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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镜湖就是众多湖泊中的一个。
镜湖又名鉴湖———绍兴人秋瑾自号鉴湖女

侠，即源自她家乡的这汪湖。 镜湖之滨，有一座
不太起眼的古庙，叫马太守庙。 马太守是谁呢？
他就是镜湖的始作俑者， 东汉和帝时期的会稽
太守马臻。

马臻是陕西茂陵人———与杜甫的远祖杜周
是老乡。 他任太守期间，将山阴和会稽两县的几
十座大大小小的湖泊以及流经其间的小河开凿
联通， 扩展为一个面积超过 200 平方公里的大
湖。 竣工后，《元和郡县志》称它“水高丈余，田又
高海丈余，若水少则 湖灌田，如水多则闭湖
田中水入海……堤塘周回三百一十里， 溉田九
千顷”，从此山阴、会稽两县无凶年。

这么一个造福万代的民生工程， 带给马臻
的却是灾难———由于镜湖淹没了当地不少地主
大户的农田，他遭到诬陷，而昏庸的朝廷竟将他
处死。

马臻惨死后， 会稽百姓想方设法将他的遗
骸运回，安葬于湖滨———马太守庙附近，便是保
存至今的马臻墓。 宋仁宗时，朝廷追封他为利济
王。 是故，马臻墓碑上的文字是：敕封利济王东
汉会稽太守马公之墓。

马太守庙建于开元年间———很大可能，杜
甫游江南时，这座庙刚好落成。

杜甫到越州，镜湖是必然要游的，而喜欢凭
吊追怀的杜甫，也应该造访过马臻墓和太守庙。

另外， 杜甫看到的镜湖远比我看到的更为辽
阔浩淼———北宋以后，由于筑湖垦田，镜湖大大
缩水。

杜甫的爷爷杜审言的好友宋之问， 在杜甫
游镜湖前 20 多年贬越州长史。 他曾在一个早春
泛舟镜湖并留有诗作。 对这位前辈的作品，杜甫
是熟悉的。 那么，游湖之时，他或许会想起这位
人品不那么高洁的前辈的诗句：

芦人收晚钓，棹女弄春歌。
野外寒事少，湖间芳意多。
杂花同烂漫，暄柳日逶迤。
司马迁在《史记》里描写江南生活时用了一

个词：饭稻羹鱼。 意思是以稻米做饭，以鱼做菜。
在越中， 来自北方的杜甫品尝到了南方水

乡的河鲜，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很多年后，
当他在长安与郑虔同游一个何姓将军的山林，
并在何将军府上吃饭时， 席间恰好有在他早年
留下了美好记忆的河鲜。“鲜鲫银丝烩，香芹碧
涧羹”，也就是把鲜活的鲫鱼切成银丝，浇上芹
菜熬成的汁水。 味蕾的记忆如此牢固，他一下子

就想起了越中，“翻疑舵楼底，晚饭越中行”———
我怀疑这不是在长安的舵楼下吃饭， 而是像在
越中用晚餐。

根据杜甫晚年追忆，少时，他开始与当时的
文坛名士魏启心、崔尚等人交往，这些人不因其
年幼而轻看他，反而极力赞扬他，称他的才华足
以和班固、 扬雄相提并论———“往昔十四五，出
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

当杜甫的才华小荷初露时，比他年长 11 岁
的李白正在漫游。 或者说，李白在漫游中，来到
了一个此后多次赞不绝口的地方———这个地
方，就是剡中。

一生中，李白四入浙江，三进剡中，除了留
下一大批歌咏剡中的诗作外，以后，即使他已离
开剡中，但只要遇到奇山异水，总会下意识地以
剡中做比喻。 晚年，他甚至想终老剡中。 可见其
对剡中的喜爱。

李白初游剡中五六年后， 杜甫也来到了剡
中。

春秋时，剡中属越国。 汉景帝四年（前 153
年），置剡县，管辖今天的嵊州市和邻近的新昌
县，属会稽郡。 剡县建县后，除了新莽时短期改
名尽忠县外，一直到宋朝，都称剡县。

北宋的一场战乱，让剡县改了名字。 这种改
名原因，数遍中国历史，也是不多见的。 原来，北
宋宣和年间，方腊在青溪起义，受其影响，剡县
人裘日新也起兵响应。 后来，起义遭到镇压。 参
与镇压的越州统帅刘述古认为， 剡县动荡不安
与“剡字两火一刀，有兵火象”有关，于是奏请朝
廷，宣和三年（1121 年），剡县改名嵊县。 嵊县的
得名，缘于县境东部一列青幽的山峰：嵊山。

