侯
殿元妻赵氏。”侯氏族谱载：“六世
孙，廷对字殿元，业儒，正月二十三
日忌，配赵氏，旌表节孝奉旨建坊，
入节孝祠。”《清会典•礼部》载：

“各省、府、州、县各建孝祠一所，祠
外建大坊，凡节孝妇女由官府奏准
旌表的，都入祀其中，春、秋致祭。”

由历史文献证明：侯廷对为胜
利村侯氏第六世孙，其父名永萼，
字佩莲，增贡生。署宁德县知县，
任福建泉州府分府刺授奉政大夫，
兼精岐黄，济世活人。侯廷对为书
香门第出身，本人是读书之人，婚
后与妻赵氏生一子承训，不久廷对
去世。赵氏德清气佳，高风亮节，
一人抚养儿子，照顾婆母，婆母年
迈体弱，失子之心使老人经常悲愁
垂涕，数日不食，赵氏天天守候在
婆母面前，煎汤熬药，不离身影，仁
孝之行闻四村八乡。她几十年如
一日侍奉婆母，又为儿子办理了婚
事，随着时间的推移，赵氏年逾花
甲，不久撒手人间。

她的节操纯祯、仁孝之举传遍
滨州大地，州衙内大小官员无不佩
服赞叹，上报朝廷，圣旨下传旌表
其行，“建坊入节孝祠”。节孝坊落
成后，滨州官府文人又书写牌位，
由侯氏家人陪伴谨送滨州节孝祠，
祭奠安放，每岁春秋叩首祷祀。

节孝坊，植根于我国古文化之
中，是我国建筑文化中标志性建筑
物之一。孝道是中华文明区别于
古希腊、罗马文明和印度文明的重
大文化现象之一。“孝”字的构成是
老在上，子在下，儿孙要把老者奉
祀在上。其本意指尊祖敬宗，报本
反始和生儿育女、延续生命。孝是
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千百年来
中国社会维系家庭关系的道德准

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传统
文化的孝悌习风并非糟粕，需要我
们与时俱进地去理解它，赋予它适
应现代社会发展的积极内涵。

行孝是天下所有做儿女应该
做的。当父母上了年纪时，更需要
精神上的关怀，如果有时间应该经
常与父母在一起，让父母感到亲情
的温暖。侯廷对之妻赵氏就做到
了这一点，侯廷对的早逝，给母亲
带来了极大的悲痛，而赵氏的仁孝
又 给 母 亲 增 添 了 晚 年 幸 福 快 乐 。
因此，赵氏牌坊不仅是一座具有历
史文物价值的丰碑，还是一座我国
孝文化的典范，激励后人，传承孝
道。

建立牌坊是一种建造前需由
当地政府按等级制度严格规定来
控制的官方行为。凡是通过岁贡、
恩贡、拔贡、优贡、例贡、副贡等形
式被贡举入国子监读书，即由府、
州、县学贡献给皇帝的生员和获得
举人以上功名的人才，可经地方官
府审核批准后，由地方官府出资建
功名坊。

侯廷对旌表节孝赵氏坊，是四
柱三楹冲天式或四柱三楹五楼式
牌 坊（因 牌 楼 顶 不 存 在 ，不 好 判
定）。当时，滨州州衙在民间调查
了解，被赵氏的仁孝所感动，报朝
廷，嘉庆皇帝审查恩准后，由其御
笔亲赠。侯氏族谱载：“奉旨建坊
入节孝祠”，这简短扼要的八个字，
给赵氏的节孝行为高度赞赏，使其
彪炳史册，传于后代。与赵氏节孝
坊相同的还有滨州城里张箴妻王
氏的“节孝坊”；左达妻李氏的“贞
节坊”；和杜继业妻孙氏的“柏操凌
霜 坊 ”。 她 们 都 是 早 逝 丈 夫 之 妇
女，坚守纯祯，不负夫义，尊老爱
幼，孝敬父母的典范。

