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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9 日，夏县禹王镇司
马村举办庙会纪念司马光诞辰
1005 周年，观众在村委会大院人
民舞台前看大戏。

据 了 解 ，为 纪 念 司 马 光 诞
辰，11 月 17 日至 11 月 19 日，司
马光故里夏县禹王镇司马村举
办了为期 3 天的庙会。其间，夏

县蒲剧团开展免费送戏下乡惠
民活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特约摄影 张秀峰 摄

本 报 讯（ 记 者
赵卓菁）据悉，永济市
文化和旅游局将在永
济 市 人 民 剧 院 开 展

“学习宣传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精神”“礼
赞新中国 逐梦新时
代”城区惠民演出活
动，六天八场经典剧
目，让广大群众共享
戏曲盛宴。

演 出 时 间 为 11
月 23 日 至 28 日 ，演
出 地 点 在 永 济 市 人
民剧院，城区市民可
持 有 效 身 份 证 件 到
各 自 社 区 登 记 免 费
领票。

11 月 23 日 晚 上
7 时 30 分至 9 时 30 分
演 出 剧 目《忠 烈 杨
门》，11 月 24 日上午
10 时 至 12 时 演 出 剧
目《西厢记》，11 月 24
日晚上 7 时 30 分至 9
时 30 分演出剧目《龟
山奇案》，11 月 25 日
上午 10 时至 12 时演
出 剧 目《秦 香 莲 后
传》，11 月 26 日上午
10 时 至 12 时 演 出 剧
目《哑女告状》，11 月
27 日上午 10 时至 12

时演出剧目《火焰驹》，11 月 27 日晚 7
时 30 分至 9 时 30 分演出剧目《县委书
记》，11 月 28 日晚 7 时 30 分至 9 时 30
分演出剧目《还阳珠》。

永济市城区惠民演出是市政府
2024 年一项重要民生实事之一，永济
市文化和旅游局 11 月 19 日至 21 日还
在城东街道侯孟村开展三天四场经典
剧目的戏曲盛宴，演出剧目《还阳珠》

《哑 女 告 状》《秦 香 莲 后 传》《龟 山 奇
案》，让广大群众过足戏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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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卓菁）为鼓
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文物建筑
保护利用，推动平陆县文物事业
高质量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文物保护法》、国家文物局《关
于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文物
建筑保护利用的意见》和山西省
文物局通知精神，结合平陆县文
物古建筑保存现状与需求，该县
现对 4 处文物古建筑引入第二批
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认领
认养，并通过“平陆文化旅游”微
信公众号向社会公布。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未定级
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古建筑，是
平陆县不可移动文物资源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传承和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资源。这些文物建筑日常管护
难度大，保护任务量大面宽，需要
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

从 平 陆 县 文 物 保 护 中 心 获
悉，这 4 处文物古建筑为县级文物
保护单位东延后土庙、庙后太山
庙、车村关帝庙、车家祠堂。

东延后土庙位于平陆县圣人
涧镇东延村南 200 米，面积约 30
平方米。据碑载，创建于清乾隆
八 年 （1743）， 清 道 光 四 年

（1824） 重 修 ， 现 存 建 筑 为 道 光
年 间 遗 构 ， 面 阔 一 间 ， 进 深 三
椽，四檩前廊式构架，单檐硬山
顶，土坯山墙，砖包外皮。

庙后太山庙位于平陆县坡底
乡庙后自然村东南 200 米处，占
地面积 1019 平方米，为一进院落

布局，今山门、廊房均毁，仅太
山 庙 大 殿 为 原 构 。 该 庙 坐 北 朝
南，面阔三间，进深二椽，四檩
前廊式构架，砖砌台基，单檐硬
山顶。

车村关帝庙位于平陆县常乐
镇车村学校院内东高台上，坐北
朝南，占地面积 4000 平方米。据
庙内碑载，车村关帝庙创建于元
代以前，元、明均对庙内建筑进
行过修葺。

车家祠堂位于平陆县常乐镇
车 村 东 南 ， 坐 北 面 南 ， 面 积 为
379.5 平 方 米 。 据 梁 记 和 重 修 碑
载 ， 祠 堂 创 建 于 清 道 光 十 七 年