嵊县存续了 874 年，一直到 1995 年，嵊县撤
县设市，改名嵊州市，属浙江省绍兴市。 嵊县的
名字来自青山，剡县的名字则来自绿水。

嵊州城区地处盆地边缘，城中四望，都能望
见起伏的山峦。 市区内，两条源自山间的小河交
汇后，始称剡溪。 一条是南来的澄潭江，一条是
西来的长乐江。 澄潭江因江底坡度大， 水流湍
急，又称雄江；长乐江因江底较平，水流缓慢，又
称雌江。

每年夏天，洪水来时，雄雌两江汇合后，中
间会夹有一条细长的银色带状水流， 两江泾渭
分明：雄江浑浊，雌江清澈，直到远处才融成一
色。

发源于山地又流经山区的剡溪， 在嵊州境
内有 30 多公里。 流入邻近的上虞后，称曹娥江，
是为钱塘江最大支流。 30 多公里的剡溪，江流迂

回曲折，夹岸青山，形成了剡溪九曲胜景。
上世纪 90 年代，有学者提出曹娥江乃是唐

诗之路。 所谓唐诗之路， 就是一条从钱塘江出
发，经萧山到绍兴鉴湖，沿浙东运河到曹娥江，
然后南折剡溪， 经天姥山抵天台山的唐代诗人
漫游热线。

作为唐诗之路的精华部分， 剡溪只是一条
山间小河， 它的长度仅为长江的百分之三。 但
是，唐代竟有包括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白
居易、杜牧在内的 400 多位诗人到此游历，写下
了上千首作品。 其中，直接有剡字的就有 168 首
之多。 剡县、剡溪、剡中、剡江、剡山这些词语时
常出现，而出产于此的剡藤纸、剡茗等特产和发
生在这里的一系列典故，也在诗中屡见不鲜。

可惜，由于时代久远，杜甫为剡中所写的诗
歌没有任何一首完整地留下来， 我们仅仅知道
的是，在追忆性的自传作品里，他给剡中写下了
两句诗，十个字：

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
白居易说，“东南山水，越为首，剡为面，沃

洲、天姥为眉目”。 游历了剡中之后，杜甫继续南
行，来到了与嵊州相邻的浙江新昌，不过，在杜
甫时代，新昌尚属剡县辖地，他只不过从县城来
到了山区。

他前往的那座山，因李白一首诗闻名遐迩。
46 岁那年， 客居山东瑕丘的李白在与杜甫

分手后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了一座南方的山。 李
白对这座山的了解，有三种可能，一是他早年时
曾游历剡中，而此山就在剡县；二是贺知章是会
稽人，在长安时与李白交厚，两个著名的酒客可
能在酒桌上聊起过各自的故乡； 三是杜甫向李
白提及过这座山。

总之，无论哪种可能最接近真相，李白梦见
了这座山，并为这座山写了一首长诗。

这座山就是天姥山，这首诗就是《梦游天姥
吟留别》。

天姥山是浙东主要山脉天台山的一部分，
地方志称它：“苍然天表， 千姿万壮， 为一邑主
山。 ”在李白梦中，它更是一座气象万千的圣山：

“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
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 ”

但杜甫只留下了五个字：“归帆拂天姥。 ”
也就是说， 天姥山是他此次少年游的最后

一个点。
游完天姥山，他就踏上了归途。

“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 ”杜甫的自述表
明，他的归程从天姥山开始，他回到老家洛阳，

是为了参加考试。
发轫于隋、 成熟于唐的科举考试是中国历

史上的一大创举，它使出身寒微的底层子弟，也
有了通过读书考试进而跻身官场并改换门庭的
可能。 在唐代，诸科考试中最为世人所重的是进
士科，“缙绅虽位极人臣， 不由进士者， 终不为
美”。

唐制，有资格参加考试的考生，来源有二：
其一称为生徒。 即在中央官学与地方州学、

县学上学的在校生。 他们只要在学校考试合格，
就可以直接参加由尚书省下属的礼部主持的考
试———称为省试。

其二称为乡贡。 即不在各类学校上学的其
他读书人。 他们要参加科考，必须向所在州、县
报考，并经过州、县的逐级考试，合格后，由地方
官举行乡饮酒礼为之饯行， 再送往京城参加省
试。

