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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柳秀才》：神仙也互相伤害吗

□ 焦伟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万事万物中隐藏着的大道规
律，在古代不容易被科学认
识，于是人们依据自己的感知
和想象，塑造了各路神仙，赋
予了他们超自然的力量，跳出
三界，长生不老，神通广大。
同时，又专业分工、各负其责，
管辖一定的三界事务和五行
征兆。好的神仙便香火旺盛、
逢时祭拜，坏的鬼妖便邀僧寻
道、择机祛除。《聊斋志异·柳
秀才》篇，描写的就是柳树神
泄密行踪拯救沂水县被蝗虫
仙小施惩罚的故事。

此篇不长，全文引来。
明季，蝗生青兖间，渐集

于沂。沂令忧之。退卧署幕，
梦一秀才来谒，峨冠绿衣，状
貌修伟。自言御蝗有策。询
之，答云：“明日西南道上，有
妇跨硕腹牝驴子，蝗神也。哀
之，可免。”令异之，治具出邑
南。伺良久，果有妇高髻褐
帔，独控老苍卫，缓蹇北度。
即爇香，捧卮酒，迎拜道左，捉
驴不令去。妇问：“大夫将何
为？”令便哀恳：“区区小治，幸
悯脱蝗口！”妇曰：“可恨柳秀
才饶舌，泄吾密机！当即以其
身受，不损禾稼可耳。”乃尽三
卮，瞥不复见。后蝗来，飞蔽
天日；然不落禾田，但集杨柳，
过处柳叶都尽。方悟秀才柳
神也。或云：“是宰官忧民所
感。”诚然哉！

故事很好理解，写的还是
明朝那些事。山东遭了蝗灾，
沂水县令梦见高冠绿衣秀才
献上御蝗之策：蝗神是个什么
样的、从哪里走、骑着什么驴
子等等，求她可免。居然第二
天让县令在西南方向等到了，
哀求之，还请喝了三大杯酒。
蝗神无奈接受了县令乞求。
蝗虫来了，果然不进庄稼地，
为了报复，却把所有的柳树叶
子吃光了。

查植物志、植物学史等资
料，柳树有五百种之多，多分布
在北半球温热带，是我国人工
栽培最早的植物之一。传说隋
炀帝修大运河时，在河堤上普
遍种柳，并赐皇家杨姓，所以
也称杨柳。聊斋里写柳树故
事的，独此一篇，但是柳树却
是自《诗经》以来，众多文学作
品里不可或缺的歌咏题材，树
立了独特的历史文化形象。

一
以柳树起兴的《诗经·小

雅·采薇》，堪称千古绝唱：“昔
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
思，雨雪霏霏。”表达了远征的
战士凄苦忧伤的悲愤之情。

从《世说新语》以及曹丕
的《柳赋》来看，柳树在魏晋时
期还没有被赋予象征离别之
寓意，只是慨叹时光流逝、韶
华不再，“树犹如此，人何以
堪？”隋唐以后，柳树才被文人
墨客描写成江南景色的表征
和亲友不愿离别以及美好祝
愿的具象。“客舍青青柳色
新”，更衬托了“西出阳关无故
人”的依依惜别之情。如隋代
佚名《送别诗》：

杨柳青青著地垂，杨花漫

漫搅天飞。
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

人归不归？
也可能是柳与留谐音，并

且柳树还有一个特点——— 即
插即活，所以古人有所寄托，
送别时折柳枝相赠寓含期望
留下的意思，表达依依不舍和
祝愿异地生活更好的感情。
如唐代杨巨源的《折杨柳》：

水边杨柳麴尘丝，立马烦
君折一枝。

惟有春风最相惜，殷勤更
向手中吹。

唐代贺知章的《咏柳》开
辟了柳树代表春天来了的一
种新境界，把柳树在初春最先
发芽返绿的特征形象地表达
出来：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
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
风似剪刀。

有宋一代，也有不少咏叹
柳树的高手，如张先《蝶恋花·
移得绿杨栽后院》：

移得绿杨栽后院。学舞
宫腰，二月青犹短。不比灞陵
多送远，残丝乱絮东西岸。

几叶小眉寒不展。莫唱
阳关，真个肠先断。分付与春
休细看，条条尽是离人怨。

还有翁元龙的《醉桃源·
柳》：

千丝风雨万丝晴。年年
长短亭。暗黄看到绿成阴。
春由他送迎。

莺思重，燕愁轻。如人离
别情。绕湖烟冷罩波明。画
船移玉笙。

二
明清时期也是延续历朝

历代对柳树的怀思托情，这里
我们不妨特别推出王士禛的
《秋柳》诗。当时，蒲松龄是特
别推崇王渔洋的，在蒲松龄坐
馆的西铺毕家俩人还曾见过
一面，偶有书信来往。不仅因
为他是清初诗坛领袖，还因为
王曾借阅聊斋书稿，摘编记用
了一些故事（《池北偶谈》），对
书中部分故事进行了独到的
评点，并写诗《戏书蒲生<聊
斋志异>卷后》：“姑妄言之姑
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
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
时。”蒲松龄读后应该是很受
感动，在聊斋手稿里把王渔洋
的批语恭敬抄录，并作《偶感》
以表达受赏识得知音情谊：

