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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钵相传，也作衣钵相承。出自《旧唐书·神秀
传》：“昔后魏末，有僧达摩者，本天竺王子，以护国出家
入海，得禅宗妙法，云自释迦相传，有衣钵为记，世相付
授。”其实，这是讲述北魏时期，嵩山少林寺名僧菩提达
摩传法给慧可的故事。

相传印度僧人达摩东渡后梁、北魏时，曾从故土带
出一件棉织袈裟和食用的钵盂。因为两件物品来自印
度，是传法的凭证，佛门认为只要禅宗师父授予徒弟衣
钵，即表示佛徒已经继承了师父的道法，所以备受佛门
重视。就在达摩少林寺面壁传法时，有位和尚找到了
他，希望能得到达摩的真传。这个和尚，就是后来取的
禅宗二祖称号的慧可。

慧可原名僧可，又叫神光，原是洛阳龙门香山寺的
一名和尚。北魏孝明帝元诩正光元年（公元 520年），
僧可来到嵩山少林寺，希望达摩收其为徒，授予真传。
但因达摩专心面壁修炼，没有同意。僧可不离不弃，耐
心等待。不久，天降大雪，僧可仍岿然不动，站立门
外。一夜过去，积雪没膝，达摩亦无理睬之意。决心弘
法的僧可，为表示诚意，取出快刀，砍断自己的左臂，直
到汩流的鲜血，染红了白皑皑的积雪，这才感动了修行
中的达摩。达摩问僧可为何断臂？僧可强忍疼痛，诚
心诚意地说：“愿和尚开甘露门，广度群品！”达摩见他
志坚意切，是个可靠的人，可以传法予他，便将自己的
衣钵授给了他。自此以后，僧可更名慧可，成为达摩的
第一代传人。也是这一原因，衣钵真传，就成了禅法传
承关系的象征，一直延续至今。当然，也是因为僧可立
雪、断臂的壮举，派生出了诸如“立雪传经”“断臂传经”
等广为流传的历史故事。

达摩不远万里，来到北魏，最后落脚少林寺。为弘
扬佛法，创建禅宗祖庭，先后演绎出“一苇渡江”“面壁
九年”等动人故事，确实是位值得尊敬的伟大人物；而
本土和尚慧可，“立雪”“断臂”的壮举，同样受人尊崇。

衣钵相传，本意为僧人的袈裟、钵盂传授给弟子、
门徒。后来延伸为在学术、工艺、宗教等领域，表示由
老师或先辈将学术、技能、德行等，传授给学生（门徒）
或后人的行为。

衣钵相传
李济通

清晨天亮得越来越晚，傍晚夜幕降临得
越来越早。树木上的叶子纷纷扬扬，四散飞
舞，洒落在地。柿树落尽叶子的枝头，仅有
一两个柿子在风中晃荡。低的灌木丛也是
碎叶尽脱，清朗、萧瑟，像一幅套色木刻。

村庄、房屋、草垛安卧大地，村外的原野
和地平线上笼罩一层迷蒙的薄雾，远处连绵
的山岭，被灰褐朦胧的色彩悄悄隐藏起来。
风无遮无拦，在空旷的田畴漫卷，凛冽刺骨，
吹在人的脸上如刀割一般。风用力扫过掉
光叶子的树枝和崖畔的蒿草，发出飕——飕
——飕的声音，让人感觉冬天的威力。

村南涝池结了冰，明明亮亮，呈现出
美玉般的光泽。放学后孩子们经常在上
边玩耍，虽然冷得浑身发抖，两手紫红，玩
兴却一点不减。穿着布鞋在冰上滑，不小
心摔成一个大字，立即爬起来继续滑。追
来追去，嬉笑不止。滑冰滑累了，又捡起
小冰块，顺手甩出，看谁扔得远。

大人们还很忙碌，早晨天亮起床，把夜
里切片串好的萝卜挂在屋檐下，把分拣好
的柿子摆放在屋檐下，屋檐下就汇成了一
片诗意的色彩。再把从棒瓤上剥下来的玉
米粒摊到平房顶，准备晒掉水分，扬去杂
屑，颗粒归仓，玉米淡淡的清香弥散开来。

