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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崇阳县县令张咏发现
管理钱库的小吏每日将一枚小钱放
在帽子里带走，便以盗窃国库罪把
他打入死牢，小吏认为判得太重，高
喊冤枉。张咏提笔写下判词：“一日
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
穿！”言简意赅，将盗窃的危害说得
十分透彻，小吏无从辩驳。

而在一代文豪苏东坡的笔下，
判词这种老套的公文就变得更加妙
趣横生。苏东坡任杭州通判时，灵
隐寺一和尚迷上了妓女秀奴，最后
钱财散尽，秀奴渐渐讨厌起他来。
一次和尚喝得烂醉，去找秀奴吃了
闭门羹，于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
生，破门杀了秀奴。归案后，苏东坡
发现和尚胳膊上还刺了一副对联

“但愿同生极乐园，免如今世苦相
思”。问明案情后，东坡写下如下判
词：“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了却相
思债！”判了和尚个斩立决。

苏东坡的判词还常妙用歇后
语。他在徐州任太守时，一法号怀

远的和尚告乡民无端殴打出家人。
经查，此僧身在佛门，心恋红尘，某
日喝得酩酊大醉调戏少妇被众乡民
痛打一顿。怀远为免遭寺规惩处，
谎称“乡民欺负出家人”，告到徐州
府。苏东坡了解情况后写下两句
话：“并州剪子苏州绦，扬州草鞋芜
湖刀。”让怀远回去自悟。怀远回寺
后想了几日，仍不解其中之意，后请
教塾馆先生，先生说：“这歇后语的
谜底是‘打得好’。”

与宋代的判词风格不同，明清
时期的判词以合乎人情事理见长。

明代某年仲春，湖南长沙两头
牛顶斗，一死一伤，两家主人为此吵
闹不休。太守祝枝山察访民情正好
路经此地，问明情况，当即判道：“两
牛相斗，一死一伤。死者共食，生者
共耕。”遂平息争端。

江西南昌宁王府饲养了一只丹
顶鹤，为当朝皇帝所赐。一天，宁王
府的仆役带着这只鹤上街游逛，不
料鹤被一户平民家的黄狗咬伤。仆

役告到府衙，状词上写着八个字：
“鹤系金牌，系出御赐。”知府判曰：
“鹤系金牌，犬不识字；禽兽相伤，不
关人事。”巧妙相对，堪称绝妙，又合
情合理，仆役无言以对，只得作罢。

清乾隆年间，一寡妇想改嫁，遭
到家人阻挠，她向官府呈上状书：

“豆蔻年华，失偶孀寡。翁尚壮，叔
已大，正瓜田李下，当嫁不当嫁？”知
县接状，挥笔判下：“嫁！”

和苏东坡一样，清代郑板桥也
是一位写判词的高手。他任山东潍
县县令时，一个和尚和一个尼姑被
人抓到县衙，说他们私通，伤风败
俗。经了解，原来二人未出家时是
同村人，青梅竹马并私订了终身，但
女方父母却把女儿许配给邻村一个
老财主做妾。女儿誓死不从，削发
为尼，男子也愤而出家。谁知在第
二年的风筝会上，这对苦命鸳鸯竟
又碰了面，二人趁夜色幽会，不料被
人当场抓住。主张婚姻自由的郑板
桥动了恻隐之心，判他们可以还俗
结婚，写下判词：“一半葫芦一半瓢，
合来一处好成桃。从今入定风归
寂，此后敲门月影遥。鸟性悦时空
即色，莲花落处静偏娇。是谁勾却
风流案，记取当堂郑板桥。”

