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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我国古代文学有很高的造诣，每个朝代

都有自己代表作，但诗词歌赋无一不体现古

代文学的繁荣，并且诗歌是人们抒发感情最

重要的方式之一。

唐朝作为我国诗歌发展的鼎盛时期，涌

现很多的著名诗人，比如李白、杜甫、王

维、孟浩然等人，他们都文采斐然，享有盛

名，也留下了很多流传千古的佳作。但有一

位诗人，他有着“诗奴”的称号，因为他本

人性格怪异，喜欢用诗句来诉说心中愁苦，

并且对诗词的字眼选用要求非常高，如此特

立独行又甚至有些“愚笨”的诗人就是贾

岛。他的一生写诗并不多，而且流传下来的

也甚少，但他花费了三年憋出的两句诗，居

然被后世奉为圭臬，吹捧了千年。

贾岛作为苦吟诗人，是唐诗中的精神奴

隶，也是被诗句捆绑的天才，他最大的特点就

是抠字眼。我们熟知的那一句“僧敲月下

门”，到底是敲门还是推门，贾岛为此苦思冥

想了好几天。而贾岛的另一首为赠别好友所作

的诗 《送无可上人》 中，一句“独行潭底影，

数息树边身”，可谓将一个人所能达到最孤独

的境界挥洒得淋漓尽致，一直让后人奉为经

典，贾岛也对此特别满意，认为是自己的平生

得意之语。据说这句诗是贾岛琢磨了两三年才

想出来的，每次读来都会引得他热泪盈眶。为

此他还特地再作了一首《题诗后》来纪念这句

佳句，他写道：“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

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可见贾岛的每首

诗里的字句都是经过他经年累月的反复锤炼才

写出的，浸透了他的汗水和血泪，也难怪他每

每读起诗来都情感泛滥。

不过贾岛最厉害的不是对诗词用语的揣

摩功力，而是对诗词用语的掌握能力。因为

经过他修改过的诗句，在读者读来根本不会

有生涩之感，也不知道曾经被改动过，可见

贾岛的写诗功力深厚，实在令人惊艳。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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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最笨的诗人贾岛

三年憋出两句诗 还被后人赞千年

《后汉书》 中记载了一个关于苏

章的故事。有一年，朝廷任命苏章为

冀州刺史，上任后，他到各地考核官

吏的治绩，到清河时，发现清河百业

凋敝，民不聊生。见刺史来了，百姓

纷纷来告状，所告的对象正是清河太

守，告他强占民田，贪赃枉法。苏章

暗中派人查访，果然掌握了清河太守

的大量罪证。按理说，既然证据确

凿，下一步就应该把清河太守抓起来

了，但苏章没有立即行动。为什么

呢？因为这个清河太守，是他的老朋

友，两人有过多年的交情。那么，苏

章会不会因为案犯是自己的故交就睁

一只眼闭一只眼，对案件不闻不问，

放老朋友一马呢？非也。苏章是一个

正直的官员，他不容手下官吏为非作

歹，尽管对方是自己多年的至交。

那么他是怎么处理的呢？苏章在家

中预备了好酒好菜，把清河太守请

到了自己家，二人把酒言欢，一边

喝，一边叙说多年的友谊，两人十

分高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苏

章对清河太守说：“今天夜里，我之

所以同你一起喝酒，是因为我们之

间的私人感情很好啊！明天，在公

堂上，我身为冀州刺史，要考核你

的治绩，那就是公事了！”太守也没

听出弦外之音，随声附和了几句。

没想到第二天，苏章就派人将太守

抓了起来。太守以为弄错了呢，但

苏章令人宣布了太守的罪状，不容

他多说，便将其押进了大牢。

唐朝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故

事的主角叫张镇周，唐高祖武德八

年 （625 年），张镇周被朝廷任命为

舒州都督，张镇周本人就是舒州

人，所以，这回等于是回到家乡当

父母官了。张镇周到达舒州的第一

天，没有办公，而是在故宅准备了

一些酒菜，把亲朋好友们都请了

来，和他们开怀畅饮，大家一起把

酒话旧，相谈甚欢。吃完饭后，他

又给每个亲朋好友一份礼物，在送

他们走的时候，他流着泪，对他们

说：“今天我还能与老朋友一起欢

饮，明天以后，我就要以舒州都督

的身份管理百姓了，对你们也是一

样，不能再像老朋友一样交往了！”