秋收冬藏，红薯入了窖，封上窖口，窖
内冬暖夏凉，可以长时间保鲜。忙完这一
切，女人喊男人吃饭。厨房飘出农家饭菜
的香气，自家做的馒头、玉米粥热气腾腾，
就上红萝卜丝、白萝卜丝这些酸辣小菜，
有滋有味地吃饱。女人将残饭剩菜给猫
狗拨拉一些，给笼里的鸡拨拉一些，看猫
狗吃得欢，鸡不停地啄食，亲昵地骂一句，
扛起铁锨，跟男人一块下地。

田野里的麦苗，宛如乡间清纯的少女，
一袭绿裙，曼妙，妩媚，亭亭地立在冬日的
旷野中。整个大地就被绿油油的麦苗覆盖
了，像是铺上了绿色的毯子。男人与女人
从脚下的麦苗旁走过，径直来到自家果园。

天气预报说有寒流要来，快把地翻
翻，要不，气温下降泥土上冻，就翻不成
了。两人分别紧握锨把，脚踩铁锨，利用
身体的重量一点一点将铁锨踩进泥土深
处，用力将泥土翻转，动作幅度很大，不时
惊起地里此起彼伏的鸟雀，它们叽叽喳喳
地飞向别处的麦田。

冬天翻地，还要把土坷垃打碎。深翻
后泥土能把地下的害虫冻死，又增添了活
土层，下雪时雨水渗得深，明年果树就长
得好，易挂果，品质佳。翻地很累，虽然天
气寒冷，男人已脱去了外套，女人呢，也脸
蛋通红，额头汗津津。

这时候，冬日里的天空如梦如幻般的
靛蓝，悠远，乡间成了一幅亘古的黑白素
描图，冷静坚韧，内敛睿智，虽线条简单，
却蕴含深奥的生命真谛，蓄势待发。

冬天里
马科平

飞燕 （国画） 张继强

《机器人的崛起：
大规模失业的威胁与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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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架新新

这本书对工作自动化的未来做出了令人不安和消沉的分析。
该书反映了部分群体越来越担忧自动化可能对就业——从制造业
到专业服务领域的就业——产生的负面影响，荣获 2015年 FT/麦
肯锡最佳商业图书奖

该书作者马丁·福特是硅谷一家软件开发公司的创始人，他认
为“或许需要从根本上重建我们的经济规则”，以减轻机器人和自动
化的进步带来的冲击。他提出建立保底的基本收入，即“公民红利”，
作为一项根本性的补救措施。并非所有评委都认同该书提出的解
决方案，但无人质疑其论点的力量。在对入围的六本图书展开激烈
辩论时，一名评委形容福特的书对该问题做出了“冷静而全面”的分
析。英国《金融时报》主编兼此次评选委员会主席莱昂内尔·巴伯称
该书“行文紧凑、研究深入，是公共政策辩论领域的又一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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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惊讶和困惑相互碰撞着，梨花沟的
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有的说，想不通，咋着也想不通，水和火能
搅在一起。有的说，可不，仇上仇，冤上冤的，猪
肉竟长到羊身上。

新郎就是再找上一百个人，也不该轮到
他张会海——一个曾毁了新娘家庭幸福的肇
事者！这个王丽丽莫非吃了迷魂药吗？

三年前，她和老公去镇上买东西，路上遇
见一辆大卡车远远地驶过来，俩人连忙往路边
躲，那车还是撞在老公身上，地上一片血泊，
惨不忍睹。法院很快做了判决，除赔偿之
外，肇事司机张会海因醉驾致死人命而锒
铛入狱。

趴在丈夫的尸体上，王丽丽哭成了泪人
儿。婆母娘年龄已逾七旬，瘫倒在床上；她带
着一个刚刚四岁的女儿，以后的日子比树叶
都稠，咋办呀？都怨俺连累了你，闺女……隔
了一星期，张会海的母亲走进门，颤颤巍巍地
从挎包拿出了二十万元，零零碎碎的，之后便
连连道歉。

冤家路窄。这一天，王丽丽到医院看望病
人，张会海的母亲看见了她，连忙打招呼，闺
女，你来了？恨屋及乌，王丽丽把脸绷得紧紧
的，不理不睬。你咋不和人家说话？同房的病
人陪护者告诉王丽丽，这老婆患了尿毒症，已
经到了做手术的时间，没想到儿子的车撞死了
人，就把准备换肾的钱一股脑儿拿了出来赔给
对方。她完全可以找借口拖账的，如今，像这

