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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蒙甫，山西汾阳人，元代海北海南道
肃政廉访使，去世在雷州，是元代著名廉吏
之一，吕梁三大廉吏之一。笔者查阅史料意
外发现吕蒙甫《登清风楼》一诗，这是署名吕
蒙甫载于史册的唯一诗歌，将填补吕蒙甫没
有遗稿的历史遗憾，也为《吕蒙甫传》增加新
的史料。

清风楼是广东化州市的标志性文物古
迹之一，据传建于唐武德五年，历代修缮不
废。唐曰清风台，宋曰清风楼，元改观风楼，
清同治三年重修改名为魁星楼，后通称清风
楼。因依城而建历代为县官公务办案休息
的地方，今为县重点保护文物单位。

清风楼所在曾经是化州开阔之地，登楼
远望，化州山水尽收眼底，故文人墨客时有
光顾，代不乏题，其中最为世人推崇赞美者
即吕蒙甫题诗，也是目前发现吕蒙甫题名的
唯一诗歌，极为珍贵。

《登清风楼》曰：“龙山凤井两争雄，百尺
危楼俯碧空。三日一圩（xu）人不断，双流绕
郭海相通。枫林树色依天外，茅屋鸡声隔水
东。臬（nie）府公余登览处，大书楼上号观
风”。

臬府即臬司，指肃政廉访使，说明该诗
创作时间在元代至正四年之后，至正四年至
六年吕蒙甫任职海北海南道肃政廉访司使，

全面主持广西广东大部分地区的廉政监
察。当时，吕蒙甫废寝忘食处理大小积案无
数，特别是处理了称霸一方的两大地方恶人
集团，其中一个即占据化州海岛为霸。我们
可以想象，吕公消灭了这些黑恶势力后，登
上清风楼，看到化州出现的太平繁荣景象，
心潮起伏慷慨赋诗，成就绝唱。

特别是他赞美化州集市繁荣三日一会人
潮涌动，想到这一安定局面的来之不易，面对
大好河山，河清海晏，高兴地“大书楼上号观
风”。我理解吕蒙甫应该是为清风楼题写“观
风”二字，寄寓官府后人可以登楼查看民风，
为政者一定要洞察民风，要关心圩场生意茅
屋鸡舍，才能做到清正廉明。吕蒙甫题书“观
风”二字后，清风楼一度称谓“观风楼”。

这么一位名诗作者焉何默默无闻少有
认知？原来还是老话题吕蒙甫名字“ ”字
较为稀见，许多人不认识，故《化州县志》等
书将他的名字写为“元愈宪吕沆”，“愈宪”是
肃政廉访司的俗称，查《明一统志》高州府条
目明确记载“清风楼，在化州，元吕 题诗：
枫林树色浮天末，茅屋鸡声隔水东”。不仅
说明了所谓吕沆就是吕 的误读，而且刻写
的诗歌是“浮天末”不是依天外，“浮天末”三
字出自古诗“江干远树浮，天末孤烟起”，说
明吕蒙甫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

清风楼，寓意在于风清气正。化州有这
样一个传说，明朝万历年间知州祝简施苛政
民怨沸腾，但他不顾前来告状的百姓，成天
在清风楼上胡思乱想或闭目养神。一天晌
午不知哪里飞来一只八哥鸟飞落清风楼楼
堂上，反复吟唱“祝简贪官，祝简贪官”，此后
天天如此。祝简听了不禁心惊肉跳，他以为
平日的贪赃枉法被人揭露了，龙神在咒斥
他，此后祝简再也不敢登清风楼了。

吕蒙甫题诗清风楼，一代廉吏永驻风
流。该诗的发现，进一步证明桂林八景诗
和 《岭南集》 当是吕蒙甫的作品。《登清风
楼》 一诗，确立了吕蒙甫在元代文学上的
地位。他不仅是一流廉吏，而且是一流诗
人，古人言“智者必怀仁”，吕蒙甫不仅大
仁，而且有大智！

说 起 我 对 乒 乓 球 的 爱 好 ，那 要 追 溯 到
1952 年。那时我刚读初中，从农村来到城市
读书，见不少同学在大桌子前打一白色小球，
感到很好玩，就经常流连忘返于此，但大部分
时候是在当观众。看得多了，便也想亲自试
试，但一无拍二无球又是一个乒乓盲无论如何
是上不了场的。于是就和同样有兴趣的同学
商量着凑钱买了几个乒乓球，拍子买不起就找
来木板自行加工，像不像不要紧能用就行，上
不了乒乓台就利用教室黑板下老师讲课的站
台，中间划道白线，便万事俱备了。就利用课
间休息，晚自习前后，午饭后的空闲时间乒乒
乓乓地打了起来。不打不要紧，一打起来竟走
火入魔，玩瘾大增，一天不打就手心发痒，后来
因此影响了我的学习成绩，但可喜的是球艺渐
长。

慢慢地，我就不满足于自制的木板拍和低
矮的站台了。经过几番思想斗争，一狠心买了
一只胶皮拍，并试着到乒乓球台上跟高手们较
量，常常被打得不及格，但我不气馁不灰心，继
续练。功夫不负苦心人，当我升入初二时，有
时也能战胜一两个高手了。为了充分利用课
间休息的十分钟，那时大家都用球拍站位，谁
抢先将拍子于上课前放于乒乓台的一端，谁下
了课就能先打第一轮，能多玩一会儿，我也为
此付出了三个拍子被偷的代价。丢了就买，虽
然家庭困难，但买拍子的钱我总能千方百计地
挤出来。

