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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入联意韵浓
□王永强

遣使南海第一人
□黄俊生

扁担头上探来的
□黄步千

南通谜人
作品评析（三十八）

纪念馆里忆前贤
□陈根生

鸟鸣声声谷雨天
□孙同林

所谓最强劲的对手，指的是士燮家
族。士燮从187年起至226年去世，在长
达40年时间里，担任交趾太守。虽然交州
刺史换了一任又一任，但士燮才是交州的
王，三个弟弟分别担任合浦太守、九真太
守、南海太守，交州七郡，有四郡掌控在士
家手中。在东吴控制交州之前，刘表欲染
指交州，上表任命了自己人赖恭为交州刺
史，曹操为阻止刘表，极力拉拢士燮，以朝
廷名义封士燮为绥南中郎将，总督交州七
郡，同时兼任交趾太守。这样交州就有了
双重头领，即交州刺史赖恭与总督七郡士
燮。流水的刺史铁打的士燮，不管交州刺
史是东汉朝廷的、刘表的、曹操的，还是孙
权的，他们在交州的权势都远比不上士
燮。不过，天下三分局势越来越明朗，荆
州被孙权所控，切断了交州与曹魏的联
系，士燮无法再左右逢源，只能名义上服
从孙权，双方相安无事。

226年，90岁高龄的士燮去世，维持交
州地方与东吴政权微妙平衡的关键人物
不在了，交州各方顿时陷入紧张的气氛
中，山雨欲来风满楼。

孙权率先动作，任命士燮之子士徽为安
远将军、九真太守，把原先士燮把持的交趾
太守位置交给校尉陈时。这样做的目的，是
把士氏家族从交趾支开，实行改朝换代。

对于主公欲收拾士氏家族的意图，吕
岱自是意会，他向孙权建议，将交州拆分，
交趾、九真、日南三郡设为交州，将军戴良
任刺史，南海、苍梧、合浦、郁林四郡设为
广州，吕岱任刺史。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
了“广州”这个地名，吕岱成为广州第一任
父母官。吕岱这样做，目的是把士氏家族
隔开来，用两名刺史分而治之。心知肚明
的士徽当然无法接受，陈兵抗拒新任交州
刺史戴良赴任。这正中吕岱下怀，主动请
求带兵讨伐，带兵三千，渡海南进。

交州诸郡属于未开发的偏远地区，地
形复杂，行军缓慢，达不到奇袭效果，吕岱
便采取海上行军。有人表示担忧，提醒吕

岱：“徽藉累世之恩，为一州所附，未易轻
也。”岱曰：“今徽虽怀逆计，未虞吾之卒
至，若我潜军轻举，掩其无备，破之必也。
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婴城固守，七郡百
蛮，云合响应，虽有智者，谁能图之？”

有人说：“士徽凭借家族声望，州内很
多人都归附于他，此去恐怕不轻松啊。”吕
岱答道：“如今士徽虽然谋划叛乱，却料想
不到我军速度之快，如果我们能攻其不
备，打他个措手不及，定可一举成功。反
之，如果我们稍有迟疑，正遂了士徽之愿，
使他产生信心，继而坚守城池，时间久了，
这七郡的蛮夷部落就会纷纷响应，到时
候，有再多的计策也没意义了，就拿士徽
再也没有办法了。”

正如吕岱所料，士徽没想到吕岱来得
如此神速，果然非常震惊，慌乱之中不知
如何是好，只好带着兄弟六人脱去上衣，
赤膊投降。结果，吕岱断然采取颇受争议
的举动，将士徽兄弟们全部斩杀，首级送
到武昌。这一系列行动，如果给罗贯中描
述，定会用几个章节，陈寿却只用二十八
字交代而过：

徽闻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即率
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斩送其首。

士氏家族在交州几十年，并无残暴之
举，甚至可以说颇得民心，吕岱担心行动
慢了，当地人会群起响应，所以，将士徽等
人斩首，以绝后患，其用意可以理解。但
士徽既然已经投降，吕岱却皆尽杀之，后
人认为吕岱有些过了，无怪乎士徽的部将
甘醴、桓治等人“率吏民”攻击吕岱。当
然，最终都被吕岱一一击破，斩杀一万多
反抗者。作为一位智勇双全的高级将领，
吕岱对剿匪平叛特别在行，每次平乱都能
建功立业，屡战屡胜，从无败绩，连孙权都
不得不佩服，赞扬吕岱“忠武之节，于是益
著”，欣慰地说“国家永无南顾之虞”了。
为此，孙权进封吕岱为番禺侯，拜镇南将
军。不久，孙权又将岭南七郡合并，重新
恢复交州建制，仍让吕岱当刺史。