样有良心，有情有义的好人还有几个呢？王丽
丽的心猛烈抖动了一下。一连几天，夜里睡不
着，她的脑海里不住地闪现老人一脸痛苦，扭
曲抽搐着的情景，心像刀扎一样。

王丽丽把十万块钱送给张会海的母亲，
先让她做手术。

闺女，那钱，是命换来的，我不要！老人
眼里噙着泪，一口给拒绝了。又过了一星期，
听说张会海的母亲病情恶化住院了，王丽丽
就急忙赶过去照料，问寒问暖，端吃端喝，病
房的人都把她当成了亲闺女。气顺了，那老
人精气神儿便好了许多，病情轻了不少，没想
到又坚持了一年之久。这期间，张会海不断
从监狱中写信询问母亲的情况。老人家不识
字，王丽丽就把信读给他母亲听；回信时自然
也让她代笔。

渐渐地，就变成了两个人的通信。
他说，我不在娘身边，老娘就拜托你了。
她说，你的娘也是俺娘，你放心好了。
他说，是我对不住你，你还这样对俺娘

好，谢谢你了。
她说，谢啥呀谢的。要谢的话，你就好好

改造，争取立功减刑早些回家。

渐渐地，那信像一股绳将两个人的心拧
在了一起。说也怪，要是一星期看不到张会
海的信，王丽丽就觉得有些空虚，有些失落。
在老人快要咽气的时候，她拉住王丽丽的手，
对刑满出狱的儿子说：“这些日子你不在家，
都是人家闺女照看我，跑前跑后……”

“丽丽，我真不知道该咋谢你……”张会
海满怀感激地说。

“一家人咋说两家话呢？”不沾亲不带故，
八个棒子都打不着，咋会是一家人了呢？她
自觉失口，脸红得像一块红绸子……

这以后，张会海一有空就买些糕点、火腿
肠、鸡腿，还有玩具，去看望王丽丽和她的女
儿，顺便也帮着干地里的活，弄得水一身泥一
身的。说也怪，王丽丽的女儿似乎和张会海
有天然的缘分，他一来女儿就显得格外兴
奋。这一天，女儿对王丽丽说：“妈，人家都有
爸爸，我的爸爸呢？”

王丽丽无言答对，只好沉默。见妈妈不
吭声，小女儿说：“妈，张叔叔多好，就让他做
我的爸爸好吗？”

王丽丽说：“你问问张叔叔，看人家愿意
不愿意？”

其实两个人相互之间早就产生了美好的情
愫，只是隔着一张纸，谁都不好意思戳破而已。

现在既然被小女儿挑明了，就不再遮遮
掩掩，干脆就确定了婚姻关系。伴随着噼噼
啪啪的鞭炮声，俩人手拉手走进婚姻的殿堂，
空气中都弥漫着幸福和快乐的味道。

梨花沟奇缘
曹世忠

花瓣从枝头走向泥土
雷雨和台风洗刷，并吹走墓志铭

落叶怀揣朴素的祈祷
以秋风为伴，踏上未知的旅途

远行者，锁门的动作显得黏滞
老式链条锁的叮当声被风送到村外

一盏灯，在将自己隐入深夜之前
首先安抚好几声尖锐的犬吠

大地的怀抱之中，欣喜者和抱怨者
在同一个晨曦里醒来

这里有苦痛的人间，虚无的天堂
前者为了存在，后者为了离开

离开
吕付平

眼睛多彩多彩

小说小小

“老板”亦称“老办”“老版”或写作“老闆”，先哲取
“上土下匕为老，门中有品乃板”之意，是对工商主导
者的警称。

《雨航杂录》载：“铸钱之模谓之板。宋时铸钱，每
板六十四文，故俗有‘板板六十四’之语。今江北各省
称大钱为‘老官板’，亦是此义。称官板者，别于私铸
也。称老官板者，别于近来之官板也。”可见，“老板”一
词的源出与古代货币、币制有关。

五代十国时，河南固始县有一王姓人被梁太祖封
为闽王，公元九一六年，他自行制造大铁钱。据宋代
陶岳《货全录》载“（大铁钱）阔寸余，甚粗重，亦以‘开
元通宝’为文，仍以五百文为贯。俗谓之‘铑钣’，与铜
钱并行。”这种铑钣大铁钱既有别于民间私坊铸造的
钱，又比私钱更为可靠，故经商者、购物者都较为青睐。

