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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湟方言俗语是河湟方言
的精华所在，文字凝练、底蕴
深厚、意味深长，以通俗易懂
的方言口语承载着河湟谷地的
历史文化、地域风情、民风民
俗以及人民群众对生活经验的
总结与反思，是一代代河湟人
祖辈相传的口头文学和智慧结
晶。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许
多人物和故事经过一代代口耳
相传，渐渐演变成一些富有趣
味性和启示性的俗语。“吃饭
像李闯王攻城，做活像吊死鬼
寻绳”在河湟方言俗语中无疑
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虽
然李自成没有到过青海，但他
掀起的农民起义浪潮曾一度波
及河湟谷地。归附于他的部将
贺锦曾攻打西宁并命丧南川伏
羌堡 （今徐家寨）。从这句俗
语中不难看出，河湟地区的人
们对数百年前那段腥风血雨的
历史始终记忆深刻、心有余
悸。“吊死鬼寻绳”的意思是
吊死鬼软磨硬拖不愿主动去找
绳子，形容一个人不情愿做某
事而磨磨蹭蹭。所以这句俗语
意在讽刺那些好吃懒做之人。
表达同样意思的河湟方言俗语
还有“吃饭抢大碗，做活白瞪
眼”“听见吃饭鹰抓兔，听见
做活牛踏步”“听见吃，往前
吸”“吃饭端大碗，干活溜边
边”“听见吃饭，往前一蹿；
听见做活，往后一挪”等等。

崇祯十五年 （公元 1642
年） 九月间，一向自成体系的
农民起义军“革左五营”归附
李自成。与此前后，罗汝才、
袁时中等率领的起义军也相继
归附李自成。此后全国的农民
起义军就基本分成了李自成、
张献忠两大股力量，推翻明王
朝的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明
史》中说马守应（号老回回）、
贺一龙（号革里眼）、贺锦（号
左金王）、刘希尧 （号争世
王）、蔺养成（号乱世王）五个
农民起义军头目“皆附自成，
时号‘革左五营’”，但《绥寇
纪略》《流寇志》等史料中对这
五人绰号的记载各不相同，也
有说贺锦是“争世王”的。但
一般认为贺锦的“锦”字左边
是金字旁，故称“左金王”。

李自成的起义军到河湟地
区是崇祯十六年 （公元 1643
年） 的事情。此时距李自成揭
竿而起已经过去了十四年，距
他攻克北京、推翻明王朝还有
一年时间。在此之前，河湟地
区虽有碾伯人黄澄、镇海堡人
马安邦等聚众反明、响应义
军，但都遭到镇压，未成气
候。崇祯十六年 （公元 1643
年），李自成派部将贺锦由陕
西经陇东趋隆德、静宁、通
谓、定西、兰州，渡黄河进入
河西走廊，为的是扫清地方势
力，以牵制明朝边将对京师的
援助，配合他自己率主力攻打
北京，同时将西北发展成大后
方。一时间，贺锦等部势如破
竹，所到之处“电扫风靡，河
西一带，咸为贼有”。同年
底，农民军齐之宸、鲁文彬部
由张掖南下进军西宁，在永
登、西宁一带与效忠明王朝的
鲁土司、祁土司、李土司等地
方势力展开了殊死大战。

崇祯十七年 （公元 1644
年） 初，鲁文彬率部攻至西宁
城下，情势十分危急。据《甘
州明季成仁录》一书，第八代
西祁土司祁廷谏此时仍一心效
忠明朝廷，他聚众泣告曰：

“事势至此，有死而已”。他的
儿子、后来继任为第九代西祁
土司的祁兴周也表示：“国家
豢养之恩，报在此时，儿等当
以死战求济”。决心以死相抗

的祁氏父子，积极联合第九代
鲁土司鲁允昌和当时从民和逃
至西宁的东李土司李天俞，还
有西宁周边的一些藏族部落，
以生员胡琏器为参军，合兵作
战，死守西宁。在这种拼死抵
抗下，鲁文彬战死，农民军攻
城受挫。

