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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鲁叔，做何生意？”
“你姆妈去典手镯，说明家

中缺钱。鲁叔开钱庄，则是把钱
贷给紧缺之人，以解燃眉之需。
我们一缺一贷，正可做成生意。
鲁叔今朝放款予你，待你挣到钱
时，连本计息，一并归还，如何？”

“不瞒鲁叔，晚辈正有此意，
这正打算张口呢，鲁叔竟替晚辈
讲了。”

“呵呵呵，”俊逸笑起来，“我
们叔侄是心有灵犀啊！贤侄欲贷
多少，说个数！”

挺举指指案上的四十块银
圆：“就是此数。”

“没问题。”俊逸当下允诺，
“既为放贷，我们就依钱庄规矩，
年息百分之十，贷期一年，何如？”

“悉听鲁叔。”
“齐伯，拿纸墨来，让贤侄书

写凭据。”
齐伯拿出纸墨，挺举书写好

凭证，双手呈给鲁俊逸。
“贤侄啊，”俊逸收好凭据，

“钱庄做生意，都是有保的。要
么是人保，要么是物保。鲁叔既
不要你人保，也不要你物保，只
要你一句话，一年之内，能否归

还此款？”
“挺举如期奉还。”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届

时贤侄若是归还不上呢？”
“听凭鲁叔处置！”
“要是这说，”俊逸紧盯挺

举，“鲁叔倒有一个处置！鲁叔
在上海有些生意，眼下正缺人
手。若是贤侄无钱可还，就须前
往上海，从鲁叔学徒，以工值抵
扣本息。”

“鲁叔，”挺举凛然正色，“晚
辈贷的是钱，不是工。所欠本息，
晚辈承诺如期归还。如果鲁叔信
不过晚辈，晚辈可以不贷，请鲁叔
将晚辈所写贷据归还。”

“呵呵呵，”俊逸换过脸色，
连笑数声，“贤侄误会了。鲁叔一
生都在和钱打交道，生意尽管不
大，却也不差这几个小钱。只是
此番回来，一连串事体让鲁叔看
到了贤侄的为人，有意邀请贤侄
帮忙。这笔款子不过是个由头。
以贤侄的人品与才气，如果营商，
前途无量呢。”

“多谢鲁叔美意。”挺举这也
缓和颜色，拱手应道，“晚辈甚想
跟从鲁叔，以效犬马之劳。只是，

先父遗愿，晚辈不敢有拂。十数
年寒窗苦读，亦不忍轻言放弃，眼
下秋闱在即，晚辈决心已下，欲往
一搏。人各有志，还望鲁叔谅
解。”

“贤侄志在科场功名，鲁叔
理解。鲁叔之意是，如果科举之
路走不通呢？”

“只要用心去走，世上就没
有走不通的路。”

“呵呵呵，谋事在人，成事却
在天。如果上天不遂人愿，”鲁俊
逸从袋中摸出一张名帖，摆在桌
上，“此为鲁叔名帖，贤侄可随时
持此帖到上海滩寻我。”

“谢鲁叔厚爱。”挺举收起名
帖和钱褡子，起身揖道，“鲁叔，齐
伯，晚辈告辞。”

俊逸起身，还一揖：“恕不远
送。”

挺举大踏步走出，齐伯送
行。

目送二人出门，俊逸摇头苦
笑，心道：“唉，今日看来，伍中和
追加的这场赌，想不应战也不成
了。”

踏上大比之路的第一个消息
盘费落定后，伍傅氏就催挺

举他们早一日走，留下充裕时间，
免得手忙脚乱。

翌日晨起，出行时刻到了，
挺举二人如愿搭上船，经过后晌
和一夜的颠簸，太阳一竿子高时，
在钱塘江边步下船舷。

天色尚早，无须赶路，挺举、
顺安也就晃晃悠悠地走着，途中又
饱餐一顿，抵达贡院街时已是后晌。

二人沿贡院街由东而西，边
走边看，尤其是顺安，看不尽的稀
奇，不住地问这问那。

挺举、顺安走在一道高大的
围墙外面。墙内就是号舍，也即
生员的做题之处，高约六尺，深约
四尺，宽约三尺，一个挨一个，就
如鸽子笼相似。号舍之内，左右
两壁皆是砖墙，离地面一二尺间
各砌出上、下两道砖托，置两层木
板，上层为桌案，下层为坐凳，考
生白日伏案考试，夜晚困倦时，就
把上层木板取下，拼入下层，蜷缩
休息。三场大比，七夜九日，老少
考生不得出这号舍一步，出去即
为放弃。

