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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12

□ 本报记者 赵念东
本报通讯员 王立新 隋启良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
伯乐不常有。”伯乐原名孙阳，春秋郜国人，精于
相马之术，因其相马育马、识才荐贤而为世人所
知。如今，“伯乐”已成为“知人善用”“人尽其才”
者的代名词。在鲁西南有个千年古县——— 成武
县，古为郜国，孙阳便诞生在此，后来到秦国，凭
借相马才能和高尚人品，被秦穆公封为“伯乐将
军”，去世后又葬于故里：伯乐集村。

伯乐集镇有伯乐冢

成武县城西北有伯乐集镇，伯乐集镇南有
伯乐冢。村名亦以伯乐命名。《太平寰宇记》“济
阴县”下所记：“伯乐冢，秦人善相马者，葬于
此。”宋时，济阴县边界极近成武，今伯乐集当属
济阴县辖，故《太平寰宇记》所云之伯乐冢当为
今伯乐集镇南之伯乐冢。

据成武县文化馆馆长孔令艺介绍，成武县
地处鲁西南，是一座千年古城。周武王封庶弟于
郜，时为郜国。秦置成武县，几千年来，也曾为郡
为州。据史书记载，伯乐的出生地便是现在的成
武县伯乐集镇伯乐集村，伯乐传说更是深深扎
根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成武县这块土地。

孔令艺说，伯乐去世后，葬于故里，墓地就
在伯乐集村。在伯乐集村，村民亦多姓孙，且多
称伯乐为其始祖。他们世代口碑相传，都认伯乐
是他们的“老爷爷”。村民平时说话还避“伯乐”
之讳，把韩愈“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话，
改为“千里马常有而老爷爷不常有”。

20世纪50年代，明朝嘉靖年间重修的伯乐
孙阳墓碑犹存。清明节，其子孙都上坟祭奠。现
在碑已失，墓犹存。

落叶归根终还乡

伯乐姓孙名阳，生于古郜国都城成武西北
孙家庄，祖辈是兽医。孙阳少年时就跟随父亲学
习相马、驯马、医马。《庄子·马蹄释文》引石氏

《星经》“伯乐，天星名，主典天马，孙阳善驭，故
以为名”。传说中，天上管理马匹的神仙叫伯乐。
在人间，人们把精于鉴别马匹优劣的人，也称为
伯乐。由于孙阳相马技术高超，人们便忘记了他
本来的名字，干脆称他为伯乐，一直延续至今。

《吕氏春秋·精通》说：“孙阳学相马，所见无
非马者，诚乎马也。”郜是个子爵小国，封域只有

五十里，不足以施展相马才能。少有大志的孙
阳，认识到在狭小的郜国难有作为，就西出潼
关，成为秦穆公之臣。伯乐凭借其高超的相马才
能和高尚的人品，深受秦穆公的信任和倚重。伯
乐善治马，治马要先用热的铁器烧灼马毛，剪剔
马毛，以理其毛色，再凿削马的蹄甲，火烙其毛
皮，以存其标识。然后用辔头把马纠集到一起，
并设置厩房和槽枥，把马一匹一匹地编排。经过
这番修整，马死十之二三。对剩下的马，先饿它、
渴它，后放纵使其狂奔，再按四马驾车的需要，
对每匹马都施以严格训练，使动作整齐划一。马
的前端有铁木制作的橛饰，尾部又有鞭策抽打，
马就极易驾驭了。经过磨难，马死过半，所剩皆
为良马。

伯乐到任后，殚精竭虑，大展其才，很快便
有不凡的成绩，特别是在选荐战马方面，一度出
现“马空冀北”的选马局面，并留下著名骥服盐
车、牝牡骊黄等典故。

伯乐把功夫用在选马、养马上，还用在育
马、驯马上，形成了一整套的育马、驯马经验，选
育的良马在战场上能够以一当十，尽显其威。秦
穆公称赞不已，封其为“伯乐将军”，以监军少宰
之职随军征战南北。

在外漂泊一生，人至暮年的伯乐告老还乡，
在这片久违的故土上度过余生。

伯乐相马，亦相人

韩愈在《马说》中有云：“千里马常有，而伯
乐不常有”。其实这是借物喻人。伯乐不仅有相

马之才，又有识才、容人之能，举贤荐能。
一日，伯乐见一匹马拉盐车上山，马瘦弱，

蹄伸膝折，灰汗交流。伯乐大惊，知道此为名曰
骐骥的千里马，立即将其解下，脱衣为马披上，
此马仰首而鸣，声达于天，如金石之声。伯乐买
下此马，精心饲养，一年后，此马体形如龙，毛色
闪亮，两目如炬。齐、秦诸国遣使持金来购，伯乐
谢绝，将它赠给墨翟。墨翟乘此马翻山越岭，如
行平地，世人方知伯乐为良马之知音。

在伯乐垂暮之年，秦穆公问伯乐谁可以替
代他，伯乐说：“我的儿子才能不高，只能鉴别好
马，而不能相千里马。有位名叫九方皋的，他的
相马技术不在我之下，请大王召见他吧。”秦穆
公便召见了九方皋，叫他去各地寻找千里马。

三个月后，他回京城报告说找到了一匹千
里马，并告知是一匹黄色的母马。但当秦穆公派
人取回却发现是一匹黑色的公马。秦穆公很不
高兴，对伯乐说：“你推荐的人连马的毛色与公
母都不能分辨，又怎能识别千里马呢？”

伯乐长叹一声，说道：“想不到他竟然有如
此高超的相马技术，实在罕见。九方皋看到的，
是天机，他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
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
不视。九方皋所相之马远远超过了千里马。”

