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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 周振国

刘秀不听谗言

乡俗乡情

♣ 梁永刚

扯不断的老亲旧眷
旧时乡间，是个典型的熟人社会，重人情、讲

关系，邻里之间亲如一家，老亲旧眷来往频繁。
老辈人常说：亲戚亲戚，越走越亲。三年不

登门，亲戚变生人儿。倚床夜读《曾国藩家书》，
读到《致四弟·述养身有五事》一文，看到“老亲
旧眷，贫贱族党，不可怠慢”这行字，我不由慨
叹，想不到连曾国藩这样的大人物，也把老亲旧
眷看得很重、放在心上。

老日子里的村庄闭塞落后，道路不便，没有
通电，寻常庄户人家获取信息的渠道很单一。
老亲旧眷之间串门走动，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外
事活动，交流的是信息，联络的是感情。

土里刨食的庄稼人，物资上虽不富有，却知
感恩、重情义。老亲旧眷，不分远近无关贫富，
年来节到都有走动，一句“是亲三分向，不向急
得慌”，道尽了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

乡下人走亲戚，既不是攀龙附凤，也不是拉
帮结派，目的单一纯粹，就是为了延续撕扯不断
的血脉联系，告诫后世子孙，树高千尺不忘根，
人若风光勿忘恩。

老亲旧眷就像一棵树上的繁枝茂叶，看似
八竿子打不着的人，若是往前追溯几辈，可就是
同根同源一脉相传的至亲之人。一直到现在，
吾乡红白喜事摆宴席，都有颇多讲究和“路
数”。老亲旧眷，亲朋故交，请谁不请谁，谁来谁
不来，位置坐哪儿，谁是正客谁是陪客，喝酒时
该说啥话，都有一套章法和规矩，都要熟稔于
心，谨言慎行，不能乱套，更不能胡来。若是礼
数不周，酒薄菜少，慢待了老亲旧眷，得罪人是
小事，弄不好还会惹出大麻烦，甚至因为一杯小
酒，摔盘子掀桌子，宾主双方下不了台。

红白大事宴席上，老亲旧眷坐到一起，哪怕
两人不是一个村的，平时连个面也没见过，但三
说两不说，就扯到了亲戚上，而一旦续上亲戚，
变得亲近热乎，叙不完的乡情，说不尽的好话，
三杯酒下肚，更有如沐春风的温暖在心头荡
漾。散场临别，两人拉住手，一个劲摇晃，再三
交代，家里有事，记着言语声儿。都是老实巴交
的庄稼人，攀扯亲戚少了功利之心，有的只是贴
心暖心的情谊、常来常往的心愿。

早年间，乡间尽是土路，坑洼不平，窄狭崎
岖。逢年过节走亲戚，很多人家连一辆没闸没
铃的自行车都没有，不管老少都是步行，成年累
月，长此以往，练就了脚上的好功夫。

那时候没有手机电话，老亲旧眷传递信息，
清一色都是捎口信儿，有亲自前往的，也有托付
别人的，譬如儿子结婚、闺女出嫁、老人亡故、父
母做寿等。再者就是商议家庭大事，解决矛盾
纠纷，比如老舅出马去外甥家，多是为了主持分
家或者平息事端；遇到秋麦两季，犁地耙田，摇
耧耩地，自家没有牲口，上门请人帮忙。

乡下人厚道实诚，待人很亲，树上结的
红枣、地里刨的红薯、油炸的焦叶、炒熟的
花生……不管家里做啥好吃食，自己舍不得享
用，也不让孩子们撕开嘴吃，放到气死猫篮中挂
到梁头，藏在犄角旮旯里不让人见，只等着亲戚
上门，端出来招待客人。“自己吃了填坑，人家吃
了扬名”，是老一辈庄稼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也是我最早学会的处世哲学。