铑钣在《闽杂记》有记载“今俗称之老板，本谓大钱，沿
可为店主、船主之称耳。”因大铁钱“铑钣”与“老板”音同，经
过沿袭转借，就把工商主导者统称为“老板”了。

“老板”的由来
连 航

古斋博博

记忆中，乡村曾经有着许多的行当，给乡
间田野、农家院落增添了不少热闹和欢乐。

打爆米花的人是年关乡下最受欢迎的主
儿。一个长锤形的高压烤锅烧得黑不溜秋，
另一头是一个大的竹筐用来罩着爆米花的。
沿着一条上百年的古道走进村子，家伙什儿
刚放在黄桷树下，还没来得及吆喝，一帮娃儿
就围住了。接着东家西家的人就都走了出
来，手里端着苞谷、大米或麦子，在我老家叫
打苞谷泡儿或谷泡儿、麦泡儿。类似于爆米
花，反正是逢年过节拿来待客或自己闲来吃
耍、混嘴巴子的货。娃儿们就爱看这场面，高
压锅一烧，机器一响，爆米花出锅，不管三七
二十一，捡到一颗就往嘴巴里送。苍蝇腿儿
也是肉。管不了那米花爆没爆过堂，只要能
捡着吃就行。大家心里翻着锅一样高兴，因
为打爆米花的进村，年就不远了。

货郎是乡村另一种受追捧的行当。一个
货郎担子简直就是一个百宝箱。料子布、花
毛线、针头线脑的什么都有，还卖糖果子呢。
虽然那些糖果子多半是要使狠劲儿咬着上下
牙都发酸的“鹅板儿糖”，或是扯得让人牙根
儿发痒的“麻糖果儿”，但人们就是喜欢。村
子四面环山，去镇子上要爬几匹大山梁子，往
来好几十里地，赶一回场比过一回年还难。

只好在家苦等着货郎担子进村，家长买了针
头布头余下零钱，再给我们随便买三五粒糖
果子，心里就乐开了花。只要货郎担子进了
村，娃儿们不管大小都会围上去，大家都有盼
头、乐头。大人们老爱开玩笑说，那么喜欢货
郎，等长大了就把你嫁给他或送你给他当“干
儿子”。这事儿后来当真儿成真过。后湾头
的李大妹长大后就嫁给了张家货郎，现在日
子过得可红火了。货郎的担子也早就挂起
了，在村头开起了一家“农家超市”，小洋楼住
着，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发财户。跟着货郎走，
也有好生活。

收破烂的进村，我们也高兴。烂胶鞋、烂
凉鞋、烂铁锅、烂铁锄，屋子角角落落里四处
寻找一翻，娃儿们都知道，沾了一点胶或铁的
烂家伙事儿，他都收。找出来，卖了，分分角
角的总要得几个钱儿，再等货郎进村的时候，
换些糖果子吃。有一次我失了手，大概是想
吃糖果子想疯了。收破烂的进村，我顺手就
拿了双胶鞋卖换了几个钱儿，心里乐着呢。
第二天一大早，姐在屋里大哭，上学找不到鞋
穿。原来我卖的那双鞋是姐穿的那双半成新
的。结果可想而知，父亲罚我挑竹片换了钱
给姐赔上。大冷天的，我足足干了一个星期，
这事儿至今还让我心有余悸。

乡下还有许多行当，补锅、剪头、修笔修
表的，盖草房、修磨子、打猪圈的，算八字、看
面相、耍猴的，牵公猪、唱小戏、赶鸭棚子的，
他们大都是带着自己的行头、家伙事儿走村
串户，哪里合适就停下来找碗饭吃。他们的
手艺大都精巧细致、公平公正，属祖传手艺，
挣的是良心钱，走的是社会底层路线，却给老
百姓带来了许多快乐，解决了生活中许多细
微而又实在的琐碎事。

