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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总是希望天才能和天才相遇，
并想象着他们相遇的情景。

《警世通言·王安石三难苏学士》记
载 了 苏 轼（1037—1101）和 王 安 石
（1021—1086）之间的三个故事。一为
苏轼擅改菊花诗。苏轼拜访王安石未
果，见到文几上的诗“西风昨夜过园林，
吹落黄花满地金”，认为菊花并不落瓣，
于是信手依韵续曰“秋花不比春花落，
说与诗人仔细吟”。苏轼后来被贬为黄
州团练副使，见到黄州菊花落瓣，终于
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二为王安石以自己
有“痰火之症”需瞿塘中峡水为由，让苏
轼代为携取。苏轼因“鞍马困倦”，错过
中峡水，取下峡水代替，为王安石识破；
三为苏轼在与王安石对句和识典上落
于下风。“王安石与苏轼这两个天才人
物碰在一起，相互之间的争强好胜之心
撞击出充满机智的火花”（刘勇强《虚拟
的历史公共空间》）。这是一则“天才遇

挫型”的情节类型叙事，故事的来源应
该是宋元杂剧。冯梦龙在篇首提到本
则故事的意义是“奉劝世人虚己下人，
勿得自满”“强中更有强中手，莫向人前
满自夸”。在另外一个同类型的故事
中，苏轼却充当了“强中手”的角色，为
秦观解围。（见《醒世恒言·苏小妹三难
新郎》）

说苏轼“在宰相荆公王安石先生门
下”，对王安石执弟子礼，见必曰“晚学
生”，自是小说家言。苏轼在嘉祐二年
（1057）进士及第。据说，苏轼的策论
《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
（1007—1072）的赏识，因欧阳修误以
为是自己的门人曾巩所作，为了避嫌，
将他由第一降为第二。按照唐宋人习
俗，举子对于提拔他们登科的知举（主
考官），必奉为坐主，以门人自居。实际
上，欧阳修对苏轼早有知遇之恩。早在
进士及第前，苏轼就通过雅州知州雷简
夫认识了欧阳修，并获得了后者的赏
识。在登第后，通过欧阳修，苏轼得以
进入当时的士大夫核心圈，“是岁登第，
始见之于欧阳公，因公以识韩（琦）、富
（弼），皆以国士待轼”（苏轼《范文正公
文集叙》）。苏轼对欧阳修一直是尊敬
有加，视之为师的，称“轼七八岁时，始
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
如古孟轲、韩愈之徒。”（苏轼《上梅直讲
书》）欧阳修去世后，苏轼在《祭欧阳文
忠公文》中说“受教于门下者，十有六
年”。有意思的是，据《西塘集耆旧续

闻》记载，看到王安石的“咏菊诗”写出
续句的倒是欧阳修（文字少异，欧文曰

“秋花不比春花落，传语诗人仔细吟”）。
苏、王的首次接触是在嘉祐年间。

此间，王安石不喜苏氏父子的文风，称
老苏的文章“有战国纵横之学”。先是
制科考试时，王安石声称苏轼文章“全
类战国文章，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一四）。再是
王安石拒绝为苏辙起草任命制书。两
年后，苏洵的《辨奸论》一文称王安石

“不近人情”“囚首丧面”，“鲜不为大奸
慝”，将王安石与三苏的矛盾推上一个
高潮。熙宁年间，苏、王之间的主要矛
盾实际上是围绕变法的政争。苏轼反
对新法，主要是反对科举由“诗赋取士”
变为“经义取士”。“上数欲用轼，安石必
沮毁之”。（黄以周等《续资治通鉴长编
拾补》卷七，熙宁三年三月条）熙宁四年
（1068），苏轼被外放为杭州通判。

虽然对于王安石主持的变法，人们
毁誉不一，却很少有人对他的人品提出
疑问。连他的政敌司马光也称他“文章
节义，过人处甚多”。（司马光《与吕诲叔
简》二）后世如陆九渊也对他赞誉有加，
称他“英特迈往，不屑于流俗”“洁白之
操，寒于冰霜”。（陆九渊《荆国王文公祠
堂记》）苏东坡本人在《王安石赠太傅》一
文中给予王安石以很高的评价：“名高一
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
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
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

