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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轩·孟尝君⑾

◇流金岁月

苏轼是什么样的人？

他是一个创作达人，现存三千多首诗词，散文

札记四千余篇，他的诗词书画豪迈优雅，他的政论

思想凝练，风格独特，他在中国文坛彪炳千秋，不

无道理。

他是一个正直仁义的忠臣，一心为国为民却

屡遭陷害，贬谪出京，做了个落魄太守，没有了“先

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壮志豪情，只剩

下“世事一场大梦，把盏凄然北望”的秋凉。

他是黄州城外东坡上种菜的老农，粗布麻衣，

竹杖芒鞋。平日里修篱除草，消遣娱乐，烹茗煮

酒，晴耕雨读。面对厄运，他泰然处之——“人生

如逆旅，我亦是行人”。颠沛流离中默默耕耘着自

己心灵的栖息地。

他是那个酷爱研究美食的大吃货，信仰“能吃

是福”，他有一颗强大的心，积极努力的生活，贬到

哪儿吃到哪儿，乐在其中。能够以嗜吃而流传为

佳话的，苏轼算是千古第一人了。

他共情能力极强，不管家人还是朋友，他都

真诚以待。众所周知，苏轼和弟弟苏辙的关系

特别好。网上有一个很火的词条是“我和我的

冤种弟弟”，据说苏辙原本是个向往平淡生活的

人，因为哥哥苏轼行事过于耿直，把京城能得罪

的和不能得罪的都得罪了。为了给哥哥当保护

伞，低调的苏辙只好奋发图强，默默升官，自我

强大。好几次苏轼命悬一线，都是弟弟疏通关

系“救”回来的。

从苏轼的作品来看，他和苏辙的关系的确要

好，简直就是“思弟狂魔”。在黄河畔饮酒，想弟弟

了就写“恨此生，长向别离中，生华发”；在狱中看

不到天日，就给弟弟写绝笔信“与君世世为兄弟，

更结来生未了因”；下雪了也要挂念弟弟，“愁肠别

后能消酒，白发秋来已上簪”；弟弟出使契丹国，在

远方的苏轼忍不住写下了“云海相望寄此身，那因

远适更沾巾”。

熙宁九年，苏轼在密州任太守。彼时，他离开

京城已经五年，弟弟苏辙也在外地做官，兄弟二人

天各一方，七年不曾见面。这年的中秋之夜，苏轼

喝酒赏月，通宵达旦，他望着圆圆的月亮，离愁别

绪染上心头，不禁怀念弟弟，于是，就有了经典传

颂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

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

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

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人生在世，悲欢离合总是难免的，就像月亮，

阴晴圆缺是大自然的规律。可是月亮啊，为什么

偏偏在别离之时圆呢？如果无法见面，那就祝愿

遥远的人长长久久，这样即使远隔千里，我们也能

共赏一轮明月，也算另一种意义的团圆了。

这样的手足之情真真让人动容。

写到此处，苏轼的形象开始变得丰满起来。

其实很多关于苏轼的小故事都是他朋友们写的。

苏辙心中的哥哥是刚正不阿、乐观勇毅的，朋友笔

下的苏轼，伤怀的少，大多数不拘小节，甚至有点

儿落拓不羁。

苏轼有一位好朋友，名叫陈季常，是一个风雅

之士。苏轼被贬至黄州时，两人一见如故，成为好

友，平日里总在一起玩耍，或结伴出行，或游山玩

水，或饮酒作乐。

一天，陈季常邀苏轼到他家喝酒，喝到兴头

上，就把家里养的歌姬叫出来跳舞助兴。正当他

们听得高兴，忽然听见隔壁房间有用木棍大力敲

墙的声音，隐约还有女人喊叫。再看这陈季常，脸

色苍白，瑟瑟发抖，手里拐杖都吓掉了。苏轼以为

陈府发生了大事，站起身来准备叫人去看看。此

时，陈季常却阻止了苏轼，他十分惭愧地告诉苏

轼，隔壁敲墙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妻子柳氏。

柳氏暴躁善妒，每当陈季常宴请客人，邀请歌姬助

兴时，柳氏就会大喊大叫，经常弄得宾主不欢而

散。苏轼了解了原委后，随口作了一首诗来取笑