赵氏坊立于清嘉庆十二年（公
元 1807 年）。建成 76 年后，光绪九
年（1883 年）黄河筑堤将牌坊埋在
大堤之下，沉睡了 135 年。今天终
于重睹天日，向人们诉说二百余年
前的曲曲折折。牌坊虽旧，但其历
史考古价值却无法估量，它展示着
我国仁孝文化的悠长历史和在民
间传承的习俗。

【参考资料】
咸丰年间《滨州志》、咸丰九年

《武定府志》、《惠民地区黄河志》、
《孝经》、《滨县地名录》、《侯氏族
谱》、《滨县地名志》、《蒲台史话》

古代孝文化的标识
孙玉良

我在大学读的是中国文学专业，
1962年毕业分配到海军工作，1963年
又调到军事科学院古代兵法研究
室。我报到那天，研究室主任李大磊
将军问我：“你知道《武经七书》吗？”
我迅即回答：“知道，五经是《诗》《书》

《易》《礼》《春秋》。”
李主任笑了，说：“不对，是《孙子兵

法》《吴子》《尉缭子》《司马法》《六韬》《三
略》《李卫公问对》。”我一听，傻眼了。于
是，我不得不像一个小学生从头学起，至
今已有半个多世纪。漫长的科研生涯，
有苦恼也有喜悦，有教训也有经验，今
天，姑且谈两点体会，聊供同志们参考。

从小径入，从大道出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写那个探
险渔人时有这样一段话：“便舍船从
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
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
良田美池桑竹之属。”我觉得，用这段
话来比喻和形容读书做学问颇为贴
切。

1939年八九月间，毛主席曾对郭化
若说：“要为了发扬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
去读孙子的书，要精滤《孙子兵法》中卓
越的战略思想，批判地接受其对战争指
导的法则与原理，并以新的内容去充实
它。研究孙子，要批判和反对那些曲解
孙子思想和贻误中国抗战戎机的思想。
首先要深刻地研究孙子所处时代的社会
政治经济情况、哲学思想以及包括孙子
以前的兵学思想，然后对《孙子兵法》本
身作研究，才能深刻地理解《孙子兵
法》。”（《郭化若回忆录》第 165 页）。

毛主席这些重要论述，我体会至
少包括七个要点：一是学习《孙子兵
法》的目的是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历
史遗产；二是要紧紧围绕其战略思想
去深入研究；三是要批判继承；四是
要反对对《孙子兵法》的误读和曲解；
五是要弄清其时代特点，以便正确了
解其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六是要把

《孙子兵法》放在整个中国五千年的
历史长河中去考察，以便认清其承上
启下的历史联系；七是具备了以上各
种前提才有条件去正确分析评价《孙
子兵法》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

要全面、系统地廓清这七个方面的
问题，并非易事。比如要认清《孙子兵
法》承上启下的历史联系，就是一个大
课题。单就“承上”二字而言，就很难破
题。所谓“承上”就是探寻《孙子兵法》
产生的渊源。今天，我只就这“承上”二
字展开分析，因为《孙子兵法》是现存最
古老的军事学术著作，存世之作中，比
它更早的中国没有，世界更没有。

两千五百多年前，《孙子兵法》的
问世仿佛于无声处爆响一声惊雷，又
仿佛于平原旷野，一山飞峙，巍峨宏
大。必须看到，《孙子兵法》的问世标
志着中国古典军事学的诞生，并且呈
现出早熟形态，但它并不是无本之木、
无源之水，它的源头活水，渊博而深
厚。

要探讨《孙子兵法》的继承关系，
必须扩大视野，需要追溯汉字产生以
前的炎黄时代。比如，著名的阪泉之
战、涿鹿之战，后世的文献对其战争
过程都有记载。

夏、商、西周时期的甲骨文、金文
和《尚书》《古司马法》《军政》《军志》等
典籍中诸多的兵学言论无疑是《孙子
兵法》产生的活水源泉。还要看到，从
哲学的角度考察，《孙子兵法》蕴含的
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来源于《周
易》。