然变天下之俗。”天才和天才总是惺惺相
惜的。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为诗文

“谤讪朝廷”被逮捕入御史台狱。御史台
又被称为“乌台”，因之此案也被称为“乌
台诗案”。相传，苏轼下狱后，王安石曾
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不知更
几百年，方有此人物”。其弟王安礼也
向神宗进言，说“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
语罪人”“今一旦致于理，恐后世谓陛下
不能容才”。（《宋史·王安礼传》）王安石
在乌台诗案中的态度为他和苏轼之间
的关系缓和埋下了伏笔。

天才之间并非总是充满张力。苏
轼在回复“新党”官员李琮的信中说“知
荆公见称《经藏》（指《胜相院经藏记》一
文）文，是未离妄语也，便蒙印可，何
哉？”（苏轼《答李琮书》）元丰七年
（1084），离开黄州的苏轼，绕道北上，道
经江宁，拜访了王安石。苏轼称此次会
面“某到此，时见荆公，甚喜，时诵诗说
佛也”。（苏轼《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之三
十八）两人见面，自然不会只是“诵诗说
佛”，但谈话的具体内容，恐怕也只有当
事人知道了。旁人只能从记载中看出
来两人相见甚欢，“劝我试求三亩宅，从
公已觉十年迟”。（苏轼《次荆公韵四绝》
之三）在此后致王安石的书信中，苏轼
也自称“某游门下久矣”（苏轼《与王荆
公二首》之一）。当然此处的“门下”只
是对于地位高于自己的长辈的客套话，
不能理解为就是“门人弟子”的意思。

对于晚年的苏轼来说，对王安石不
能释怀的也许就是对“同”和“异”的不
同理解了。苏轼认为“王氏之文，未必
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地之美
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
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
同也”。（苏轼《答张文潜书》）肥沃的土
地可以生长多种多样的植物，贫瘠的土
地才会生长单一的黄茅和白苇。

苏 学 士 与 王 安 石
●吴志浩

《警世通言·王安石三难苏学士》
（明天启间金陵兼善堂刊本）中的“苏
轼和王安石”形象

五烈士村的由来

1947年3月，为纪念贾正英等五
位烈士，洮北县政府决定将英格吐村
改名为五烈士村。

五烈士村

洮南市蛟流河乡五烈士村位于
乡政府西南5公里处，距洮南市区32
公里。有 4个自然屯，6个村民小
组。户籍人口592户、1334人，常住
户 344 户、758 人，全村幅员面积
1990公顷。现在五烈士村早已旧貌
换新颜，建立了配套齐全的村文化室
和文化活动广场。“村村通”水泥路全
覆盖，网络信息发达，村民住房全部
砖瓦化。

五烈士事迹

1946年4月16日，洮北县庆平区
区长贾正英、副区长姚玉发率王洪信、
彭华、侯景贵等3名洮北县干部学校
学员组成武装工作队，到河西新力村
开展反奸清算和分敌伪土地工作，斗
争取得了初步胜利。被清算的地主恶
霸张八子、何老九对此恨之入骨，他们
暗中勾结土匪“占一”，密谋偷袭工作
队。4月下旬，贾正英等人前往英格
吐村开展工作时，地主何老九假装进
步，极力邀请工作队住在他家。

阴险狡猾的何老九骗取了工作队
的信任。深夜，当工作队员睡得正香的
时候，何老九偷偷将工作队的枪拿走。
随后打开院子大门，发出暗号。埋伏在
村外的50余名土匪蜂拥而至，把整座

房子团团围住，他们丧心病狂地向屋
内熟睡的工作队员开枪射击。激烈的
枪声将工作队员们惊醒，工作队员以
墙壁和土炕做掩护，奋力反击，但终因
寡不敌众贾正英、姚玉发、侯景贵、彭华
和通讯员先后中弹牺牲。因战事纷乱，
当时忽略了那位不知姓名的通讯员，
只记为五烈士，延续至今。后来王洪信
也身负重伤被捕，土匪向他要钱要粮，
他厉声痛斥土匪“没有”。穷凶极恶的土
匪朝他腰部连开两枪，王洪信当即倒
在血泊里，因伤势过重，英勇牺牲。