摘自《时代青年》

秦国与赵国长平对阵。秦国的主
将是白起，赵国的将军是廉颇。两人
皆是大名鼎鼎、威震四方的人物，史书
都分别为他们留下过浓墨重彩。因
此，此二公对阵，肯定会有许多纠结与
胶着。果然，白起勇猛，命士卒猛攻城
池；廉颇睿智，命部下坚守城门不出。
两军相持数月，难分胜负。其实，一攻
一守，两位大将使出的均是高人之
举。白起劳师远征，误不起时日；廉颇
以逸待劳，打的就是消耗战。如此，秦
军急了，便使出一阴招：用间谍四处散
布谣言。说廉颇胆小，守着营垒不敢
迎战，秦军不惧怕此人，怕的是少将军
赵括。赵王听了谣言，深信不疑，便令
赵括为将，取代了廉颇。

赵括走马上任之后，意气风发，便
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颠覆原有规章，
撤换先前官吏。白起闻之，先调遣奇
兵，佯装大败；再暗地切断赵军粮道，
让赵军离心。四十余天后，赵军饥饿，
怨声滔天，赵括不得不亲自率兵，冲出
城门一搏。此举正中白起下怀，于是
伏兵四起，赵括被射死，四十余万赵军
亦被俘，继而再遭活埋坑杀。也正是
由于此役大败，让秦军长驱直入，围了
赵国国都郸邯。如果不是楚、魏二国
出手相救，赵国肯定难免一场灭顶之
灾。

赵括出任大将之前，病入危局的
蔺相如曾力劝赵王：此人不可重用。
但赵王置之不理，还是命他为将了。

那么，赵括何人？会使赵王如此任性
固执？原来他是赵国名将赵奢的公
子。

赵奢出身寒门，原本只是赵国一
个征收田租的小官吏，但此公却在这
个不起眼的位置上，干了一件惊天动
地的大事：宰相平原君拒绝交纳税金，
赵奢依法而行，一口气杀掉了他九个
管事的家丁。平原君大怒，要杀了赵
奢。赵奢却说：“君于赵为贵公子，今
纵君家而不奉公则法削，法削则国弱，
国弱则诸侯加兵，诸侯加兵是无赵也，
君安得有此富乎？”平原君听后，觉得
此人颇有才干，不但没杀他，且推荐给
了赵王，做了掌管全国赋税的官吏。
因他做事公平合理，又不惧强权，使得
民众富足，国库充盈。后来，赵奢又在
外强入侵的危难之时，挺身而出，率兵
抗敌，且屡建奇功，又成了一名保家卫
国的战将。赵王封他为马服君，官位
与蔺相如、廉颇在伯仲之间。

如此，我们就明白了，用现在的话
说，赵括就是典型的“官二代”了。赵
王之所以固执己见，无非是认了一个
死理：“将门无犬子。”其实，赵王如何

“认理”，已不重要，自己种的果子自己
吃，是涩是苦都是活该。问题是赵括
的父母，我们在此不得不说。

赵奢病故之前，曾对妻子说：“赵
括聪明，却过于自负，读了不少的兵
书，也讲得出许多的道理。但用兵打
仗，是关乎生死的事，然而他却把这些

事说得简单容易，如果赵国不用赵括
为将则已，如用了，让赵军失败的一定
是他。”很不幸的是，儿子被老子一言
中的。赵奢的这番话语，是对儿子中
肯的评价，也是留给妻子的一份遗
嘱。所以，赵妻在赵王点将之后，也去
力劝过赵王：“当初我侍奉赵括的父
亲，那时他是将军，由他亲自捧着饮食
伺候吃喝的人数以十计，被他当做朋
友看待的人数以百计，大王的赏赐他
也分给了军吏与僚属。而赵括做了将
军，大王赏赐的金帛，他却带回家收藏
起来，还天天访查便宜合适的田地房
产，可以的就买了下来。大王他哪一
点像他父亲？父子二人心地不同，希
望大王不要封他将军领兵打仗。”见赵
王决心已定，老夫人又抛出了一句硬
话：“大王如果一定要派他领兵，吃了
败仗，我们赵家不能受到株连！”