物资匮乏的年代，走亲戚是个美差事，除了
能改善伙食，嘴上不受穷，还能出去溜达一圈，
撒撒欢儿见见世面。也有不爱走亲戚的娃娃妞

妞，性格腼腆，脸皮薄，往往是父母摁着头皮发
火动怒，不得已才跟着去。

常言说：大人作假儿，小孩伸爪儿。“作假儿”
是河南方言，意思就是拘谨、放不开。早些年交
通闭塞，农家娃的活动范围小，很少出远门，更没
有见过世面。偶尔有个机会，跟随着父母，到自
己并不熟悉的老亲旧眷家里做客，作假儿是避免
不了的事情，也是通病。若去的亲戚家和自家一
样穷，举手投足还能自然一些，如果对方家里条
件好，吃的喝的穿的用的，都是自己平日里没有
见过的，难免心里紧张，走起路来都不稳当。

旧时乡间，庄稼人待客实在至极，是民风使
然，也是情分所致。有些老亲旧眷，隔着河隔着
山，成年累月不走动，大老远来一回，艰难不容
易，唯恐招待不好，客人吃不饱，自己落下“老鳖
尾（yi）”的赖名声，往后去还咋在亲戚圈里混人
呢。吃饭时，遇到作假儿的亲戚，主人往往趁其
不备，或者搲一大勺菜倒进客人碗中，或者拿个
蒸馍擩进对方饭里，令其防不胜防、措手不及，
根本无法推让拒绝，只能慢慢享用。

老亲旧眷来往走动，不只是礼品的交换、信
息的交流，更多是关系的加深、情感的升华。幼
时在乡间生活，祖父祖母腿脚不好，行动不便，
逢年过节，探亲访友，总是派遣我这个“外交使
者”，携带各色礼品，看望老亲旧眷。有些人家
去的回数多，人熟，路也熟，来去都不耽误事。
一些不常走动的亲戚，一路上还要连问带打听，
费尽周折摸到家，却连称呼都叫不准，时常闹出
张冠李戴的笑话。

早年间，乡下走亲戚，普遍实行回礼，一些富
有人家，往往把对方拿来的东西全部留下，待客

人走时，再往篮子里装些自家的东西作为回礼。
贫困人家，遇到老亲旧眷带礼来家探望，拿不出
像样的东西回礼，只好把客人带来的礼品再回过
去，其中的难堪可想而知。一般人家中等户，在
对待回礼这件事上，会采取折中法，即留下一件
客人送来的礼物，再添上一份自家的东西，这样
一来，至少改改色儿换换样儿，面子上也好看些。

一个女子，嫁到婆家，组成新家，和自己的
亲生父母常走动，也与娘家的老亲旧眷有来
往。遇到生孩子过生日的大事小情，除了自己
的父母双亲和兄弟姐妹到场外，也有表姑堂姑、
表姨堂姨上门祝贺。这些七大姑八大姨，充当
着娘家亲友团的特殊使命，除了礼节性的瞧看
之外，还带有巡视检查的意味，闺女在婆家生活
得如何，受委屈没有，婆媳间是否融洽，妯娌们
和睦与否，都是娘家人关心的话题。

往昔农耕社会，一家一户就是一个血缘关
系固定而明确的劳动单位，也是社会生产力的
最小单位。老亲旧眷日常往来，可以实现家庭
生产上的互通有无、互帮互助，也可以及时发现
矛盾、积极调停争端，起到化干戈为玉帛的功
效。老亲旧眷聚到一块，一旦发现该来的没有
来，自然要打听一下缺席的个中原因，若是亲戚
之间有了隔阂，发生了不愉快，待事情忙完，便
前去调解双方纠纷，使其握手言和，亲情依旧，
下次有事再坐到一起，皆大欢喜，其乐融融。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对于一个人来说，老
亲旧眷是一根连接血脉亲情的绳子，一头连着
前世的缘，另一头连着今生的根。对于一个家
庭来说，老亲旧眷是一把丈量人间冷暖的尺子，
镌刻着家族的兴衰，延伸着不灭的香火。