岭南既定，交州彻底被东吴节制，汉
人在南夷一带的地位得到巩固。吕岱除
了清剿残匪、安境抚民之外，花费很多精
力去做另一件大事，这件事，《三国志·吕
岱传》里描写得并不详细：

又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徼外扶南、林
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

如果不留心，读到这里很可能一带而
过。其实，这“南宣国化”对当时以及后世
的影响巨大，不仅强化了东吴对交州实际
统治，而且使东南亚诸国都知道了强大的
东吴帝国的存在，对拓展华夏文明，有着
非常深远的影响，具有开创性意义。这一
点，身在其中的孙权没有意识到，就连吕
岱本人，也不一定明白其意义所在，但后
代人却是看得清清楚楚，史学家范文澜在
《中国通史简编》中明确告诉人们，吕岱的
南宣国化行动“从此开始了中国和海南诸
国的正式往来”，有人还通过归纳对比，认
为吕岱可与东汉班超出使西亚相媲美：班
超是陆上丝绸之路“清道夫”，吕岱是海上
丝绸之路“拓荒者”。

当然，这断言为时过早。东汉之前的
秦朝甚至更早时期，就已开通海上贸易往
来，西汉时期，随着南海丝绸之路的开辟，
中国对东南亚和南亚的情况，已经有了一
定了解。东汉时期，曾有究不事（柬埔
寨）、掸国（缅甸）、叶调（印度尼西亚）等东
南亚国家派遣使者访问中国，与东汉朝加
强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但是，有史料记
载的、中国第一次往南洋派遣官方使者
的，吕岱当属第一人。所以，作为海上丝
绸之路拓荒者，吕岱乃不二人选。

事情是这样的：吕岱在平定士氏家族
和南方诸夷动乱以后，觉得应当把对外宣
扬东吴国威、教化南海诸夷放到议事日程
上来。正好，一个叫秦论的大秦商人，由
罗马经越南来到吴国武昌，孙权召见了
他，询问一路所见，孙权听了很感兴趣，萌
发遣使海外的想法。主公与臣子心意相
通，于是，吕岱派出中郎将康泰和宣化从

事朱应，驾驶巨大战船出使南海诸国。康
泰与朱应两位都是管理海上事务的官员，
熟悉海上航海，带去的士兵都是南方的水
手，个个习惯海上生活。那时，东吴的造
船技术很高，在福建福州就有造船基地，
由一名典船都尉负责造船，所造之船吃水
深，吨位重，上下五层，可载三千士兵。孙
权曾专门派船将秦论送回罗马，可见吴国
的海运技术已经强大到远渡重洋如履平
地的地步。凭借如此先进的船舶，康泰和
朱应一路南下，出使“西南大海洲上”，到
达今天的越南中部、柬埔寨、老挝中北部
和南洋群岛一百多个国家，康泰和朱应作
为我国最早到达南洋地区的官员，比郑和
下西洋早1000多年。毫无疑问，他们不是
用大炮轰开南洋诸国大门的，他们带去怀
柔政策，当然还有见面礼，所以，东南亚很
多国家都与吴国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
一些小国家臣服东吴，每年遣使进贡，成
为吴国附属国。两位远行看世界的使节，
回国后分别记述了所探行的海上航线，各
自向朝廷写了“考察报告”，康泰记录了前
往中天竺（印度）的航道，朱应记载了从印
度洋到罗马帝国的海上航程。可惜的是，
康泰所写《吴时外国传》、朱应所写《扶南
异物志》这两本记录当时东南亚国家的珍
贵文献，原书已经佚失，只能从一些古籍
所摘录的片段中，捕捉这两本书的踪迹，
以及两本书所记录的东南亚国家的风土
人情。这些记录康泰、朱应行踪的古籍
中，最重要、记载最详尽的，当属姚察、姚
思廉父子的《梁书》。

