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百家论坛
审稿：朱长青 责编：刘振华 版式：张 凌 总检：尹一冰2021年1月12日 星期二

道光《宝庆府志》记载，东汉建武
三十一年（公元55年）十月，第五伦被
朝廷任命为夫夷长。可是，他没有到
任，又于来年正月被朝廷升任会稽太
守。这样一来，第五伦阴差阳错地与邵
阳人民失之交臂了。

第五伦为人正直，为官清廉。年青的
时候，第五伦任侠好义。新莽末年，盗贼
四起。第五伦率众修筑堡垒，坚守自卫。
郡尹鲜于褒欣赏他的才干，握着他的手
说：“只恨与你相知太晚。”第五伦在民众
中很有威信，被推举为乡村小吏。他不以
官小而怠政，均徭役，解怨忿，深得百姓
喜爱。然而，志存高远的他，感到久居乡
间难有大作为，便改名换姓，远走他乡，
下海经商。他赶着马车贩盐于太原、长治
之间，所过之处，马粪扫得干干净净，路
人都称他为有道之士。他的口碑越来越
好，鲜于褒推荐他管理京城的市场。第五
伦统一衡器，校正斗斛，扭转了市场上的
弄虚作假、欺骗顾客的风气。

公元51年，第五伦被举孝廉，补任
淮阳国医工长。他有幸受到刘秀接见，
君臣相谈甚欢。刘秀开玩笑说：“听说爱
卿曾殴打岳父，宴客时不让兄长同席，
是吗?”第五伦回答说：“臣没有岳父。家
境贫寒，从未请人吃过饭。”刘秀大笑。

得到刘秀的赏识后，第五伦开始走官

运了。他先是被任命为夫夷县令。夫夷县
是建立在原夫夷侯国土地上的边远小县，
因夫夷江穿境而得名。第五伦还没来得及
赴任，就被升为会稽太守。会稽迷信成风，
民众常常杀牛祭神，搞得更加贫困。前几
任太守慑于众怒，不敢禁止杀牛祭祀的做
法。第五伦到任后，给各属县发布文书，晓
谕百姓，凡是巫祝装神弄鬼恐吓愚昧百
姓，都要捉拿问罪；百姓滥杀耕牛，也将给
予处罚。令行禁止，会稽滥杀耕牛之风逐
渐灭绝。在会稽，身为二千石一级的官员，
第五伦亲自铡草喂马，夫人下厨作饭。节
省下来的俸禄，用来帮助贫苦百姓。

刘秀死后，第五伦一度走了厄运。
永平五年也就是公元62年，他因触犯
法令，被朝廷征召进京对质，会稽百姓
舍不得他走，啼哭着拉住他的马车。第
五伦怕误了行期，暗中乘船离去。众人
知道后，又一路追到京城，上书为他求
情。朝廷迫于民众的压力，不敢给第五
伦定罪，让他回乡种田。

过了几年后，第五伦又被起用为
宕渠县令，任职四年，升任蜀郡太守。
在蜀郡，第五伦让官员申报财产，查实
后，把家境丰足的官吏精简遣送回家，
改选贫寒有节操者担任属吏，使蜀郡
的贿赂之风得到遏制。

第五伦任蜀郡太守七年后，汉章

帝继位，把他从远郡调入朝廷，接替牟
融任司空。在这个显赫的位置上，第五
伦向章帝进谏，建议削减外戚权力，任
用贤良人才。他的意见大多未被采纳，
却因此得罪了权贵。

第五伦质朴憨厚，奉公守廉，任职
以贞洁清白著称，上书论说政事从不
违心阿附。他在任会稽太守时，提拔小
吏谢夷吾为督邮。谢为官公正不阿，第
五伦妻子的车马擅入衙门，他也敢责
罚。第五伦对谢夷吾此举很赞赏，他当
上司徒后，请班固代他起草推荐信，向
皇上保荐谢夷吾。

第五伦如此公正无私，却不忘时时
反省。有人问他有私心吗？他说：“先前
有人送我一匹马，我虽未接受，可每次
举荐官员时，尽管始终没有任用此人，
我心里却无法忘记此事。我侄子生病，
我一夜前去看望十次，回来后能安然入
睡；我儿子生病，虽然没去看望，却整夜
难眠。这样看来，怎么可以说没有私心
呢？”想到自己的私心，第五伦自责不
已，便以年老体病为由，上疏请求辞职。