我认为孕育《孙子兵法》的基因是
齐文化，产生《孙子兵法》的土壤是吴
文化。说得更直白一点，《孙子兵法》
是在吴国写成并公之于世的。最直
接、最可靠的证据就是临沂汉简《孙膑
兵法·孙忌问垒》，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明之吴越，言之于齐，曰知孙氏之道
者，必合于天地。”这里的“孙氏之道”
即孙武、孙膑的一家之学，“明之吴
越”，即言“孙氏之道”形成于吴国。在
这里有一个关键字“明”，“明，训成也、
通也、发也。”所以，“明之吴越，言之于
齐”应是表明“孙子之道”形成于吴越，
在齐国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一经通，百经毕

兵家鼻祖是孙武子，兵经的冠冕
就是孙武子所著的《孙子兵法》。前
人讲，“一经通，百经毕”。这里的“一
经”必须是具有原创意义而又博大精
深的经典，诸如儒家的《论语》，道家
的《老子》，医家的《黄帝内经》等。学
习和研究古代兵法只要把《孙子兵
法》搞懂了就能一通百通，触类旁
通。古代兵书数以千计，对于它们略
通可以，甚至略读也可以，而对于《孙
子兵法》必须精通。那么，达到怎样
的程度才算精通呢？以《孙子兵法》
为例，我以为若能读透它的三个层
次，或说它的三层包装大概可以称得
上是精通了。

《孙子兵法》的三个层次：外衣是文
学（修辞韵律），中衣是军事（兵学体
系），里衣是哲学（概念范畴和辩证
法）。研读过《孙子兵法》的人都会感
到，从美学上看，它婀娜多姿；从兵学上
看，它博大精深；从哲学上看，它深邃宏

阔。我曾在2001年主编过一本小册子
叫《孙子兵法解说》，《小引》中写道《孙
子兵法》有“五美”：第一，自然成韵的音
韵美。第二，遣词造句的修辞美。第
三，谋篇布局的结构美。第四，深富思
辨的哲理美。第五，博大精深的思维
美。

“神解”概念范畴是学习《孙子兵
法》的要诀。

古人著书贵简贵隐，因此，要读
懂古书，关键在“神解”。学习《孙子
兵法》，我以为要下的功夫是“抠字
眼”，或说“抠概念”。概念范畴是《孙
子兵法》的思维形式，因此对它的概
念、范畴，不可“不求甚解”，囫囵吞
枣。

历史上第一个为《孙子兵法》作
注的大军事家曹操是下过“抠字眼”
功夫的。他在《孙子注•序言》中写
道：“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
矣……审计重举，明画深图，不可相
诬，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训说，况文烦
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
焉。”曹操这段话至少有三层意思：

第一，在他所看到的东汉以前兵
书中，最好的是《孙子兵法》。 第二，

《孙子兵法》的文义深邃，要细心理会，
“不可相诬”。“审计”就是审慎周密的
战略策略，“重举”就是慎重的战争行
动，“明画深图”就是清晰的作战谋划
和深远的战略考虑。在这几方面不可
混淆，不可误读，不可曲解。第三，曹
操所说的“失其旨要”，意思是说，有些

“专家”不懂训诂，不知考辨，不懂军
事，竟然也堂而皇之著书“行于世”，为
了正本清源，于是乎“故撰为略解焉”。

《孙子兵法》舍事而言理，即言它只
论述“形而上”的理，不涉及或很少涉及

“形而下”的事。换言之，《孙子兵法》是
论述战争规律的书，不是具体介绍怎么
作战的书。那么，什么是“理”呢？

“理”就是“道”。在《孙子兵法》
中既有“道”，也有“理”。“道”即是

“理”，“理”也是“道”。那么，让我们
来抠抠这个字眼，或许对于我们深入
理解其文义是有帮助的。

“道”是政治：“兵者，国之大事，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计篇》）；“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
（《计篇》）；“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 ，
故能为胜败之政”（《形篇》）；“齐勇若
一，政之道也（《九地篇》）。

“道”是普遍规律：“故战道必胜，
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
必战，无战可也（《地形篇》）。

“道”是特殊规律：“故知胜有五；知
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
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

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
也。”《谋攻篇》）；“凡此六者，地之道也，
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地形篇》）；