于是，贺锦率部由张掖南
下，与鲁允昌交战于门源一
带。鲁允昌兵败身亡，贺锦挥
师直指西宁城下。危急关头，
祁氏父子和李天俞采纳了胡琏
器诱敌深入的建议，在西宁南
川伏羌堡 （今徐家寨） 外设下
陷阱及绊马索，然后诱贺锦率
军至此，重创农民军，“杀大
顺军数千”，贺锦兵败被杀。
对于这段历史，甘肃布政使王
廷赞于乾隆年间修撰的《甘州
府志》 中记载甚详：“初，贺
锦据甘州，置伪官并降人守
之。逾年，大拥蚁众，经掠西
宁。指挥使祁廷谏同子兴周拒
守，约庄浪土司鲁允昌、申中
族番目完冲等，歃血定盟，推
生员胡琏器为参军，定计曰：
贺贼骁勇，我寡彼众，可智
取，不可力敌也。令番人诱入
重地，绊以马索，兼掘陷阱，
俟其仆識斩之。锦既伏诛，并
杀贼数千。”

贺锦死后，农民军转由
“虎焰班”辛思忠等指挥，终
于攻克了西宁。农民军控制西
宁将近一年，次年被清军孟乔
芳部占领。至于战败被俘的祁
氏父子和李天俞等人，《清史
稿·土司传》 中写道：“闯寇
贺锦扰西宁，廷谏率子兴周与
战，斩锦。已而贼党愈炽，并
被俘送西安。清顺治二年，英
亲王阿济格至西安，破走闯
逆，得廷谏，袭衣帽、鞍马、
彩缎、银两，令回西宁安抚番
族，仍授本卫指挥使。”至
此，河湟地区归于清王朝统
治，祁氏父子和李天俞也得以
继续当他们的土司。

温峤作为东晋时期的重要人
物，在政治与军事领域功绩卓著，
其绘画成就虽在历史长河中鲜被聚
焦，却蕴含着独特的艺术价值与时
代特征。

温峤生于公元 286 年，字泰真
（一作太真），太原祁县 （今山西祁
县） 人，出身于名门望族太原温
氏。其家族在汉魏以来便是北方的
显赫士族，祖先的气节、事迹与荣
耀对温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自
幼体态俊美，风度翩翩，且擅长谈
论，展现出非凡的气质，备受众人
欣赏。

温峤年少时便踏入仕途，十

七岁被司隶校尉辟为都官从事，
负责监察百官。他不畏权贵，敢
于弹劾名士庾敳搜刮民财，虽为
初出茅庐的后生，却凭借这一果
敢之举声名大噪，得到庾敳的赞
赏，称其“森森如千丈松，虽礧
砢 多 节 ， 施 之 大 厦 ， 有 栋 梁 之
用”。此后，温峤被举为秀才、灼
然，又担任司徒府东阁祭酒，补
任上党郡潞县县令。

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匈奴
肆虐中原，晋室皇族、世家纷纷
渡江南下。当时温峤在并州刺史
刘琨的幕府中任职，历任要职，
参与了与石勒的多次战争，屡立

战功，成为刘琨的得力谋主。西
晋灭亡后，温峤受刘琨委派，南
下建康劝司马睿称帝，从此留在
江东。在江东，他先后侍奉晋元
帝、晋明帝、晋成帝三朝，历任
散骑常侍、骠骑长史、太子中庶
子、侍中、中书令等重要官职，
逐渐涉足东晋政权的核心。

在东晋初年的政治动荡中，温
峤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永昌元
年 （公元 322年），大将军王敦以诛
杀刘隗、刁协为名起兵，进逼建
康。温峤起初对王敦抱有同情之
心，但在王敦攻入建康后，企图以
不孝之名废黜太子时，他挺身而
出，回护太子司马绍，挫败了王敦
的阴谋。太宁元年 （公元 323年），
温峤改任中书令，深得晋明帝倚
重 。然而，王敦对他极为忌惮，
将他调入幕府。温峤假意勤勉恭
敬，取得王敦信任后，又设计返回
建康，将王敦的谋划与虚实尽数禀
告晋明帝。太宁二年 （公元 324
年），王敦再次起兵，温峤参与平
定王敦之乱，因功封建宁县公，进
号前将军。

晋明帝病逝后，晋成帝即位，
温峤与太宰司马羕、司徒王导等一
同受遗诏辅政。咸和元年 （公元
326年），他出任江州刺史，出镇武
昌。咸和二年（公元327年），历阳
内史苏峻起兵叛乱，温峤联合陶
侃、庾亮等人共同讨伐苏峻。在平
定苏峻之乱的过程中，温峤发挥了
重要的谋划和协调作用，最终成功
击败苏峻，稳定了东晋政局。战
后，温峤被封为骠骑将军、开府仪
同三司，加散官散骑常侍，进爵始
安郡公。