第五伦并未来夫夷就职，而在新宁
旧志中，竟然记载了他在新宁的政绩。
为此，道光《宝庆府志》明确指出：“新宁
志载治蹟及择学基，诬甚。”

（陈扬桂，隆回人，湖南省作协会员）

◆史海钩沉

奉 公 守 廉 的 第 五 伦
陈扬桂

苏小小，南齐时钱塘人。本
为杭州富商家庭的小姐，15 岁
那年，父母谢世，她孤身一人无
依无靠，只好变卖家产，带着乳
母贾姨移居到城西的西冷桥畔，
在松柏林中的小楼里，每日靠积
蓄生活。因为年轻有才且家底殷
实，她闲居无事经常以诗会友，
又长相玲珑秀美，气韵非常，引
得当时文人雅士、名流显贵争相
趋鹜，一时间车马盈门，声名大
噪。她在家交接宾客，相当于现
在的文学爱好者经常在一起聚
会举办文学沙龙一样。

据说，当时的上江观察使孟
浪因公事来到钱塘，得闻苏小小
诗名，派人延请她上府衙一聚。没
想到苏小小很有傲气，不愿趋奉
官人，催了几次方来，孟浪决定难
为她一下，于是指着庭外一株梅
花让她做诗。苏小小从容不迫信
口吟出：“梅花虽傲骨，怎敢敌春
寒？若更分红白，还须青眼看！”

此诗说梅花虽然有傲骨，但
怎么敢抵挡料峭的春寒呢？意思
是自己一弱女子不敢与官家为
难，官家有请只好上门来了，告
诉孟浪不要轻慢她。青眼，指对
人喜爱或器重，与“白眼”相对。
我们知道，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咏梅诗作里，几乎没有“傲骨”一

词的，是苏小小赋予了梅花“傲
骨”，也是表现了自己虽家道中
落，但也具有绝不低眉俯首、趋
奉权贵的傲骨。据说苏小小自尊
不阿的态度赢得了孟浪的赞佩。

苏小小不仅是一位有傲骨
的才女，也是一名大胆追求爱情
的有情女子。据说有一天苏小小
外出游玩，遇到了南京来的美公
子阮郁，两人一见倾心。阮郁到
苏小小家拜访，受到美人的礼
遇，从此形影不离，每日相携游
山玩水，情投意合。但阮郁的父
亲听说他与苏小小混在一起，囿
于封建礼教，非常生气，把他赶
回南京。苏小小整日企盼，不见
情郎来，忧郁病倒，后来在另一
文雅公子鲍仁的陪同下，才渐渐
恢复健康。但佳人薄命，于19岁
因病去世。鲍仁抚棺大哭，在她
墓前立碑曰：钱塘苏小小之墓。

苏小小死后，一直为后代才
子所称颂，白居易、苏轼都是其
粉丝，为其写诗。后人叹曰：“且
看青冢留千古，漫道红颜本暂
时。”“湖山此地曾埋玉，花月其
人可铸金。”让人不胜唏嘘。其事
迹见于《玉台新咏》《乐府广题》

《西湖拾遗》等。
（张先军，邵阳市诗词协会

主席）

苏 小 小 的 咏 梅 诗
——历代咏梅诗漫谈十三

张先军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
宗元《江雪》）

柳宗元因为仕途长时间不
畅的缘故，心情寂寞，山水诗也
写得幽僻，凸显孤独、冷清。《江
雪》亦是这样，二十个字描绘了
一幅幽寒的画面：所有的山都没
有鸟飞了，全部的路都没有人迹
了；江面的孤舟上却有渔翁披蓑
戴笠，不怕冰雪的侵袭独自垂
钓。“千山”“万径”与“孤舟”“独
钓”的画面形成巨大的反差，具
有十分丰富的艺术感染力。用

“绝”和“灭”字，形容极端的寂
静、绝对的沉默，不平常的立体
画面处理得十分成功。因此，静
态的孤舟、笠翁也有了生气，在
画面上活跃起来了。

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柳
宗元参加了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
新运动，革新失败后，被贬官到永
州任司马，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和
压抑，就借描写山水景物，借歌咏
隐居在山水之间的渔翁，来寄托自
己清高而孤傲的情感，抒发自己在
政治上失意的郁闷苦恼。《江雪》这
首令人传颂的名诗，正是他怀着幽
愤的心情在这里写下的。