走到贡院正门时，二人不约
而同地停住脚步。

顺安的目光投在大门两侧
的一副楹联上：

下笔千言正桂子香时槐花
黄后

出门一笑看西湖月满东浙
潮来

顺安吟咏一遍，问道：“阿
哥，这对联吟起来拗口，哪能和这
考场不对题哩？”

“怎么个不对题了？”

“考场对联应该写神仙帮
忙、上天助力、才比三江、百家争
鸣之类，此地却写风花雪月，岂不
是跑题了？”

“阿弟有所不知，”挺举应
道，“考生数年苦读，在此一举，一
进考场，莫不身心紧张，精神恍
惚。此副楹联可让考生身心放
松，正对题呢。”

“我哪能看不出有啥放松
哩，阿哥这来解解。”

“考生是八月初九日入场，
八月十七日夜出场。阿弟想想
看，考生入场后，正值满院桂花生
香，身心就会舒畅，才思就会如行
云流水，下笔千言就如有神助一
般。经过九日苦战，待出场之时，
无不身心疲惫，抬头一看，中秋皓
月当空，侧耳一听，钱塘江潮声
起，顿时物我两忘，疲劳尽去矣。”

“呵呵呵，”顺安憨笑道，“经
阿哥这一解，这副楹联真就对题
了呢。”指着院门，“八月初九就要
进场，今朝八月初五，照规矩此地
应该有人打理才是。可你看看，
大门里冷冷清清，哪能没见个人
影哩？”

经顺安这么一讲，挺举这也

意识到什么，情不自禁地“嗯”出
一声，扭头四顾：“阿弟所言甚
是。前两次随阿爸来，无论提前
几日，此地也是人声鼎沸，长衫生
员满街游荡。今朝倒是怪哩，满
街冷冷清清，不见一个长衫之
人。”眉头微锁，“会不会出啥大事
体呢？”

“阿哥快看！”顺安猛地指着
前面，不无兴奋地叫道。

挺举抬眼望去，前面不远
处人头攒动，急与顺安跑去，原
是一群人正围在贡院的龙虎墙上
观看什么。二人挤进去看，上面
竟然是一连几张告示，清一色与
革党有关，其中排在第一的是缉
拿在上海刺杀朝廷命官的革党要
犯陈炯，上面赫然描着他的头
像，凡密告此犯下落者，赏光洋
一百元。

张贴榜单的贡院龙虎墙竟
然贴起这玩意儿，挺举一下子懵
了。待回过神来，挺举见身边站
着一个戴斗笠的络腮汉子，抱拳
问道：“请问先生，这堵墙上，
哪能贴起这些来？”

络 腮 汉 子 瞄 他 一
眼：“你说该贴什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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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纯棉朋友
王太生

随笔

物无美善，过则为灾
侯发山

春节期间，上网浏览发现两条与饮酒相关的新
闻：一则是年仅 45 岁的中国作协会员、《四川文学》
编辑何承亨春节前夕回家祭祖，因过度饮酒导致突
发疾病，不治而亡；另一则发生在台湾，一对年轻夫
妻过年期间带着 9个月大的儿子首度回娘家。丈夫
酒驾，在离家仅剩 8公里时冲撞桥墩，当场被夹死在
车内，妻子抱着孩子被甩出车外，双双死亡。类似
的例子在我们身边时常发生，我这个小地方两三年
间，我熟悉的就有三个人因喝酒死亡，而且年龄都
在五十岁左右。众所周知，过度饮酒、酗酒是件很
不好的事，《弟子规》上讲，“饮酒醉，最为丑”，醉后
失掉自我控制，胡言乱语，行为癫狂，出尽了洋相，
是很丢人现眼的。除了刚才讲的中毒死亡、喝酒猝
死外，饮酒、醉酒驾车，危害交通安全，造成交通事
故；有其他疾病的人喝酒降低了药效，加重了病情；
有的人因为喝酒夜不归宿，对家人照顾不到，导致
夫妻争吵、打架，甚至离婚，等等。

俗话说，无酒不成席。中国人聚会聚餐少不了
喝酒，不仅仅是国人的热情好客，也是中国酒文化
的具体体现。不论是逢年过节、婚嫁喜庆、生孩子、
过生日、入学升职，还是朋友聚会、战友重逢、谈生
意做买卖，都要宴请，都要喝酒。这是高兴时喝，不
高兴时也喝，说喝酒解闷，借酒浇愁……似乎除了吃