烈士们为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
年轻的生命，人民将永远铭记他们。

（中共白城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山川草木花鸟虫鱼，是我文章师承之一。竹简碑帖书
画，也是我文章师承之一。好文章未必非得从文集里读到，
书集里可读好文章，画集里可读好文章，市集里也可以读
出好文章。

几年前去鲁北村集，看到有人卖菜，有人买书，有人
赶车，有人拉货，有人估衣，有人量布，有人抓药，有人测
字，有人称米，有人打油。村集尽头是牛市，换马的，贩驴
的，赶猪的。有人还把布袋搁脚底，袋子上毛笔写有“牛
经济”三字，间架近乎金农漆书。不远处坝埂上走来一个
推独轮车的中年汉子，昂然而行，推着南瓜、青椒、土豆。
天空晴朗，狗尾巴草长到大红公鸡鸡冠那么高了。一场
场一幕幕都是好文章，可惜我写不出来，九百年前的孟元
老得了先机。

当年孟元老避地江左，追忆昔日繁华，种种胜迹徒然湮
灭，可惜转眼成梦了，做得十卷《东京梦华录》。记彩山灯
火，北宋汴梁之宫苑典祀、巷陌勾栏、节物风流，人情和美，
但成怅恨，有黍离之思。今日读来，相隔千年如《清明上河
图》一般锦瑟市集尽归眼底，活色生香的文字难掩故国不堪
的幽咽与惆怅。春花秋月已了，只有在梦中，方能再见故都
的繁华。

好在文章还在，丹青还在，器物还在，碑帖还在……今
人谈到书法，第一想到的就是碑帖。

歌功颂德、立传、纪事的文字，刻碑以纪。关于帖，欧阳
修认为其事率皆吊哀、候病、叙暌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
之间，不过数行而已。

读碑帖，常常读出一身喜气。三三五五地打开，摊一屋
子，像小时候看连环画。汉简与魏碑相叠，行书与章草呼
应，发出很多声音，钟繇的声音，欧阳询的声音，褚遂良的声
音，杨维桢的声音，文徵明的声音，邓石如的声音。各有师
承各有笔法，到头来字里的性情声音才是定居。

碑帖有郁郁之气，让人文采兴盛，几乎有点得意忘形，
无才可恃，也要傲物……肺腑之间有笔墨流动，一个个句子
追赶着，一段段文字追赶着，一篇篇文章追赶着。碑帖气息
熏染文字，多了旧味，也多了色泽。好文章有旧味有色泽，
墨分五色，文章亦如此。

碑帖有旧影心迹。有人梅妻鹤子，下笔清贵；有人宦海
沉浮，笔下一股湖海风云气；有人一生淡泊，字里散发规整的庭园氛围；有人身居高位，下
笔意满神旺；有人哭之笑之，有人生不拜君……古琴素手纸窗瓦屋灯火青荧，天与地合，意
与神凝，情通自然。意与神凝兮如痴如醉，情通自然兮惠风和畅。惠风和畅，如痴如醉，一
股酒意传来，酒意里几缕药气，几缕茶香，如此正大。

碑帖里的酒意，如痴如醉，对笔痴，对墨醉。所谓书法，不过笔墨同醉耳。所谓书法，
不过人书同醉耳。所谓书法，不过天地同醉耳。

碑帖里有药气，悲天悯人，针石心肠。书法是一味药，是清凉剂、醒酒汤，安神、疗伤、
治病，是对无可奈何的排遣，是对百无聊赖的消解。

碑帖里有茶香，吃茶去，超然物外。吃茶去，烟火人间。吃茶去，逍遥乐事。吃茶去，
饮水解渴。吃茶去，谈佛论道。吃茶去，家长里短。

碑帖大有笔法、墨法、章法、想法。笔法墨法章法者也，若无想法，都是做作。书法家
还应该有烂漫之心，烂漫之心生出一团团元气。方能字字康阜，笔笔饱满，无一懈笔。

碑帖常有文章所少的见字如面：字从心出，心借字形，人影闪现。读碑帖，常常看见性
情，有人诚恳恭敬、天真烂漫，有人特立独行、不拘一格，有人仰天大笑出门去，有人战战兢
兢入屋来，有人桀骜不驯，有人规规矩矩，有人放肆泼辣，有人内敛斯文……

