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不尽之巧以还造化
———评李佩甫新著《河洛图》

袁恒雷

中华传统文化
的丰富展现

李佩甫在作品中融入了大

量中华传统文化元素： 典籍、算

盘、测字、石窟佛像、中医药方、

豫剧、易学风水等，不仅大大丰

富了文本的厚重性，而且丝毫不

因它们的加入而影响小说的流

畅度与故事性张力。 甚至可以

说，正是这些元素的支撑才让小

说得以顺利展开，它们是《河洛

图》丰富完满不可或缺的要素。

《河洛图 》中 ，河洛康氏饱

读诗书以求取仕途。 老爷子康

秀才精心培养子弟，“一门两进

士”。 然而，“两进士”不幸双双

罹难，康秀才为此念叨出“书把

人读了”的悔恨之语，还给曾孙

起名“悔文”。 但当丧子丧孙的

悲痛逐渐淡去后， 他仍坚持耐

心培养曾孙康悔文、 玄孙康有

恒， 使之逐渐成为康家复兴的

栋梁， 只是康家自此不再求取

功名仕途， 而是转向了经商发

家。但书仍是要读的，这就使得

诗书典籍成了康家子弟绕不开

的功课。据简略统计，书中关于

典籍依次呈现的有 《诗经》《世

说新语》《三字经》《西厢记》《庄

子》《妙法莲华经》等；被引用诗

句的诗人有曹操 、杜甫 、李白 、

张继、白居易、李商隐等。

中原大地是受儒家文化影

响最为深重的地区，以诗书传家

的康家，即使已杜绝了以科举求

仕途的念想，也必须以读书丰富

见识。 由此，康秀才培育子孙时

开始跳出书本活学活用，他让八

岁的悔文去街上把 “仁义礼智

信”五个字买回来。 于是，康悔

文拿着两串钱直接去街上开始

了 “社会实践课 ”，悔文想破头

也不知如何能买来这五个字 ，

直到他发现桥下一群因洪水逃

难来此的插着草标的孩子 ，其

中一个女孩嘴里嚼着草秆不停

地说饿。 这瞬间激发了康悔文

的恻隐之心，他把钱撒向了这些

可怜人。这番举动让康悔文在河

洛镇被视为傻孩子， 甚至遭到

母亲周亭兰的一顿打。 但康秀

才深表赞许 ， 因五字中正是

“仁”字当先。 此事对悔文的为

人处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让他日后一次次在行走四方、开

拓商业中无往而不利。

黄河文化滋养

下的中原文明

李佩甫熟稔中原文明的来

龙去脉，他说：“历朝历代，中原

都遭遇过各种劫难。 经历过漫

长的时间以后， 世世代代的老

百姓就养成了一种骨头被打

断，但又能粘起来的生命状态。

它还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百折

不挠、生生不息。 ”

中原文明在《河洛图》中的

几点体现， 主要体现为婚丧嫁

娶、祭河神、美食文化与豫剧等

方面。

试以书中起着重要作用的

“霜糖豆腐”为例。 康家复兴的

第一步就是建立集饭店与旅店

为一体的康家店， 而该店得以

迅速闻名遐迩， 正是因为这道

其他饭店没有的河洛名菜。

这道由女主人公周亭兰学

自其爷爷周广田的招牌菜 ，使

店里的生意越来越好， 许多客

商就是冲着霜糖豆腐才来住店

的。 小说给出了大家品尝后的

反映：“这道霜糖豆腐初看也没

什么出奇的地方， 就是一盘奶

嫩水白的豆腐， 上边是一些网

状紫红泛蓝的细沫沫。 可吃到

嘴里就不一样了， 它刚入口是

绵的、嫩的、甜的，入口即化；但

顷刻味就变了 ， 那是麻的 、辣

的 ，直蹿鼻 ，忽一下七窍生烟 ，

只觉麻辣顶喉， 一肚子的火苗

乱窜；到了这时，你只要慢慢吸

上一口气 ， 立时就会觉得口 、

眼 、鼻一片冰凉 ，壶玉满怀 ，全

身通泰，打上一个大大的喷嚏，

好舒服！ ”