悉尼风光悉尼风光（（摄影摄影）） 吴建国吴建国

我们平时常会说到“含金量”这个
词，意即某件事物的内在质量，蕴含的
价值、意义。譬如，奥运会奖牌比省市
运动会奖牌含金量高，诺贝尔文学奖比
茅盾文学奖含金量高，企业高管工作的
含金量比一般员工的含金量高等。所
以，人们都在竭力提升自己的含金量，
这是值得鼓励的好事，多多益善。

但也不要忘了，生活中还有一种
“含诗量”，即生活中诗意的浓淡大
小。有人会说，生活无非就是上班下
班，吃饭唾觉，生娃养老，一地鸡毛，满
眼琐碎，哪有什么诗意可言？

此言差矣！所谓诗意，就是能给
人以美感的意境，浪漫、乐观、旷达、激
情，带有强烈抒情意味。诗意可以说
在生活中无时不在，无所不在，人人都
有，只是多少不等而已。关键是我们
要有一双善于发现诗意的眼睛，有一
颗敏感、阳光而爱美的心灵。

在诗人眼里，万事万物皆有诗意，
皆可入诗。在李白那里，饮酒、交友、
寻旅、赏花、品茗、离别，都诗意浓浓，
一写再写，总有新意。在杜甫看来，登
临泰山、茅屋秋雨、生离死别、烽火三
月，剑外闻捷，均诗意盎然，不写也实
在可惜，一写就成千古佳句。诗人以
诗为专业，其人生“含诗量”之高，自然
没什么好奇怪的，所以，杨万里一生写
诗一万多首，不乏传世之作，陆游一生
写诗九千多首，多有名句佳构。

我们虽不是诗人，但生活中依然
需要有一定的“含诗量”，否则，生活就
会枯燥暗淡乏味，活得浑浑噩噩，毫无
意趣。要提高“含诗量”，其实说难也
不难。前提是要热爱生活，乐观向上，
不甘平庸，积极进取，追求真善美，鄙
视假丑恶，若具备了这几条，即使不懂
平仄押韵，对仗用典，也可以活得如诗
如画，诗意不俗，“含诗量”很高。于
是，就有了民族英雄林则徐的“苟利国
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有了抗

日志士李兆麟的“火烤胸前暖，风吹背
后寒”；有了铁人王进喜的“石油工人
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有了科学
家于敏的“身为一叶无轻重，愿将一生
献宏谋”，有了导弹司令杨业功的“老
牛明知夕阳红，不用扬鞭自奋蹄”……

普通人的“含诗量”大体包括三个
层次：一是既热情拥抱生活又写诗读
诗。他们的诗情来自生活，生活孕育
了诗意，虽不是诗人，却把写诗读诗与
生活密切结合，不仅忘我劳动，无私奉
献，时不时也会有新诗问世，不为发
表，不图活动，就为了言志抒情，美化
生活，其生活“含诗量”肯定会很高，也
是最可钦佩的。

二是虽不写诗但喜欢读诗。他
们不轻易动笔，也无诗词结集，不参
加诗歌协会，却爱读诗品诗，有自己
喜欢的诗人偶像，会欣赏诗的境界，
能领略诗的思想，并将诗情带入工作
生活，在工作中做出创造性的贡献，
在生活里追求浪漫，向往自由，做到
了诗意地生活。

三是既不写诗也不读诗但诗意盎
然。他们不认识几个诗人，不知道诗
坛有哪些流派，也不会背几首古诗今
词，但却在心里装着诗与远方。有三
个建筑工人在砌墙，甲说我们在干活
挣钱，乙说我们在盖高楼大厦，丙说我
们在创造世界。相比较而言，丙的劳
动态度更自豪、乐观、富有成就感，“含
诗量”显然更高，而丙正是千千万万充
满诗意的创造者的缩影。他们的诗意
就体现在创造性的劳动上。雄浑壮阔
的港珠澳大桥，风驰电掣的复兴号高
铁，巡天遥看太空的嫦娥系列火箭，郁
郁葱葱的塞罕坝林场，满布北疆的光
伏发电，无不如诗如画，美轮美奂。