（1837），咸丰二年 （1852） 增建
东 、 西 两 廊 ， 现 东 、 西 厢 房 均
毁，仅存祠堂。

平陆县对4处文物古建筑
引入第二批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认领认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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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连天，抗战始起。一群夏
都儿女满怀抗日豪情，心怀热切向
往，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谱写了一曲
悠扬的红色恋歌。

近日，笔者有幸参与《河东儿女
延安情》的资料收集工作。透过厚
重的历史烟尘，循着老一辈夏都儿
女奔赴延安的足迹，寻觅他们在这
块红色圣地上战斗、工作、生活过
的身影，品悟他们的精神事迹，感
受他们的热血激情，他们的名字与
面孔在浩繁的卷帙里逐渐鲜活……

血荐轩辕赤子心

“群众领袖”嘉康杰 嘉康杰，
夏县胡张乡其毋村人。早年参加辛
亥革命、反袁斗争和“五四”爱国运
动。留学回国后，寻求教育救国，致
力于平民教育，先后在夏县、运城等
地，创办以太小学、夏县平民中学、
运城河东中学等学校，将一批进步
青年培养成为革命骨干。

嘉康杰 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1930 年任中共河东中心县委书
记 ，先 后 在 晋 南 36 个 县 筹 划 建 立
了 32 个 县 的 党 组 织 ，在 农 民 中 发
展 党 员 400 多 人 。 1936 年 在 夏 县
策划了中条山农民武装暴动，建立

“ 河 东 红 军 游 击 队 ”并 担 任 总 指
挥 。 1937 年 11 月 ，受 中 共 河 东 特
委委托在闻夏一带为八路军扩兵
3000 名，被刘少奇称赞为河东“群
众领袖”。

1938 年 1 月，嘉康杰赴延安“抗
大”学习，5 月受组织派遣回河东从
事敌后游击。1939 年当选中共晋
冀豫区党委委员，并被选为出席中
共七大的候补代表。1939 年 11 月
18 日，在中条山武家坪遭到国民党
特务暗杀，时年 49岁。

1952 年 10 月 10 日 ，中 华 人 民
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为嘉康杰烈士的
亲属颁发了烈士证，并亲笔题词：

“嘉康杰同志在革命战争中光荣牺
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敌后英雄丁行之 丁行，字行
之，夏县瑶峰镇南关村人。在夏县
师范讲习所学习期间，受嘉康杰革
命思想影响，参加了反抗房税、反抗
平民负担公债两大运动。1927 年 8
月经孙雨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 年 1 月受国民党通缉，逃往陕
西加入了高树勋部队，后部队归属
池峰城部，抗战期间，曾参加台儿庄

大战。
在国民党部队，丁行奉延安命

令潜伏敌营，隐蔽身份，时刻留心做
改造、策反工作，后辗转到重庆，任
国民党十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的秘
书。抗战胜利后，丁行随孙连仲进
驻北平。在秘密情报工作中，丁行
利用合法身份，多次设法保护同志，
并秘密搜集和传递了很多重要情
报，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嘉奖。
1947 年，经过丁行和其他秘密工作
的地下党坚持不懈的努力，遭贬的
孙连仲表示愿与我党合作。后策反
孙连仲的工作泄密，丁行等人被捕
并于 1948 年 10 月 19 日被军统特务
枪杀。

喋血沙场解振兴 解振兴，夏
县水头镇大张人。原为二战区军队
无线电台台长，因不满国民党政府
对日军的不抵抗政策，于 1937 年 9
月毅然携电台一部和望远镜 7 架投
奔八路军，走上了革命道路，先后为
晋察冀军区培训无线电人员 200 余
人。1938 年 10 月，解振兴奉命创立
了晋察冀新闻电台，并亲任台长。
电台建立后，他克服条件简陋、环境
恶劣的困难，积极认真搞好工作，深
受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