霜糖豆腐在小说中起到的

作用是无以替代的———它不仅

成为康家的镇店之宝， 还吸引

了书中很重要的几个角色人

物。比如仓爷颜守志，他到死都

念念不忘吃一口霜糖豆腐 ，包

括他的宠物鼠 “白公公” 也喜

欢。再比如悍匪断指乔，不仅和

周亭兰有非常深的爱恨纠葛 ，

也对霜糖豆腐颇为钟爱。 可以

说， 霜糖豆腐这则美食已不仅

仅是一盘菜了， 它在小说中具

有非常强烈的象征意味， 既是

指代女主人公周亭兰外甜内刚

的性格与行事特点， 如同河南

作家赵瑜所说：“这做霜糖豆腐

的人是一个有规矩有诚意的

人。是的，一个食物只是一种口

味， 而一个人才是一种规矩的

开始。 ”正因如此，才让断指乔、

仓爷颜守志、 马从龙等一众和

她有交往的人，对其又敬又爱，

直至日后甘愿为她奔走呼号乃

至献出生命而无悔。

在临死前， 断指乔与颜守

志念念不忘的正是这口霜糖豆

腐， 也是对周亭兰高风亮节的

仁义之爱的留恋。 因为在他们

这些汉子看来， 世间真正尊重

自己懂自己的正是这个叫周亭

兰的女人， 这是摆脱了男女肉

体之爱的更高尚意义的灵魂尊

敬，甚至不一定非得是爱情。也

正是这种情投意合， 断指乔与

仓爷颜守志等人， 才会或暗或

明地多次帮助康家走出困境 。

从更宽阔的角度观照的话 ，霜

糖豆腐作为康家起家的招牌菜

也是指代周家的生意命运———

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 因而这

盘菜在小说中多次出现， 其强

烈象征意味和小说中众多人物

命运紧紧相扣， 是康氏家族命

运的真实参照。

财富神话的经
营之道

据历史记载， 河洛康家发

迹于明朝末年， 直到清朝末期

才逐渐销声匿迹， 前后兴旺发

达近 400 余年。 《河洛图》虽仅

讲述了康家几十年的风雨历

程， 但也足以反映这一大家族

在打造自身财富神话中体现出

的一系列经营之道：第一、经营

品牌 ，完善服务 ；第二 、首开资

本经理人制度； 第三、 善于留

余，惠人利己；第四、深谋远虑，

及时存粮；第五、洛作智水。 这

些经营之道体现了非常值得借

鉴的人文思想，可以说，做生意

永远是先做好人，爱出者爱返，

福往者福来， 然后才能谈到财

富的获得。

“留余”的经营理念是康家

生意做大做强的王牌， 在其开

拓生意版图中， 多次运用这个

理念，可谓屡试不爽。

“留余”理念源于中华传统

文化中的 “仁义 ”，即给人情面

就是给自己情面， 凡事留有余

地、不可做绝。 如前所述，康悔

文幼时通过以撒钱救济受灾群

众的方式完成作业， 这令康秀

才非常满意。 康悔文婚后第三

天， 康秀才又正式告知他留余

的理念。在康秀才看来，财富少

了，会困顿；多了，会腐烂。会挣

钱的人，要先学会撒钱。康秀才

说 ：“我是在家里遭了大难 ，痛

定思痛之后， 才明白了这两个

字的深意。‘留余’二字，出自宋

朝进士王博大。此人字幼学，号

留耕道人。 幼学先生的 《四留

铭》曰，‘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

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

廷； 留有余不尽之财， 以还百

姓； 留有余不尽之福， 以还子

孙。’大凡世间，立志不难，穷其

志也不难，难在‘留余’。东林学

士高攀龙也是在痛定思痛之后

叹道， 临事让人一步， 自有余

地 ；临财放宽一分 ，自有余味 。

撒钱之道，就是‘留余’。 ”对于

经商之家来说 ，把这个 “留余 ”

