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晓炜

清明过后，春天的压轴节气谷雨，便在花
丛柳丝间，浅笑盈盈，盛装而至。

谷雨与雨水、小雪、大雪等节气一样，都
是反映降水现象的节气，是古代农耕文化对
于节令的反映。《通纬·孝经援神契》里说：“清
明后十五日，斗指辰，为谷雨，三月中，言雨生
百谷清静明洁也。”《群芳谱》也有记载：“谷
雨，谷得雨而生也。”古人所谓的“雨生百谷”
即为此意。

谷雨有三候：“一候萍始生；二候鸣鸠拂
其羽；三候戴胜降于桑。”浮萍开始出现，布谷
鸟羽毛逐渐丰满，桑树上开始见到戴胜鸟，这
些物候都提醒着人们气候的变化，以及农桑
时令的到来。

与充满诗意，很有文艺范的杏花雨、梨花
雨相比，谷雨的雨质朴、温馨、饱满、亲和，带
着季节的清香，不徐不疾，淅淅沥沥，润泽心
田，给人以美好希望。“谷雨前后一场雨，胜过
秀才中了举。”此时降水明显增加，田中秧苗
初插、作物新种，最需要雨水的滋润。而在古
时候，水利设施极为落后，庄稼靠天收，农人
靠天吃饭，充沛而及时的雨水更显得弥足珍
贵。就是时代发展到机械化耕种灌溉的今
天，适宜的雨水仍是种田人的心头好，庄稼的
营养液，正所谓“春雨贵如油”。

“谷雨时节种谷天，南坡北洼忙种棉。”从
古至今，谷雨依然是一幅勤劳稼穑的农耕
图。到了谷雨，庄稼人或修犁翻地，或晒种浸
芽，在酣睡了一冬的土地上播撒下一粒粒希
望的种子。 （《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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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少小离家闯荡长安

□张汀

春游走得更远一些，就是远游，这
在交通并不便利的古代，不是一件寻
常事。但总有那么一些不走寻常路的
古人，走出了另一番天地。

和贵族们浩浩荡荡的春游队伍相
比，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春游”，则
显得朴实许多。为了获得真实的地理
信息，他到过许多地方考察，足迹遍布
长城以南、秦岭以东的中原大地，又通
过行万里路，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
和地理资料。在《水经注》一书中，大部
分地理资料都源于郦道元亲身考察所
得，还有不少汉、魏时期的碑刻（这些

资料大多都已失传），为研究中国文明
的发展历史提供了极其宝贵的佐证。

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先后到武
当山、庐山、茅山、牛首山及湖广、南直
隶、河南、北直隶等地，收集药物标本和
处方，并拜渔人、樵夫、农民、车夫、药
工、捕蛇者为师，参考历代医药等方面
书籍925种，“考古证今、穷究物理”，记
录上千万字札记，弄清许多疑难问题，
历经27个寒暑，三易其稿，于明万历十
八年完成了192万字的《本草纲目》。

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一生志在四
方，足迹遍及今 21 个省（市、区），“达
人所之未达，探人所之未知”，所到之
处，探幽寻秘，开创了实地考察自然、

系统描述自然的新方向。这些造福于
后世的先人学者，一跬一步完成千里
之行，一笔一画写下了推动人类文明
进步的文字，实乃“身体和心灵均在路
上”的最佳典范。

刘魁立在《中国节典》记载，“唐宋
时期，清明踏青的活动非常丰富，荡秋
千、拔河、扑蝶、采百草、放风筝、插柳、
植树等不一而足”。而来自壮族、黎族、
畲族、布依族的射箭、对歌、宴请、跳竹
竿、赶舞场等“三月三”（上巳节）节俗
内容，也已列入国家级非遗项目民俗
类名录，反映了我国自古以来普遍存
在的、人们对于春光的喜爱与珍惜。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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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朴

留存至今的江南园林中，有不少园主人
是当时的文坛名士，有的是由著名诗人、画家
帮助布局设计，园林本身就带有着较重的文
化色彩。如梦溪园，纪念的是北宋著名学者
沈括。

沈括是一位文人，还做过官，学问极为渊
博，“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
所不通，皆有所论著”。随着历史变迁，这些
著述大多亡佚，唯晚年于园中所写《梦溪笔
谈》传世，尤为人们所推崇。花园临街的汉白
玉门额上镌刻的“梦溪园”三字，是当代桥梁
专家茅以升的手笔。迈槛入园，中堂挂有沈
括穿官服的正面画像。两副对联是书法家萧
娴所撰并写的“一代司天监，千秋说梦溪”。
步入后院，山石玲珑、新篁挺秀、林木拥翠。
拾级而上，便是沈括纪念大厅。厅前一条小
溪，是按当年《园记》所述：“水出峡中，渟杳缭
环地之一偏者”的格局设置的，此即著名的梦
溪。

说到“梦溪”两字，沈括在《梦溪自记》中
还有一段情深意长的叙述。原来他 30 岁左
右时曾经几次做梦，梦到到一地游历，有一座
小山，山上开满鲜花，如同覆盖着一片云锦，
高大的树木遮天蔽日。山下有条清澈见底的
小溪，使他十分开心。十几年后，沈括谪守宣
城，有位道人向他谈起京口(即镇江)山水秀
丽，正好邑人有所旧园要出售，沈括听后有些
心动，便给道人30万钱买下了这座花园。后
来，沈括因罪被贬，到处游历，经过镇江时，到
所购园中一看，恍然乃梦中所游之地，十分惊
讶，叹道：“吾缘在是矣。”于是举家迁镇江，题
名为“梦溪”。梦溪园景色虽简，意味却很深
浓。这座古园在文化史上，也具有一定的地
位。 （《齐鲁晚报》）