海德格尔说：“人生的本质是一首
诗,人是应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的。”因而，我们不论再忙，也别忘提高
生活的“含诗量”。

聊斋闲品

♣ 陈鲁民

提高生活的“含诗量”

荐书架

♣ 王依洁

《敢当》：当当网李国庆的创业智慧与人生哲学

当当网创始人李国庆创业30余年，他以自身创业的
实战经验结合现代管理学知识为核心，完成了自己的处
女作——《敢当：李国庆创业人生和商业逻辑》，为广大
读者揭示了当当网创始人李国庆的创业历程、商业逻辑
和人生哲学。这本书不仅是李国庆个人的创业自传，更
是一部集创业实战经验、商业洞察和人生智慧于一体的
宝贵财富。《敢当》全书共分为四大部分，从创业经历的
回顾，到对失败与成功的深度剖析，再到如何找到对的
人、做成对的事，最后是对商业模式的思考与探索。每
一部分都紧密相连，构成一个完整的创业逻辑框架。在
书中，李国庆不仅分享了自己的创业经历，还深入剖析
了创业过程中的得与失，以及一个连续创业者的世界
观、价值观、人生观。

李国庆的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他曾背负着巨
额债务，在商海中艰难挣扎。然而，正是这些困难和挫

折，锤炼出他不屈不挠的意志和敏锐的商业洞察力。他
敢于面对失败，勇于从失败中汲取教训，不断调整战略，
最终将当当网打造成一个市值高达数十亿美元的电商
巨头。在书中，他坦诚地讲述了自己与电商巨头的竞争
与合作，揭示了商业世界的运作规律。

除了创业实战经验，李国庆还在书中分享了许多独
特的商业见解和策略。他提出了精准商业模式和差异
化战略，专注图书领域，打造一站式购物体验；他积极推
进跨界合作，增加产品附加值和吸引力。在用户体验和
服务质量上，他注重优化搜索体验、加强物流配送、提供
个性化推荐，并以前瞻性的战略布局推动数字化转型。

作为互联网电商领域的开拓者，李国庆在书中对出
版行业、电商行业、直播带货等进行了深入的商业洞
察。他总结提炼了 100条人人可学习的经营管理之道，
为广大读者提供了宝贵的创业指导和商业智慧。

灯下漫笔

♣ 阿 若

向童年奔跑
路过阿贵家，那条花白狗扑了上来。要不

是铁链子拴着，我估计会是对抗中的弱手。阿
贵昨晚打牌又赢了我的钱，它也恶语相向，似乎
有点儿狗仗人势。

行至一坡坎之上，有山横亘，名印盒山。我
曾经给它取过别名，叫“华山”。印盒山是一座小
山，居于村里的最高处。山顶平坦，长不过 50
米，宽不过 20米，像一块方形的印章，故名。要
上去须手脚并用。崖壁陡峭，仅有脚尖锥立。尚
未返青的荒草给予了援手，得以攀缘而上。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我登
临印盒山而小村庄。村庄小，却时常被我内心托
起，或抚摸。站立山巅，视野自然开阔起来。整
个村庄在眼前铺排延展，高低相就，错落有致。
远处的山峰、坡地，近处的高树低枝、茅草、野花、
蔬菜，一些缠绕的公路、绳索大小的泥路、田塍、
土坎、零散的村庄、高耸的竹林……在我长久的
凝视里浑然一体，呈现出它能呈现的所有色彩：
金黄、血红、海蓝、葱绿、黛青、墨黑、翠绿、桃红、
牙白、紫荆、明黄、深蓝、灰苍、土黄……大地丰
富、立体、纵深，像多彩的画卷铺展。