当然，赵王还是守信的，长平之仗
大败之后，赵王确实没有株连老夫
人。这样，又引发了很多非议：老子如
此“诅咒”儿子，是不是不近人情不近
人性？母亲如此撇清儿子，是不是过
于无情过于自私？其实不然，这是一
对情深义重的父母。望子成龙是每个
父母的希望，赵奢何尝不是如此？但
能像他这样中肯评价儿子，不浮夸不
美化的清醒者能有几人？至于赵奢之
妻，更是让人仰视。她撇清儿子，看似
自保，其实是想给赵王最后一击，使之
清醒。假如一定要说她无情，那是因
为爱子太深爱国家更深，可惜的是，这
样的母亲能有几人？

每朝每代都有“官二代”，如果每
朝每代能多涌现出一些像赵奢这样的
夫妇，那将是家庭之幸，国家之幸！

摘自《幸福悦读》

赵奢夫妇的无情与有情
刘爱平

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袁
世凯主张整肃吏治，治理公款吃喝。
为了推动新政，他经常在吃饭时召见
下属，让下属亲眼目睹自己的节俭风
范，并跟随效仿。

一天，袁世凯吩咐下人安排了两
条小鲫鱼、一小盏胡椒面和几个小馒
头作为早餐，然后专门召见了宣传部
官员王德林。袁世凯吃得津津有味，
吃饱后指着剩余的馒头和鲫鱼责备下
人：“跟你们说过多少遍，要节约……

明天没有必要准备这么多啦！”下人惶
恐地点头。袁世凯这才让候在一边的
王德林上前，漫不经心地交代起政务。

对于总统布置的那些芝麻小事，
王德林走出总统府后就忘了，而对于
总统节俭用早餐的情景，他却牢记在
心，无比感慨。回到家，他立即写下一
篇称颂袁世凯的文章，宣扬总统身居
一国之尊，早餐如此简单随便，乃国民
之幸。他还督促各大报社，务必把此
文作为头条刊发。

第二天，袁世凯读到这篇文章，心
满意足地笑了。但令王德林始料未及
的是，文章刊发后他接到许多电话，斥
责他徒有正直虚名，却做歪曲事实之
事，只为奉承讨好总统。明明自己所
写的都是亲眼所见，怎么可能失察
呢？王德林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有人
向他透露了总统早餐的秘密。

原来，袁世凯吃的鲫鱼，是派专人
到淮河捞取活鱼后用猪油浸泡，待凝
固后再密封保鲜，运抵京城；而那盏胡
椒面，仅外形与平常胡椒面相似，实则
是用鹿茸、人参等十几味中药制成的
补品。王德林懊悔不已，疾笔写下另
一篇批判总统挂羊头卖狗肉的文章，
愤然辞官。

摘自《长江日报》

袁世凯早餐的秘密
张书宁

古代那些幽默的判决
李志刚

众所周知，康德一生都未曾远
行，出游最远只到过“距他的出生地
60 英里外的安斯朵夫镇”，以致当人
们想勾勒出他人生概貌，会发现“伊
曼努尔·康德生命的历程是极难描绘
的，因为他既无生命更无历程”。但
康德终身都保持散步习惯，每天准时
沿着固定路线散步，后来街上的人都
以他出现在街道的时间来校对钟
表。这条街道，康德死后，被重新命
名为“哲学家小道”。

用康德固定的散步时间、散步路
线以及散步习惯本身，来比喻康德的
哲学，是一个有趣的尝试。康德“讨
厌一切狂想或混乱的事物，推崇逻辑
性和严密性”，一生严谨，理性，按部
就班在他的哲学小道溜达。所以，康
德痛恨浪漫主义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了，他“憎恨一切形式的放纵和幻想，
憎恨任何形式的夸张、神秘主义、暧

昧、混乱”。
但当代学者诸如以赛亚·伯林，

认为康德被冠以“浪漫主义之父”实
在也不为过。因为康德在哲学家小
道溜达时，时常陶醉于“人类自由”这
一理念。在康德看来，人之为人，在
于他能够自由选择。以自由的名义，
所有侵犯到人的自由的事物，诸如

