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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门宴之后，项羽自封

为西楚霸王，同时分封了十

八位诸侯王，其分封标准有

两条：一是尊楚为盟主，二

是救赵入关。只要符合这两

条就算是“有功”。也就是

说，项羽分封的对象主要是

两类人：一是随他救赵、入

关的将领，二是反秦起义初

期时，已被确立的诸侯王。

关中地区被项羽一分

为三。司马欣当年在栎阳任

“狱掾”时曾救过项梁的命，

被封为塞王，建都栎阳(今

西安)，管辖咸阳以东地区；

董翳因为劝章邯降楚有功，

被立为翟王，建都高奴(今

陕西延安)，管辖陕北地区；

章邯此前已被立为雍王，建

都废丘(今陕西兴平)，管辖
咸阳以西地区。

汉元年(公元前206年)

正月，刘邦正式被封汉王，

辖巴蜀二郡。刘邦听说自己

被分封到巴蜀之地，气得癫

狂，立即表示要和项羽拼

命。周勃、萧何、樊哙等人纷

纷力劝他，千万不可冲动行

事。萧何问刘邦：“到汉中之

地当个汉王，情况再坏也比

自寻死路强吧？”刘邦反问

萧何：“你怎么知道我不当

这个汉王就会死？”萧何回

答说：“眼下的状况，若要真

打起来，我军每战必败，到

最后不就是死路一条？再

者，《周书》早说过：上天给

的你不要，肯定会遭报应
(天予不取，反受其咎)。主公

如果能在汉中称王，抚养百
姓，招贤纳士，利用巴蜀之

地的优势，有朝一日还定三

秦，天下才会真正有希望。”

萧何的话语重心长，刘

邦静心听他说完，然后连连

点头称是，决定以大局为

重，接受分封。刘邦失了关

中的地盘，被封居偏远的巴
蜀，虽有“汉王”之封，但只

有巴、蜀二郡归自己，的确

很不甘心。

收人钱财替人消灾，再

加上毕竟是自己“亲家公”

