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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学者 列子力量
列子心胸豁达，贫富不移，宠辱不

惊。因家中贫穷，常常吃不饱肚子，以致
面黄肌瘦。有人劝郑国执政子阳资助列
子，以搏个好士之名，于是子阳就派人送
他 10车粮食，他再三致谢，却不肯收受实
物。妻子埋怨说：我听说有道的人，妻子孩
子都能快乐的生活，现在我却常常挨饿。
宰相送粮食给你你却不接受，我真是命苦
啊。列子笑着对妻子说：子阳并不真的了
解我，听了别人的话才送粮给我。以后也
可能听别人的话怪罪我，所以我不能接
受。一年后郑国发生变乱，子阳被杀，其党
众多被株连致死，御寇得以安然无恙。这
样的列子遗事至今郑州民间还在流传，康
熙三十二年《郑州志》也记载了这个故事。

王剑冰说，在《子列子穷》里看到了列
子的妻子，这让列子进入了生活或者说从
生活中走了出来。“正因为列子的平民色
彩，所述也大都是平常人可以接受的道
理。这是圃田的福分，也是列子的福分，
圃田能使列子在这里潜心治学40年，说明
列子与圃田是相依相守互为默契的”。

王剑冰说，他经常思考，列子这样一
位人物，是如何这等聪慧，让所作进入一
个又一个经典。也许这样的写作，就是列
子融入社会、解说生命的一种方式，他沉
浸在一个个寓言故事里，让那些故事伴随
自己、提醒自己，也感染他人、警示他人。

“我觉得，在列子的作品里是有列子自己
的，或也有我自己，这么觉着的时候，就感
到离列子近了，就感到了列子的力量，就
如汉语里成语的力量”。

宣扬不够 名小于实
列子死后，葬在了家乡郑州。为了保

护列子相关文化遗产项目，圃田乡政府于
1998 年 4 月成立了“列子文化艺术研究
会”，并定于每年正月十六为“列子文化艺
术节”。王剑冰曾在正月十五元宵节前往
圃田，感受过列子家乡节日的气氛。

“好热闹，完全是民间传承下来的带
点原始色彩的活动。高跷、舞龙的大场
面，泥狗狗、吹糖人的小场景都构成了独
特的氛围。器乐、锣鼓、炮仗、烟花配合着
这种氛围，而夹在期间的‘列子文化艺术
节’是另一种热闹。”

圃田人越来越感到了作为列子家乡
人的骄傲，他们把列子做成了一种文化。
杞人忧天的故事、愚公移山的故事、小儿
辩日的故事，都在这节日里展现出来。春
天里，会有列子及其故事中人物的风筝在
圃田的旷野里翻飞。圃田，让人进入这里
就会沉迷在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之中。

“说实话，我觉得对列子这样的人物
重视或者说宣扬得还有些不够，列子同老
子和庄子应该有一比的。《老子》是给王侯
将相讲的哲学，《庄子》是给读书人讲的哲
学，而《列子》是给平常人讲的哲学。既然
如此，列子就直接进入了民间的亲切中，
列子曾经是家喻户晓的，实际上，现在很
多人知道那些成语，却不知是来自于列
子。而且列子在思想认识与文学理念上
也是先进的，按现在的话说，是一个具有
前瞻性的学者和作家，他的创作真的是如
传说中的那样无拘无束、自由放达、想象
斐然，视野极为辽阔，思路极为奇峻。”

王剑冰表示，近些年来，各地都竞相
争名人，列子是郑州人毫无争议，我们更应
该重视。在中华文明史中，列子是起了承
上启下作用的。他在孔子之后七八十年出
生，他百年后，庄子出现。相较列子的历史
地位和成就，列子目前的知名度还远远不
够。列子大有文章可作。希望能借助“列
子的传说”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契
机，把列子及其文化宣扬出去。

从学生时代就熟读甚至背诵《愚公移山》和《两小儿辩日》
可是你知道他们的作者列子是郑州人吗？1999年列子入选郑州市十大历史名人2011年“列子的传说”被评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耳朵里的“列子”
作为列子故里的郑州圃田，