我去过永州多次，感觉香零
山附近的江面离柳宗元被贬官到
永州任司马时的住所不远，并且
江面的水比较平缓，常常有舟船

渔者。如果雪天的雪下得足够的
大，矗立在潇水西岸，或许的的确
确可以观赏到《江雪》中的真实场
景。后来柳宗元又被贬去了离京
城更远的柳州任刺史，雪看不到
了，四十七岁就因病去世了。

柳宗元写雪的诗还有《酬王
二十舍人雪中见寄》：“三日柴门
拥不开，阶平庭满白皑皑。今朝
蹋作琼瑶迹，为有诗从凤沼来。”
柴门多日紧闭不开，门前石阶铺
满了皑皑白雪。如今有人把琼玉
般的积雪踩蹋，啊，是友人从京
城给我寄了诗来。王二十舍人即
王涯，柳宗元的同年友，时为中
书舍人。琼瑶就是美玉，这里是
指雪。凤沼即凤凰沼，属禁苑中
沼池，这里代指京城。

柳宗元初贬永州居愚溪，这
一带杂草从生，蓼花披岸，溪水
清寒，道无行人。诗的前两句描
写孤寂清冷的环境，诗的后两句
叙事抒情。世态炎凉，柳宗元被
贬永州后，鲜有故旧大臣给他写
信。除随行的表弟卢遵、堂弟柳
宗直外，几乎没有朋友与之交
往。空寂孤寂，怀人泪垂。就在这
时，接到了早年朋友王涯寄来的
诗，他无比高兴。这一“蹈”字，极
传神地描绘出他的欣喜之情。大
雪纷飞落寞极寒之时，寄来的虽
然不是家书，也能够抵千金啊！

（刘清辉，邵东市作协理事）

柳 宗 元 的 咏 雪 诗
刘清辉

为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歌颂和展示在党的正确
领导下，我市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
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团结拼搏，勇
于创新，在各项工作中取得的辉煌
成就，本报特举办“党的光辉照我
心·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征文活动。

一、征文内容
以所见、所闻、所感，用散文、

小说、报告文学、诗歌等体裁抒发
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之情，大力讴歌
我市在党的建设、经济社会发展等

各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
二、征文要求
1.作品应做到主题鲜明，脉络

清晰，文字流畅，字数限制在3000
字以内。

2.作品请发送到电子邮箱：
2628858621@qq.com；主 题 注 明

“党的光辉照我心·纪念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征文”字样；作品
后请写明作者姓名、工作单位、通
讯地址及联系电话。

邵阳日报社
2021年1月12日

“党的光辉照我心·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征文启事

一
2017 年，邵阳市建成了一个花园

式的城市广场：爱莲文化广场。其面积
之广、设计之精、花木之美、人文之丰，
堪称邵阳广场之最。命名“爱莲”也者，
盖源于宋代理学宗师周敦颐。

周敦颐（1017-1073），世称濂溪先
生，湖南道县人，宋朝儒家理学开山鼻
祖、哲学家、文学家。北宋英宗治平四年
（1067），周敦颐以永州通判摄邵州事，
即代理邵州。他来到邵阳，驻城北路（今
市政府大院），并于此开辟十亩之方池，
通资邵之清波，垒石墙以为围，植垂柳
以环池。池中植莲，叠瓣盈香，并于此作
传世之名篇《爱莲说》。清道光年间，邑
人在爱莲池建濂溪祠。同时，宝庆旧城
东县学内亦建有濂溪祠，供人凭吊、游
览。士人游之，常吟咏纪颂濂溪高风。

明穆宗隆庆（1567-1572）年间，张
元忭奉命存问岷藩王至武冈，除了游
法相岩外，特至宝庆谒濂溪祠，游爱莲
池，作《谒濂溪先生祠，游爱莲池》：“古
郡荒池在，东山资水边。弦歌曾几日，
俎豆自千年。色借亭前草，香分池上
莲。甘棠还有渡，遗泽共流传。”