然而，天妒英才，咸和四年

（公元 329 年），温峤在路过牛渚矶
时，听闻水下多怪物，便命人点燃
犀角下水照看。当夜，他中风染
疾，回到武昌后不久便与世长辞，
年仅四十二岁。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温峤这位
马上英雄，也是一位丹青大家。他
在绘画中擅长运用简洁而富有表现
力的线条，倾向于淡雅清新的色
调，来营造出一种宁静、悠远的意
境。

在东晋绘画发展的脉络中，温
峤虽然不是以绘画为主要成就的艺
术家，但他的绘画作品和艺术风格
仍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的绘画
风格融合了东晋时期绘画注重传神
写照、追求自然清新的特点，同时
又融入了自己独特的人生感悟和思
想情感。与同时期的顾恺之等著名
画家相比，温峤的绘画成就虽不及
他们显著，但他作为东晋的重要官
员和文化名人，其绘画活动也在一
定程度上推动了东晋绘画艺术的发
展。

温峤作为东晋时期的杰出人
物，在政治、军事领域取得了辉煌
的成就，同时在绘画艺术方面也展
现出独特的才华和魅力。尽管他的
绘画作品大多已失传，但通过对他
生平经历、绘画风格特点以及人生
故事对绘画创作影响的研究，我们
仍能感受到他在绘画领域的独特贡
献，其绘画活动为东晋绘画的繁荣
增添了一抹独特的色彩，对后世绘
画的发展也产生了潜在的影响 。

Deepseek 的横空出世为中国的
人工智能开创了新的高度，这也是
中国AI行业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国
已经制定了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
规划》，力争到2030年成为世界主要
人工智能创新中心，而中国人工智
能的发展历程在 《智周万物》 一书
中就有详细的解读。

本书分为六个部分，以人工
智能在中国递进式形成的过程来
阐述。书中立足于中国人工智能
全景，先从人工智能的发展脉络
讲起，介绍人工智能在国内外的

发展历程、学科和产业概况；再
介绍人工智能给生产生活带来的
便利和改变，然后纵览智能云、
超级计算等中国人工智能基础平
台的发展布局和方向，分析人工
智能对各行各业的赋能和影响 ，
接着讲述一些学术界和产业界一
线人员的奋斗故事；最后通过对
学 术 界 、 产 业 界 部 分 专 家 的 访
谈，探讨中国人工智能在技术、
产业等方面的发展前景。

作者以专业的角度讲述人工智
能方兴未艾的历史进程。从 1308
年人工智能的源头追溯，每个阶
段书中都有详实的史料相匹配 。
如 2017 年 《福布斯》 杂志的人工
智能编年体简史，1950 年图灵发
表 的 论 文 《计 算 机 器 和 智 能》，
1986 年辛顿等人完成的著名论文

《反向传播学实验》 等，从多方面
介绍了人类对于智能化的探索和
追求。科学家有国界，但科学是
全 世 界 的 。 为 了 人 类 科 技 的 发

展，各国科学家团结协作，不断
研究人工智能的开发，作者逐步
揭示这一研究全景，人工智能从
诞生到雏形再到不断进步的过程
一目了然，让读者对人工智能的
时代化有了具体而真实的知晓 ，
也对未来的发展有了更高的认知。

本书的重点在于强调中国的
人 工 智 能 是 如 何 走 在 世 界 前 列
的。特别是在第四章描绘了“智
能+”助力传统行业的场景，包括
零 售 、 交 通 、 医 疗 、 金 融 等 行
业，中国大地成为人工智能落地
的广阔舞台和科技赋能美好生活
的新天地。诸多行业应用了人工
智能，这更进一步说明中华民族
的智慧无与伦比，也预示着智能
科技的发展宏广而深远。

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壮大离不开人
的创设，因而，书中也叙述了科学人
物对智能发展作出的贡献，尤其是在
第五章介绍人工智能社交资讯和开放
创新平台新智元，其真实镜头下的中

国 AI 人物，包括周志华、施路平、
汪玉、胡郁、陈云霁、陈天石兄弟、
余凯、吴甘沙以及宋继强，介绍他们
如何在时代的巨浪中勇往直前，成为
人工智能大航海时代的“哥伦布”和
中国式创新创业者。