吕岱遣员出使南海诸国，这么一件古
代外交史、航海史上的大事，为何陈寿只
是一笔带过？历代学者种种猜测，不得全
貌，尚为疑团。 《南通传》连载第五章
长寿将军：吕岱“海上凿空”

想不到我在小时玩耍的旧药王庙里，邂逅了一页如皋红色
历史，摇摇欲坠的大殿不见踪影，代之以一溜干净整洁的青砖
黛瓦平房，两棵老银杏树还给我一片肃穆、宁静的气息。

我瞻仰“季恺事迹馆”，国防部原部长迟浩田上将题字，我
的脚步特别放轻，尽力不发出声音，生怕惊扰了一位伟大的先
贤，一位值得如皋世代景仰的东皋赤子！

一串哒哒哒的机枪声从遥远的历史深处传到我的耳边。
这机枪声来自城西的贲家巷，连续的火舌划破了1930年的沉沉
黑夜，红十四军军长何坤正手提机枪指挥千万贫苦农民掀开苏
中地区新的历史。当年有谁相信军长手中这支崭新的手提机
枪竟然是一位地主少爷季恺主动提供的！什么身家性命，什么
倾家荡产，全部置之度外，义无反顾，季恺这种大无畏的牺牲精
神当年曾经怎样惊世骇俗，威震东皋城乡！我在红十四军纪念
馆玻璃橱窗前亲眼见过这件锈迹斑斑的红色文物，上面那“季
恺用×”四个汉字至今依然散发着不朽的光芒。

当天是3月1日，外面的风冷飕飕的，86年前即1938年的3
月是“倒春寒”，风更凄厉，我被母亲紧紧抱在怀里挤在潮水般
的难民中下乡逃难。七七事变，史称“国耻”，“大麦清，元麦青，
二月十八到皇军”，1938年3月这是如皋的“乡耻”。2月，5000
个日本鬼子从南通上岸，吓得10倍于鬼子的国民党正规军、地
方部队、民团不开一枪，只认得一个“逃”字，把大好江海大地拱
手送给日本鬼子；如皋县政府更是脚底抹油逃得快，让千年古邑
任由300个日本鬼子烧杀抢掠，肆意蹂躏。正是这个屈辱的3月，
一位热血青年从城西高沙土地区横空出世，拉起一支队伍武装雪

“耻”，为中华民族雪耻，为家乡人民雪耻，这支英雄队伍名字叫“如
皋人民自卫武装第二大队”，领导者就是季恺，时代让一个儒雅
的文弱书生华丽转身为挥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的英勇战士！

我在一只老式旧皮箱前注目良久，下午的阳光灿烂地投射
在上面，让我一带一扣都看得清清亮亮。虽然岁月的磨砺让皮
箱有些地方斑驳了，但当年多少次穿过炮火硝烟落下的战火尘
埃依然在召唤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那个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

这只从季家大院拎出来的皮箱，跨过长江、黄河，直到在
五四运动的发源地，装满先师李大钊先生滔滔不绝的洪亮演
说……当这只皮箱回到长江出海口北岸那座千年古邑，穿过青
砖黛瓦石板街，回到季家大院的黑漆大门，青年季恺一件一件
从皮箱鲜亮地拿出来的已经是红色的信仰、坚定的意志以及满
腔的热血、浑身的力量。

新皮鞋换成了布草鞋，季恺手中的新皮箱也拎成旧皮箱。
旧皮箱里已经装满苏中地区广大人民的寄托和期待，装满金融
战线上对敌伪斗争的经验和智慧，装满大名鼎鼎的“季恺本票”
的传奇故事，装满他“为党为人民立下很大功劳”（陈毅语）“季
恺是对新四军东进有特殊贡献的人”（粟裕语）“季恺是把一切
交给党安排的人”（叶飞语）这些珍贵的认可和赞誉是为历史作
证，是替正义代言，重如泰山，灿若云霞，让我们这些后辈驻足
旧皮箱前不能不满怀虔诚，肃然起敬。