陈季常：“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

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这就是著名的“河东狮吼”的故事，不知道陈

季常知道自己流芳百世是因为惧内，会不会恨死

苏轼，但我相信柳氏一定会，谁愿意留个刁蛮跋扈

的形象给后人啊！

关于苏轼有趣的小故事真不少，读来常常

让人忍俊不禁，苏轼那些有名的朋友，也因为被

“坑”全网心疼。去年，抖音火了一位古人，他叫

张怀民。失眠到半夜，刚有点睡意，就被苏轼敲

门，怀民啊，睡什么睡呀，起来嗨呀！走走走，去

院子里散步去！困得要死还得陪你散步，真真

北宋第一大冤种。所以，这到底是个事儿呢，苏

轼有文记载——

《记承天寺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

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

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

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

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其实，细细考古这首诗的背景，又是一个暖心

的故事。夜游承天寺的时候，是张怀民最落魄的

时候，他和苏轼一样，是一个贬官，初来黄州，情绪

低落，常常夜不能寝，难以入睡。在这一点上，苏

轼是感同身受的，只不过苏轼来这三年了早已习

惯。他深知口头关怀不如行动陪伴。醉翁之意不

在酒。失眠什么的都是借口，夜半三更去散步，是

为了缓解怀民的焦虑和不安。毕竟，当年贬来黄

州时，最需要友情的力量。

苏轼胸怀旷达，交友甚广，既有达官贵人，也

有贩夫走卒。他自己都说“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

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

人”。

在老百姓心中，苏轼是亲民的太守。林语堂

在《苏轼传》里分享过这样一个故事，据说苏轼在

杭州任知州时，是一位秉公断案的青天大老爷。

有一天，一个人欠债不还，被债主告到官府，苏轼

把他传唤到府前问话：“你为什么欠钱不还？”这个

人为难地说：“不是我不想还钱，今夏雨水多，天气

没有那么热，我家制作的扇子卖不出去，实在没有

钱啊。”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一般官员无非就是责

令他限期还钱。但苏轼不这么做，他想出一个完

美的解决方案，让欠钱的人回家取来二十把扇子，

自己在扇面上写诗作画，半个时辰后，二十把扇子

全部完成。苏轼对他说：“你现在拿去卖扇子吧，

卖完赶紧把钱还给债主。”欠钱人刚出衙门不久，

二十把扇子就很快卖光了。甚至很多人听说是苏

轼题写诗画，都想着高价购买。苏公断案，别出心

裁，实在妙绝！

他就是这样子的人，一生滚落泥淖中，最了解

百姓的疾苦，也时时刻刻想着为老百姓做实事。

在杭州任知州时，有次出去游玩，他看到西湖的水

草淤堵很严重，如果不治理的话，恐有水患，殃及

百姓种田饮水。此等攸关民生利害的事苏轼毫不

犹豫地向朝廷启奏疏浚西湖，修筑堤坝。

老百姓为了纪念他，把堤坝命名为“苏公堤”，

今天我们漫步西湖，依然能看见长堤卧波，贯通了

整个湖的南北两侧，给西湖增添了一道妩媚的风

景线。苏堤旁遍种花木，葳蕤繁茂，“苏堤春晓”也

成为了“西湖十景”之首。

可惜这样一位大文豪、美食家，难得的好官，

本应该荣耀一生，不想仕途不顺，三次被贬，晚景

凄凉，流落海南儋州，不禁让人唏嘘感叹。

不过面对人生的颠沛流离，苏轼是豁达的，他

看得很开——“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

茶。诗酒趁年华。”不要在老朋友面前提起思乡之

情了，不如点上新火煮一壶新茶，趁着年华尚在，

一起作诗喝酒吧!?