张元忭访祠时，池在莲碧，因不见
专人管理，故称“荒池”，也含有前贤事业
未见光大，颇叹衰微之感。弦歌，代指礼
乐教化。当年，濂溪于此地重教育，建州
学，登讲坛，培人才。俎豆，古代祭祀、宴
飨时盛食品用的两种礼器，引申为祭祀

和崇奉之意。相传周敦颐摄邵州事为时
不久，有一说仅十月余，也有一说为时三
年。时日虽短，但兴教重文，培养一方人
才，化育一方风情，功在千秋，故后人尊
崇祭祀，绵绵不息。我远道而来，亦弹冠
拜揖，以谒先生。亭前草色青青，池上莲
香郁郁，皆为先生当年遗泽呵。且将先生
之德，与甘棠布政之召公媲美，共相礼
赞。召公，姓姬名奭，周武王之弟，曾风尘
仆仆，至邵阳市郊甘棠渡，于甘棠树下宣
讲周朝政令，体察民情，这是灿烂的湘楚
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的开端。这棵荫庇
召公布政的甘棠树，直到明孝宗弘治年
间才枯死。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巡按
御史郜光自衡至邵，见树根尚在，行文参
议张仲谦和宝庆知府陆柬，议请甘棠旧
址建召伯遗爱祠，并构古甘棠亭。清代黄
则有之《甘棠渡》诗云：“水传姓氏犹称
召，棠得名贤始觉甘。”

张元忭是绍兴山阴（今属浙江）人，
隆庆进士第一，自然崇仰重文之先贤。
后迁吏部右侍郎，谥文恭。召公与濂溪，
实是邵阳人文史上两位划时代的大贤。
相提并论，良有以也。

二
清康熙十一年（1672），宝庆知府

李益阳有题爱莲池二十言：“劫后亭犹
在，花闲仍是莲。此花号君子，其人斯
在焉。”诗虽不见殊佳，其怀念先贤之
意则已寄矣。其在任期间，于濂溪书院
增设讲堂，亦乃效先贤之风。周敦颐至

邵，第一件大事就是重教兴学，培育人
才。他择址建州学于城东，雷厉风行。
1068 年正月初三，州学竣工，他作《邵
州新迁学释菜祝文》祭告孔子，又作

《告先师文》祭告颜子。祭告毕，于州学
府前手植月桂二株。后邑人于桂旁建

“双桂轩”，以示纪念。自周子开此弦歌
之风，后来地方官员多仿效之。

清雍正、乾隆年间，东乡（今邵东
县）刘鼎恒（1685-1756），有《爱莲池感
怀》一首，缅怀周先生，情韵悠长：“为
溯潇源水一方，先生遗爱并留香。何须
净域开千叶，未许名花爱六郎。君子幽
窗堪晤对，美人巧步亦寻常。采莲纵有
无端曲，说到濂溪味道长。”感怀赞誉
了周先生的遗爱和莲花的珍贵、高洁，
让人领悟濂溪与莲花的君子之风。净
域，佛门。佛经载：释迦牟尼舌根闪千
道金光，每一道金光化作一朵千叶莲
花，每朵莲花中端坐着一尊小菩萨。所
以，千叶莲花即为佛的象征。爱莲池之
莲花，出污泥而染，临清池而妖，亭亭
净植，香远益清，更胜“净域开千叶”，
君子之花也。这种圣洁之花，当然是不
会去爱“六郎”那种奸邪佞逆之徒的。

“六郎”，武则天之男宠张昌宗，排行第
六，人称“六郎”。六郎年少俊朗，宫中
有“莲花六郎”之呼。鲁迅《秋夜有感》
中，亦有“何来酪果供千佛，难得莲花
似六郎”之句。其实，以花称男，明褒暗
讽。故刘诗反其意而用之。此等名贵之
花，君子晤对，生高雅之幽情；美人巧
步，亦属太过平常，难比莲花之美。无
端，没有起点，没有终点，没有尽头。王
昌龄有《采莲曲》，以花、月、舟、水衬托
莲女的容貌，少女置于荷花之中，若有
若无，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至美至妙，
令人遐思难收。

◆邵阳诗韵

濂溪遗泽永流传（上）
刘宝田

◆品茗谈文

红叶幽谷
雷洪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