“传统、牢不可破的古老原则、国王”
等权威，都是康德反对的对象。但康
德那套“绝对正统、半是虔敬主义半
是斯多葛主义”的理论，在他的继承
者看来，还是有点拘谨。

康德继承者，席勒、费希特、施来
格尔等，继续扛着“反对”大旗前进。
尼采式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
的伟大罪人、拜伦那样的王子和混蛋
的杂交成为新时期浪漫主义的标
榜。反对一切秩序，质疑一切教条、
规则。为什么 2 加 2 一定要等于 4？

为啥圆周率一定是 3.1415……为啥
你说的“桌子”一定就是指四条腿上
架一个平板的玩意？浪漫主义跑出
了康德的哲学小道，以为是剑走偏
锋，跑出了大格局，实际是得了失心
疯，一条道走到黑。大如法西斯主
义，小如马克斯·施蒂纳这样热烈的
浪漫主义追随者，“1856年，作为一个
绝对安静无害的疯子”，施蒂纳在疯
人院里，“非常体面又不失本色地结
束了一生”。

这或许是康德想不到的，想到了
也“会被吓坏的”。康德信奉人类自
由意志对“人之为人”的重要，就像他
信奉锻炼对身体健康的重要，但康德
在坚持锻炼时坚持一个重要原则，即
绝不出汗。“这位看起来非常传统、顺
从、整洁、老式，甚至有些乡下气的东
普鲁式教授”，有一个传说版本是说
他半夜三更睡不着觉，穿着睡衣思考
哲学。我想象他像卡通版本《蓝精
灵》里的格格巫，待在昏暗的满是瓶
瓶罐罐的实验室，加几滴“感性”到

“知性”，看着它“噗”的一声，腾起烟
雾，嘴角露出神秘的得意的笑。

摘自《信息时报》

松茸身居野生菌金字塔的顶层，
身价不菲。

天地之间，高贵者大都脾性不
俗，横挑鼻子竖挑眼，松茸亦如是。
生长地选得绝，只长在云南香格里拉
高海拔的原始森林中，又特别矜持，
只在短暂的雨季抛头露面，平时难觅
芳踪。

单珍卓玛随母亲采摘松茸已有
些年头了。小时候，松茸遍地开花，
摘回来用酥油炒着吃，是山里人的寻
常美味。如今，食尚自然，松茸成了
餐盘上的珍馐，为大都市的食客们所
竞逐。物以稀为贵，在大城市高档餐
厅的菜单上，一份炭烤松茸标价近二
千元。在茫茫原始森林，单珍卓玛和
母亲得走上一公里才能采到一朵松
茸。一天下来，要赶几十公里山路。
受这样的苦累，她们心无怨愤，唯有
感恩，感谢上天恩赐，让她们一家在
雨季凭借采摘松茸就能获利万元。

母亲从小就教导单珍卓玛，采松
茸的时候，下手要轻，避免伤到地底
下的菌丝，采摘之后，要把松动的土
连同枯萎松针轻敷回去。保护好菌
丝，才能源源不断地从山里收获这一
人间珍宝。一直以来，卓玛都是这么
做的。

包根基是浙江省遂昌县农民，家

里有片郁郁葱葱的大竹林。冬来新
笋在地里萌发，新春一场暖雨，像是
士兵听见号令似的，便齐刷刷地破土
而出……挖冬笋是门技术活。老包
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冬笋长在什么
地方，一锄下去，准能挖到。不是火
眼金睛，亦非竹仙，他的判断源自竹
鞭的长势。顺着竹鞭挖，开始是使蛮
力，接近冬笋时，为了不伤根，轻刨轻
取，像是面对一款名贵的青花瓷。

根不断，冬笋方能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江浙名菜“油焖冬笋”才能鲜
活于人们的餐桌上，永不谢幕。