有道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作为一个乘凉的后辈，走
出“季恺事迹馆”，伫立在玉带桥水边，享受着水绘园的清新空
气，仰起头和悠悠蓝天白云交流我心中的感动、感激、感恩，在
震古烁今的江海历史天空，季恺是一个闪耀独特光芒的红色星
辰，他用自己波澜壮阔而又跌宕起伏的一生抒写了浓墨重彩的
一页如皋篇章。

从迎春桥洞流过来的一碧清水，从2000年前的西汉王朝就
这么流过来，经过“季恺事迹馆”门前再向远方流去，流啊流啊，
流着岁月，流着时代，流着人心……

古琴，又名瑶琴，具有悠久的历史和
深厚的文化底蕴，被誉为“乐中之天，琴
中之首”，是中国古代琴棋书画“四艺”之
冠，200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
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对联，雅称楹
联，是我国独有的文学形式之一。2006
年中国楹联学会申报楹联习俗，经国务
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古琴入联，将两种中国传统文化形
式有机结合在一起，琴联互映，意趣犹
浓；琴联相融，韵味更添。

苏州怡园坡仙琴馆有佚名题联：“素
壁有琴藏太古，虚窗留月坐清宵”。上联
藏典古琴悬壁之雅，下联内含赏月听琴
之趣。用字凝练，对仗严谨，诗情满溢，
画意顿出。对联诸要素中，除平仄规律、
词性一致外，意境至关重要，此联景与
情、境与意水乳交融，统一和谐，借景生
情，依物寄意，读联好像聆听到琴韵悠
悠，感受到情意绵绵。诚如现代楹联大
家向义先生所言：“联语贵在吐属名贵，
寄托遥深。”

梁山春园书屋区琴房有一副门联：
“山水既相邀，何妨一曲；伯钟如对坐，宁
忘千年”。上联将琴寄山水的意境作了
形象化的表述，下联对俞伯牙和钟子期
知音之交宁忘千年的情谊作了深刻的诠
释。此联无论从词类、词语结构、平仄
看，极其工整。全联切景构辞，笔力雄
健，将古琴的意境和哲理尽纳联中。此
外如“唐韵琴声远，汉风古意长”“林鸟竟
忘飞，为弦所缚；山蛩犹卖弄，应律而鸣”
等，异联同工，各具风采，其中多以五言、

七言的短联见长，惜墨如金，尺幅千里，
佳作多多。

青山不墨千秋画，流水无弦万古
琴。这是林则徐撰写的百余对联中较为
著名一副：青葱葱的山岭即使不着笔墨，
也是一幅千年不改的绚丽画卷，久久长
驻；绿莹莹的流水虽然无有丝弦，好似一
具万载常响的悠然古琴，声声不息。短
短两句七言，有静有动，有色有声。“不
墨”皆成画，“无弦”却有声，更是匠心独
运，神来之笔。此联不仅绘就了大自然
美妙景观，更是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
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爱国意志和英雄气
概的表达和写照，可称得上是绝对。

南通梅庵琴派的创始者是王燕卿先
生，其高徒徐立孙与邵大苏学成后，于
1929年夏在南通创立梅庵琴社。2010
年梅庵派古琴艺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据徐立孙之
孙、梅庵琴社现任社长徐毅先生所述，
1918年除夕其祖父在旧货市场购得一张
老琴“云钟”，王燕卿先生特意为此琴撰
联：“开囊夜映高岩月，拂案秋涵大壑
风”。徐先生随即将此联篆刻在云钟琴
背板面。此联展开了一幅月夜操缦图：
在深秋的夜晚，皓月当空，琴人打开琴
囊，掸清琴几，弹奏出委婉动听的音韵，
犹如穿梭于山岭沟壑中回旋的风声。开
囊、拂案，遣词讲究，自铸新意；夜月、秋
风，诗情画意，借景寓情；高岩、大壑，用
字精准，不落俗套，联意所表达的意境，
跃然纸上。全联无一“琴”字，却将作者
爱琴、赞琴的真情实意隐藏联内，这一