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地假我以文章。诗仙
李白语词简约，一句话囊括了眼前风物。

我们是一队，眼底的土地田野，形似一把天
然座椅。中间的潮土平坦，是承接身体坐卧之
处。两侧斜坡延缓，如座椅扶手。几家农户散落
于东边扶手之下，倚势而建，没有规律。我家在
院落中心，原是地主家老宅分出来的一部分。我
的童年、青少年时光就是在此逍遥度过的。

一只大鸟，看样子像鹰，在不远处盘旋。蓝天
白云映衬之下，有时让人误以为，那是打理天空的
一块手绢，是要把天空擦拭得更蓝，还是更白？

山顶原本有一爿庄稼地，这是 30多年前的
记忆。如今被野草覆盖得满满当当，没有间隙落
脚。踩踏其上，绵软、轻巧。归来不再是少年。
草，电脑的格式化一般，删除了童年的光阴。

野草张扬恣肆，驱走庄稼，随风生长。只是
枝干纤细，难以坚强自立，如狗中之哈巴，风来
点头，风去哈腰，潘安一般望尘而拜。软骨头。
与之鲜明对比，鲁迅骨头却硬得很，敲之梆梆作
响。可鲁迅对野草的态度却模模糊糊。他的散
文诗集取名《野草》，却说：野草，根本不深，花叶
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
肉，各个夺取它的生存。又说：我自爱我的野
草，但我憎恨野草装饰的地面。鲁迅深刻，深刻
到很多人不懂，不理解，野草也不懂。野草当然
不会在乎这些，它仍在狂舞，或者歌唱。

查尔斯·西密克诗句说：“蜗牛营造了寂
静。野草是幸福的。”空山寂静得寂寞。野草幸
福与否，鱼知道。只是蜗牛缺席了现场，或许它
还在来的路上。路很短，也很长。长的是磨难，

短的是人生。
斯时，正热播电视剧《射雕英雄传》。拥有村

里唯一一部黑白电视机的小伟家很有话语权，把
院坝一围，收门票2分。一播几十集，天天收钱的
日子梦里都醒。由是，他家发达了，成为村里的大
户，先富起来。可惜，长大了，他不太成行，家也弄
得破败。我的英雄梦、武侠梦就是在那样的情景
下催生出来的。印盒山就是现实版中的“华山”，
变成一帮孩子的演武台。我和平娃、木军、阿贵等
一帮人，分别效仿东邪、西毒、南帝、北丐等人的形
象，或者扮作郭靖、杨康、欧阳克、拖雷的样子，比
比划划，打打杀杀，好不过瘾。即便踩坏山顶的庄
稼，被大人训斥，也没人抱怨辩解。那副认真比拼
的劲头，现在想来仍觉好玩。“依稀往梦似曾见，心
内波澜现 ，抛开世事断愁怨，相伴到天边。逐草
四方沙漠苍茫，哪惧雪霜扑面。射雕引弓塞外奔
驰，笑傲此生无厌倦……”往事一幕幕，热血鼓
荡。那时的我们，像山一样简单朴拙，像草一样
孤独寂寞。

“华山论剑”以后，我去部队里摸爬滚打了
多年，始才明白，武侠梦并不是那么容易实现
的，英雄也并非提刀论剑比拳头功夫。

对于一座山，或者许多山来说，时间似乎是
停滞的。少年顽劣，山是如许玩伴。中年油腻，
山青春不老野草繁茂。等我死去之后，它一如
既往地栉风沐雨。这些，都发生在我的一生之
中，或者一生之外。