古人习字，不以书家自居，亦不以书家为荣。王羲之、苏东坡书法好，文章也好。读二
王父子杂帖，读苏黄文集，高逸厚朴，篇篇绝妙好辞。古人的趣味，向来偏心文士翰墨，历
代书家多是学问家文章家。傅山曾说文章小技，于道未尊，况兹书写，于道何有？书法讲
究字外功夫，字外功夫无非经史子集，无非人情练达，无非世事洞明。腹有诗书气自华，何
止如此，腹有诗书字也华。

先贤字里自然的峭拔，是宗师气度是宗师品格。读碑帖，看得见前人的笔意，貌丰骨
劲，味厚神藏，也看得见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甘心在砚台的墨香里修行。笔墨是心性之呈
现，笔墨下落，宣纸轻哗，过去的心性过去的风神在枯湿浓淡的笔路上一览无余。

旧中国的庭院文化渐渐稀薄，那些精妙碑帖都是古迹也都孤寂。王羲之的杂帖，颜真
卿的文稿，文徵明的手卷，董其昌的条幅，旧味氤氲，人间万事纵然消磨尽了还有墨痕故纸
的暗香。

碑帖之美，无非十字：尖，厉，冷，幽，玄，动，静，空，雅，正。
文章之美，也无非此十字。
旧年喜欢尖，厉，冷，幽，玄，如今最好动，静，空，雅，正。
正最难。正是为人为艺的巅峰。

孔子问道于老子，拜别之际，老子手指黄河，说：
“汝何不学水之大德？”孔子问：“水有何德？”老子道：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
于道。”意思是：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一样。水滋润
万物，但从不与万物争高下、停留在众人都不喜欢的
地方，所以最接近于“道”。

水有崇高的品德。老子在《道德经》中阐述了水
之七善：“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
善能，动善时。”在老子看来，水谦逊、公允、诚信、无
私，并善于自处和审时度势。水性至善至柔，但它能
攻破坚硬强大的事物，无往不胜，又谓“至刚”。成语

“水滴石穿”说的就是水拥有坚韧的力量。
水博大而精深，孔子将其视为君子人格的化

身。据记载：孔子观于东流之水，子贡问道：“君子
为何见到大水要观赏一番呢？”孔子说：水遍生万物

而无偏私，似德；水流向下，曲曲折折皆循其理，似
义；水浅处流动不息，深处渊然不测，似智；水奔赴
百仞之谷，毫不迟疑，似勇；水柔弱而能渗入细微之
地，似察；水蒙受恶名却不申辩，似包；浑浊之物进
入水中，出来就干干净净，似善化；水入量器，总是
很平，似法度；水遇满则止，并不贪多务得，似君子
处事有度；就算经历百转千回，水也必定东流入海，
似君子意志坚定。

水的品性丰富而充盈，蕴含着修身之理、处世智
慧和人格精神。古代文人常常寄情于水。《诗经》中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借水表达的是思念之情；《论
语》中“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是说智慧的人像水一样
懂得变通；《观沧海》中“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曹操寓
情于景，借水抒发的是壮志豪情；《孙子兵法》中“兵无
常势，水无常形”，蕴含着灵动的战略战术；《孟子》中

“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比喻做人要追求至高境界；
《荀子》中“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意在说明百姓是水，
力量巨大，举事当先审民心。

世人敬水、爱水，尤爱一尘不染、澄澈洁净的清
水，常用水形容清廉。隋朝赵轨在齐州为官四年，其
清正廉明、政绩突出，被调回京师做官。临行之际，当
地百姓挥泪相送。一位老人捧着一杯清水，颤抖着双
手敬奉到赵轨面前，说：“别驾在此任官，从不受贿纳
物，犹如水火不相交。如今您要走了，我们不敢以壶
酒相送。公清若水，特此献上一杯清水为您饯行。”赵
轨接过，一饮而尽。自此，“清水别驾”传为佳话。

水无色无味，平淡自然，人们用水形容君子之
交。唐贞观年间，薛仁贵尚未得志，与妻子住在一个
破窑洞中，衣食无着落，全靠普通百姓王茂生夫妇接
济。后来，薛仁贵投军，立下赫赫战功，前来府上送礼
者络绎不绝，都被他谢绝。薛仁贵唯一收下的是王茂
生送来的两坛清水，并当众连喝三碗，然后感慨道，这
就叫“君子之交淡如水”。

