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此，户部的官员有不同的
说法。有人认为，康国栋是“畏罪
投河”。持这种说法的人是有依
据的。当康国栋带河兵截下漕船
时，那仓场侍郎临下船的当儿，
曾指着漕船上挂有黄旗的桅杆，
咬牙切齿地说：等着吧，不出三
日，你的人头就会挂在这条船的
桅杆上！

有人说，康国栋听了，脸都
吓白了。

工部的官员则认为，康国栋
“以身填河”，是鞠躬尽瘁，精忠
报国。这也是有依据的。当天夜
里，波涛滔天，康国栋带二百河
兵亲临野狼滩险段，身先士卒，
堪为表率。当时他就说过：若是
大堤决了口，他要头一个填进
去。为此，工部的同僚联名二十
多位官员上奏，请求皇上下旨表
彰，赐以美谥。

本来，人死在河上，朝廷是
可以给谥号的。毕竟，人已不在
了。然而，让皇上恼火的是，这
康咏凡上朝时，头上竟勒着孝
布、长跪不起，甚有逼宫之意。
况且，他还串通那么多的官员仕
子联名上书。这是要干什么？究

其竟不过是交争私愤，借机邀功
罢了！

因此，皇上不但不准，而且大
加申饬。面对早朝的官员，把康咏
凡父子狠狠挖苦了一番：……你以
为这是明朝吗？你以为你是海瑞
吗？你有海瑞的耿耿忠心吗？你有
海瑞的才学吗……

年轻气盛的新科进士得知父
亲死讯，已是痛不欲生，更不堪
遭此当众羞辱。听着听着，他忽
然就蹿将起来，大吼一声：皇
上，臣子要的是“忠信”二字
啊。如果皇上不相信臣子，那
么，做臣子的只有一死谢罪了！
说着，他竟一头撞在了龙柱上，
呜呼哀哉了。

也许，康咏凡临上朝前是有
预感的。他要上朝为父申冤鸣不
平，自然吉凶难料。于是，临行
前，他先是遣散了家中仆人。尔
后，给妻子写下一纸诀别：……
若有意外，妻子可自寻出路，不
必守节。若是妻子生下一男半
女，亦可回归康家。

康国栋死得冤，康咏凡死得
更冤。一门两进士，就这么不明
不白地丢了性命。从此，在清朝

的官场中，康氏父子的命运，给
百官心中刻下了两个血淋淋的
字：愚直。

…………
事隔多年，时过境迁，河洛

镇上的轿夫头已垂垂老矣。他口
齿漏风地对人讲起，当年周亭兰
大婚送轿，眼前出现一道红光，
有“黄大仙”临路拦轿……已是
没人信了。

第二章
一

陈麦子听见，那吟唱声是从
风里传过来的。

远远的，一顿一错，犹如空谷
鸟语：“若夫，坐如尸，立如齐。礼
从宜，使从俗。毋侧听，毋噭应，毋
淫视，毋怠荒。外事以刚日，内事
以柔日……（刚日则：甲、丙、戊、
庚、壬；柔日则：乙、丁、己、辛、
癸。）”

这是黎明时分，天边亮着一
片鱼肚白，路上还几乎没有行人。
一位头戴瓜皮帽，身穿青布长衫
的老人，左手挎一拾粪筐，右手抄
一粪叉，边吟边唱地在乡村官道
上走着。他的样子很庄重，也显得
有几分滑稽。既有圣人般的矜持，

又像是一只呱呱叨叨的乌鸦。
就这么走着，见地上的车辙

里有一汪新湿的牛粪，他笑着围
着那泡牛屎转了一圈，一时老爷
子童心大发，竟摇头晃脑地吟道：
蝴蝶双双入菜花，日长无客到田家。
鸡飞过篱犬吠窦，知有行商来买茶
——地上一枝花，看它莫踩它。

老人多年来一直遵循黎明即
起的古训。在他，挎着粪筐出门已
成了一种象征。他只不过是想让
河洛镇的人看一看，耕读人家，是
个什么样子。他曾经是那么骄傲。
走在镇街上，是人人都会高看一
眼的。一门出了两个进士，他怎么
能不骄傲呢？此时，路上没人。他
把粪叉扎在地上，双手环抱，身子
微微下躬，很郑重地做着迎宾的
礼节，嘴里说：请。请了。尔后，他
面北而拜，对着朝廷的方向，很恭
敬地行了大礼。