我再次来这里，当然不是来演武的，或者寻
找昔日的武侠梦。我爱上了写作，与文字交上了
手，较上了劲。老家不缺任何耕种的物什，只是
没有一张书桌。母亲认字却从不写字。这个山
顶清静而无人打扰，恰好是天然的书房。腿一
叠，屁股落下去，草用尽气力，慌忙接住。掏出手
机，一个一个字快速或缓慢地落在屏幕上。

静能生慧，思虑潮水一般涌动起伏。踞坐
良久，野草沁入身体凉意。太阳开始西沉，面颜
寡淡，接近于潮汐时橙黄的月亮。

哗哗哗，一阵响动。啊！原来是一条乌黑
锃亮的蛇。它也在游山？或是我的气息惊扰了
它。猛地看到了，还真有点恐慌。这都是山的
书签，夹在山的缝隙处。等它清醒活泛，或饥饿
了，便起来翻“书”。

视线摸索着熟悉的所在。山之东南角，竹
林掩映中有人往来出入。小妹择菜，廖三切肉，
二哥剖鱼，作为主人的母亲往来打着下手。他
们都是走进生活深处的人，难不成我是人间看
客，负责记录、索引？

青瓦之上，飘起童年的炊烟，是谁在呼唤谁
的童年。

下得山来，我心头发热，身子发飘，向童年
快速奔跑。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盛夏
已至，正是赏荷好时节。几天前，在报纸上看到
了西流湖公园荷花竞相怒放的消息，本欲前往，
又思自己一八旬老翁，身体委实吃不消这炎天酷
热，不得已作罢。没想到一场雨后，褪去几分炎
热，不去观荷，又待何为？

几位好友，俱是白发翁媪，相约来到西流湖公
园。

沿着湖岸而行，映入眼帘的是大片大片层层
叠叠的碧绿荷叶。刚生出的新叶，嫩嫩尖尖，浅浅
探出水面。有的翠色欲滴，碧玉盘般托于水面；有
的宛如撑开的绿伞，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因近日
刚下过雨，荷叶上滚动着盈盈水珠。时而风大了
一些，荷叶轻轻低了一下头，水珠便纷纷跃入湖中，
和游鱼嬉戏玩乐。在这田田的荷叶中，一朵朵荷
花亭亭玉立，色彩绚丽。白色素雅，红色妩媚，黄色
清丽，粉色娇嫩。阳光下，蜻蜓飞舞，轻点于花叶之
间，一池繁花和绿叶交相辉映，真是美得不可方物。

如织的游人在岸边来回穿行，众多的摄影爱
好者云集湖边，“咔嚓咔嚓”的快门声此起彼伏。
受他们的影响，我也掏出手机，笨手笨脚地拍了
几张，发到家庭微信群，让忙于工作的亲人们也
能感受到这荷池清韵。

走累了，坐在赏花亭里稍事休息。凉风习习，
送来荷花的缕缕清香，也送走了暑气和烦恼，心情
十分愉悦。上坡下坡导致的疲累，也在满目摇曳
生姿的荷花和碧绿如伞的荷叶中慢慢消散。

鸟鸣声声，花香阵阵，和老友们不由闲聊起
西流湖的“前世今生”。西流湖属贾鲁河水系。
上个世纪70年代，为解决郑州市区生活缺水问
题，郑州市委动员并带领市民群众开渠挖湖，引
黄河水从贾鲁河往西注入，形成水域面积有60多
万平方米的人工湖。因为是引黄河水西流入郑，
因此得名“西流湖”。

西流湖公园水域面积之大，在郑州老公园
中首屈一指。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流湖既承担
过郑州“后方蓄水缸”的责任，也因它的天生丽
质吸引过不少市民前来游玩，但也在席卷而来
的经济大潮中不幸遭受过严重污染。而今，经
过治理和改造，西流湖脱胎换骨，凤凰涅槃，升
级为一座综合性城市生态公园，以它独有的风
姿和魅力成为郑州西区市民休闲的最佳去处。
我想，西流湖公园虽是由“黄河水西流入郑”而
得名，但在今天，西流湖水碧鸟白，四时花草葳
蕤；亭台楼阁，相映鱼凫浅底。更兼有这10余亩
绿荷叶红菡萏点缀其间，不经意间真有“误入藕
花深处”之感！比起那江南的西子湖，西流湖哪
有几许逊色？