饮水思源，当懂感恩。是水，灌溉着大地、哺育着
万物；是水，奉献着自己、容纳着百川。我们当敬畏
水、珍惜水、爱护水、节约水，还要以水为师，学习水的
胸怀、水的境界、水的品格，做到心态上静如水、工作
上韧如水、操守上廉如水、名利上淡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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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扁担两头弯，井冈山下把粮担。军民同心反封锁，
革命斗争不怕难。”一首“挑粮歌”，唱出巍巍井冈山的那段峥
嵘岁月。

1928年，毛泽东带领的秋收起义队伍，同朱德带领的南
昌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了。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开
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

会师之后，红军由原先的千余人增至上万人。由于井冈
山地形狭小，产粮不足万担，粮食等供给成了大问题。“红米
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干稻草，软又
黄，金丝被，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红军
战士乐呵呵地唱着歌，然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背后是物质
匮乏的辛酸与无奈。这时，敌人的围剿也在日益加剧。

面对如此严峻的斗争局面，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领导
下，红军采取了一系列的自救纾困举措：打土豪、分田地，使大
部分佃农成为土地的主人；开办红色圩场，活跃根据地的贸易
交易；用井冈山的竹木、油、茶等资源换取紧缺物资；开展群众
性的熬硝制盐运动，缓解用盐压力……在这些打破敌人封锁
围剿的举措中，声势浩大的、投入兵力最多的是挑粮运动。

当时，山下根据地征集的土地税粮，按片集中在茅坪谢冠
南家、大陇尹家大店和柏路长富桥杨家祠。“一天一小仗，三天
一大仗”，粮食存放在山下不安全，更不宜久留，需全部运上山
贮存。那时上山没有公路，全靠肩挑人担，井冈山红军掀起了
轰轰烈烈的挑粮运动。当时挑粮路线有三条：柏路线、茅坪线
和大陇线。这三条路爬上黄洋界都有20多公里，且山势陡
峭，运一趟粮食上山是多么不易啊！

然而，任何困难都压不垮英勇的红军，他们精神抖擞地行
进在挑粮小道上。走在队伍前列的是军长朱德。你看他，头
戴草帽、脚穿草鞋，不顾山高路陡，同战士们一起挑粮上山。
当时朱德已经42岁了，年纪偏大，又是军长，白天挑粮很累，
晚上还要研究怎样跟敌人打仗，战士们怕他身体吃不消，就把
他挑粮的扁担藏了起来。不料，朱德又找来一根扁担，上面写
上“朱德的扁担”五个字。大家见了，就不好意思再藏他的扁
担了。

在挑粮的队伍里，还有前委书记毛泽东的身影。不过他
是背粮，是贺子珍特意缝制的一条粗布口袋，能装四五十斤谷
子。来到运粮队伍前，他抖抖手中的布袋笑着说：“肩搭背扛，我还省着一条扁担呢！”
沿途群众见毛泽东也来挑粮，惊奇地问：“毛委员，怎么还累着你挑粮？”毛泽东笑道：

“号令一声三军动，我怎能不去呀？”战士们看见毛泽东、朱德都参加挑粮，十分感动、
备受鼓舞，挑粮的劲头更足了，大家你追我赶，谁也不甘落后，很快把30多万斤粮食
运上了井冈山，解决了根据地的给养问题，支撑了井冈山工农武装的革命斗争，也为
井冈山精神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陈列于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朱德的扁担”，论形状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它和
别的扁担一样，都是竹子做的，约摸三四尺长，中间稍宽，两头略尖。但这又是一根不
平凡的扁担。扁担挑起的是希望。在井冈山斗争的艰苦岁月，大家一起挑粮，鼓舞的
是士气，凝聚的是军心和民心，预示着革命胜利的希望。扁担见证的是真情。军长带
头挑粮，战士藏起扁担，这“一挑一藏”里，彰显了官兵之间的浓浓真情。扁担孕育的
是精神。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只要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就没有战胜不了的敌
人、克服不了的困难。时下，扁担的实用价值也许并不大了，但其中蕴含的不畏艰难、
团结克敌的精神，却永远不会过时。

小小扁担，一头挑着艰辛，一头挑着希望；一头挑着使命，一头挑着民心；一头挑
着过去，一头挑着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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