这就是康秀才了。
在河洛镇，康秀才也算是为

“字墨”献身的人。早年，家中本是
很殷实的。他很年轻的时候就中
了秀才，尔后连年赴考，年年不
中，胡子都考白了，仍不中。他发
下誓言，九死不悔，倾家中所有，
破产供儿孙读书！就这样，十二年
之间，一子一孙，从县试到乡试、
会试、殿试，一路考下来，连考连
中，一门出了两个进士。这是多么
大的喜事呀，一下子轰动全县。县
太爷亲自坐轿来送的喜报，四乡
里锣都敲烂了。贺喜的人、瞧热闹
的人络绎不绝，硬是从村外的北

沟到家门口蹚出了一条小路。
报子登门的那天，康秀才一

天接待了二十四乘官家的轿子。一
乘一乘的轿子都在门口停着，十分
壮观。府台、县台来了，连仓官、水
官、驿官们都来了……他们都是七
品以上的官员，进门就拜。一个个
很虔诚地道喜：老太爷，好福气
呀！这就是那寒窗苦读之处吗？

康秀才也就一次次地领客人
走进孙子苦读的草堂，一一给人
介绍说：是啊，大人，这儿，是儿子
读书的地方。这儿，才是孙儿读书
的地方。

多么体面风光！
来贺的人太多了，康家开的

是流水席。客人一拨一拨地来，一
连三天，大宴宾客。这件喜事轰动
了全镇。镇上的人有自觉充当喊
客的，有自愿提供桌椅板凳的，
卖鞭炮的李掌柜送来了两大捆爆
竹；一早，镇上饭铺的胡掌柜就
亲自带着厨子、家什、餐具、酒
肉菜蔬主动登门了，说是要好好
亮一亮胡家饭铺的手艺；张屠户
差人扛来了四扇肥猪，进门就
说：老爷子，让我也沾点官家的
文 墨 气 。 康 秀 才 刚 提 了 一 个

“钱”字，胡掌柜就说：老太
爷，你打我脸哪？咱回头说，回
头再说。

这一天康秀才喝醉了。他真
的醉了，醉得一塌糊涂。于是，
就在酒席上，当着来贺喜的官员
们，他微微地晃着身子，给客人
们演习二十四叩大礼。

儿媳们见他有些醉了，赶忙
过来搀住他，轻声说：老爷，
你……不敢再喝了。

康秀才厉声说：退下。这里
有你说话的地方吗？

儿媳们只好喏喏地退回去了。
醉了的康秀才倒是站得直直

的。他对众人说：咱耕读人家，
别的不说，礼仪还是很要紧的。
可以说，在本镇小地方，这二十
四叩大礼，会的人实在不多。

众人说：那是。那是。
就此，康秀才再一次理了理

衣服、袖子，郑重其事地演习了
二十四叩大礼：他前三后五、进退
有序、一板一眼地先跪后站、尔后
又磕又拜……那动作既有舞蹈一
般的洒脱，又一招一式都
标准精确，看上去根本不
像是年近六旬的老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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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文 帝 前 元 元 年（公 元 前 179
年），都城长安的未央宫大殿上，一个
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在侃侃而谈。

他说，要使汉朝长治久安，必须
施仁义，行仁政。首先，得保证老百
姓都有地种；其次要保证有足够的人
去种地；最后，保证多余的粮食能够
得到很好的储存。核心是要“爱民”，
只有予民以福，予民以财，才能得到
百姓的拥护。年轻人语句铿锵，逻辑
严密，说理透辟，气势汹涌，勾画出一
幅仁以爱民、礼以尊君、四海清平的
政治图景。被誉为“西汉鸿文，沾溉
后人，其泽甚远”。