“凡为客之道，深则专，浅则散。”《九地
篇》）

“道”是胜敌之法：“兵者，诡道
也。”（《计篇》）；“五间俱起，莫知其
道，是谓神纪。”（《用间篇》）

“道”是君将修养：“主孰有道。”
（《计篇》）；“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
上将之道也”（《地形篇》）；

《孙子兵法》论及“理”的地方有
三处，都是指的作战治军的特殊规
律：

“作之而知动静之理”；（《虚实
篇》

“刚柔皆得，地之理也”；（《地形篇》）
“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人情之

理，不可不察也”。（《九地篇》）
一个“道”字，一个“理”字，涵义

如此广泛，这是因为古文一词多义的
缘故。“道”在兵法中是最高境界。“上
战无与战”、“不战而胜”与“不战而屈
人之兵”都是兵家大“道”，基本精神
是一样的，都是追求通过政治手段，
即伐谋、伐交解决敌我矛盾，都是追
求敌人必须屈从于我的意志。“伐
谋”、“伐交”其所以能实现“不战而屈
人之兵”，真正依靠的是强大实力。

上面所说“道”与“理”只是分析《孙
子兵法》舍事而言理的一个例子。如果
我们对其他的“字眼”（概念）也都这样

“抠”一番，那是很需要下一番功夫的。
《孙子兵法》的思维方法是概念

的辩证法，诸如形势、主客、虚实、奇
正、全破等有上百个概念，细究起来，
真会让我们眼花缭乱，不能不从内心
由衷地珍视这一国之瑰宝！

那么，是不是读懂了《孙子兵法》
这三个层次和概念体系就算是“精
通”了呢？准确地说，真正的“精通”
还必须“更上一层楼”，这就是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张丹
报道）滨州老北镇侯廷对妻赵氏节孝
牌坊出土后，引起媒体和社会各界持
续关注。近日，原滨城区文化馆的孙
玉良老先生联系本报记者，对于节孝
牌坊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听到老北镇出土节孝牌坊的消
息之后心里非常激动，第一时间赶赴挖
掘现场。我现场估计了一下，三楹共宽
6米多，髙近8米。文史研究讲究的是符
合事实，这又是老北镇的历史见证，回
家后便开始查阅相关资料。”孙玉良
说。据介绍，孙玉良先后查阅了《咸丰
武定府志》《惠民地区黄河志》《孝经》

《滨县地名录》《侯氏族谱》《山东省滨县
地名志》等相关资料，得出了几个推断。

首先，牌坊的方位可以确定了。
查阅《山东省滨县地名志》滨县疆域、
区划沿革表之后推断，牌坊所处位置
为原胜利村盐店街南稍门外，大清河
北岸，与河对岸蒲台县域隔河相望，而
渡过大清河向西一华里即是蒲台县
城。《北镇志》中记载：“公元 1012 年
（北宋大中祥符五年），省蒲台县入渤
海县，将蒲台县城改为蒲台镇，北镇为
滨州渤海县之域。公元1192年（金明
昌三年）复置蒲台镇，于蒲台镇南新建
县城蒲北镇，后简称北镇，北镇时属山
东东路滨州蒲台镇。”胜利村在清乾隆
至咸丰年间，隶属滨州蒲台镇（北镇）九
堡管辖。孙玉良还提到，当时的大清河
为食盐疏散地，那时候的盐务批验所在
蒲台县城以北，直接归朝廷管辖，官职
为五品或六品，略高于蒲台县令。

找到了侯廷对妻赵氏的准确记
载。《北镇侯氏族谱》载：“六世孙，廷对

字殿元，业儒，正月二十三日忌，配赵
氏，旌表节孝奉旨建坊，入节孝祠。”孙
玉良推断，侯廷对字殿元，名字里含有
朝廷的“廷”，表明他的父亲盼子成龙，
将侯廷对的字取为殿元，“殿”表示希
望孩子能在殿试中拔得头筹当状元。

