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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忐 Village record of pu山n

,..,.., "'" 为什么称"子列子"

, , 

1982竿，台，北十方书院开了《列子》的

课程，南师怀瑾先生为教授师，在列子臆说

出版说明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注释说明 。 .

"、子列子学于壶丘子林"我们看古文

"子列子
寸η

的"子"是尊称，等于我们称人家先生仨、老铺 京

师，现在我们普遍流行叫老师，像我们小的

时候读书对老师要称先生，非常恭敬，比现

在教育叫老师恭敬多了。在春秋战国的时

候，儒家的传统习惯称老师为夫子，普通称 ，局

一般前辈也称"子"所以孔子那个·子是尊

敬的意思 ((子"就是一个尊称 。这里所称

"子列子"则是特别的称呼，凡是特别有成

就的先辈、先生、老师们，在名字前统统先

称子，这个"子"包含有特称的意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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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于生平简介
列子，名御寇(约公元前450年~约公元前375年〉。战

国初期郑国圃田人，先秦思想家，道家学派代表人物。主张

循名责实〈即按照名称或名义寻求实际内容)、无为而治

(即提倡休养生息，无为而治 ， 一切顺其自然)。

列子崇尚黄(帝〉老(子)学说，早期从师壶丘子林，

则知持后、持身，顾若影则知之 。 "悟出持后而处先的道家

哲理 。 足见其善学，虚心、勤奋之品德:师老商氏9年，专心

致志，苦心磨珊，终身修炼到掌握道家之精要;向关尹子学

射3年之久，方知其所以然 。 继而选天地奥区灵爽特异之郑国

圃田居之，份然封戎，潜研道学。列子穷不受粟，足明奇

志，又收徒众传道，故有"圃泽多贤"之说。

列子坚持道为万物始祖，万物之根。道产生万物，自己

不生不化，且形成独特的社会人生观，以教化后人。列子一

生著作颇丰，只是当世之时未成集，史学曾有提及。西汉经

学家、文学家刘向整编后取名《列子书录》共八章。东晋学

者张湛著有《列子·注)) ，即今通行本。

西汉中期，因景帝刘启尊黄老之术颇行于世:唐玄宗李

隆基尊黄老之术，天宝元年 (742年)追封《列子》为《冲虚

真经》 ……后来，因其哲学被曲解而披上神学外衣，现应还

其历史地位。<<列子》是一部宝书、奇书，八篇中有寓 言

102个，内容丰富，语言生动。寓意深刻，具有可读性、研究

性。关于列子及《列子》 一书，历来众说不一 ，各持己见，

亦为不奇 。

古往今来 ，民间有关列子的传奇、轶事及所加光环较

多，足见后人对其仰慕，推崇之深厚感情 ，因学识浅薄，恕

不能一一解说 。

列子卒后，被葬于圃田东南 1公里处，现有墓 iZ家及 3通墓

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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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古八景之一一一困田春草 郑州古八景之一 一卦台仙境

列于故里一一圃田
位于郑州 东 15公里处的圃田 ，乃先贤列子的故里。圄| 田史称天地奥

区，灵爽特异，在| 古以来就是狗猎游览胜地 。 "卦台仙境"、 "圃田春

草"、 "汗河新柳"均在郑州八景之列，圃旧可谓:地灵人杰，如今更

是寸土寸金 。

阳1 EEI 历史悠久，原 l且毅泽而得名 。 远古大禹治水 ， 天下分为"十

藏"、 "九川、1" ，圃|且泽为 1- 获之一。 <<消 · 嘉庆一统志》记载:网田泽

东西 问十余里，南北二百里许 ， 有 二十 Vq 沛，九沟八泽， 二池， 三咽。沧

桑巨变，圃田泽屡经淤填，明清时期仍 "水草汲汲，湖波涟涟 。 "圃田历

史上曾命名过圃田泽为网田县、圃田镇、阿田屯 。 近代为圃 11 1 街、罔田公

社、圃凹乡、 匮|田村 。

东周时菌田泽被辟为国家苑固，周穆王在这里大会群臣，并进行狗

袖，用宣王九年，也曾在这里大会诸侯，并集畅狞猎，曾显赫- FI才 。

自古有"圃泽多贤"的美誉，由列子及其弟子而来。战 l主|初期，道家

先贤列子故里就在圃田。<<列子 · 天瑞》篇，首句"子列子用郑圃四十年

无识者 ， 国君大夫际(视)之，犹众庶也 。 "列子，名御寇，战国前期郑

国人 ， 与缪(绵)公同时 ， 继黄(帝)老(老子〉之后道家代表人物，终

生致力 f道家学术，师壶丘子林 、 关尹子、老商氏、支伯高子后，隐居圃

‘ <111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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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囚十年，不求名利，静 i l，' 修道，著书立说二十篇，十余万言，今仅存