从此以后，凡有亲戚朋友犯法的，

他一个都不纵容，依法严惩，因

此，全境百姓都对他肃然起敬。

以上两个故事，发生在不同朝代

不同的人身上，故事中的两位主人

公，都是朝廷命官，但却能做到公私

分开，不因私人感情而影响公事。这

种公私分明的态度，既是一种处世哲

学，也是一种十分难得的境界。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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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分明
是境界

在近代史上，林则徐不仅是正气凛然的

民族英雄，同时也是位关注民生有百姓情怀

的名臣干吏，对于救助灾民、帮扶贫苦百

姓，有些可圈可点之处。

首开官办“担粥赈济”法。道光十三年

（1833 年） 七八月间，江苏的上元、江宁、

句容、江浦、仪征、丹徒等粮食产区水灾严

重，救灾如救火，假如按部就班地等待朝廷

派人来灾区勘定灾情后再制定救灾措施的

话，至少还要一个多月的时间，缓不济急，

迫在眉睫。此时，作为江苏巡抚的林则徐一

面上奏朝廷请求先拨“一月折色口粮以资接

济”，一面立即对灾民开展了抚恤措施，发放

银两，购买粮食，建造临时居住房，“俾免流

离失所”，及时解决了灾民的一些困难。

十二月隆冬时节，为解决贫苦百姓饥寒交

迫的情形，林则徐按照惯例，令官府、士绅设

立了一些固定的粥厂。读者们一定想知道，林

则徐这个“担粥赈济”如何施粥？先来看粥

桶，粥桶上有木盖，以便保温和卫生需要；桶

盖由两个半边合起来，一半是固定的，另一半

可移开来便于打粥，合起来确保“粥多气聚，

经时不冷”；再有，粥桶“高一尺五寸，径圆

亦如之”，装粥容量为“每桶盛粥五十余碗”，

两桶一担，合计一百多碗粥。一天两次，到了

饭点，官府安排挑粥之人在相应区域内穿行吆

喝，招呼贫民排队打粥。而且，挑粥夫役随带

一把铁勺用于打粥，同时出发分赴各自负责地

段，“不至有重复偏枯之弊”。

林则徐是第一个以官方身份组织担粥赈

济的，简便又管用，更大范围地救助了贫

民，维系了很多生命，“行之日久，获全甚

众”，受到当时百姓和士大夫们的称颂，并成

为后世赈济贫民的一个范式。

鼓励大家“众筹”搞慈善粥担。在官绅

办粥厂、担粥赈济的同时，林则徐还指导完

善民间施粥救助贫民的措施：对于较富裕的

人家“有 （财） 力者，日施 （粥） 数担”；假

如经济条件一般，又很想帮助穷苦人的话，

“即 （财） 力微者，亦可合数人以成一担

（粥） ”，派人挑赴邻近贫民居住地进行施

粥。——这仿佛就是现在流行的“众筹做慈

善”的雏形。在林则徐的倡导带动下，很多

士绅纷纷响应赈灾，“有买米平粜者，有采办

杂粮辘轳粜施者，有收养幼童弃孩及流亡病

丐者，有捐修各项工程以代赈济者。”

组织以工代赈。道光十三年 （1833 年）

九十月间，江苏太仓、镇洋、宝山等州县也

遭暴雨成灾，灾情很严重。十一月，林则徐

亲自带头，并发动官员和江南地方士绅为灾

情善后捐款。他将所捐款项用于挑浚昭文县

境内的白茆河河道，一是可以去淤泥通河

道，便于蓄水灌溉和运输，最主要的是以工

代赈，解决了灾民吃饭问题，救人性命，度

过灾年，稳定了一方。

如实汇报，为民请命。林则徐坚持请求

朝廷缓征灾区的田赋，又向时任两江总督陶

澍陈述灾情，并对违反朝廷惯例请求缓征漕

粮一事，表示自己个人承担责任。

多方求策，试种早稻。他采纳了江苏按

察使李彦章的建议，按照他在广西试栽早稻

的经验，组织撰写 《江南催耕课稻编》，在江

南各县推广早稻、再熟稻，林则徐亲自主持

试种，收获了一些早稻，对救灾起到了一定

的协助作用。

道光十三年，林则徐在江苏救灾采取的

及时有力的措施，为近代中国提供了一些较

好的赈灾范例，影响深远。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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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担粥赈灾

林则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