中国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有何
作用，本书最后一章采访了中国科
学院院士梅宏和段树民、中国科协
原副主席张勤、中国科学院计算技
术研究所研究员史忠植等专家和各
界知名人士，通过与他们的对话，
表达了中国人工智能展翅腾飞、助
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引领全
球AI发展的远大前景。

《智周万物》一书，带领读者走
进中国的智能化发展，从而提升民
族自豪感与荣耀感，同时也享受着
科技时代的美好生活。

马背英雄温峤的艺术之路
——中国历代画家简谱系列之二十

□吴墨

AIAI的兴盛之路的兴盛之路
——读《智周万物：人工智能改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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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文化热潮涌动的当下，
草药作为中华智慧的独特载体，正
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譬如电影

《哪吒 2》 里，申公豹的“代购药
单”曾引发热议，三七、田七粉、
蒲黄、茜草……诸般草本植物，早
已融入人间烟火气。而在 《人间百
草》一书中，作家田炳信以《本草纲
目》所录草药为脉络，编织出一张融
合博物、训诂等多学科知识的大网，
展现古人朴素而深邃的人生观。该书
借由跨学科的知识整合与生动案例，
试图打破自然科普与人文哲思的界
限，引领读者穿梭于百草世界，挖掘
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生命智慧。

书中丰富多样的植物主题令人
眼前一亮。从“小丑不丑”到“曼
珠沙华”，从“紫苏荏苒”到“国老
甘草”，从“驻颜白术”再到“有贝
无患”，这些充满意趣的标题，打破
了传统植物科普的单调范式。作者
结合神农尝百草传说，从 《尔雅》

《诗经》《黄帝内经》 等古籍中汲取
养分，生动描绘古人生产生活场景
以及他们对生命的体悟。

作者笔下的牵牛花，一根根纤
细的藤蔓牵引着一头头“牛”，漫无
目的地游走在变幻不停的时空。把
牵牛花想象成一种微缩景观，一幅
水墨画，着实美妙。“丑”是甲骨文
里反复出现的一个符号，就图形来
看，好像一头刚刚长出犄角的小
牛，这才有了十二属相中的“丑
牛”，也才有了牵牛花种子被称为

“白丑、黑丑、二丑”的说法。
该书不仅介绍药草的生长环

境、形态特征与药用价值，更剖析
其背后的文化意义和哲理。半夏逆
暑而生，别名众多，它的生长特性
与古代物候学相呼应，在传统文化
中占据特殊地位。“假如自然界有公
平一说，‘半夏’就是一个必选项，

在阴阳裂隙之间，不偏不倚生根发
芽。”作者将自然规律、阴阳哲学与
植物生长巧妙勾连，展现了古人对
自然的深刻理解。而忽地笑与彼岸
花同属石蒜科，山花烂漫的旷野，
鲜艳的色彩成群结队，触动行路者
的心弦。作者还从名称和毒性展开
对忽地笑的联想，对比它在昼夜带
给人们的不同感受，颇有趣味。

“人类了解自然，认知世界，认
真记住一棵草、一朵花、一棵树，
或取其叶，或取其茎，或取其根。”
作者对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有着独
到且深刻的洞察。他表明，自记录
工具诞生，人类便赋予自然万物以
文化的意涵。不同职业身份者，诸
如牧羊人、农夫、药农等，对同一

株草的认知千差万别，展现出草木
于人类生活的多元角色定位。一株
草，仿佛一部浓缩的文字史、哲学
史，承载起 《诗经》 深厚的情感寄
托与文化寄思。

此外，古代“虞”官的信条与现
代环保理念的呼应，则体现了人类对
自然态度的传承发展。三皇五帝时
代，管理山泽鸟兽的官员被称为

“虞”，古人所遵循的“毋坏屋，毋填
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原则，恰
如今天号召的节能减排、减少化学污
染、参与植树、禁止非法捕捞等。作
者还表达了对现代社会人与自然关系
疏离的担忧，“我们不再紧密地去山
林观察草木，更少眷念大自然，草木
弱弱地退后于诸多贵重的物件，成为
仅次于空气的背景墙。”

翻阅《人间百草》，我们可以走
进微观的百草园，感受生命共鸣与
自然温情，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生
命与文化的关系。它提醒我们，身
处忙碌的现代生活，切莫忽视身边
草木，草木是自然的馈赠，亦是人
类文化与智慧的载体。

草药里的中国智慧草药里的中国智慧
——读《人间百草》

□刘学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