1943 年秋，晋察冀军区派解振
兴到延安学习，途经原平县一个山
村，夜晚休息时与敌人遭遇，突围中
英勇牺牲，时年 36岁。

足智多谋陈鸿汉 陈鸿汉，夏
县胡张乡西晋村人。1938 年 6 月，
陈鸿汉经嘉康杰介绍去延安抗日军
政大学学习，学习期满后被分配到
抗日前线。解放战争开始后，陈鸿
汉被任命为九纵二十七旅八十一团
参谋。他足智多谋，颇具韬略，深得
官兵爱戴，很快从参谋到副参谋长
再到参谋长。1947 年参加“开封战
役”“徐州战役”，机智勇敢，指挥有
方，先后立功。1948 年参加淮海战
役。12 月 20 日，其所在部队奉命牵
制敌人，由兄弟部队迂回包抄。陈
鸿汉带了两名侦察员到前沿阵地侦
察，被一股敌军发现，陈鸿汉腿部中
弹。他咬着牙向敌群投去几颗手榴
弹，拖着伤腿回到了驻地，但终因失
血过多光荣牺牲。

丹心不改酬家国

“贺龙炮手”于忠彦 于忠彦，
夏县尉郭乡尉郭村人。1937 年 11

月参加八路军，1938 年 6 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
著名的百团大战。1941 年由敌后
回 延 安 ，在 抗 大 学 习 ， 1943 年 毕
业。在大生产运动中被评为劳动模
范，出席了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在
延安召开的先进工作者和先进学习
者代表大会，被授予“贺龙炮手”
称号。

解放战争时期，于忠彦历任炮
兵营副营长、营长；新中国成立后参
加了贵州剿匪和入朝作战；历任 21
军炮兵副军长、炮兵司令员、司令部
副参谋长，陕西省军区参谋长、副司
令员，襄渝铁路陕西段总指挥兼安
康地委第一书记，青海省军区副司
令 员 等 职 。1955 年 被 授 予 上 校 军
衔、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
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1964 年晋升
为大校，1988 年被授予独立荣誉勋
章。

英模代表翟尚志 翟尚志，夏
县瑶峰镇大侯村人。1937 年 10 月
参加革命，1938 年 8 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少将军衔。

翟尚志戎马生涯几十年，南征
北战，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
美援朝。参加过三五九旅攻打日寇

“山西细腰涧”战斗、解放东北“林
海雪原”剿匪战斗、辽沈战役、黑
山阻击战、解放锦州之战、平津战
役、湖南湘西剿匪，荣获军功章
50 多枚。1943 年出席了陕甘宁边
区英模代表大会，1950 年出席了
新中国第一届全国英模代表大会，
1987 年出席了解放军英模代表大
会，1992 年出席了全国先进工作
者表彰大会，曾 6 次受到中央首长
的接见。历任八路军某师科长、解
放军某军处长、志愿军教导大队政
委、解放军某师后勤部政委、海南
岛生产兵团师副政委、解放军总后
勤部分部副政委等职。

铁血巾帼著风流

边区模范阎南君 阎南君，原
名陶春香，化名丁奇、一飞，夏县城
内西关人。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
风起云涌，在运城女师读书的阎南
君被学校选为代表，和同学们上街
游行示威，查封日货，联合学生与
敌 人 进 行 各 种 斗 争 。 1936 年 冬 ，
阎南君加入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

1937 年 9 月，牺盟总会负责人李少
白同志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 年 10 月，阎南君前往延
安中国女子大学学习。1942 年 10
月，学习结束后，阎南君调敌工
委相关部门做甄别工作。在边区
的大生产运动中，多次受到奖励
和登报表扬，被评为甲等劳动模
范。

1949 年 ， 阎 南 君 部 随 军 南
下。她历任西南公安部企业保卫处
财经科科长、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
合会西南办事处农村工作部部长、
中共西南局妇委组织部部长、中共
云南省组织部干部综合处处长、广
播电台肃反组组长、中共云南省委
监委副书记等职。

红墙摄影师侯波 侯波，原名
阎千金，又名阎锋，女，夏县瑶峰
镇南关村人。

1938 年 参 加 革 命 并 加 入 中 国
共产党，1939 年—1944 年在延安
边区中学、延安大学、延安女子大
学学习。曾任东北电影制片厂、北
平电影制片厂摄影科长。1949 年
调入中南海，任中央警卫局摄影科
长，参与拍摄了开国大典盛况，为
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专职摄
影 达 12 年 之 久 ， 曾 多 次 随 毛 泽
东、宋庆龄、周恩来等出访。用镜
头记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伟人尤其
是毛泽东工作和生活的点点滴滴，
留下许多永恒而珍贵的历史瞬间，
被誉为“红墙摄影师”。