的事，项伯很上心，伺机劝

解项羽说，凡事不宜做得太

绝，不如再给刘邦加封个汉

中郡，以示安慰吧。项羽未

加斟酌，便同意把汉中郡加

封给了刘邦。

于是，汉王刘邦坐拥

巴、蜀、汉中三郡之地，建都

南郑(今陕西汉中)。得到汉

中郡，不仅大大扩展了刘邦
的辖地。尤其是，关中与汉

中仅隔着一个秦岭，有了汉

中，刘邦心里又燃起了重返

关中的希望，更增加了东出

函谷与项羽争夺天下的决

心。而正是这汉中郡，成为

刘邦日后“还定三秦”的桥
头堡。

这年四月，各诸侯王陆

续离开咸阳，各自返回封

国，刘邦也准备起程，此时，

张良却递上一份辞呈。张良

的辞归对刘邦又是当头一
棒，想当初轻取南阳，智取

峣关，多亏了张良献计献
策，刘邦受惠良多。

刘邦前往汉中之时，张
良亲自来到褒中相送，并谏

言：汉王为什么不把褒斜栈

道全烧掉呢？这样可以向天

下人昭示，您再无心进入关

中，以消除项羽戒心。刘邦
采纳了他的建议，烧毁了栈
道。

张良口中的褒斜栈道，

乃是蜿蜒于秦岭山脉中一
条贯穿关中平原与汉中盆

地的山谷栈道，南口名

“褒”，地属汉中；北口名

“斜”，地属眉县，长二百三

十五公里。自战国起在谷中

凿石架木，修筑栈道，后历

代都接着修造，多次增修，

后人称为“褒斜道”这条

“路”一旦烧毁，关中与汉中

就完全断绝了联系。

刘邦一路将褒斜栈道

烧尽的消息传到项羽耳中，

令其大松一口气，也放心回

老家彭城去了。

感恩，首先要知恩。

孩子应该知道，自己

现在拥有的一切，无不倾
注父母、师长对他们的辛
劳付出和热爱，应该懂得

珍惜自己的生活，懂得珍
惜他人的爱，从心底里产
生对父母、师长的感激和

敬重。但是，无论大人们多

么苦口婆心，当时还是孩

子的我们也不过是听听而

已，反而记着的可能是生

活中大人们的那些习以为

常的具体事例。

方策上二年级时曾被

摔伤，一位不知名的出租

汽车司机参与了救助工

作。方策痊愈后，为了找到

这位出租汽车司机，我们

四处打听，遍访各出租汽

车公司，终于找到了这位
好心人所在的公司，只为
向帮助过我们的好心人表

达一下感激之情，给方策
的幼小心灵留下了深刻记

忆。作为家长，我们始终怀

着一颗感恩之心对待生

活，努力活出感恩的生活

来。

孩子感恩的思想和言
行需要调教和有意识的引
导，特别是通过一些具体

细微的事例帮她确立起来

的。在家庭中当方策为我
们做某事时，我们总是要
对她说一声谢谢，当叫她

做某事时，常常是以请字
开头。我们告诉她，对别人

的关心和帮助要心存感恩

地向人道谢，大胆表达自
己的感恩之情。当你习惯

于说“谢谢”、“请”的时候，

就意味着你已经长大了。

在方策小学三年级的

时候，我们决定通过希望
工程资助一个贫困地区的

孩子上学。我们特意找了

一名和方策年龄相仿的女

孩作为资助对象。这个女

孩家在辽西山区，由于生

活拮据，交不起学费，女孩

已经辍学。结识了这个女

孩后，我们在每个学期开
学前，都带着方策去邮局

给她寄钱帮她交学费，一
直帮助那个孩子完成了小
学的学业。那个女孩每个
学期都给我们写信，汇报

自己的学习成绩，还给我

们寄来了全家的合影照

片。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

资助让方策结交上一个远

方贫困家庭的小朋友，使

她知道牵手是一个承诺，

是一种责任。

方策在以后的读书生

涯中，在生活上要求不高，

不乱花钱，吃好吃歹无所

谓，穿好穿孬不计较，更不

去和家庭富裕的同学攀

比，勤奋节俭，就是这方面

的明证。

在学校，我们鼓励方

策与更多的同学交往、友

好相处，还引导她注意他

人的情感变化，学会关心
他人，理解他人的感情，学
会与他人分享快乐和分担

痛苦。我们要求方策与伙

伴交往，不能以“我”为中

心，同时还要乐于助人。我

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吃亏是福，能吃亏是做人

的一种境界，会吃亏是做

事的一种睿智。

方策妈妈说，我们对

孩子的计较细致到这样的

程度：自己在吃好吃的东

西时是否想到了家长，自

己是否记住了家长对她的

一个小小要求，甚至是家

长在为她做了某一件事时

是否表达了感激之情。

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

既有教养、有能力，又善解
人意，对他人、对社会有一
颗感恩的心，这对孩子的

健康成长非常重要。感恩

是一种处世哲学，是生活

的大智慧。拥有感恩的思
想，可以沉淀许多浮躁不

安，可以消融许多不满与

不幸，可以让人获得极大

的宽容与仁爱。

9 弯下腰做汉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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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农历三月廿三日)是妈祖诞辰1051周年，烟台市博物馆举办了第二届妈祖
文化节，近千市民来到天后行宫，共同祭拜妈祖祈福平安。看着天后行宫的一砖一瓦、