七旬高龄的石宝柱是老渔民了。
15岁开始，就在吉林查干湖里打

鱼，是谙熟水性鱼性的老把式，被人
们敬称为“石把头”。 老石的拿手好
戏是在寒冬冰封的湖面上凿冰下网
捕鱼。这种情况下，捕鱼的多寡全凭
经验和运气了。

一般来说，老石出场，收获小不
了。起网了，一条条肥鱼在渔网里活
蹦乱跳，一水儿肥硕的大鱼呀，没有
一条小的。奇怪吧？一点儿也不奇
怪，玄机藏在渔网里。6×6 寸的网眼
只能网住 5 年以上或者 2 斤以上的大
鱼。那些低龄小鱼，都成了漏网之鱼
啦。千百年来，网眼的这个尺寸是查
干湖渔民约俗成的规矩。他们深知，

唯有保护小鱼，才可能源源不断地捕
获大鱼，不致枯竭。

在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中，我
认识了单珍卓玛、老包和石把头他
们，这群可爱可敬的人以自然为生，
与自然亲近，悠然地活在自然中，潇
洒而自在。张爱玲说过，因为懂得，
所以慈悲。他们懂得生灵之不易，故
而以慈悲之心猎取，以感恩之心消
受。

在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上，没有
什么东西能经得住我们毫无节制地
索取，最终它们以缘尽的方式，决绝
而去，像恐龙一样彻底消失在我们的
视野。因为人类的贪婪，地球上每
20 分钟中就有一种物种消失了——
多么可怕的现实！那些可爱的生灵，
被人类生生逼上单程道，无奈地走
了，永远不会回来。当这个世界只剩
下人类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意思，
地球还有什么意义呢？

郭尔罗斯蒙古族有句古话：“猎
杀不绝。”多么富有深意的四个字
啊！手下留情，对自然自会施予以温
情与宽厚，留有生机，任怎么猎杀也
不会尽绝。猎杀不绝，才会留下希
望。悲剧的发生，只因人的欲望。如
果说我们的心是一张网，就应该像石
把头那样，将网眼定义在 6×6 寸的仁
爱宽度。收获，但不赶尽杀绝；为己，
也利于他人。让生息之缘从我们的
网眼里漏出去，放生灵一条生路，为
爱创造活路。

——生息有缘，善待自然。
摘自《知识窗》

生息有缘
陈志宏

我国大思想家老子的师父常枞，
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众弟子环侍左
右。老子问师父：“老师！你还有最后
的教示吗？”常枞用极微细的声音说：

“你看牙齿和舌头，哪个刚强？哪个柔
弱？”

老子说：“牙齿刚强！舌头柔弱。”
常枞缓缓打开嘴巴：“你看，我的嘴里
还有什么？”

原来常枞的牙齿已经完全掉光
了，嘴巴一张开，果然是“一望无涯
（牙）”，然而柔弱的舌头依然存在。常
枞说：“这就是我为你上的最后一
课——柔弱胜刚强。”老子含着眼泪
说：“今后，我将以谁为师？”常枞说：

“你应该以水作为老师。”
“上善若水”，“水”最柔弱，但是对

人生却有最丰富的启示。“智者乐
水”，水盈科而进，遇到阻碍物就会转
个弯，但是流向并没有改变，这种不硬
碰硬，不采取两败俱伤的处世态度是
智者的风范。水看似软弱无力，却含
有无尽的内力，“滴水可以穿石”、“抽
刀断水水更流”，水奔流不息，切之不
断，为了到达目标，夙夜匪懈，勇往前
行，表现了非凡的耐力与毅力。积小
小的溪流，可以汇成大大的河川；汇合
了百川，又可以成就无边无际的大
海。水流动不息，而且变化无穷，可以
成云成雨，可以凝为冰雪。形状千变