从那时起我和乒乓球结下了不解之缘，走
到哪里就将球拍和球带到哪里，玩到哪里。每
到一个新地方，首先就寻摸有没有乒乓球台，
人家说有就兴奋地跃跃欲试，遍寻不见就情绪
低落心灰意冷。中专毕业后，我来到了孝义铝
矿工作，也把这些球技一起带到了这里。工作
不比学校，业余时间多了，玩的机会就多，球技
也就大长，有幸在 1960 年代表单位参加一次
规格较高的比赛，还获得了三级运动员的称
号。那张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
会》的证书我一直珍藏着，因为它使我感到光
荣。

我喜欢打乒乓球，也喜欢培养孩子们打乒
乓球。记得当儿子到了七八岁时，我就给他买
拍带他上场；孙女外孙能玩了，我就给拍给球，
支持和培养他们的乒乓兴趣。如今，有时我们
一家三代同台较量，也能打个天昏地暗。

我不仅喜欢打球，还喜欢看乒乓球比赛。
从 1961 年的第二十六届世锦赛开始，我就迷
恋上了实况转播，先是靠收音机收听；改革开
放后，随着电视机的普及，不仅能听到比赛实
况，也能看到激烈的对抗了，使我观看乒乓球
比赛的兴趣更浓烈了。每逢乒乓球的大赛在
即，我的心里就如同小孩盼过年那样，既兴奋
又着急，天天掐着手指头计算着还剩几天，倒
计时的牌子早早就竖在了我的脑海中。尤其
是近几年来，乒乓球的赛事频频，除世锦赛、世
界杯、奥运会三大赛外，还有国际巡回大奖赛、
亚锦赛、亚洲杯，国内的中超联赛、邀请赛、对
抗赛等等，几乎每个月都有乒乓球的实况转
播，因而我的心里经常被一种渴盼的情绪鼓动
着，人也格外亢奋。在赛事期间，看电视就成
了我的专利，钟情电视连续剧的老伴也不得不
给我让路了。后来干脆再买一台电视机，各看
各的。

退休后，我天天泡在老年活动中心，没有
对手，就央求别人，打起球来两眼瞪圆，竟忘记
自己的年龄。屈指算来，球龄已有五十多年
了，虽然始终未打出什么名堂，但从不后悔，常
以强身健体寻找快乐，唯一感到欣然的是曾经
获得的那张证书。

临县三弦书的表演形式主要是一人说
唱独角成戏，说唱自由空间很大，趣味性、
故事性和表演性，可随时随地开场，几乎没
有场地限制。从事三弦书的主体队伍以前
是清一色的盲艺人。后来，文艺工作者参
与了编创、表演，扩展了其艺术影响力。被
列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作为一种在民间影响深广的曲艺种
类，它使用的是朗朗上口的韵句，以七字
居多，也有八字句、十字句，每一组句数均
为偶数。说唱时，有板式，有音调，以弦为
主要伴奏乐器，常用的辅助乐器有竹板、
小铜铙，还有醒木。说书人左小腿上绑五
六寸长的三至四块串连的竹板击打节拍；

右大腿上绑直径约十厘米大的小铜铲，铜
铲当中有细绳系一圆珠。怀抱三弦，左手
按弦，右手食指戴一小骨片拨弦,中指和无
名指之间夹一支竹筷，拨弦时顺带敲击小
铜铲，铜铲中的小圆珠受振动击打铜铲发
出和音。在表演中，弹奏曲调紧紧结合说
唱内容，喜怒哀乐，抑扬顿挫，营造并烘托
现场气氛。

群 众 常 说“ 三 弦 小 铲 铲 ，人 人 都 喜
欢”。三弦书板式主要有五种。一是起
板。唱词的第一句为起板,有七字起板、字
起板,通常用上下两句像晋剧音乐夹板转
二性一样。二是流水板。上下两句无限
反复,也属于一种板腔体，节奏稳定,分七
字流水和十字流水，七字句四三唱法。七
字流水宜于说景,十字流水宜于叙事。三
是怒板。故事发展到人物生气时或互相
打斗时用节奏变为四分之一，一字一板，
气氛激昂。四是哭板。说唱到悲哀时，盲
艺人哭得声泪俱下。其他板式不加三弦
伴奏，此种唱法三弦不断。五是落板，又
叫切板。书说到结尾时，倒数第二句尾音
拉长，意在告诉听众说唱要结束了。最后
一句突然加快，说停就停，三弦、竹板戛然
而止。

临县三弦书
□ 梁大智

怀抱三弦吼起来，
腿敲竹板嗓音开。
活灵活现吟风物，
且唱且弹成怪才。
巧舌浑然情韵在，
笑容造就气氛徊。
感于哀乐谐尘世，
缘事云烟漫舞台。

我的
乒乓情结

□ 韩长绵

吕蒙甫留诗清风楼
□ 吕世宏

临县三弦书 薛建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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