1986 年 起 ， 徐 肖 冰 、 侯 波 夫
妇拿出自己的积蓄，在中国摄协
和社会各界支持下，在包括台湾
地区在内的全国各地及日本、法
国、英国、德国、荷兰等国举办
徐肖冰、侯波夫妇摄影联展，宣
传 共 和 国 历 史 和 党 的 光 辉 形 象 。
2008 年，摄影伉俪徐肖冰、侯波
同时获得首届中华艺术金马奖终
身摄影成就奖。

复兴自合丹心锲，立国何妨碧
血捐。在革命和建设的征程上，无
数奔赴延安的夏都儿女，用鲜血和
生命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史诗，
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毕生力量，
我们虽然不能写全他们的名字，但
是他们身上激荡的延安情怀，已把
红色基因注入我们的血脉，激励我
们在新时代建设征程中踔厉奋发，
笃行不怠！

夏 都 儿 女 延 安 情夏 都 儿 女 延 安 情
■■吉秀珍吉秀珍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
与吴郡张籍阅家中旧书，得李翰所
为《张巡传》。翰以文章自名，为此
传颇详密，然尚恨有阙者，不为许
远立传，又不载雷万春事首尾。”

尽管是自家珍藏的旧书，但此
前韩愈似乎并未特别留意《张巡
传》。直到这天，他与好友张籍浏览
了尘封已久的这本旧书，才突然觉
得，其文虽然状述张巡事迹翔实周
密，却不无缺憾：没有为与张巡共
同抗逆的英烈许远、雷万春、南霁
云立传。

为了弥补这一史迹的缺失，礼
赞英烈，告慰亡灵，韩愈情难自禁，
挥动如椽大笔，一口气写下了《张
中丞传后叙》。

一

血战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
是有力阻滞安史叛军陷城拔寨、一
路攻掠南下的一场空前惨烈的战
斗。指挥这场战斗的唐军主将，就
是赫赫有名的铁血县令张巡。

张巡，祖籍河东蒲州芮城，出
生于河南南阳。他从小博览群书，
立志报国。步入仕途后，初任太子
通事舍人，出为真源（今河南鹿邑）
县令。

安史叛军凶焰正炽之时，沿路
官军畏之如虎，望风披靡。谯郡太
守杨万石变节附逆，还强令张巡西
向迎贼。张巡大义凛然，拒不听命。
他临危自守，组织军民绝地反击，
在雍丘（今河南杞县）大败已降敌
的令狐潮。

不甘失败的令狐潮贼心不死，
旋即引来十万叛军围攻雍丘，在城
外架起一百多台投石机，蝗虫般的
飞石，摧毁了城墙上的防御工事。
同时，叛军又搬来云梯攻城，如蚁攀树，蜂拥
而上。

面对危殆，张巡斗志不减，方寸不乱。他
与将士们同仇敌忾，穿着盔甲吃饭、睡觉，带
伤抱病坚守战位，顽强鏖战两个多月，打退了
叛军上百次攻击。

在此期间，从外边传来消息，说长安已经
沦陷，唐玄宗带领百官，正在向蜀地逃亡。坏
消息犹如强烈地震，引起雍丘城内一片惶恐。
有六位将官自感前途黯然，力劝张巡明哲保
身，放弃抵抗，开城投降。张巡怒不可遏，下令
将其斩首示众，以安军心。

二

久战不息，城中军资匮乏，尤其是箭矢所
剩无几。张巡急中生智，令部下扎草人“借
箭”。黑暗中，叛军万箭齐发，尽为“草人”所
收。正在城头巡查的雷万春猝不及防，身中六
箭，仍骂贼不已，不肯退下。