喝，已经找不到更好的交流、答谢、发泄以及寻求合
作的方式。聚会聚餐喝点酒这是人之常情，无可厚
非。关键是，这酒怎么个喝法，达到什么样的境界
才是最好。

酒，的确是个好东西。它可以提神助兴，可以滋
补身体。除此之外，酒还是很好的交际工具。酒给
席间增添很多话题，边饮边聊，融融浓情和酒一起
暖遍全身。酒兴所致，心扉敞开，欢声笑语，此起彼
伏……所以说，喝酒可以交流思想、增进友谊、消除
隔阂、融洽关系，平日里有些小矛小盾，只要有一方
端起杯子敬上一杯酒，便可冰释前嫌，重归于好。
但是，往往一旦喝起来，就“感情深一口闷”，敬酒的
人感到让人喝个够才有诚意，请客的人让一醉方休
方显真情。“物无美善，过则为灾”，结果，就出现了
文章开头的一幕幕，造成许多人间不幸和悲剧。我
想，这样的结局是谁也不愿看到的，特别是同桌一起
喝酒的人，会成为永远的痛！赴宴吃请，特别是喝
酒，已成不少人的沉重负担。笔者也算是性情中人，
但是接到喝酒的电话也是胆战心惊，不得不推三阻
四，说谎话找借口，实在推不掉，只是硬着头皮上，喝
酒的滋味真比喝毒药还难受。在酒席间，笔者也曾
见到不少人偷偷把酒倒掉，或是将水倒进酒杯里以
假乱真，或是跑到洗手间把酒“吐”出来。笔者也喝

多过，自己难受，连累家人，有时候睡了一晚上，第二
天昏昏沉沉，头重脚轻，什么也干不了。

有人说，有三类酒还是不喝为妙：一是掺杂功
名利禄的酒；二是主人奢侈炫耀的酒；三是舍身不
要命的酒。这三类酒，轻则喝得心中生闷气，重则
会严重伤身。笔者认为这话说得非常正确。喝酒
一定要文明，要把握好一个度，超过了这个度，就
会影响身体、影响团结、耽误工作。在现实生活
中，酒谁都不想喝，但能让对方喝多、喝醉感觉是
一件爽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想喝为什
么让别人喝呢？老话说得好，“酒品即是人品”。
喝酒是一个人学识、精神、气质与水平的张扬，嗜
酒如命，恃自己能喝酒而逼人喝酒者，肯定是一无
风度二无修养之人。

至于喝什么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种意境与
氛围，那种情趣与气场。喝酒的过程，其实也在与
朋友相聚时相互品味人生，学会感恩和谦和，追求
豁达与淡泊的一个过程，这样我们才能品出美酒的
热烈与香醇，才能品出朋友之间的真情与厚谊，才
能品出生活的韵味与多彩。有时候，“以茶代酒、
以水代酒”未尝不是一种时尚的选择。“只要感情
有，喝啥都是酒”，这样的境界，我想大多数人和我
一样喜欢。

文史杂谈

宋代医生考核
郭华悦

在古代，如何考核一名医生的业
绩呢？

如今的很多医院，考核多数重量
不重质。一名医生，一年到头医好了
多少人，不重要；关键是给多少人，开
了多少药，这才是考核的关键！

可若是在宋代，这么干，可就行
不通了。

宋代的杭州有家医院，叫“安济
坊”。这家医院是怎么考核医生？最
顶尖的级别，是每年治疗一千人以
上，且至少十全八，也就是说，十个病
人里头，起码有八个被治愈，治愈率
在八成以上。这样的顶尖医生，奖励
是度牒一道。

这度牒是啥玩意儿？其实就是
政府发给僧尼的证明文件。古代，为
了控制僧尼的数量，采用了发放度牒
作为身份证明的方式。安济坊是僧
人主持管理的医院，有了度牒，就是
说被国家承认，是国家“编内和尚”，
可享受编内的待遇。

可别小看这“编内”！正如如今
的公务员，有编制，就是正式的国家干
部，享受一系列福利，工资照拿，退休
金也有，旱涝保收，还不容易下岗。可
若是没编制，就是编外人员，和“临时
工”差不多一个等级。有福利，难得捞
到；出了事，就得背黑锅。所以呀，宋
代的僧人，若是有了度牒，不仅衣食无
忧，还能免租免税，享受一系列待遇。
对于僧人来说，有了度牒，可比钱财好
多了，起码能保证一生不愁。