清光绪年间《滨州志》烈女篇载：
“赵氏，侯殿元妻。”咸丰九年《武定府
志》烈女滨州篇载：“侯殿元妻赵氏。”
在《滨州志·咸丰·点校版·叁》四百五
十五页中记载，“赵氏 侯殿妻。”之所
以记载为侯殿妻，推测为后人书写漏
字所致。烈女非常多，无法记载详细
的生辰。孙玉良说，业儒在古代是以
儒学为业的读书人，但不幸的是，侯廷
对在还没有取得很大成绩与功名的时
候就去世了，而且到十一世左右就无
后了，所以族谱上没有更多关于牌坊
主人的历史记载。而“奉旨建坊”，是
滨州官员以滨州府的
名义上报，嘉庆皇帝
亲自批示，决定在侯
廷对故乡为赵氏建造
一座节孝坊。

赵氏牌坊掩埋时
间的推断在牌坊建成
76 年后，于光绪九年
（1883年）黄河筑堤将
牌坊埋在大堤之下，
沉睡了 135 年。侯廷
对旌表节孝赵氏坊立
于清嘉庆十二年（公
元1807年）。时，胜利
村隶属滨州蒲台镇管
辖，与蒲台县城一河
（大清河）之隔。《惠民

地区黄河志》载：“两岸民埝于同治六
年（公元 1867 年）完成。光绪初年（公
元1880年左右）随着上游段长堤的完
竣，加快了下游河道的淤积。“每年逢盛
涨迭出险工。”“齐东城三面滨河，修筑
东西石坝两座”；“滨州蒲北镇中街，东
西小街修筑石坝三座（《清宫廷档
案》）。此时民埝灾溢渐次增加，达到无
岁不决，无岁不数决的险恶状况，下游
单靠民埝已不能御水…… 现经派员分
筑长清、齐河、惠民、滨州各北岸，历城、
齐东、章丘各南岸，限来岁正月杪告
竣。十月霜降后，黄流复涨，只有齐河、
章丘、惠民、滨州分别兴工，其他未动工
或稍缓（《历代治黄史》）。”长堤于次年
五月全部告竣。

孙玉良说，此处的“北岸”便指的
是节孝坊大坝。博兴黄河河务局《蒲
台黄河志》打印版中记载，光绪二十六

年（1900年）张肖堂决口，复堵后河道
南迁，大水时河道少量排洪，至光绪二
十九年（1903年）北股堵塞后，黄河水
顺南股流向大海。从此，蒲台县城改
为黄河以北。

“经过这段时间的细细考察、考证
之后，关于节孝牌坊的基本轮廓就出
来了，立牌坊时间、掩埋时间、出土时
间、本人背景等都是有迹可循的。不
过对于为什么节孝牌坊在当时没有立
在城里，而会立在村南首，这是一个疑
问，而且这确实不好查。”孙玉良说。

他认为，赵氏牌坊不仅是一座具有
历史文物价值的丰碑，它还是一座我国
孝文化的典范，激励后人，传承孝道，特
撰写了一篇《古代孝文化的标识》，将侯
廷对妻赵氏节孝牌坊的详细考证与孝
文化的深远意义进行了阐述。

老北镇侯廷对妻赵氏节孝牌坊再添新考证

“从小径入，从大道出”“一经通，百经毕”
——学习《孙子兵法》的两点体会

吴如嵩

编者按：
日前，吴如嵩少将参加滨州市首届阅读研讨会，与大家交流了学习《孙子兵法》的两点体

会。该文谈到的“从小径入，从大道出”与“一经通，百经毕”的学习方法，是吴老学习《孙子兵法》
毕生的经验总结，也是我们研究学习《孙子兵法》的两把金钥匙。今摘登吴老的两点体会，以期
给读者带来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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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如嵩，1940 年出生，贵州省
铜仁人。军事科学院学位委员会
委员，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高级顾
问，军事科学院原研究员、博导。
2001 年技术三级（副军、文职少
将）。主持和参加编写了《中国古
代兵法精粹类编》《孙子兵法辞典》

《孙子兵法画册》《中国军事通史》
等 21 部著作。全军首批政府特殊
津贴获得者、军事科学院首届科研
重大贡献奖获得者、“全军优秀科
研工作者”荣誉称号获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