汉文帝越听越爱听，越听越喜欢，
当即任命这个青年人为博士，使之成
为自己身边最年轻的智囊人物。

这个青年人，就是贾谊，西汉洛
阳人。当初，贾谊的才名，在河南郡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河南郡守吴公
将他召到门下，对他非常器重。在贾
谊的辅佐下，吴公治理河南郡成绩卓
著，被评为天下第一。汉文帝即位
后，听闻吴公治理有方，便把他召到
京城，授予廷尉（全国最高司法长官）
之职。吴公自然没忘了贾谊，找个机
会就把他推荐给了汉文帝。

汉朝的博士，相当于后来的翰
林，主要负责筹划治国方略，供皇帝

参考。文帝初期，百废待兴，皇帝召
见博士的次数很多。每次君臣讨论，
贾谊都有精辟的见解，而且应答如
流，往往说出了其他博士心中想过却
口不能言的看法。汉文帝非常欣赏
他的才华，一年之内把贾谊连升五
级，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

不久，汉文帝又想把贾谊升为公
卿。不料，这次遇到了阻力，周勃、灌
婴等功臣派心生嫉妒，就进言诽谤：

“这个洛阳小子，恃才鲁莽，只想着揽
权，朝廷大事儿早晚会坏到他手里
的！”

汉文帝根基未稳，不愿得罪重
臣。权衡再三，决定让贾谊暂避一
时，到长沙国担任长沙王太傅。长沙
国离京师遥远，年轻气盛的贾谊觉得
自己受了莫大的委屈，心气郁结，烦
躁不安，竟然产生了退出政坛的念
头。赴任途中，贾谊坐船渡湘水时，
突然想到了屈原，写下“历九州而其
君兮，何必怀此都也”的名句，感叹屈
原生不逢时、为奸人所害的悲惨遭
遇，借此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慨。

贾谊做长沙王太傅的第三年，有
一只鵩鸟（猫头鹰）飞入房间，停在他
座位的旁边。旧时，猫头鹰被视为不
祥之鸟。贾谊谪居低洼潮湿的长沙，
情绪低落，常自哀伤，以为自己寿命

不长。如今，鵩鸟进宅，更使他伤感
不已，于是作《鵩鸟赋》，排遣心中的
不平之气。

又过了几年，汉文帝突然想见一
见贾谊，就在未央宫祭神的宣室内召
见了他。当时刚好祭祀完毕，汉文帝
并没有向贾谊询问国家大事，只问了
鬼神之事。贾谊详细讲述了自己对
鬼神的见解，一直谈到深夜，汉文帝
听得如痴如醉，多次移动位置向贾谊
靠近。过后，汉文帝感叹说：“我很久
没看到贾生了，自以为超过他了，没
想到，还是不如他啊！”汉文帝的这次
召见，遭到了后世很多人的批评，唐
朝诗人李商隐写了一首《贾生》，讥讽
汉文帝“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
问鬼神”。

宣室问事之后，汉文帝把贾谊调
到梁国（河南商丘一带），给梁王刘揖
当太傅。刘揖是汉文帝最喜欢的幼
子，而且梁国距离京城又近，因此贾
谊对政事的热情重新被点燃了。他
多次向朝廷上疏，发表自己的政见。
这就是著名的《治安策》。认为防御
匈奴不能一味依靠和亲来换取和平，
能战方能止战，敢战方能言和，一味
妥协，只会纵容战争。对内则要“众
建诸侯而少其力”，“令海内之势如身
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然

而，汉文帝本着“宽仁”之心，却将贾
谊的远见卓识当作了耳旁风。

史实证明，贾谊的政治主张都是
正确的，只是时机不成熟而已。直到
汉武帝时期，他的“治安策”才开始熠
熠生辉，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和国
策。汉武帝用之，成就了千古美名；
汉王朝用之，奠定了百年基业。

汉文帝十一年（公元前 169 年），
梁王刘揖进京朝见汉文帝，不幸坠马
而亡。贾谊感到自己身为太傅，没有
尽到责任，深深内疚，经常哭泣，心情
十分忧郁。第二年，年仅 33 岁的贾
谊郁郁而终。

对贾谊的忧郁性格和自残行为，
大文豪苏轼直接开火：“志大而量小，
才有余而识不足。”毛主席也深深替
他惋惜：“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
吊屈文。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
付一生。”