秦将白起，年方二十。

他是秦国白氏家族的人，本可以凭借

家族力量，去宫中当几年侍卫。以后从军，

直接就是百夫长起步。而且有了这个背

景，升迁也要比别人快点。但他偏不肯，自

己隐了姓名去投军。在问他姓名的时候，

他想起吴起——那个几十年前，把秦国打

得差点灭国的大魏名将吴起。于是随口就

道：白起。这个时候，谁也不会想到，这位

自称白起的少年，日后会成为秦国有史以

来最伟大的将领。

白起太出色了，他的光芒怎么遮挡都

遮挡不住。士兵需要具备的一切技能，射

箭、骑马、驾车、比剑、摔跤、格斗，马战、步

战、水战，他都是第一。不仅是第一，第二

名跟他比，就不在一个层次上。军中比武，

每一次，每一个项目，白起都独占鳌头。有

一次，白起独对十名优秀的士兵，最后轻松

获胜。这样一个天才，偏偏还与士兵们关

系极其融洽，在军中的号召力非比寻常，在

他还是个小小伍长的时候，名声就已传入

秦军统帅魏冉的耳中。 白起天生就是为

了打仗，只要有他参与的战斗，秦军就没有

输过。魏冉非常器重白起，按军功要升任

他为裨将，白起死活不肯。魏冉询问原因，

白起说他要按部就班，从小兵一直做上去，

无论多大的战功，他也只升一级，绝不跳级

升迁。魏冉大为赞叹。白起虽不肯跳级升

迁，但是他立功的次数实在太多了，不多

久，也就坐到了千夫长的位置。

这样的人才，魏冉是不会浪费的。他交

给白起一个任务，组建一支特种骑兵队。白

起按照自己的标准在军中挑选士兵，人不

多，一共 100人。这支小队，皆穿短甲，执长

弓，配长短剑，手持长戈，携带两壶共50支羽

箭。每人名下两匹战马。如果任务紧急，就

携两马出击，速度又可提升不少。

这支骑兵队组建之后不久，在一次与

楚国的战斗中，白起率队突袭楚军主帅大

帐，斩杀楚军裨将数人，楚帅在楚兵的拼死

保护下，侥幸逃脱。楚军因此大溃败。战

后，魏冉高度赞扬白起和这支部队，称其为

飞羽军。飞羽军的战绩，连秦王都知道，特

别接见白起，大加褒扬。

飞羽军不仅速度奇快，士兵单兵战力

极强，整支部队的攻击力奇高，在战场上，

如同一柄利剑，出必建功，所向披靡，深得

魏冉喜爱。魏冉曾想让白起扩军，白起却

道，飞羽军只是起出其不意的作用，100 人

已经足够，规模再大，国家花销就过于庞大

了，性价比不高。魏冉方才作罢，但对飞羽

军，越发爱护有加。在秦国，除了秦王，就

只有魏冉可以调动。

上一次，楚怀王被楚国间谍救走逃亡，

秦王下令白起追击。白起得令，硬生生把

已经走了一个昼夜的楚怀王给截了回来。

此事传开，飞羽军白起更是在秦军中名声

大噪。秦王这次考虑到孟尝君只早走了几

个时辰，自己派出白起，孟尝君定然是囊中

之物。他现在考虑最多的，是截回孟尝君

后，该怎么处理这事。

白起领命，率领飞羽军出发。因为是

在秦国境内拦截，白起下令士兵把装备减

半，轻装上马。孟尝君归齐，最近的路就是

走函谷关。白起追出 30 余里，寻周围的人

一问，知道上午有一队车骑从这里走过。

白起问明方向，知道孟尝君一行正是要去

函谷关，遂沿路放心追赶。

白起接到命令的时候是下午五点多

点，这离孟尝君离开咸阳整整过了四个时

辰。他默算距离，心道，孟尝君就是再快，

也不可能在入夜时分赶到函谷关。函谷关

入夜闭关，鸡鸣开关。也就是说，孟尝君在

明天函谷关开关之前，一定被阻在函谷关

下。以飞羽军的夜行速度，在函谷关鸡鸣

之前，一定赶到了。他得出结论：孟尝君插

翅难逃。

因此，白起追击之际，命令飞羽军要留

有余力，以防备孟尝君可能的反抗。所以，

白起到达函谷关的时间，实际上比他们全

速追击晚了一个时辰。当白起追到函谷关

时，发现函谷关已开关放行，一众商人在排

队，等待军士核验通关文书。那一瞬间，白

起觉得简直不可思议：离鸡鸣时分足足还

有一个时辰，函谷关居然敢开关放行？他

也不及细想，急令手下骑兵卡住关门，暂停

通关，所有商人，一律原地不动，敢抗命者

杀无赦。命令得到了迅疾的执行，白起扫

了一眼那几十个商人，再无多话，拍马疾

驰，去找函谷关守将。那些商人早被吓得

瑟瑟发抖，站都站不住了。

函谷关守将赢安，论官阶，比白起要大好

几级。但是白起是秦王特使，又兼白起之名，

秦军人人皆知。听说是白起来了，他吓了一

大跳。赢安未及整衣，就连忙迎出来，道：“白

将军夤夜前来，是有什么重要军情吗？”