“潦倒年年愧不才，春风披拂
冻云开。穷途已尽行焉往，青

眼忽逢涕欲来。一字褒疑华
衮赐，千秋业付后人猜。此生
所恨无知己，纵不成名未足
哀。”我这么潦倒屡试不中，看
到您的诗真是如春风吹来，云
开云散，我正处于迷惘没有出
路之时，受到您的青睐感动得
泪满眼眶。真是“一字之褒，
宠踰华衮之赠”，相当于赠我
华贵的礼服，我原以为这辈子
没有知己了，这回有您的表
扬，就是人生不成功我也不会
哀伤了。两位家乡相隔不远
的同时代文学大师的交往，因
此传为了一段佳话。

王士禛24岁那年，也就
是顺治十四年（1657）秋天，
在济南大明湖畔与诸名士雅
集，看到亭下杨柳，披拂水际，
绰约近人，怅然有感，赋诗四
首，轰动一时。且看第一首：

秋来何处最销魂？
残照西风白下门。
他日差池春燕影，
只今憔悴晚烟痕。
愁生陌上黄骢曲，
梦远江南乌夜村。
莫听临风三弄笛，
玉关哀怨总难论。
秋天了哪里最让人哀愁，

当然是李白曾歌咏过的，西风
残照里柳树很多的南京白下
门处，以前翩翩翻飞的燕子穿
柳而过，如今只剩下如烟如雾
的憔悴景象。思妇看到春天
柳色清新，后悔让夫婿去征战
升官，不知是谁的梦落到了惊
起乌鸦一片的深夜村庄。如
此哀怨还是不要听当年音乐
家桓子野吹笛子吧，听来会更
加悲伤，就像羌笛声声一样怨
恨杨柳不让春风度过玉门关。
不得不说，秋柳诗用典毫无穿
凿痕迹、笔墨流畅，确实开创
了一种虽然无我但让人浮想
联翩、神采悠长的风气。此诗
当时在大江南北和者众多，正
如著名学者赵伯陶先生评价
的：“那种欲说还休的诗歌语
言，含蓄模糊的意象组合，都
造成一种半吞半吐的朦胧感，
尽管这种表现手法并不特别
体现艺术的闪光点，却因为与
那一时代士人阶层极力向内
心世界逃避人生的趋向合拍，
从而获得了心有灵犀一点通
的魅力。”王渔洋也就成为清
代吟咏柳树的扛鼎之人。

三
说了柳树，让我们再来说

说灾害。蒲松龄生活在社会
下层农村，对农民所经受的困

苦凄惨生活感同身受。封建
社会里的农民，不但要受到压
迫剥削，还要忍受天灾的折
磨。据《淄川县志》载记，仅蒲
松龄生活的康熙年间，就遭受
旱灾、虫灾、涝灾、雹灾等二十
余次。蒲松龄也有诗《蝗来》
写到蝗灾：蝗来蔽日影从横，
下上扰扰如雷轰。风骤雨急
田中落，垂垂压禾禾欲倾。老
夫顿足何嗟及，唇干舌燥瞠双
睛。老妇解破襦，杆头悬结为
旗旌。稚子无所计，破釜断作
双鸣钲。手挥口叫惊始去，到
头回看复已盈。禾头公然相
牝牡，或言旬日遗虫生。薨薨
飞来犹未尽，我观此状心悲
悯。在大灾面前，农民那种无
可奈何无计可施、全家上阵效
果寥寥的情景，真是可怜之
至。农人们各顾各家，没有协
力扑杀，反而引起争斗，蒲松
龄看到眼里痛在心上，还作了
《捕蝻歌》伤之。在那个时代，
寄托神仙来免除灾祸，也是没
有办法的事情。