城市正处于浮动和狂躁的当下，乡村已
经变得相当宁静或者说是寂寞。那些古老而
又传统的行当正在远山天边随着时间的流逝
而流失。

爆米花在城镇的门市上机械化地生产
着。货郎担子被送货下乡的摩的或农用车取
而代之；收破烂的呢，也早没了，这个词语都
快成了骂人的代名词。连村口校长兼撞钟的
那个学校，房子都倒得只留下半堵土墙。

没有了那些老式的行当，乡村已经失去
了本来的味道和热闹。尤其到了年关，乡下
变得平淡而无味。

乡村就像一位上了年岁的老人，等待的，
只能是岁月一天天把他融进泥土。而我们，
又在等待什么呢？

走失的，难道只是一些行当而已？

走失的行当
周天红

文散散

杜佑一直关心刘禹锡的状
况，得知禹锡在洛阳丁忧，常有书
信抚慰。贞元十三年时张建封进
京言宫市事遭叱后，禹锡曾写信提
醒杜佑谨防张建封作乱，深得杜佑
嘉许。又有禹锡登第前即为杜佑
撰《论西戎表》之事，杜佑欲招禹锡
入幕府之心，可谓久矣。因此，不
待禹锡自请，杜佑便差人将聘书送
到，令禹锡丁忧期满后即往淮南节
度使府赴任掌书记一职。

贞元十六年（800 年）初，刘
禹锡辞别母亲，再次取淮河水路
东下，正式担任淮南节度使府掌
书记。孰料尚未及与杜佑等人切
磋学问，一桩紧急军务从天而降。

第四章 刘禹锡初历国事
正如刘禹锡曾担忧的一样，

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自从贞元十
三年言宫市事遭叱之后，心意已
灰，其子张愔久蓄反志，借机在牙
军中勾结党羽，图谋不轨。贞元
十六年五月，张建封病逝，乱兵杀
死郑通诚和大将段伯熊，软禁了
监军宦官，拥立张愔为主。张愔
尾大不掉，悍然上表请朝廷封其
为徐泗濠节度使。适逢吴少诚叛
乱正炽，山南东道节度使于由新

成割据，朝廷不敢轻启恶例，养虎
为患，于是拒绝张愔上表，而加杜
佑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兼领徐
泗濠节度使，令其出兵平叛。

敕令传来，杜佑虽荣加检校
左仆射同平章事，各级官吏的官
衔俱加兼徐泗濠节度使府衔，但
淮南节度使府上下毫无喜庆气
氛，所有人都投入了紧张的备战
中。刘禹锡作为掌书记，当仁不
让地为杜佑撰写《让同平章事
表》《谢同平章事表》并《谢手诏
表》等。

杜佑坐镇中军，频频调度，
大军展开阵势，却出师不利，速战
取敌无望。杜佑在扬州如坐针
毡，不得自安。朝廷本无决战之
志，败讯传来，朝中议和姑息之声
再度甚嚣尘上，德宗皇帝又发手
诏，询问杜佑是否另有破敌之
策。刘禹锡建议杜佑：先“申明大
义，释清谣言，令叛军自行瓦解”，
然后，再“亲赴行营，统帅三军平
叛”。刘禹锡为杜佑作下一篇《请
赴行营表》，颇得杜佑心意。

不料，德宗皇帝意志崩塌，
顺从了要求息事宁人的朝议，下
旨罢兵。杜佑大军无功而返。待

善后军务处理完毕，杜佑终于有
了闲暇，将刘禹锡、段平仲等人招
至府中，合计审定《通典》。在整
理子产“论政宽猛”时，禹锡联想
到刚刚结束的徐州之役，感慨道：

“治国之道，古之圣贤诚已备述
矣！昔日子产临终时以宽猛之道
遗于太叔，而太叔宽仁，致郑国盗
贼为患，于是发兵征剿，方平盗
患。治国之道，在于以宽政爱之、
活之，以猛政律之、诫之，若今上
能深明此理，二十年来恐已无藩
镇作乱之事！”

杜佑亦有同感：“今上御国，
待宦官、藩镇过于宽纵，治百僚、
黎民过于严苛，正是古人衰亡之
兆，唯望此《通典》可稍规谏之。”