白起奇怪道：“你没有接到大王的诏

令？”

赢安道：“什么诏令？没有。”

白起便将孟尝君一事简略说了一遍。

最后道：“大王的诏令发的是三百里加急，

按说早该到了。现在不到，那一定路上出

了差错。”

赢安道：“谁这么大胆，敢拦截驿使？”

白起冷笑道：“齐国田文敢！”

也不等赢安回话，白起追问道：“将军，

还不到时辰，函谷关门怎么就开关通行了？”

赢安奇道：“入夜闭关，鸡鸣开关。一

直都是这样呀！”

“今天鸡叫了吗？”

“叫了啊！今天叫得特别响亮。我自

来函谷，这是叫声最为高亢的一天。我刚

才还在奇怪！”

白起脸色一变，道：“不好！这一定是孟

尝君的伎俩。将军，刚才放过去什么人了？”

赢安也是吓了一跳，连忙吩咐卫兵，去

取今晨过关的通关文书。

白起站起来，道：“我与你一同前往。”

赢安与白起来到关门前。

白起问核验通关文书的军士：“刚才过

关的人中，有没有齐国田文？”

“没有。过去的是一个商队，魏国商人

吕闵一行人。这是通关文书。”

白起一眼扫视过去，不见齐国字样，更不

见田文字样。便问道：“这些人是什么样子？”

“有近百余人，30辆车，奇怪的是，他们

的 车 不 是 通 常 商 人 用 的 ，是 官 家 车 队 所

用。吕闵个头不高，四十多岁……”

白起听到这里，手按剑柄，道：“此人正

是田文。他们过去多久了？”

军士道：“半个时辰！他们出了关门，

就飞一般地向魏国方向狂奔，我们还取笑，

说这些魏人归心似箭，已到了家门口，还这

样急迫……”

白起已经不听了，对赢安拱手道：“将军，

我去追田文。关门暂时关闭，等我回来再说。”

他也不等赢安回礼，就大声下令：“全

体，上马，追！” （待续）

诗酒趁年华
□ 梁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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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气温实在是让人心里发慌，打开“近日天