贾谊墓位于孟津县平乐镇的新
庄村，属邙山陵墓群的组成部分。“少
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胸
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雄
英 无 计 倾 圣 主 ，高 节 终 竟 受疑猜。
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
后世人来到墓前，感叹贾谊英年早逝
的同时，也从这首诗中约略望见他朝
堂论政的勃勃雄风。

美丽惠安美丽惠安（（国画国画）） 马国强马国强

1982年，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
编辑韦君宜先生向马识途邀约创作，
用文字记录其“亲历或见闻过的许多
奇人异事”，最后促成了《夜谭十记》的
出版，1983年初版印了20万册。后于
2010年，马识途的小说《夜谭十记》
中的《盗官记》一章曾被改编成了传
奇电影《让子弹飞》而广为人知。

104岁高龄的马识途先生仍然
笔耕不辍，他念念不忘跟人民文学出
版社原总编辑韦君宜的一个约定：在
《夜谭十记》之后继续创作“夜谭文
学”。以百年人生的丰富经历为底
色，他奋起余力，写成《夜谭续记》。
作为《夜谭十记》的续作，仍援原例：

四川人以四川话讲四川故事。内容
为四川十来个科员公余之暇，相聚蜗
居，饮茶闲谈，摆龙门阵，以消永夜。
仍以四川人特有之方言土语，幽默诙
谐之谈风，闲话四川之俚俗民风及千
奇百怪之逸闻趣事。

2020年 6月，《夜谭续记》正式
出版，马识途由此写下一封深情的

“封笔告白”：“我年已106岁，老且朽
矣，弄笔生涯早该封笔了，因此，拟趁
我的新著《夜谭续记》出版并书赠文
友之机，特录出概述我生平的近作传
统诗五首，未计工拙，随赠书附赠求
正，并郑重告白：从此封笔。”表示从
此不再书写新作。

新书架

♣ 刘 稚

《夜谭续记》：百岁老人马识途封笔之作

土壤过于肥沃，自然会多生出几
株小草的。对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
丰厚的箕城来说，多出几位大师，原本
也是无可厚非的事。

汪伦即为其中之一。
跟其他大师相比，汪伦属于多面

手，他既精通古玩收藏之门道，又在美
术方面有着很深造诣。汪伦尤其擅长
画鲶鱼，他采用大写意的手法，只需寥
寥数笔，一条栩栩如生的鲶鱼瞬间跃
然纸上。就跟白石老人的虾、徐悲鸿
的马、黄胄先生的驴一样，鲶鱼也成为
大师汪伦的代表作。

箕城最为繁华的广场一角，有汪伦
开的一家古玩店，名曰“汲古斋”。店内
除了博古架上各式各样的藏品，还设有
一个茶桌和一张硕大的画案，汪伦的大
作，多是在这里完成的。平素，箕城但
凡有身份或雅致之人，都爱到汲古斋闲
坐，品茶论道之余，乘兴拎起笔小试一
下身手；也有爱好收藏的朋友，揣着自
己的藏品来店里，转让也好鉴赏也罢，
图个心安理得……聊得高兴了，汪伦往
往会慷慨解囊，拿些香茗、画作之类的
物件，当作赠品送给大家。

汪伦唯一不肯免费赠送的，却是

自己的《鲶鱼图》。
圈内人都知道，汪伦的《鲶鱼图》，

多是以条数来计润格的。因此，箕城
人每每谈及收藏，总爱问对方有没有
汪伦的《鲶鱼图》。如果说“有”，还会
再问，“汪老给你画了几条（鲶鱼）？”又
感慨地说，“汪老笔下的一条鲶鱼，比
半车活蹦乱跳的鲶鱼还值钱！”

有个叫方格子的年轻人，曾经做过
几年地产生意，有钱。富人都有个共同
爱好：弄些老物件来装点门面。有了相
同的爱好和兴趣，方格子索性拜汪伦为
师，开始跟他研习古玩收藏这门行当。

有天，方格子抱了件商代青铜簋，
兴致勃勃地来到汲古斋，请汪伦帮忙掌
眼。这款青铜簋形若痰盂，双面带耳，
通身绘有龙纹状图案，为商周时期的重

器之一。其形体古朴大方、雕工精细、
包浆完美，像这种通身带有铭文的重
器，在商代常用作礼器赠予贵宾。倘若
是真品的话，不说价值连城吧，其品位
绝非一般藏品所能比拟。