那匹马果然名不虚传，是天下稀有的千里
马。同九方皋相马一样，伯乐不注重九方皋的表
面，而了解其内在，并大赞其胜过自己。

《相马经》帛书出土

伯乐一面搜求资料，潜心钻研，一面积累
总结自己的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整理，终
于写成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相马学著作——— 《伯
乐相马经》。此经图文并茂，长期被视为相马
宝典，影响深远。至隋唐时期，已经失传，仅
《新唐书·艺文志》载有《伯乐相马经》一
卷。

“1973年11月至1974年初，在湖南长沙马王
堆第二、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其中
就有一部失传已久的《相马经》帛书。”孔令艺
说，这部帛书共七十六行、五千二百字，其中残
缺五百余字(有二百字可以查补，有三百字无法
处理)，因为这部古书没有相当的今本可以查
对，所以一些内容无法完全了解。但其第一篇就
写到“伯乐所相，君子之马”，并且多次沿用相马

“法曰”和“吾请言其解”的措辞，说明这部相马
经即使不是《伯乐相马经》原文，也是传承、吸收
和发挥了《伯乐相马经》的成就写成的，仍是对

《伯乐相马经》的传承。此外，伯乐还有《伯乐针
经》《伯乐疗马经》《疗马方》《伯乐治马杂病经》
等传世之作。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伯乐在成武的历
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成武县城现
有伯乐大街、伯乐相马石雕、伯乐公园、伯乐渔
村、伯乐苑、伯乐书画院，随处能看到与伯乐传
说相关的踪迹。

伯乐文化园初成

初冬时节，寒意渐浓，而位于成武县伯乐集
镇的伯乐文化园施工现场，机械设备轰鸣声此
起彼伏，一片繁忙景象。成武县伯乐相马旅游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伟仰望着伯乐相马的
雕塑，思绪万千。

“我老家就在伯乐集镇，虽自小对伯乐相马
的故事非常熟悉，但只是停留于表面。”刘伟在
一次出国考察时，竟从一位外国客户口中了解
到他从不知晓的有关伯乐的故事，这件事对他
触动很大。2018年，刘伟投资70余万元，以伯乐
墓为中心，承包周边40亩地，继而打造一处伯乐
文化园。“在初步规划中，除了伯乐祠、马神庙和
赛马场，我们还将修建一处碑廊，以浮雕的形式
把伯乐的一生及故事展现出来。”

“一期已经完工，接下来还有二期、三期等。
我们将依托成武县的文化资源优势，将伯乐文
化园打造成集人文历史、民俗风情、田园风光为
一体的旅游综合体。”刘伟说。

千年古县的历史禀赋，是得天独厚的幸运。
近年来，成武县立足实际，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生
态优势、发展优势，擘画了修复水生态，融入城
湖、湿地和伯乐文化、孝贤文化等历史文化遗
产，打造“伯乐故里，水韵新城”的美好蓝图。

在伯乐集村，村民多姓孙，多称伯乐为其始祖。村民平时说话还避“伯乐”之讳，把韩愈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话，改为“千里马常有而老爷爷不常有”———

伯乐故里相马“新传”
据中新网，长达19米的国宝《赵城金藏》孤本

巨帙——— 妙法莲华经文句卷八近日在上海亮相，吸
引了众多观众。

《赵城金藏》最新发现经卷暨唐宋重要佛教典
籍特展近日开幕。妙法莲华经文句卷八与国家图书
馆镇馆之宝《赵城金藏》中的妙法莲华经文句卷
二、卷五相连，与上海图书馆珍藏的12卷《赵城金
藏》形成呼应，是研究《赵城金藏》的重要文献。
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李际宁研究《赵城金藏》
30多年，经其权威鉴定，新面世的妙法莲华经文句
卷八确为《赵城金藏》原件。

《赵城金藏》是中国在宋代第一部木刻版大藏
经《开宝藏》的覆刻本，共计6980卷，今存4000余
卷，全世界只此一部，被誉为“天壤间的孤本秘
籍”。因其刻版于宋金时期、1933年首次被发现于
山西赵城广胜寺而得名。1942年，在中国共产党的
抢救保护下，《赵城金藏》幸免于难。

据了解，《赵城金藏》最新发现经卷暨唐宋重
要佛教典籍特展在上海展至12月3日，之后将前往
杭州、山西和秦皇岛展出。

（□记者 刘一颖 整理）

国宝《赵城金藏》

新发现19米经卷亮相

□亓程 周全 报道
本报讯 日前，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课

本、进课堂、进校园，由省文旅厅主办、省文化馆
等承办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会进校园暨山东省
文化馆“蓓蕾艺术工作站”文艺演出活动走进济南
万象新天学校，为2000多名师生带来了一场精彩纷
呈的文艺盛宴。省文化馆还向学校师生赠送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会故事集》系列丛书和移动音
箱，并举行了“蓓蕾艺术工作站”揭牌仪式。

近年来，省文旅厅组织开展了两次“‘蓓蕾艺
术工作站’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会”优秀作
品评选活动，指导省文化馆组织志愿小分队走进全
省各地学校开展活动，组建故事会演讲和艺术普及
团队，在全省中小学广泛开展故事演讲、艺术鉴
赏、文艺普及等活动，使得学校有了传统文化的
“直通车”，从“进校园”到“驻校园”，先后组
织各项活动30000多场次，惠及学生1200余万人。

传统文化“直通车”进校园

位于成武县文亭湖蓝水湾广场上的伯乐相马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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