第二等级的医生，则是每年治疗
五百人以上，治愈率达到八成。这样
的医生，也是业内的佼佼者，年终奖励
二十贯钱。一贯钱等于一两银子，宋
代的一两银子，保守估计，也得相当于
如今五百元的购买力。所以，第二等
级的医生，奖励是一万元的年终奖金。

当然，再往下的，就是普通的医
生。对于这些普通医生来说，考核
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奖金，而是合
不合格。

新书架

《流动的月光》
王佳琦

《流动的月光》是台湾诗人、散文家席慕蓉最新散文集。
席慕蓉用一颗澄澈的诗心，来体认生命中幽微辽远的感

动与牵挂；用温润入心的文字，讲述时光长河里绵长的喜悦与
哀愁。童年动荡年月里的辗转与彷徨，初踏蒙古原乡的悸动
与澎湃，与灵魂相契的友人的倾心与交流……时光流转世事
变迁，她与时间握手言和。

席慕蓉的诗，纯粹澄澈，曾打动几代年轻人；席慕蓉的散文，
有着田园式的牧歌情调，在浅白的诉说中，依然是隽永的诗心。
读她的文字，一如与一位素未谋面的朋友的交谈，娓娓动人。

席慕蓉，祖籍蒙古，生于四川，童年在香港度过，成长于台
湾。于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后，赴欧深造。担任台湾新
竹师范学院教授多年，现为专业画家。

著作有诗集、散文集、画册及选本等五十余种，读者遍及
海内外。近十年来，潜心探索蒙古文化，现为内蒙古大学、宁
夏大学、南开大学、呼伦贝尔学院、呼和浩特民族学院等校的
名誉（或客座）教授，内蒙古博物院荣誉馆员。

绿城杂俎

西晋地图学家裴秀
陈甲取

西晋名士裴秀出身于贵族世家“河东裴氏”，是官三
代，他的爷爷与老爸，分别做过东汉、曹魏的尚书令。

曹魏末年，权臣司马昭执政后，倾向于立二儿子
司马攸为接班人。大儿子司马炎急了，他自认天生异
相（《晋书》载其“发委地，手过膝”），就向裴秀请教
说：“先生您看，从外表上能看出人的贵贱吗？”裴秀
说：“也许吧。”司马炎就把自己的拖地长发与如猿长
臂秀给裴秀看，以示自己并非常人。要知道双手过膝
可是贵人的标准配置，譬如说刘备就是这样的体征。
裴秀一看，哎哟，不错哦，贵极了！就此成为他的“铁
杆粉丝”。

不久，司马昭就接班人人选向大臣们征求意见，裴
秀说：“司马炎同学声望极高，又是龙态凤姿，一身帝
王相，将来肯定是要当皇帝的！”司马昭一听，说的也
有道理，就采纳了他的建议。司马炎接班人的地位由
此确定。

司 马 炎 建 立 西 晋 后 ，对 裴 秀 投 桃 报 李 ，先 后 任
命他做了尚书令和司空。官是做的够大，然而对于
裴秀来说，最大的成就却不在此——做官不过是副
业，绘制地图才是他的主业。裴秀担任司空时，除
负责朝廷政务外，还主管全国的户籍、土地、田亩赋

税和地图等事。正因职务关系，裴秀有机会接触到
很多地理和地图知识，由此开发出了地图学家的兼
职身份，这身份在后世的知名度远远超过了他的官
员身份。

当时，朝廷珍藏的地图过于巨大，动不动就是由几
十匹丝绢制成，不仅查阅不便，而且不够精确。有人绘
制了一幅《天下大图》，足足用了 80 匹绢。裴秀采用“一
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大约为 1:180 万）”的比例尺，把
那幅巨图微缩成一丈左右的《地形方丈图》，并且把名
山大川、河流湖泊、城镇乡村等标注得一清二楚。

作为地图学家，裴秀在地图理论学方面很有建树，
最早的历史地图集《禹贡地域图》就是他的作品。他
还提出了“制图六体”，即分率（比例尺）、准望（方位）、
道里（距离）、高下（地势起伏）、方邪（倾斜角度）、迂直
（河流、道路的曲直）等绘制地图六项原则，这在世界
地图学史上也属划时代的创新举措，即便是如今也在
沿用。

鉴于裴秀在地图学方面的成就，人们称他为“中国
科学制图学之父”，将他与古希腊那位提出“地心说”
的大神托勒密相提并论。即便在现代，国内也将地图
制图最高荣誉奖命名为“裴秀奖”。