说来也巧，就在数月前，已经有位
叫韩宇的藏友，带着这件青铜簋来找
过汪伦，经鉴定为现代工艺复制的高
仿品。

当着方格子的面，汪伦没有立即
表态，而是悄悄将电话打给韩宇一探
究竟。心怀鬼胎的韩宇当场许诺，如
果汪伦能够促成此事的话，他愿意奉
上五万元作为报酬。

从卫生间出来，汪伦郑重其事地
告诉方格子，此物乃真品，且升值潜力
巨大。

方格子自然很高兴，不但拿出两
瓶陈年茅台宴请了汪伦，临结束又给
了老师两万块钱作为鉴定费。

不费吹灰之力就拿到七万元的好
处费，汪伦禁不住暗自得意。

不久麻烦就来了。方格子带着青
铜簋去参加省电视台主办的鉴宝活
动，经专家鉴定，青铜簋乃赝品。方格
子带着愤怒，把冒牌货退还给韩宇时，
韩宇却少给了他五万块钱。方格子问
为什么？韩宇意味深长地说，你去找
汪大师索要吧。

方格子越想越气，遂以汪伦涉嫌
诈骗为由，报了案。

大师汪伦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
在“知天命”之年、小河沟里翻了船
——他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汪伦被羁押期间，看守所民警专门
提供一间画室供他作画。为表达内心
感激之情，汪伦比平时愈发勤奋，艺术
手法也更加精湛，他马不停蹄，从早上
画到黑夜，再从黑夜画到黎明，终日废
寝忘食、笔耕不倦。一幅幅《鲶鱼图》像
是从印刷机里吐出来似的，漫天飞舞。

箕城从此再没人争炒汪伦大师的
画作。

小小说

史海钩沉

♣ 王 剑

贾生才调世无伦

大 师
♣ 邵远庆

短笛轻吹

以为自己曾经沧海。
童年时的体弱、青年期的奋斗，预示

着我较为不易的人生底色。21岁时，小我
两岁的弟弟猝然离世，从此家庭风云骤
变，我们姐妹五人用了近二十年的光阴，
小心呵护着父亲母亲的心灵。也就在那
一年，我结识了我的夫君，他厚重、笃诚，
却不能与我比翼翱翔长空，空负我少年
壮志，这也算为女子的不幸。在浙大读
书初期，与嗷嗷待哺的稚子生生分离，与
不愿相见的人儿偏偏聚首，又应了佛家
所谓的“爱别离”“怨憎会”之苦。

总以为，人间苦辛，我殆尝遍；人间
冷暖，我多了然……

所以，我温柔，我悲悯，同时我也坚
忍，我相信皇天之心总有一息与我相
连，因为在希望之光摇摇欲息之时总能
峰回路转，恰能保持我向上之心不坠
落，因而，我看似一湾浅浅的溪流，却能
昼夜流淌，我前面的山再高，却终会被
我甩到身后。

殊不料，高山之后还有高山。
尽管笃信凡事最终都会有一个圆满

的结局，却不觉对中途的牵绊心生厌烦，
讨厌这无休无止的考验。而这种情绪恰
恰萌生于我由专职老师初转管理岗位这
个节点。多年来受《诗经》的浸染，本有
温柔敦厚的底蕴，而素日修习的魏晋文
学此时却发生了功效，不觉沾染了谢道
韫的林下之风，在职场中稍稍逞了一把
性情。

在这过程中，我突然体会到万物皆
有因果。

又突然想到英国王太后伊丽莎白·
鲍斯·莱昂，想到她在诸事面前“绝不抱
怨，绝不推诿”的人生态度，帮助她渡过
许多人生的难关。

“绝不抱怨，绝不推诿”，意味着能从
容接受身边的人和事，这里边包含着爱、
宽容和积极的行动。此时，高山已不再
是等待逾越的高山，而是动人的风景。

如果我能拥有“绝不抱怨，绝不推
诿”的人生态度，那么，横亘在我眼前的
不论是高山还是坦途，我仍能一如既往
地像浅溪一般从容流过，只不过，沿途会
激起很多快乐的浪花。