一直流传着列子的很多传说故
事。2011年“列子的传说”被评
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说不好是列子的寓言来自
于民间，还是列子的作品变成了
民间文学。不管怎么说，列子是
广众认可的最有名的作家之
一，《列子》开创了融寓言与哲理
为一体的浪漫主义文风。

虽然早在 1999 年 8 月郑州
市旅游局就将列子命名为郑州
市十大历史名人之一，但列子的
知名度相对于他在历史上的实
际影响还是显得太微不足道。
因为历史久远，我们无法真实的
探寻与触摸，那不如跟随我们一
起享受一场耳朵里的盛宴吧！
本期“走近非遗”我们邀请曾以
列子为题作文的河南省作协副
主席，河南省散文学会会长王剑
冰和原郑州市作协副主席赵富
海一起谈谈列子，重温一下那些
启悟我们心智的寓言故事。

记者 苏瑜

时空穿越 再举成名
出郑州东去不远，有一个地方叫

圃田。东西向的省道将这个地方打
开，陇海线的火车使其合而又分。那
个创造了“杞人忧天”、“愚公移山”、

“夸父追日”、“呆若木鸡”、“朝三暮
四”等妇孺皆知的成语的作者——列
子，很久以前曾经就生活在这里。

列子名御寇，春秋末战国初郑国
圃田人，战国前期思想家。其终生致
力于道德学问，隐居郑国圃田 40 余
年，不求名利，清净修道。先后著书
20 余篇，10 万余言，今存《天瑞》《仲
尼》《汤问》《杨朱》《说符》《黄帝》《周
穆王》《力命》等 8 篇，共成《列子》一
书，寓言讲道故事 115篇，如《黄帝神
游》《愚公移山》《夸父追日》《杞人忧
天》等，篇篇珠玉，读来妙趣横生、隽
永味长，对后人有着很强的教育意
义。

河南老城系列丛书“老郑州”三
部曲的作者赵富海曾在《商都遗梦》
中感慨过“列子与《愚公移山》的时空
穿越”。

“自 1945 年毛泽东在中共第七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深入浅出地引
用《愚公移山》为题作闭幕词，以太
行、王屋两座大山比喻压在中国人民
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
之后，这个故事便家喻户晓。”赵富海
说，多年以来，人们记住了愚公和智
叟，却忽略了列子。

“近年来，当地有关部门重建了
列子故乡，新增了列子塑像、御风亭
和列子生平碑，还在青龙山下专设了
列子故里陈列馆。青龙山等名胜成
了郑州人游郑州的好去处，也吸引了
外地游客，无意中，列子还为郑州的
旅游事业创造了经济效益。这是否
也算列子穿越 2000多年时空的新贡
献呢？”

御风而行 是仙是人
庄子在其书第一篇《逍遥游》中，

就提到过列子可以“御风而行，泠然
善也”。也正因为此，历代的人们都
觉得列子这人真的是御风而行的非
凡者。列子也成为历史上少有的人
仙合一的人物。

八卦御风台在郑州东二十里铺
南高岗上，为一八角形高台，上绘八
卦图，旁有列子塑像。赵富海介绍
说，那里山高林密，云缠雾绕，风吹树
响，站在御风台前，望着列子爷像，真
能感觉到几分神风仙气。故郑州人
将此景色谓之“卦台仙景”，列入郑州
八景。后人来瞻列子祠，游御风台，
佩服先贤的高风亮节，羡慕列子的御
风而行，不由慷慨赞叹，吟诗题咏。

列子生前御风而行逍遥游，终得
成仙升天，给后人留下了八卦御风
台。那我们该如何理解列子成仙？

“列子是个早就进入传说中的人物，
即使在民间，也说不好究竟是怎样的
一个人。也许平时爱健身的列子，是
练就了一身轻功，只是被后人越传越
玄，传成了能飞的神人。列子既是仙
人，也是凡人，仙时潇洒自如，随心所
欲；凡时一介百姓，瘦弱书生，遇困
顿，连锅都揭不开。”王剑冰如是说。

非非物物质质
走近郑州走近郑州

列子故里——圃田城(中牟县白沙镇西古城村）古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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