花鸟（国画） 唐云

苍劲（钢笔画） 梁尔谷

按材料和质地划分，朋友是可分为
两类的，一类纯棉朋友，一类化纤朋友。

纯棉朋友，吸汗、透气。你提意见，
他听得进。你有什么心事困难，他会帮
你化解、消散，是可以掏心窝子的，就像
流汗时，两片棉布汗衫和皮肤经常粘在
一起。

化纤朋友，有江湖义气，说出的话，
称兄道弟，这样的朋友，大概是在酒桌上
认识的，属于生意场上的合作伙伴，为了
某种利益而走到一起，因为特殊的关系，
彼此走得近。酒热耳酣，脱去很华丽的
外套，静电会啪啪作响。

朴素的纯棉，保暖、熨帖。一碟茶
干、二两花生米，聚餐都在小酒馆里。从
前，我和于二经常用干净的荷叶，包半斤
猪头肉，坐在荷塘边喝酒。我们一边喝
酒，一边谈诗。于二摇头晃脑，“水珠在
荷叶上滚动，我们坐在荷塘边喝酒，喝的
是二两瓜干的兄弟情谊……”

我和张哥是三年前认识的。一次，
我们一行人到古村采风，我走累了，坐在
村口一块大石头上，张哥见我不再挪步，
怕落下我一个人寂寞、孤单，就陪我坐在
那块大石头上说话聊天。

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好友，刘、关、张，
桃园三结义；竹林七贤，竹下纵歌饮酒，
酣畅淋漓；俞伯牙和钟子期，高山流水；
管仲与鲍叔牙，患难莫逆；廉颇和蔺相
如，将生死置之度外……这些都是纯棉
朋友。

王子遒是古今第一“纯棉哥”，他夜
半刚想安寝，忽然想起好友戴安道多日
不见。便穿衣下床，乘一叶小船，冒着鹅
毛大雪，天明时赶到戴的府上，见朋友安
卧鼾眠，便转身折返。“纯棉哥”看朋友，
凭的是感觉，对朋友的情义，尽在一个

“挂念”。乘兴而来，尽兴而归，这样一个
过程，他享受到了。

李白和汪伦也是纯棉朋友。在皖南
泾县旅行时，我不忍再看那潭水，让它保
存在我心中想象的样子，只与桃花潭擦
肩而过。

纯棉，绿色、环保。我在苏北离海不
远的地方采过棉。棉絮从棉桃里炸裂，
喷簿而出，有着很强的柔度和韧性。

有些朋友天生就是纯棉质地。我
在外地的酒桌上，认识一个人。那个人
见到我也很开心。酒宴散后，他说他家
住在附近，一个人独自步行回家，走得
很远了，还回过头来，步履踉跄地倚在
一根昏黄的电线杆下，老远冲我招手，
又招手。

与朋友聚会，终有一别。人散后，我
常常沉浸于丰子恺“一钩新月天如水”的
朦胧意境之中，起风了，天已凉，该披上
一件棉质地的外衣，保暖、保温。

人与动物之间，也有纯棉朋友。
尼采就曾抱过一匹马哭泣；金岳霖

和一只大公鸡，曾在同一个桌上吃饭。
网上读到有个小伙游新疆，临别时抱着
一头驴号啕大哭。这个小伙在朋友的帮
助下，买了一头驴，用了两个多月时间，
赶驴车游新疆，风餐露宿的戈壁沙漠；风
尘仆仆的旷野孤烟，小伙与驴建立了深
厚的感情，数千公里的旅行结束了，由于
驴没法运走，小伙子只能把它卖给当地
一户牧民，离开时抱着驴依依不舍。

还有一类朋友，棉和化纤混纺，要看
材料的混合比例。比如，80%的棉，是结
识时间的长久，像少时的玩伴或旧友；
60%的棉，是一个圈子，有相同的口味和
喜好。

纯棉朋友，不跟你借钱，也不跟你合
伙做生意。朋友之间，一渗入钱，染上铜
臭，关系也就不纯了，他们之间也就很难
再是纯棉朋友。

有些朋友，渐行渐远。交情的这
件大衣，在风中哗哗作响，只剩下 50%
的棉。

50%的棉，就是一般朋友了。

变

刘昊坦

一

星儿亮了，数儿不够多

月儿明了，个儿不够大

山儿绿了，鸟儿有些少

水儿清了，鱼儿懒游滑

二

衣儿鲜了，五光十色

粮儿杂了，百味任取

房儿敞了，四季如春

路儿少了，车流成河

三

情儿重了，万里外想家

趣儿多了，七夕节有俩

气儿顺了，农家落凤凰

色儿全了，嫦娥舞三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