万化，但是始终没有改变它的本性。
水的表面看似平静，却有惊人的爆发
力，一旦汇成急流，犹如干军万马奔
腾，迅速排山倒海而来，万物无法抵
挡。这种深藏能量的特性，启发了人
类效法它的预储潜力。以备有朝一
日，发挥大用。

水最谦卑，世界任何动植物都不
能没有它，但是它从不居功，也不标榜
自己的能力。默默地嘉惠了生灵万物
之后，若无其事的又往低处流去。

水最柔软，放入圆形的容器之中
就成为圆形，放入方形的容器之中则
成为方形，无论对方使出任何方法或
手段，都能从容适应，即使洗涤了天下
的污垢，依然自在快乐，在至柔之中隐
藏着刚强，最具有耐性和弹性。

“智者若水”，我们应当学习“水”
的精神，涵养柔软的心性，修炼谦逊圆
融的美德。

摘自《做人与处世》

以水为师
扶 云

1938 年 1 月，尚未成名的萨缪
尔·巴克利·贝克特在巴黎街头散步
时，被一个年轻男子捅了一刀，差点
丧命。贝克特在好友詹姆斯·乔伊斯
帮助下住进了医院，他的好友、比他
大六岁的女画家苏姗·德克沃-迪梅
斯尼尔则担起了照顾他的任务，危境
促生了情愫，出院后，贝克特和苏珊
娜住到了一起，由此拉开了他们 51
年共同生活的大幕。

贝克特生于 1906 年 4 月 13 日，
他出生的地方，是爱尔兰都柏林郊区
一座名叫库尔俊纳的都铎王室建
筑。衔银匙出生、天性聪颖、早早显
露语言天赋、曾就读于都柏林三一学
院、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任教，这一
切，使他成了一个“张狂的自恋者”，
遇刺事件和苏珊娜的留驻，改变了他
的生活、性格和命运。遇刺使他低
调，苏珊娜使他低下头来，注意到别
人的存在，并且心怀感恩。

不久二战爆发，巴黎沦陷，贝克
特加入了抵抗组织，某成员的叛变，
使组织遭到破坏，他和苏珊娜徒步逃

往法国南部。他们颠沛流离，在山
路、小旅馆、谷仓、庭院和水渠中度过
逃亡的日与夜，并在南部的村庄隐居
到战争结束，回到巴黎后，他又在圣洛
的一家爱尔兰红十字医院工作。这些
经历，使他变为古铜色，也将他们牢牢
楔在一起，从此再也剔不出彼此。

战后，贝克特开始用法语写作，
苏珊娜则成了他的保姆、秘书、读者、
经纪人、发言人、外交官、守护者，她
一个人担起了一支队伍之责。她也
成了他的福星、转运人，1950年，她拿
着被六位出版商拒绝的三部手稿找
到了刚刚执掌午夜出版社的兰东，顺
利得到了出版合约。这三部作品是

《莫卢瓦》、《马龙正在死去》和《无名
者》，三部书的出版，使贝克特的境遇
大为改善，随后，《等待戈多》出版和
上演，获得惊人的成功，贝克特名满
天下，越来越富有。

苏珊娜帮他花钱，她鼓励他去资
助那些贫困的同行和年轻人，这种帮
助，在他们并不富裕的时候就已经开
始了，现在他们富了，更没理由停下

来。她既严厉又宽厚，既认真又随
和，她身上这些美好的、明亮的力量，
改变了他的生命和气场。

1961年 2月，贝克特向苏珊娜求
婚，3 月 25 日，他们从巴黎到达英国
福克斯通，正式登记结婚。这一年，
贝克特55岁，苏珊娜61岁，距离他们
作出共同生活的决定，已经过去了23
年。贝克特告诉朋友，他之所以决定
结婚，是因为他疾病缠身，对自己“充
血的老膀胱”、病痛不断的口腔、前列
腺、眼睛和心脏一直忧心忡忡，结了
婚，苏珊娜就可以得到他的钱了。