如明年健康状况许可，我将会呼朋唤友，再
来欣赏西流湖荷花的美丽容颜。

♣ 王全忠

西流湖赏荷
人与自然

和刘邦晚年猜忌心重，听信谗言诛杀功臣
不一样，东汉光武帝刘秀却能明辨忠奸，善待
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忠臣良将。譬如他不听
谗言，保护为建立东汉政权立下汗马功劳的
大将军冯异这件事，便传为史上佳话。

王莽新朝末年，爆发了赤眉、绿林等多支
农民起义，一些贵族、官僚、土豪也趁势举起
了反莽兴汉的大旗，其中刘秀在舂陵，即今湖
北枣阳起兵。冯异初期在王莽政权中任职，
后弃暗投明，归顺刘秀，并担任刘秀主簿，成
为刘秀贴身助手，直至征战天下的大将军，在
协助刘秀推翻王莽新朝和更始政权、击败“赵
汉皇帝”王郞和平定赤眉军叛乱、建立和巩固
东汉政权中，可谓功勋卓著。并且，冯异与刘
秀有患难之交。刘秀曾在河北遭到自立为帝
的王郞的围剿，奔逃的途中雨雪交加、饥寒交
迫，冯异设法讨得一碗热豆粥给刘秀充饥，捡
柴生火为其烘衣取暖，舍命保护刘秀逃至滹
沱河；而这天恰遇天冷，河中冰结得厚，刘秀
这才得以从冰上过河，算是逃过一劫。

冯异为人低调谦逊，从不居功自傲，也不
显摆和刘秀的关系，他还有个雅号，叫“大树
将军”。“大树将军”的故事出自《后汉书·冯异
传》。据载，每逢大战过后，别的将领都好聚
在一起争功摆好，独冯异喜欢找棵大树，一个
人坐在下面静静地休息，久而久之，将士们被
其淡泊名利、与世无争的精神所感动，便送了
他这个雅号。唐代诗人李商隐有诗：“大树思
冯异，甘棠忆召公。”把冯异与周武王的重臣
召公相提并论，足见世人对他的敬重。

冯异长期在外用兵，虽战功赫赫、忠心耿
耿，但却有人诬告他擅权坐大，奏请刘秀提防
他拥兵造反。刘秀派人把奏章送给冯异看。
冯异惶恐，上书谢罪。刘秀以诏书回答说：“将
军与我，恩如父子，有什么嫌疑可害怕的呢？”
事实上，冯异为避嫌或堵人口舌，后来还曾要
求把妻室留在京城。但刘秀信赖冯异，不允。

建武六年，即公元 30年，冯异应召回到京
城。刘秀在朝堂上对公卿大臣说：“冯异是我
当初起兵时的主簿，为我披荆斩棘，平定关
中。”算是亲自为冯异站台，成语“披荆斩棘”
便典出于此。刘秀还下诏书斥责了以大司马
为首的诬告冯异的官员，称如果朝廷不做主，
像冯异这样“功若丘山”的名将，也要遭到谗
言的祸害。

刘秀以昭告天下的方式公开表明对冯异
的态度后，又盛情挽留冯异在京城住了 10余
天，然后赏赐冯异很多财物，并亲自送冯异携
家眷回到关中。后来，冯异领命进军义渠，平
定北地、上郡、安定、天水等郡，威震西北，开
拓了不少疆土。建武十年，即公元 34年夏，冯
异在进攻落门，即今甘肃武山县洛门镇时，病
发而死于军营中。刘秀惊闻噩耗后，悲痛至
极，赐谥号为节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