雨过溪山如洗雨过溪山如洗（（国画国画）） 向亚平向亚平

绝不抱怨
♣ 冯 源

人与自然

榴花的热情
♣ 连晶华

“何年安石国，万里贡榴花。
迢递河源边，因依汉使搓。”据晋·
张华《博物志》载：“汉张骞出使西
域，得涂林安石国榴种以归，故名
安石榴。”

石榴原名安石榴。据史载，约在
公元二世纪，石榴产在当时隶属汉王
朝的西域之地——安国和石国（今乌
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和塔什干）。汉
代张骞出使西域时，才将其引入内
地。这其中还有一段优美的佳话。

张骞到达西域安石国以后，在
他住的房子门前，有一棵树繁花怒
放，色艳如火。张骞甚为喜爱，经
常站在其旁观赏，后经打听得知是
石榴树。后来天旱了，石榴花叶日
见枯萎。张骞不时担水浇灌，从而
使其枝叶返绿，榴花复艳。张骞完
成使命要回中原时，安石国国王赠
金送礼他皆不要，却请求带回那棵
石榴树，国王欣然应诺。不幸的是
张骞在归途中遭匈奴人拦截，在冲
杀中将那棵石榴树失落了。当张
骞人马到了长安，汉武帝率百官出
城迎接。正在此时，只见一位着红
裙绿衣的美女，气喘泪滴地向张骞
奔来。汉武帝及百官皆惊，不知出
了何事。张骞定睛一看，也大吃一
惊，这不是在安石国下榻时被自己
哄出门的那位姑娘吗？原来，张骞
起程的前一天夜里，他的房门被轻
轻叩开，只见那位姑娘正向他施
礼，请求与恩人一同前往中原。张
骞一时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暗想
必是安石国的使女想随自己逃往
中原。自己身为汗使，不能因此惹
出祸端，于是将其劝出门外，不想
今日她又追来。张骞问道：“你不
在安石国，千里迢迢追赶我们究竟
为何？”那姑娘垂泪答道：“奴不图
富贵，只求回报浇灌之恩，中途遭
劫，使奴未能一路相随。”言罢忽然
不见，旋即化为一棵花盛叶茂的石
榴树。张骞恍然大悟，向汉武帝禀
报了在安石国浇灌石榴树的事。
汉武帝大喜，命花工将其移植到御
花园中，从此中原大地就有了石榴
树。美男子潘岳在咏石榴的赋中
也写道：“榴者，天下之奇树，九州
之名果，滋味浸液，馨香流溢。”

“汉家天马出蒲梢，苜蓿榴花
遍近郊。”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诗歌，
也为我们描述了唐时长安城内外
繁茂的榴花景象。而农历的五月，
正是石榴花开最艳的季节，五月因
此又雅称“榴月”。五月石榴花的
花神，是传说中的唐·赐福镇宅圣
君钟馗，石榴花也被钟馗故里刘海
故里的西安市确定为“西安市花”，
而至于民间所绘的钟馗画像，耳边
都插着一朵艳红的石榴花，更表示
以火样性格的钟馗来做火样的石
榴花神，它虽是古代民众的诗意想
象，却也最恰当不过。

流云栖息处，故园也有石榴
树。故乡的连家老宅后院，有一棵
枝丫突兀的石榴树，仿佛劲舞的身
姿上，写满了岁月的沧桑。每年的
这个季节，它迎风而立，花开满枝，
一身碧绿，一树火红。都说红花配
绿叶特俗，可唯有这石榴树，耀眼
的榴花红，配上亮晶晶的宝石般的
绿叶，却是那样的风流灵巧，时尚
艳丽。尤其是榴花，盛放时，就像
西班牙女郎狂放奔舞时，裙摆随风
卷起的红云，洒下一地热情。

榴花的热情，也感染着世界各
国热爱生活的人们。西班牙把此
花尊为国花，在西班牙，50万平方
公里的土地上，不论高原山地，市
镇乡村，房前屋后，还是滨海公园，
到处都有石榴树叶绿花红的英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