沈括与梦溪园

15
2022年4月20日/星期三

责任编辑 刘亚 / 美编 荆星子 / 校对 张鑫 / E-mail：ycwbly@qq.com
副刊·文史

□杨建平

唐开元三年，十七岁的王维离开
家乡河东的蒲州（现在的山西永济）闯
荡长安，成为“京漂一族”。王维凭借
诗歌、绘画、音乐等才艺赢得京城知识
界和王公贵族的热捧，一时风头无两，
誉满京华。

开元七年，二十一岁的王维参加
京兆府试，举解头；开元九年，二十三
岁的王维一举考中进士，还拿了状
元。朝廷量才适用，任命王维为太乐
丞，也就是皇家乐队队长。

作为状元郎，被安排到这个职位，
虽不算位高权重，但却是非常适合王
维的角色，刚好能发挥他的艺术特长，
用现代语汇说，就是“人岗高度匹
配”。况且，这是个专门侍候皇上的职
位，算是近臣；天天歌舞升平、花团锦
簇的工作，也很高雅体面。

少年得意，风光无限，一切顺风顺
水。

皇家乐队，人才荟萃。年轻的太
乐丞新官上任，哪知道山高水深？本
想大展拳脚，“烧上三把火”。不料，一
个“伶人舞黄狮子”事件，惹恼了圣上
唐玄宗，使王维跌了大跟头：被贬为济
州司库参军。

二月中举，三月上任，七月被贬。
春花秋落，这太乐丞的椅子，屁股还没
坐热乎，满脑子的理想还没来得及实
现，就折了！

这个“伶人舞黄狮子”事件，史书
语焉不详。只有《集异记》里记载：“及
为太乐丞，为伶人舞黄狮子，坐出官。
黄狮子者，非一人不舞也。”

北京大学教授陈贻焮在其所著
《唐诗论丛》里指出：唐有“五方狮子
舞”，为天子享宴之乐，“五方狮”即青、
赤、黄、白、黑五色狮子，伶人所舞黄狮
子，只是其中之一，王维或以为不逾
制，不料竟以此获罪。

《王维传》的作者毕宝魁写的是：
岐王设宴，酒醉后点名要看“黄狮子
舞”，王维虽觉不妥，但在座有他的顶
头上司太乐令刘贶点头，他也不敢出
头阻拦，结果受连累。

黄狮子舞是专门为皇帝定制的，
任何人不得随便演出和观看。这个规
矩我想王维应该是知道的，因为此前
他已经在长安王公贵族之间游走多
时，尤其是岐王、宁王、薛王、玉真公主
与他交情很好，这些皇家礼仪他不会
不知道。

王维是个头脑清醒、做事理性、性

格偏于淡定的人，不会激动起来就头
脑发热，他考中状元也没有留下“一日
看遍长安花”之类得意忘形的诗句，尤
其是他此前还敢在宁王面前写《息夫
人》，劝谏放走那个卖饼的美夫人，那
么岐王要看“黄狮子舞”，这样的僭越
行为，他身为太乐丞，职责所在，不会
不劝阻。

我看这个事件，不是被人算计，就
是被手下“高级黑”了。

事情可能是这样的：新官到任，例
行公事，要听取各个部门汇报，掌握情
况。年轻的太乐丞刚到任，总有不服
气的老江湖心里犯酸，就给他摆台阶、
出难题甚至设套。几个老油子先以

“要向新官汇报演出为名”“操练起
来”，然后背地里再让人举报“有人擅
自舞黄狮子”“事关僭越”。

事情也有可能是这样的：新科状
元到乐队当队长，演艺人员都想露一
手绝活给新领导当“见面礼”，博得好
感。舞黄狮子的伶人，自认为这是自
家绝活，只是内部汇报演出，不算违
规。于是就暗地里操练起来，准备给
新领导展示一下。不料，被人举报，王
维躺着中枪。总之，皇帝大怒，严加追
究，王维中招，自认倒霉。

有一些研究者分析，说这个“伶人
舞黄狮子”事件，可大可小，王维是状
元，又有宁王、岐王、薛王、玉真公主这
些人当后台，只要解释清楚，或者求他
们出面讲情，不至于处理得这么重。

其实，这是不了解此事的蹊跷和
唐玄宗的心思。唐玄宗是靠政变成功
把自己老爸推上皇位，又迫使老爸退
位让贤于自己。自己走过的路，生怕

别人效仿。再加上与王维交好的宁王
本就是太子，是迫于无奈让位给自己
的，哪能不防？

所以，这个“伶人舞黄狮子”事件，
就戳痛了唐玄宗的心思，也引发了唐
玄宗对几个王公的猜忌。岐王、宁王、
薛王，已经背上暗中支持、居心叵测的
黑锅，哪还敢再为王维说情？

如果王维毫无背景，就是一介草
民，也许唐玄宗还会体谅“年轻人没经
验”，从轻责罚，但正因为他与这些王
公贵族过从甚密，才更应“敲山震虎”。

史书的语焉不详，正是因为这些
曲折隐晦没法说。

王维懵了一阵后，也想明白了。
写了一首诗，卷铺盖走人：

微官易得罪，
谪去济川阴。
执政方持法，
明君无此心。
闾阎河润上，
井邑海云深。
纵有归来日，
多愁年鬓侵。

这首诗的题目，《全唐诗》《河岳英
灵集》用的是《初出济州别城中故人》，
今人选本多用《被出济州》为题。诗里
写道：我这样的小官吏，莫名其妙就获
罪了，被贬到济水南侧的济州。执法
者是按规矩办事，皇帝也没有责罚自
己的意思。济州这个地方，城墙临近
黄河，街巷又靠近海边。纵然有一天
我归来长安，恐怕年纪也大了，鬓角也
似霜染一样。

（《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