《天瑞》、 《黄帝》、 《仲尼》、 《汤问》、 《周穆王》、 《力命》、

《杨朱》、 《说符》八篇。其中寓言百余个，字字珠玉，读来妙趣横生，

隽永昧长 ，发人深思 。列子认为"至人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

藏，故能胜物而不伤。"主张应摆脱人世间贵贱，名利羁绊，顺应大道，

静心修炼，提倡"无为而治" 一切顺其自然 。

圃田历来为墨客文人赞誉之地。唐五代谭用之有诗句"向日迥飞驹胶

胶，临风谁和鹿哟 H幼"清郑州知州张饿有诗句"年年占得春风早，怀古

重吟圃草篇"赞誉列子及圃田风景的诗作枚不胜举。古圣贤留下的"卦

台仙境"、 "八卦御风台"、 "列子观"等圣迹虽不复存在，但"列子?在11

风"、 "列子下凡铸铁钟"、 "列子打短工"、 "列子看小孩"、 "道士

铺"以及由列子文化影响而派生出的"青龙山的传说"、 "春草传" 等故

事早己深入人心，世代传颂。

列子故里人，占尽先贤风光，饮水思源，不忘列子美德。为了缅怀先

贤列子，发展列子文化。圃田老集市场管委会，不负众望，发扬"愚公移

山"精神，承担起重建"列子祠"的重担和河南省龙源列子文化发展中心

的筹备工作，于2008年 10月，经河南省文化厅，河南省民政厅批准"河

南省龙源列子文化发展中心"在圃田成立。这将对列子文化的发掘、整

理、交流、研究工作及促进社会和谐，繁荣经济，文艺事业发展，旅游业

振兴，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如今的圃田，己经以崭新的面貌展示在世人面前。它己成为"郑东新

区"、国家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及郑泞一体化的黄金夹角和郑州东部的物

流购物中心。圃田老集市场管委会也为四方客商营造了良好的创业环境和

机遇，老集市场管委会，龙源列子文化发展中心，在各方关怀支持下，为

传承、弘扬列子文化，打造旅游胜地，扩建了"列子祠"复建了"颂列

湖"。兴建"八卦御风台"、 "百通碑林"、 "列子文化长廊"、 "圃田

春草园"美化了环境，初步形成了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走进圃田大街小

巷，高楼林立，秀木含烟，生意兴隆，人流如织，经济繁荣，蒸蒸日上，

正可谓:

金鸡啼得千门禧，绿水流处万户春。

列子故里添圣火，圃田面貌日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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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历史文化名人之一一一列于
列子，名御寇(圄寇、国寇) ，春秋末战国初郑国圃田人，与郑缪公

同时是继黄老之后道家学派重要代表人物 。 列子居郑圃四十年，不求名

利，静心修道，潜心研究道家学说，主张"循名责实，无为而治" 。广收

弟子，著书立说，先后著二十篇，十余万言，是道家重要经典。列子心胸

豁达，贫贱不移，宁可饥饿而不受郑相子阳馈赠，足以表现其气节和远

见;列子师老商氏，修炼九年掌握道家哲理之精髓，足见其专心致志，苦

心磨珊的品德，艰苦、忍耐的精神"列子观影"、 "列子学射"写出

善于学习 、虚心求教、勤奋努力的良好品质 。

《列子》是先秦道家重要著作，上承老子下启庄子，对中国哲学史、

思想史发展有重要影响。<<列子》非列御寇自著，而是列子及其弟子学派

著作的汇编整理而成书。几经劫难，到西汉成帝求遗书于天下，刘向奉命

校理群书编成《列子书录》共八章。 东晋张湛《列子 · 注》问世后，才广

泛流传。<<列子》哲理散文，气伟采奇，寓言汪洋咨肆。如"愚公移

山"、 "祀人忧天"等名篇，寓意深刻，文采卓绝，是中国文学史的瑰

宝。<<列子》曾显赫一时，汉景帝刘启尊黄老之术， <<列子》颇行于世;