据徐松《登科记考》统计，有唐 289 年间，贡
举进士 266 次，及第进士 6442 人，而整个唐代参
加过进士科考试的人数约 50 万，平均每年及第
人数不过二十三四个，这与唐诗所说的“桂树只
生三十枝”，“三十人中最少年”， 即每年录取人
数不超过 30 名是吻合的。

以往的一些学者大抵把杜甫此次考试的地
点定为首都长安，实则不然。 据《新唐书》载，开
元二十二年（734 年），唐玄宗“正月己巳，如东
都”，一直到两年多后的开元二十四年（736 年）
十月才返回长安。

洛阳本是唐朝陪都， 唐朝皇帝经常率文武
百官长驻洛阳。 杜甫参加科考的开元二十三年
（735 年），皇帝恰好东巡，是故，省试是在洛阳进
行的。

参加省试前，杜甫还得参加县和州的选拔，
而省试时间一般在暮春时节的农历三月。 也就
是说，如果杜甫等到开元二十三年（735 年）才从
吴越回洛， 他就来不及参加当年的省试了。 因
此，他应该是开元二十二年（734 年）回洛的。 这
一年，他先通过了县和州的预选，于是才有了开
元二十三年（735 年）春天的省试。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诗圣少年游·杜甫和他的“间隔年”（之五）

聂作平

四月，春暖花开，和煦的
阳光洒在校园里， 足球场网
格围栏的一抹三角梅花绽放
着美丽的笑脸，绿叶红花，给
人以阳光向上，紫花绿叶，给
人以温馨舒适；花香飘逸。

早晨， 一位扎着蝴蝶结
的学生飞跑着，校长好！ 我鞋
带松了， 您可以帮我系一下
吗？ 稚嫩的声音甜甜的，一看
就是一年级小朋友。 校长微
笑点头， 俯下身子， 摆弄鞋
带，瞬间系好了。 谢谢！ 她正
欲转身离去。 慢！ 我来教你，
以后鞋带松了就自己系；手
指捏着鞋带头轻轻一拉，鞋
带又松了；看仔细，手指握住
鞋带两端交叉拉紧， 再左右
各挽一个圈，穿插再拉紧，系
好了。你会了吗？那个学生摇
摇头，校长反复示范了几次，
鞋带在手指间飞来舞去，阳
光也随着鞋带蹿来跳去，耐
心细致地说明怎样系， 那个
小朋友终于明白了，点点头，
开心地笑着跑开了。 校长挥
挥手！ 别跑，当心摔倒。

温馨甜蜜的一幕就在校
长俯下身子的那一刻， 灵巧
地动作示范， 孩子的心领神
会，将一朵花儿绽放。 我记下
了这美丽的画卷， 更要记住
校长的大智慧。

（作者系县实验小学六
年级 7班学生。 指导教师：王
大明）

校园美
徐思晨

清晨的大塘村，似梦非梦。
一阵啾啾声扰醒了酣梦中的我， 惺忪着睡眼。

窗台外，几只可爱的麻雀正朝着我点头，好似她们
正在向我问候早安。 带着几分欣喜，望向窗外的天
空，天空早已十分明朗。

我们驻村工作队的住处就在大塘村村委会楼
上。居身此处，每逢雨过天晴或是春去秋来的清晨，
推窗遇见青山蔼蔼云雾缥缈的朦胧美景，欣赏风云
变幻丽日晴空的奇妙，亦是常事。

迎着晨曦， 推开窗来一层薄雾萦绕于山腰，虚
矣便是一片浓雾从山脚的河底腾升而起，瞬间弥漫
了远方的视野，倘若是深秋或是隆冬，雾会更浓更
深。雾气不断腾升，与大塘村水平线齐平，雾气不断
涌动飘忽，俄而一层层雾气卷绕飘荡，不断从半山
腰涌至山顶，一时间分不清是云是雾……

“水际天低岸远，山腰雾卷云铺。”我想，当年宋
代诗人袁说友眼中的雾卷云铺也不过如此吧。正当
沉浸之时，楼前蔬菜大棚里传来一阵爽朗的笑语打
破了此刻清晨的宁静。

我从楼上鸟瞰，循着笑声望去，楼前那片还未
来得及遮盖保温膜的蔬菜大棚下，顺着大棚钢架看
去，几名正在忙碌的管理工人犹如几颗跳动在五线
谱上的音符，透过迷蒙的身影初步判断她们是在给