蒲松龄了解底层农民生
活，因为他本身就是本分农
家。那时，农民生活有多惨，
蒲松龄在《记灾前篇》里有详
细记载：“道殣无人瘗，禽犬分
葬之。”更惨不忍闻的是，街市
上竟有卖人肉、人油者：“货人
肉者，凌晨驱驴，载送诸市肆，
价十分羊之一。或炼人膏而
渍之，以杖荷坛，击铜板市上，
价视乌麻之槽磨者。”而官府
怕追责，竟隐瞒不报，还驱赶
灾民，“大旱三百五十日，陇上
安能有麦禾？报到公庭犹不
信，为言庭树尚婆娑。”官僚们
说哪里有旱灾啊，院子里的树
不是很葱茏吗？百姓饿死了，
为何不吃肉糜？真是“兴，百
姓苦；亡，百姓苦。”

如此不怕伤害、献身爱民
的柳秀才，当用魏文帝如椽之
笔歌之：

伊中域之伟木兮，瑰姿妙
其可珍。禀灵祗之笃施兮，与
造化乎相因。四气迈而代运
兮，去冬节而涉春。彼庶卉之
未动兮，固肇萌而先辰。盛德
迁而南移兮，星鸟正而司分。
应隆时而繁育兮，扬翠叶之青
纯。修干偃蹇以虹指兮，柔条
阿那而蛇伸。上扶疏而孛散
兮，下交错而龙鳞。在余年之
二七，植斯柳乎中庭。始围寸
而高尺，今连拱而九成。嗟日
月之逝迈，忽亹亹以遄征。昔
周游而处此，今倏忽而弗形。
感遗物而怀故，俯惆怅以伤
情。于是曜灵次乎鹑首兮，景
风扇而增暖。丰弘阴而博复
兮，躬恺悌而弗倦。四马望而
倾盖兮，行旅仰而回眷。

秉至德而不伐兮，岂简车
而择贱。含精灵而寄生兮，保
休体之丰衍。惟尺断而能植
兮，信永贞而可羡。

且把最后一段直译：柳树
秉持深恩厚德却从不炫耀啊，
不分高贵低贱普遍地给世人
带来凉荫福泽。它内含高尚
灵魂生存于天地之间啊，保持
着自身美盛不衰的风姿。只
要剪下一尺细条就可以栽培
啊，实在是忠贞不渝而令人
羡慕。

“三不要”将军

□ 赵盛基
1854年，38岁的彭玉麟率

领湘军水师浴血奋战，攻陷了
湖北田家镇，取得了关键性的
胜利。为了表彰他的战功，清
朝廷奖励了他4000两白银。
他不想要，可又退不回去，就
全部捐给了家乡，救济家乡父
老，还拿出其中一部分给家乡
建了一所学堂。

彭玉麟对百姓慷慨，对自
己却非常严苛。儿子瞒着他
修缮了自家老旧的房子，他得
知后勃然大怒，斥责儿子用20
千串钱修房子耗费太大。当
时，大臣们除了薪水之外，还
有一笔不菲的养廉金。他的
养廉金分文不取，全部上缴了
国库。

彭玉麟战功卓著，但他一
生中六辞高官，连皇帝都
无奈！

然而，当国家危难之时，
他却将生死置之度外，以年迈
多病的身躯临危受命，抵御
外敌。

他说：“臣以寒士始，愿以
寒士归。”晚年，他隐居草庵，
以画梅花度日。这在贪腐横
行的当时，绝对是一股清流。

彭玉麟去世后，时任湖北
布政使的陈宝箴在悼念他的
挽联上写道：“不要钱，不要
官，不要命，是公生平得力语，
万古气节功名，都从此出；癖
于诗，癖于画，癖于游，他日苍
茫堕泪处，绝好湖山亭榭，更
待谁来。”

自己不要，历史却不会忘
记，“三不要”将军彭玉麟留下
了一世英名。

久处不厌

□ 马德
朋友，终是那些久处不厌

的人。
这些人一定有吸引你的优

点，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让
你难以容忍的缺点。你跟他们
未必联系紧密，但相处得一定
很轻松。

即便贵为知己，我相信，对
方在你眼里也必定不是完美的
人。从情理上讲，自己不完美
就难以见识对方的完美。从事
理上讲，只要是有血有肉被欲
望所左右的人，就不可能完美。
所以，无论是谁，这一辈子，想
要为自己找一个完美的朋友是
不现实的。千里万里，城市乡
野，不是你走得不够远，也不是
你不够幸运，而是这样的出发
本身就是错的。

当然了，两个人的友谊最
终臻于完美，可以靠磨合完成。
磨合是什么呢？绝不是你征服
我，我投降你，而是你让我一
点，我让你一点，在彼此的体谅
和理解中完成。

这么说来，完美是很简单
的，也是很艰难的。因为，把一
件简单的事交给漫长的岁月，
最后磨砺的，是自己的心性和
耐力。当你为了对方朝着完美
不断前行时，你发现，你这个人
早已脱胎换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