禹锡以为，“宽猛之道，非但
为治国之术，亦为养生之法。”并
写下《鉴药》一文，以见微知著，论

“宽猛迭用”之理；又写下《原力》
一篇，揭示“人力各有所长，因其
施用不同，而小大之辨不同”之
理，与宽猛迭用之论相得益彰！

刘禹锡认为，“宽猛迭用，乃
施政之道，小大迭用，乃用人之
道。宽仁之政，需委之以仁爱之
人，方可感化万民；猛烈之政，需

行之以刚直之人，乃有禁止之
效。唯有任人以其长，尽其无敌
于天下之力，国方可治之。”

因二百多卷的《通典》卷帙
过于浩繁，杜佑接受刘禹锡建议，
编印缩写本，即将其中要点辑录
出来，自成一套《理道要诀》，利于
阅读和普及。

两年幕府生涯对刘禹锡而

言是极大的进步，杜佑教导的施
政办法、文武之道使禹锡的所思
所想，再也不是只知纸上谈兵，刘
禹锡已经具备了担当更大责任的
条件。

贞元十七年（801 年）年末，
刘禹锡接到了调补京兆府渭南县
主簿的命令。禹锡于贞元十八年
（802 年）年初到渭南县主簿任
上。此时，阔别已久的好友柳宗
元任职蓝田县尉，属地与渭南紧
邻，二人得以时常相见。

刘禹锡每日公务清闲，多为
京兆尹韦夏卿代草表章而已。因
韦夏卿好游宴，常请负有时望之
辈来府讲学，刘禹锡常可聆听大
家教诲，每每乐在其中。

刘禹锡与柳宗元、韩泰等时
常同在韦夏卿府中听名士施士匄
讲《毛诗》。施士匄以丰富的学识
和辩证的思考重新梳理毛注中

《诗经》，饶有趣味，令人耳目一
新。刘禹锡和柳宗元、韦执谊、韩
泰、王伾等在追随施士匄持经考
疑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形成经以
致用的学风和独立思考的精神。

贞元十九年（803 年），杜佑
自淮南入朝，拜检校司空，同中书

门下平章事，实掌相权。刘禹锡
在杜佑的关注下，辟为监察御
史。监察御史执掌分察百僚、巡
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等实
权，因此也有“八品宰相”之称。
刘禹锡刚至而立之年便取得如此
要职，以为从此便可一展抱负，不
由兴奋地记载情状道，“避御史之
骢马，逐幸臣之金丸。”

仕途顺利使刘禹锡诗文更
有影响。京师达贵皆愿与他往来
唱和，以韵相酬。此年，刘禹锡娶
京兆府水运使薛謇之女为妻，置
家光福坊一处宅院，琴瑟和鸣，夫
唱妇随。

在御史台，刘禹锡幸运地与
两位故友韩愈、柳宗元成为同僚，
终于得以日夕相对。此时三人年
岁相仿，志趣略同，在御史台共事
期间，结下了终生不悔的友谊。

为监察御史时日稍久，刘禹
锡便发觉这“八品宰相”其实难
为。大唐此时，早已不是纲纪严
明、法令威赫，而是官风日下，民生
凋敝。尤其是宦官及其党羽横行
于市，根本不在监察御史管辖之
内，就连地痞恶霸也多有宦官为后
台，令执法者徒叹奈何。更讽刺的

是，德宗皇帝对监察御史们并不信
任，命北司宦官刺探百官行止、民
间议论，就连御史台也在北司的监
视之中。禹锡只能按捺雄心，等待
时机，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和韩愈、
柳宗元讨论学术、切磋诗文之中。
三人不仅相互研习，且同往《春秋》
大家赵匡、陆质等人处登门求教，
学习王霸之术。尤其在陆质处，辨
析研究陆质所著的《春秋微旨》《春
秋集传纂例》《春秋集传辨疑》，不
仅使刘禹锡拓展了眼界，更与凌
准、吕温、韩晔等人相识、相知，结
为莫逆。

第五章 千钧一发朝堂惊
贞元二十年（804年），随着德

宗皇帝几场病恙，朝野内外都嗅到
了一丝异样的气息，各怀所图的人
们在谋划着，行动着，期待着。

刘禹锡与王叔文之党相善，
此时已经是朝中众人皆知之事。
前因刘禹锡协助韦执谊检拔才
能，便使禹锡门庭若市，此时更有
欲投机取巧拥附太子者蜂拥而
至，禹锡自感身负重责，不敢怠
慢，每有来者必待之以
礼，刘府更为喧腾之地，
禹锡亦常感不胜其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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