一天，张巡突然接到睢阳太守许远传来
的求救信，说叛军大将尹子奇带领三十万大
军攻打甚急，请求救援。张巡不假思索，即率
本部急驰睢阳。

许远自感军事才能不如张巡，主动让位，
让张巡做了保卫睢阳的主帅。张巡临危受命，
披挂拒敌。

其时，城内守军只有区区六千余人，城外
叛军数十倍于己，敌我力量悬殊，形势岌岌可
危。为了扭转危机四伏的局面，张巡采取以攻
为守的谋略，与雷万春、南霁云等几名大将，
屡屡轮番趁夜出城突袭，相继击杀了五千多
名叛军。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为了扰敌军
心，使其不战自乱，张巡决计寻机射杀贼首尹
子奇。老奸巨猾的尹子奇对此早有防备，每当
临阵指挥时，总让十多个侍从同他一样装束，
使城头守军很难辨认。

几经周旋，张巡灵机一动，心生一计：他
命军士发射用野蒿做成的箭矢，贼兵以为可
笑，把野蒿箭呈给尹子奇看。说时迟，那时快，
只听嗖的一声，南霁云一箭射中了尹子奇的
左目，把他射落下马。

三

尹子奇像头受伤的野兽，变得更加疯狂。
他又招来更多叛军，加紧攻城。守城军士伤亡
严重，只剩下一千六百余人。更为窘迫的是，
城中断粮，连罗雀掘鼠都成了奢望。士兵们只
能以树皮、草根、茶叶纸充饥。为了保存战力，
张巡万般无奈，只好同意“食人”。这也成为他
日后饱受訾议的话题。

眼看孤城难保，张巡命南霁云突城求援。
南霁云不辱使命，杀开血路，一骑绝尘，去向
驻扎在临淮的河南节度使贺兰进明求助。

贺兰进明位高权重，麾下拥有数万精锐
之师，因惧怕叛军，又忌张巡、许远声名在己
之上，拒不发兵救援。他见南霁云一表人才，
又是位不可多得的孤胆英雄，便设宴招待，劝
其转换门庭，为自己效力。南霁云不为所动，
泣告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
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说罢，
拂袖离席，出城而去。

后来，睢阳城陷，张巡、南霁云等为敌所
执。张巡临刑前叫着霁云的乳名喊：“南八，男
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南坦然含笑回答：

“欲将以有为也。公有言，云敢不死！”言讫，从
容就戮。

四

在芮城县南张村，有座张巡墓，墓前竖
碑，上刻“唐故扬州大都督张巡之墓”，系清雍
正年所立。据村中长者所言，此处原来还建有
张巡庙，主祀张巡，配享为雷万春、南霁云。由
此可见，后世人们对雷、南二将军喋血报国的
英雄壮举，心怀感激，念念不忘，故使其伴随
主帅张巡，永享香火之祭。

这里，还需要提及一位抗叛功臣，他就是
城父（今安徽亳县）县令姚訚。姚訚系陕州平
陆（今山西平陆县）人，与张巡是地道的老乡。

张巡率军甫至睢阳，姚即倾城而
出，与许远、张巡部合兵，共同守
卫睢阳，抗击叛军。城破，他亦坚
贞不屈，同张巡、雷万春、南霁云
等三十六名将士慷慨赴死，为国
捐躯。

不知什么原因，许远当时并
未死在睢阳，而是在被押送洛阳
的途中遇害。后来，张巡的小儿子
张去疾对此颇有微词，认为许远
有“ 幸 生 ”之 意 。他 忿 而 上 书 ，指
斥：“（许）远有异心，致父巡功业
堕 败 ，负 憾 九 泉 。臣 与 远 不 共 戴
天。请追夺远官以刷冤耻。”

许远，一位以家国为怀、军情
为重，不计名利、拱手让贤，为保
卫睢阳作出了特殊贡献的仁人志
士，竟遭此误解、怨恨，真令人唏
嘘不已，深感痛惜。而对于涉世未
深、不明事理的张去疾，人们也只
能哀其无知、怒其不逊了。

五

韩愈披阅《张巡传》，看出了
该书未为许远立传，又不载雷万
春、南霁云英勇事迹，觉得犹如孔
屏不张、美玉未灿，实为缺憾。

为了彰显群英形象 ，引起人
们共鸣，他在《张中丞传后叙》里，
特别追叙了许远、雷万春、南霁云
的功绩，以期引起人们对那段烽
火历史的记忆。

他说，“远虽材若不及巡者，
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
处 其 下 ，无 所 疑 忌 ，竟 与 巡 俱 守
死，成功名。城陷而虏，与巡死先
后异耳。”短短数言，就将一位虚
怀若谷、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英
雄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