西瓜秧苗蔬果。
昨夜一场秋雨让渐尽未尽的暑气又消减了几

分。趁着几许凉意，来到大棚前，茁壮生长的青椒秧
苗在晨雾中泛着翠绿，初长成的番茄秧苗和西瓜藤
上新长出的瓜纽子浑身毛茸茸的，挂满了晶莹的露
珠， 初升的朝阳巧妙地从某一角度洒下一地轻柔，
被露珠折射出丝丝缕缕的金光。瓜藤上那些已经成
型的西瓜历经一夜秋风玉露的滋养， 滚圆了不少，
正像此刻站在大塘村庙安安置点东头的苗苗姐那
身怀六甲的肚囊。联想起这组画面，这孕妇的肚囊，
这西瓜的滚圆，二者就生命本身这个话题，同样是
在孕育生命， 应该说植物同人竟然有着同样的伟
大， 不觉对这些旺盛生长着的藤蔓瓜纽心生敬畏。
我想，这些正在忙碌着的工人们定然也和我一样心
怀敬畏之心吧，不然她们怎么会如此小心翼翼侍弄
着手中的秧苗呢，生怕折坏了瓜纽子。

眼前这片蔬菜大棚，是大塘村为了发展村集体
经济，利用村委会门前的撂荒地整治新建的蔬菜大

棚。随着蔬菜大棚开建，从整地建棚到覆膜移苗，再
到施肥除草，再到浇水保苗，护花护果等工作有序
进行，无数个清晨，总会有人讨论蔬菜大棚种植是
否成功，或是讨论蔬菜管护方法，亦或是惊喜西瓜
秧苗开花结果，……也是在无数个清晨，总会有这
些不同的声音时断时续的从田间传来， 隐入双耳，
融入我半梦半醒的清晨，每当此刻仿若又是在梦里
增加了一道令人欣悦的风景。

晨雾已然渐渐散去，不远处何本立夫妇正在忙
碌着用刀砍山脚的苟叶树，给家里五头肥猪准备猪
草，因为干旱今年种的红苕缺收，家里缺猪草，他们
只得采回苟叶做猪食。

说起何本立一家， 总能令我时常感慨人生无
常。有时候，面对有些贫困，会在不经意间戳疼柔软
的心。往往因为这些贫困，并不是因为好吃懒做，只
是因为无能为力。每当看到身处困境中的他们为了
明天能摆脱贫苦的困扰，依然在做困兽一样的努力
挣扎时，哪怕早已伤痕累累，也从不轻言说放弃，这

样的境遇是会让人心生怜悯的。
何本立的双眼视力发生病变多年，据初步诊断

为三级残疾；老婆是贵州人，常年多病，家有两个学
生，大闺女正在就读高二，小女儿正在上小学六年
级。 先前何本立尚且还可以外出务工挣点钱，合着
老婆在家卖两头肥猪补贴家里生活开支，后来随着
视力越来越不好，对方出于安全考虑再也没人敢用
他务工，家里少了经济来源，一家人逐渐步入了拮
据的境地。我们驻村工作队在入户走访中了解情况
后，与村委班子通过研判，最终通过村民代表大会
表决同意，通过申请低保的方式为何本立一家寻求
解决生活困难的办法。 本是小小善举，却给予了何
本立一家莫大的鼓励，他和老婆商量着喂上了五头
肥猪，原本打算可以以此增加一些家庭收入，可又
不巧遇上干旱，只得四处寻找猪草，就连山上的苟
叶树叶、芭蕉叶也成了不可多得的猪草。

“咚—咚咚—”，太阳刚刚升起，这一声声的节
奏，应和着蔬菜大棚里时断时续的欢笑声。
大塘村的早晨，响起了和谐的交响曲。

大塘村的早晨
向玲漫

︽
晒
秋
︾

卢
先
庆/

摄

三峡红叶

神女姐姐最好客，
漫山遍野铺红叶，
红叶飘进长江水，
齐帮姐姐送请帖———

“快看高峡出平湖！ ”
“请来欢度红叶节！ ”。

红地毯

秋风吹，红叶艳，
红遍三峡座座山。
那是铺的红地毯，
欢迎客人来参观。
快来看，快来看，
十二神女要表演！
片片红叶空中飞，
正在散发节目单。

峡门开

三峡山，排对排，
峡门全都关起来。
江水进峡不见了，
眼看船撞青山怀！
只听汽笛高声叫，
叫得山门道道开。

（作者简介：蒲华清，笔名华维、晓
黎，重庆人，曾任重庆出版社编审，重庆
市文联第四届常务理事， 重庆市政协学
习文史委员会第一届委员。 ）

三峡新童谣（组诗）

蒲华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