唐玄宗天宝元年追封《列子》为"冲虚真经"地位空前;宋真宗赵恒在

"冲虚"下加"至德"为"冲虚至德真经"备受崇敬。其哲学思想曾被

曲解利用，披上神学迷信色彩，应予以廓清，还其真面目。

《列子》的学术价值较高。列子继承发展了黄老学说，形成了自己的

宇宙观，坚持"道"是万物之始，是实体事物的唯物观点。万物为"气"

生成， 一切具积气而成，并提出宇宙生成和发展阶段论:太易、太初、太

始、太素。太素后形成物质世界 。 而且形成自己独特的人生观，其思想内

涵为"无为而治"。怎样"无为"而达到大治目的呢?他确定了以君主圣

贤为核心，施以"无为而无不为"措施来实现治国治民。列子认为"至人

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主张应摆脱人世

间贵贱、名利羁绊，顺应大道、淡泊名利，清净修道 。

列子贵虚，传说他得道后，能御风而游八荒，到哪里万物皆生，造福

人民 。<<庄子 · 逍遥游》记述"夫列子御风而行，冷然善也 " 0 <<述异

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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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中说:列子常在立春日乘风而游八荒 ， 立秋就返回"风穴"风至则

草木皆生，去则草木 皆落。后人为崇敬造福于人们的圣贤 ， 在他生前住地

郑州东圃田村北建造了列子祠 ， 又名列子观(年限无考) 。 北宋真宗皇帝巡

狗 ，轩游驻畔， 亲渴祠下 ， 有诏 力口封列子为 "冲虚至德真人"之号 。 人们

入祠拜渴祈福，进门必得换鞋，可知当时崇敬重视到何种地步 。 后几经沧

桑 ，列子祠一度为释家所占。至大明万历八年 ， 河南巡按监察御史苏民

望，路过圃田 ， 拜渴列子祠 ， 看到此景况 ，命郑州 守许汝升丈地四十亩 ，

重修列子祠 ， 亲写碑记一通 。 历史上不少先贤文人墨客游列子祠、登御风

台 ，留下精美诗篇绝句 。 1964年因扩建校舍 ， 更建为圃田小学，祠宇被

毁 。

圃回村周边父老，早有重建列在祠之宿愿，以此怀念先贤造福后人之

美德 ， 重添列子先贤圣火。圃田老集市场管委会，不负众望，广邀专家学

者及地区有识之士 ， 多方筹资 ，历尽艰辛，重建了列子祠 ， 再现昔日之盛

况 。 使古老的列子文化资源为现实社会服务，推动社会和谐、繁荣经济，

大放异彩 。

列子故里内子列子雕像

‘ .... 010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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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圃田"村志"是作为一项历史文化承载和传承弘扬 。 它包括农村

文化生活、精神面貌， 古今相传，古迹保留，新的城建，名人实事，民 间

风俗，新旧对比，改革开放的新成就，国家发展，村容、村貌的演变，新

的设施，村民生活经济发展，农民收入，交通状况等。本书重史料，重事

实，力求科学、客观 。

二 、本村志上限起事物发端，下限2016年6月 。

三 、新旧社会对比:解放前夕圃田村民生活、文化教育、村民经济收

入是怎样的，解放后有了哪些变化，改革开放后又有哪些变化和新的兴

起，村容、村貌的变化，新的成就、设施各方面在"村志"编写记载中都

有鲜明的对比 。

四、古今名人 : 编写"村志"中有古今名人对圃田的贡献等真人真

事 ，在不同的时代也有新的模范人物、 英雄人物、新老干部 、教育界人

物、革命的老前辈、专家等，他们对国家和民族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获得

了荣誉，在"村志"中都有明确的记载 。

五、传统民俗:农村民俗编写记载民间的一些风俗传统，在衣、食、

住、行、婚丧嫁娶方面，解放前夕是怎样的风俗，解放后和改革开放后都

有哪些变化，在不同时期又有哪些被破立了，哪些又新兴起了社会潮流 。

六、传统节日"村志"编写中的传统节日非常分明，它述说了四季

中节日的起因及其含意，以及节日时间，用怎样的方式去度过，怎样的方

式去庆贺，解放后又有哪些是新兴节日，怎样庆祝，在"村志"中都有明

确的记载，凡例中也无需再一一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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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村史的记载编写是一种地方政治、经济、文化中令人关注和值得庆贺