气”，总是看到一溜儿的高温。我只是在无空调的房

间里挪动了两步，细密的汗珠就已然爬上脊背。

虽然天气不喜人，但是这晚霞实在夺目，似泼墨

一般散在城市上空，被落日的余晖染得金黄。我走

进附近的一个商场，才看到人群拥簇起来，一旁有成

群的孩子在练轮滑。仔细看来，这一不太大的商场，

竟然聚集了少儿书法、绘画、街舞等各色各样的兴趣

班……

这不由得想起我们小时候。那时候，七八岁的

孩子哪有什么“兴趣班”可上？一到暑假，我们就跟

崩了线的珠子一样在村子里游蹿。空调对我们来说

还是个稀罕物，我们这帮调皮的“野猴子”可耐不住

在家吹“热风扇”，总是在外蹦 寻找降温妙招。

大人们喝完的酒瓶，早已被小心收好码在筐子

里。嘿嘿，这不就派上用场了？我们悠闲地拎上几

个空瓶子，走到附近的小卖部，换取一根清凉的冰

棒。最受欢迎的是那种长长的棒冰，可以从中间掰

成两半，两个伙伴分着吃，一人一口透心凉，可以美

美享受好一会儿。

如果瓶子不够用了，我们就去地里看看。我们

会在藤蔓上精选一个又大又圆的西瓜，先用水将西

瓜上的土洗净，把它放到水桶里，再慢慢地放入后

院的井里。等整个桶都没到水里，就可以把牵桶的

绳系好固定了。等到傍晚时分，我们再把西瓜拉上

来，捞上来的西瓜简直就像“冰镇”过一样！我们坐

在凉爽的竹床上，美美地吃着冰甜的西瓜，这滋味

简直了！

夏天的乡村少有来人，我们总是悠闲地躺在凉

床上，看着天空从泛黄变成墨色，再到星星月亮上

岗。远处传来蛙声一浪接着一浪，树上的蝉也不甘

落后，张开喉咙加入这一支夜晚的乐队。我手枕着

头默数天上的星星，爷爷奶奶在一旁闲话家常，一边

还不忘摇起手中的蒲扇，帮我驱赶扰人的蚊子。渐

渐地，耳边的声音转弱，我慢慢合上双眼，陷入梦乡。

那会儿也没有手机、电脑，我们不爱在屋里待

着，最爱的是和一群差不多岁数的小孩儿聚在一块，

上山采野果，下地挖“宝藏”，时不时还要下河捞捞鱼

虾。当然，就算是最皮的猴子，也不能在夏天的日头

下天天跑，也有稍显文静一些的玩法——捉迷藏。

我们玩的捉迷藏不是三两个屋子，而是小半个村子，

选出一个负责抓的人，其他人就一哄而散，各自去自

己精心挑选的秘密基地藏着了。

这种大范围的游戏，也有一些不便，毕竟村子太

大了，藏着的人既怕被找到，又怕别人找不到。被找

到的人也会加入“搜查大队”，这也大大加快了“寻

人”的速度。但这架不住有些小伙伴忒能藏，也能

忍，让“搜查大队”迟迟搜寻无果。一到傍晚，引得家

里人都来寻他吃饭，一整个村里来回呼喊他的名

字。最后这位“忍者”才从废弃的柴火堆里探出头

来，笑着说：“哈哈哈……是我赢了吗？”

大概是每代人有每代人的活法吧，看着从兴趣

班出来扬着笑脸的孩子，谁又能说他们的童年是不

快乐的呢？只是从前那种自在、无拘束的童年，大抵

是永远消散在了过去的夏天。

“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忆儿时。”这是陆游

《寺居独夜寄崔主簿》诗中一句。每读之，便会想起

青灯下那些有味的场景和心情。

据说古时寺庙里的灯，用青布作灯罩，谓之青灯，

也泛指灯火如豆的油灯、蜡烛、煤油灯等。与白炽灯、

荧光灯等不同，青灯在给予人们光明的同时，并不排

除夜色，它仿佛在夜色重幕中，挖出一个小小的口子，

中心是明亮的，然后夜色从淡到浓，如同涟漪，一层

层、一圈圈地荡漾开去。浓处暗影憧憧，淡处影影绰

绰。若要看书写字、穿针引线，那是非要靠近灯火，时

间一长，脸上会留下一道淡淡烟痕。若有风来，灯火

便晃动起来，冒出一缕细细的黑烟。屋里那团浓浓淡

淡的夜色，那片含含糊糊的光亮，随之摇摆不定。

青灯下，鲁迅先生《秋夜》里小青虫飞进来了，在

桌上、在灯台上蠕蠕而动，然后舍身扑向了火苗。蛙

声聒噪着想要进来，而蟋蟀不知什么时候，早已悄悄

地来到了床底下，不停地口瞿口瞿地鸣叫。窗户上

突然有些微明，原来是一片月色，移到了窗户，向亮

着青灯的屋里窥探。

“青灯黄卷伴更长，花落银缸午夜香。”青灯下的

字，并不清晰。然而一团昏黄的光亮，却为夜读者拓

出一片清静寂寞的天地。午夜时分，万籁俱寂，灯火

不时跳动着、摇摆着，是温暖地陪伴，宛如红袖添

香。在孤寂困倦中，灯花突然噼啪一声，灯火骤然分

外明亮，心形般的火苗变成笑盈盈、亮晶晶的眼睛，

含情脉脉地注视着夜读人，令人心头一喜。

在唐诗宋词中，固然有“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

落、星如雨”那样灿烂的场景，但更多的似乎是灯火

如豆，光影茕茕：“孤灯闻楚角，残月下章台”、“夕殿

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惆怅梦余山月斜，

孤灯照壁背窗纱”、“孤灯照寒雨，深竹暗浮烟”。青

灯下响起不朽的平平仄仄声，一直回荡在灯火通明

的当今。

如今家中的灯，林林总总，一旦亮起来，亮如白

昼，将夜色驱赶得纤毫不存。青灯一盏，只能在心中

将它点燃……

青灯一盏
□ 程丽英

童年的夏天
□ 缪奇栋

◇美文

老农

枕着锄头

躺在树荫下

田地里

缕缕微风吹过

旧手机握在手中

划来划去，都是

儿子的笑脸

他记得

儿子进城

已经快三年了

他眯眼看着天空

树梢拂动

一只小鸟掠过

他的思念忽然涌起

随着风

弥漫在阳光里

老农

□ 高鹏

离离幽草自成丛，过眼儿童采撷空。 宁琳净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