一草一木及现场祈福的场面，听着老烟台人那隽永的回忆，天后行宫那尘封的往事也
渐渐清晰。

史海现浮沉
烟台天后行宫从建成至今已

经有100多年历史了，虽然经历多

次历史变迁，却仍坚强地扎根在高

楼耸立的南大街上。烟台市博物
馆宣教部副主任周霞告诉记者，闽

商“襟带江湖，足迹遍天下”，他们

所到之处，定会建会馆立商会，从

家乡请来妈祖祀奉。而烟台天后行
宫的前身就是来烟贸易的福建船

商集资兴建的福建会馆。福建会馆

建成后一直由叶庭铭一家管理，直

到1954年时由叶庭铭之子叶永昌、

叶永甫将福建会馆连同馆内文物
一并移交烟台市政府，在1958年时

成为烟台市博物馆。

说起天后行宫的变化，周副

主任向记者介绍说，天后行宫几

次大的变化都是在建国后，尤其

是在1958年，拆除了后殿及后花

园，使原本是三进院的行宫变成

了二进院。之后在1983年时由于

周边修路，整个南院墙向北移，

路面拔高让院墙变相地矮了一

段。在1981年，由烟台市博物馆

集资，对行宫进行了一次大修
整，并且进行了一部分彩绘地修
补，但是由于工艺缺失和材料缺

乏等原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新

彩绘与旧彩绘还是有差别的。因

为这里是行宫，所以不能设妈祖

神像，只有妈祖的牌位。然而后来

真正的天后宫——— 大庙因历史原

因仅剩一个戏台，名存实亡，所以

这里逐渐被人们所重视。在1988

年的时候，烟台市博物馆专门从

河南开封塑了妈祖蜡像，运过来

立于行宫大殿之中，后来又经过

多次维修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现
在新博物馆已经建成而且即将开

放，天后行宫中的文物都已经移

居新馆，而这里也将成为民俗博
物馆及妈祖祭祀地。

天天后后行行宫宫：：

烟烟台台妈妈祖祖文文化化寻寻忆忆之之地地
专刊记者 王伟凯 实习生 鲍阳阳 辛谊蕾 靳利萍 通讯员 曲晓晖

天后行宫不仅是重点文物，

更是永恒不变的烟台记忆，虽然
100多年来天后行宫经历过多次

历史变迁，但老烟台人对这座天

后行宫的感情却从未改变过。家

住南洪街，从小就在行宫附近玩

耍的老烟台人葛庆彩老先生告诉
记者：“这座天后行宫曾经有过各
种身份，记得上世纪四十年代，这
里还是华安电影院，大家都在这
看电影，当时电影票并不像现在

只能看一场，而是可以看一整天。

解放之后，看电影的人多了，大家

聚在这里，一看就是一整天。”望

着行宫那斑驳的痕迹，葛老先生

感慨道：“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

这些历史，烟台变化太大了，这里

还有大庙，好多古建筑都在变。”

时代在变，烟台在变，可是对于烟
台那份深厚的情谊却未曾改变，

葛老先生告诉记者：“我们每年都

会来天后行宫参加祈福活动，像
这种专门的祈福活动很少，不过

每年的文艺演出都很精彩，我和

老伴都很喜欢。”

对于很多烟台老人，天后行

宫还是他们寻找童年记忆的地

方，家住所城里刘先生告诉记

者：“对于我们老烟台人来说，这

里充满了童年的回忆，以前这里

还是市民们的文化活动场所，我
今年65岁，小时候经常在这里

玩，以前这里可以借扑克、象棋，

很多人凑在一起很是热闹，不管

是年轻人还是老人，都喜欢没事

的时候来娱乐下。对我来说，那

些记忆是不能磨灭的。”

歌舞颂真情

每年妈祖生日的庆典活动，

除了传统的祭祀，歌舞表演也是

必不可少的。近十年来一直参与

妈祖祭典歌舞表演的牵手艺术团
团长杨淑华女士告诉记者：“我们

每年都是义务来这里表演，妈祖

是海的女神，我们都很信奉她，为
妈祖祭祀活动表演节目，不为别

的，就图大家一起乐呵乐呵。我们

都是退休在家，闲着也是闲着，一

起练习唱歌、跳舞，自己身心娱

乐，也能为大家表演。”杨女士身

边的教练补充说：“我们每年都会

排练新的节目，有戏剧、独唱、舞

蹈，很多花样儿，每年节目都不
同，陈旧的东西大家也都不喜欢，

为了能更受大家的关注，我们每

次都要排出与众不同的节目来。”

提起对天后行宫的记忆，杨
淑华女士感慨道：“小时候这边经

常会有唱戏的，我总是来听，耳濡

目染就爱上了唱戏，现在自己也

在这边表演了，这是我的梦想，也

是我对这里的眷恋。”

物非情依旧

天后行宫全景图 通讯员 李健 摄

天后行宫的戏台

天后行宫的主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