思想贯彻到位后， 方能带来源

源不断的财富乃至万众归心 。

康家也的确是这样做的， 在日

后一次次重要事件中， 正是这

一理念的运用， 让康家做大做

强起来。

康悔文第一次独自带队

出门来到山东兰水城买卖粮

食 ， 掌舵的泡爷是水上蛟龙 、

陆地赌徒。 泡爷在崔福赌场输

到出老千被人打折腿 ，绑到树

上示众 。 康悔文为了营救泡

爷 ，不得已投入崔福设下的圈

套 ，但好在康悔文有已对他产

生好感的崔红暗中帮忙 ，加上

师傅马从龙的及时露面武艺

超群镇住了场子 ，最终斗胜了

崔福 。 按赌约 ，崔福要搭上整

个赌场 ，但康悔文谨遵不得涉

赌的祖规 ，此次涉赌完全是为

救人的迫不得已。 他此时的行

事风格便体现了 “留余 ”理念 ：

拿出十两银子让崔福在附近

租个门面 ，这样再来时便有了

落脚之处。 而赌场仍由崔福崔

红兄妹打理 。 如此 ，既顾及了

崔家兄妹的颜面 ，又把山东一

带的生意版图确定下来 ，并直

接培养了代理人。

康悔文在江宁府拿下玉生

意也是 “留余” 理念的成功应

用。本来经过一系列风波，康悔

文与晚香已情投意合， 支付一

定赎金后就可带走晚香。 但云

南来的岩先生带着一块尚未开

窗的玉石， 和妓院老鸨联手做

局，让康悔文参与赌局。

这块玉石以 20 万两银子

押在江宁府著名的珠宝店 “玉

麒麟”， 若康悔文赢，“玉麒麟”

的连老板出重金买下， 并且让

他带走晚香；若输，康悔文拿出

20 万两银子 ， 但仍可带走晚

香。 康悔文为了晚香再次破了

赌戒，好在最终他再次获胜。初

步估算， 这块罕见的大翡翠价

值 200 万两银子。

此刻，“留余” 的经营理念再

次浮现， 他是这样做的：“就拿这

块玉料价做本，见者有份。岩兄占

一股，连老板的加工占上一股，开

一家正宗的玉器行……” 康悔文

的大气瞬间征服在场所有人，乃

至轰动整个江宁府。人们惊叹于

这个来自中原河洛的青年商人

出手大方、 经营格局如此开阔。

虽然小说塑造康悔文形象时的

一系列好运气存在着理想主义

成分，按当前影视文化的术语谓

“主角光环”的加持照耀，但必须

清楚的是，正是因为康悔文凡事

礼让三分、给别人财路就是给自

己财路的大气理念，才让他一次

次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正所谓自

助者天助也。

还需点出的是， 在李佩甫

看来，“留余” 的思想理念不仅

指对人与事， 它具有更加深广

的含义，即“以不尽之巧以还造

化”。此话是李佩甫在康百万山

庄采风时所见。何谓造化？李佩

甫说：“就是大地 、天空 、阳光 、

流水，是大自然。 ”可以看出，李

佩甫的这种生态自然观的 “留

余”，无疑是极其契合人与自然

的辩证关系的， 也就是我们多

年来一直提倡的构建 “资源节

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可持

续性发展”等等。古代便有反对

“竭泽而渔 ” 等大声疾呼的理

念，可以说，这些理念是非常好

的生态主义思想， 是利国利民

的大智慧。

▲唐百万庄园，又名河洛康家，位于河南省巩义市康店镇，始建于明末

清初，被誉为豫商精神家园，中原古建典范

多年来，作家李佩甫只书写故乡中原大地，海内外读者得以通过他
的佳作把目光再次投向崛起中的中部神州。《河洛图》正是书写中原
大地的一部力作， 在 40余万字的丰沛体量里， 作家笔触回到 300

余年前，通过河洛康家百年财富神话的兴衰起伏，在众多人物塑造
中徐徐铺展出一卷浩瀚的人性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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