的一件大事 。 在它的编写中最重要的就是"乡土志"的编写和记载，也是

近年来兴起的一种基层社会主义文化现象，是"地方志"鲜明的形象中 王

现出来的新的内容和气象 。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新高潮就是从农村开始的，

在当地的干部和村民的大力支持配合下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建立了新中

国，成立了新的社会主义国家 。

在农村的改革运动中，也有不少坎坷和曲折，可最终取得了伟大的胜

利，并取得了宝贵的经验 。 国家民族富强的政治策略，为农村开拓了 一条

具有新的特色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为早日实现中国梦奠定了坚实基础 。

改革开放后，国家领导始终关注农村经济发展，作出"三农"指示，

用发展新理念引领农业现代化，早日实现小康目标 。 随着国家的发展和变

化，提出推进城镇化建设，首先得有农村配合，农村占有丰富的土地资

源，能给国家贡献出人力、物力以及其他的大量资源 。

为保留农村文化生活，弘扬农村历史文化传承，在编写"村志"中是

一件最有历史价值的大事项，我们认真切实对待每一项事情 。 力求主次分

明，详略得当，层次清晰 。

我们村从古至今，在文化教育、农村经济收入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令

人骄傲的成绩 。 随着国家发展建设，全面推进合村并镇，圃田两委和村

大力配合，支持政府行动。为了传承后代，光宗耀祖，弘扬圃田文化生活

的历史，我们特编写出"村志"以作史记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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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
圃田村位于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东邻白沙镇，南同国 家郑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接壤，西、北与东风渠相 11伍 。 距离有名的商朝古都郑州老城十五

公里 (又名外|东三十里铺) ，是郑东新区圃田乡的一个历史文化名村 。

本村地理位置处于北纬34 0 44' 55.89" 、东经113 0 49' 5.60" 。 地

处城乡、郊县的结合部，南北宽2公里，东西长3公里，面积约6平方公里。

全村辖圃田、后屯、唐庄三个自然村， 7个村民组， 836户， 3690多 人，分

张、刘、 王、陈、唐、孙、杨、贾、郭、雍、惠、于、石、丁、杜、吴、

李、龙等姓氏，以汉族为主 ，方言为郑州话 。

本村住宅占用土地面积大约 12 00亩，耕地300 0多 亩，机井90余眼，灌

溉面积约2600亩 。 水力资源丰富，村西有龙须沟，村北有贾鲁河，潮河自

村而过(现改道村东〉 。 圃田村地势平坦，气候是温带季风气候，地下水

资源'丰 富，种植管理便利， 多种水稻、莲菜、小麦、大豆、花生等高产值

作物 。

本村南临陇海铁路圃田站，村西有京珠高速上下口，北靠郑汗物流大

道、郑开大道、 310国道，商都路(原郑汗路) 穿村而过，交通四通八达，

非常便利， 集贸市场繁荣昌盛 。 2004年中原陶瓷城、郑州陶瓷城、石材、

板材入住圃田村，给圃田村带来了 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机遇。全村高楼林

肯，店铺济济，人均年收入20000元以上，是一个安居乐业，民富村强的小

康村 。

圃田又是个古老的历史名村， 是古代名人列子 的故乡，还有历史悠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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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的圃田老集 。 圃田人杰地灵，古有名人列子，现有不少的名人学士(村志

有列不再一一注释) ，有功勋荣誉的新老干部，有抗美援朝的老军人，团

级以上的军人有大校 。

圃田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名胜的古村 。 又是一个名集大镇，以列

子故厨、卦台仙境、古郑八景 圃田春草为首之胜誉，上天梯、黄罗伞

树、颂列湖、仙龙湖等，旧社会这些文化名胜并没有给圃田带来经济的发

展;新时期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圃四村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圃囚人非常珍惜先祖留下的文化遗产，于2006年圃

囚民众自发、自筹、重建了列子桐，扩建了春草园、列子御风台、列子碑

林、颂列湖、列子广场，还命名了 一条列子大街，给传承历史文化增添了

活力 。

圃用自然村自 1950年起就是小乡， 1955年改为中心乡， 1958年改为管

理区， 1963年改为圃田公社， 1983年改为圃田乡 。 乡供销社、信用社、粮

所、食品所、卫生院、小学、中心学校、五十四中学、敬老院、派出所都

设在圃田自然村 。

圃田是块风水宝地，寸土生金，经济发达，资源丰富 。 圃口 l 人在党和

政府的指示下，新老干部率村民搞土改，闹革命，战天斗地， x民抨创业，

改造自然，把圃田村容、村貌变得焕然一新，楼房林立、商户云集、生意

兴隆，给子孙后代带来享不尽的财富。今天我们写下这个篇章 ，让一代又

-代的后人知道，他们的前辈是多么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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