他们的结婚，是为余生准备的，
他们的爱，从一开始也像是为老去之
后的岁月准备的，没有传奇，也不刻
意浪漫，只是静静酝酿足够多的记
忆，慢慢将生命交融。结婚后的他
们，也没什么大的改变，他们住在一
幢房子里，却各有各的房间，房间也
各有独立入口。后人认为，他们 51
年的共同生活里，很可能没有性。

1969 年，贝克特因为他那“使现
代人从精神贫困中得到振奋”的“具
有新奇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作品”，获
得196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1989 年秋天，苏珊娜去世，同年
12月，贝克特去世。两人被合葬在巴
黎的巴纳斯公墓。

摘自《深圳特区报》

宋真宗年间，正值太平盛世，大
宋王朝歌舞升平繁花似锦，京城的官
员闲着无事都喜欢吃喝玩乐，经常在
酒店举办豪门夜宴。晏殊却一下班
就回家读书充电。晏殊如此另类的
行为传到了皇帝耳中，宋真宗怎一个
感动了得！连说：“这年头，像这样自
律自爱的好干部不多啊！”就把晏殊
升为陪太子读书的贴身秘书。

这下就有大臣不服气了，凭啥升
他不升俺！宋真宗耐心跟众大臣讲
事实摆道理：“你们满地球旅游时，晏
殊在充电；你们通宵狂欢时，晏殊在
充电；你们 K 歌跳舞时，晏殊还是在
充电。你们自己说，朕提拔这样爱学
习求上进的小青年，有没有道理？有
没有？”群臣无语。

晏殊却眨着无辜的眼睛卖萌：
“不是的，皇上。其实吧，我也爱玩，
只是我家里穷，没钱任我作。要是

我有钱，早跑出去撒欢了。”晏殊绝
对有冷幽默细胞，这包袱一抖，原本
不服的大臣也有了台阶下，宋真宗
不住口地称赞晏殊真是个老实可爱
的萌人。

晏殊当上宰相后，以提携新人为
己任，范仲淹、韩琦、富弼、宋祁、梅尧
臣、欧阳修等一大串名臣文士都出自
他的门下，但他也不是随便啥人都提
拔的，风流词人柳永就曾在他面前吃
过瘪。那次，柳永去拜见晏殊，晏殊
问他：“平常有啥业余爱好没？”柳永
回说：“跟相爷您一样，酷爱给流行歌
曲填词。”

晏殊瞧不上柳永成天在妓院打
滚的行事作风，就装萌说：“那可不一
样哎，我虽然也写歌词，但不是奉旨
泡妞，也写不来你写的‘针线闲拈伴
伊坐’那般风情万种的艳词。你能教
教我咋写不？”柳永听出晏殊暗讽自

己恶趣味，羞愧地告辞了。
当了半辈子的“太平宰相”，晏殊

日子过得相当滋润，幸福指数超高，
这很自然地反映到了他的词作里。
词人李庆孙填了阙《富贵曲》，里面充
斥着诸如“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
名玉篆牌”之类金玉锦绣富丽堂皇的
描述。晏殊看后极为鄙视，连连吐
槽：“就这样的还炫富！瞅瞅，这就是
典型的暴发户，净扯些金呀玉呀什么
的，透着一股穷酸寒伧气，没有底
蕴。”

晏殊也炫富，但他追求的是小资
的意境与气象，比如说“楼台侧畔杨
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
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翻译成白
话文就是“站在露台四十五度角仰望
天空，杨花坠舞，乳燕翻飞”、“小院，
梨花；月光，柳絮，池塘；清风，拂面”，
扑面而来的都是小清新文艺范。其
实，晏殊不是真的炫耀富贵，而是在
领略富贵的趣味，他还常常拿着这几
句词得瑟：“这样的美景，穷人家有
吗？”瞧，就连炫富都这么有腔调，相
爷，你好萌！

摘自《文史月刊》

“卖萌宰相”晏殊
陈甲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