针 对 后 来 对 许 远 的 种 种 非
议，韩愈依据事实，据理力驳，使英雄身后不
再蒙耻含垢。“说者又谓远与巡分城而守，城
之陷，自远所分始，以此诟远，此又与儿童之
见无异。”“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
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
之不亡，其谁之功也！”如此动天地泣神鬼的
丰功伟绩，当然属于“二公之贤”。这“二公”，
指的就张巡与许远。

韩愈非常赏识南霁云的忠勇，对其单骑
突围搬兵，作了详细而精彩的描述：“因拔所
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
皆感激为云泣下。”“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
屠，矢著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
兰，此矢所以志也。’”

六

在中国历史上，文、史不分家，许多大文
豪也是名文并重的史学家。韩愈著史，谨遵古
训，特别注重“资料翔实，言而有据”“春秋笔
法，依仁游艺”。他的真知灼见，都是建立在史
实基础之上的。

关于张巡、许远血战睢阳、以身殉国的英
勇事迹，他不仅仔细看了李翰所撰的《张巡
传》，还从民间老人那里获得了佐证。“愈尝从
事于汴、徐二府，屡道于两府间，亲祭于其所
谓双庙者，其老人往往说巡、远时事云”。

另外，张籍还告诉韩愈，说他认识一个名
叫于嵩的人，很小就跟随张巡，参加过睢阳保
卫战。时年逾花甲的于嵩，备述亲身经历，说
张巡“长七尺余，须髯若神”；喜欢读书，过目
不忘；“为文章，操纸笔立书，未尝起草”。所有
这些，都为韩愈深刻了解张巡，提供了很大的
帮助。

关于南霁云搬兵遭拒，怒而抽剑断指、箭
穿寺墙之事，韩愈说他“贞元中过泗州，船上
人犹指以相语”。唐德宗“贞元”，距玄宗“天
宝”年间发生的“安史之乱”，不过短短四十余
年，长者犹存，记忆犹新，船客相语，当非妄
言。韩愈采信，实有所据。

七

张籍，字文昌，和州乌江（今安徽和县）
人，又传为苏州人。贞元十五年进士，担任
太常寺太祝十年，未得迁调。后经孟郊介
绍，张籍与韩愈相识，被荐为国子博士，迁
水部员外郎，继任国子司业，世称张水部或
张司业。

白居易举起了唐代新乐府运动的大旗，
元稹、张籍紧随其后，成为乐府流派中坚。
白居易称赞张籍“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
伦”“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宋相王安
石 不 但 散 文 出 众 ， 跻 身 唐 宋 “ 八 大 散 文
家”，其诗亦清新灵动，极负盛名。他十分
推崇张籍，在 《题张司业诗》 里高吟：“苏
州司业诗名老，乐府皆言妙入神；看似寻常
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韩愈与张籍过从甚密，名为师徒，实为
朋友。他对张籍的人品、文品，深信不疑，
赞誉有加。“张籍学古淡，轩鹤避鸡群。”

（韩愈 《醉赠张秘书》） 意谓其淡泊行远，
如鹤立鸡群。在 《调张籍》 诗里，他对那些
狂妄无知者，肆意诋毁诽谤李白、杜甫的行
径，进行了酣畅淋漓的批驳，希望与张籍共
勉，追踪李杜，同谱华章。

八

人生于世，交游广泛，朋友良多。但若俞
伯牙、钟子期那样的风雅知音，羊角哀与左伯
桃那样的生死之交，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韩
愈与张籍亦师亦友，没有利益输送，物欲诉
求，珍藏于心的，只有惺惺相惜的为人之品、
为文之道。

韩愈捡拾旧文，欲撰《张中丞传后叙》；张
籍心有灵犀，玉成其事。他尽己所知，提供资
料，信息共享。对此，韩愈心怀感激，不仅在文
前说明，是他和张籍共同翻阅了《张巡传》，还
特别在文尾写下了三个字：“张籍云”。

呜呼，一对真挚密友，文心相印，合力著
史，佳话传世，堪称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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