“藏字”的艺术手法构思精巧，意韵深

邃。全联气势磅礴，雄浑壮阔，弦外之
音，耐人寻味。

南通梅庵琴社现址在市区惠民坊西
巷2号，原为卢心竹先生故居。卢心竹是
著名诗人、教育家，工诗善画，擅长琴
艺。卢心竹与徐立孙交往甚密，情深意
笃。1969年12月徐立孙离世时，卢心竹
曾撰一挽联：“多艺多才，堂上音徽尚在，
馆中编泽犹新，纵闻弦韵能传，空睹携琴
怀寂夜；亦师亦友，幼年学校叩随，晚岁
庠黉共席，曾约画图同赏，竞成把剑觅徐
君”。“音徽”为古琴十三徽位，“庠黉”为
古代地方所设学校。上联赞颂了徐先生
的琴艺和对其深切的感念。徐是卢幼年
的老师，二人又曾同校共执教鞭，而今昔
日师友业已乘鹤而去，不胜悲恸。下联
表达了对徐的缅怀和敬意，借用季札丘
墓挂剑的典故，体现了不忘故、重信誉的
君子之道。此联中所选定的意象、相关
的背景、拟用的典故蕴含着特定的意念，
感情真挚，感人肺腑。

对联通过对古琴多方位、深层次的
描绘和刻画，展现了古琴无穷的魅力和
深刻的内涵，丰富了古琴艺术的表现形
式。古琴入联是对古琴的赞美和颂扬，
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琴
为联增色添彩，联为琴颂扬高歌，琴联同
流芳，共千古。

（南通市楹联学会供稿）

“携来百侣曾游”（四字金融名词）
联合浮动
作者：朱建铭 评析：李保华
1911年，18岁的毛泽东来到湖南省

城长沙，开始了长达十三年的求学生涯和
革命斗争生活。在此期间，毛泽东常和他
的同学们攀登岳麓山，漫步橘子洲，或者
和大家畅游湘江。谜面“携来百侣曾游”
出自毛泽东《沁园春·长沙》一词，是诗人
回忆他和同学们漫游岳麓山、橘子洲一带
风景区的实录。百侣，成百的朋友，约数，
言其多。游，游览、观光意，但入谜时，此
字被别解作“游泳”，用以切合谜底之“浮
动”。“浮动”金融名词，与“固定”相反，意
谓不规定幅度，可以上下波动的一种汇率
或价格。“联合浮动”乃是几个金融团体一
致协调浮动汇率或价格的共同行动。但
此处已排除原意，解作集体游泳意，亦即

“和朋友们一起在水中浮沉运动”，则切合
谜面熨帖之至。

该谜底面均极浑成，构思清新脱俗。
以“携来百侣”扣“联合”，正见行动的协调
一致。尤以“浮动”二字描摹传神，深得游
泳时上下翻腾，忽隐忽现于水中的矫健姿
态，遣词隽永多趣。（南通市职工灯谜协
会供稿）

“布谷，布谷！”布谷鸟的几声鸣叫，把人们从慵懒的睡梦中
唤醒，谷雨节气到了。于是，整个村庄都醒了，家家户户的门开
了，人们扛着各种家具，走向田野。

谷雨是一个惹人想象充满诗意的节气。按古代流传下来
的说法，谷雨本身就是播谷降雨、雨生百谷的意思。《月令七十
二候集解》中说，“三月中，自雨水后，土膏脉动，今又雨其谷于
水也……盖谷以此时播种，自下而上也。”谷在此时播种，雨水
应时而下。故此得名。

谷雨有三候：一候萍始生。谷雨到来的这几天，因降雨增
多，水上的浮萍会快速地生长，平时缺少绿意的水塘、河畔、湖
面，骤然呈现一派繁荣景象。二候鸣鸠拂其羽；鸣鸠即布谷
鸟。谷雨时节，布谷鸟开始抖动身上的羽毛，田野上空不时会
听到阵阵“布谷”的啼声。而“布谷”因与“播谷”谐音、近义，农
人认为布谷鸟的叫声含有提醒人们适时播种的意思。三候戴
胜降于桑；戴胜是一种小鸟，喜欢栖息于农家种植的桑树与麻
树之中。每年谷雨时，人们便可以看到戴胜鸟飞临桑园，蚕业
生产就要开始了。

谷雨时节，是百花之王牡丹开花的日子，故人们又把牡丹
花叫做“谷雨花”。“惟有牡丹真国色，开花时节动京城”，城里的
人们东奔西走，赶赴谷雨花会，而此时的乡村女子正忙于生计，
她们走进桑田，忙着采桑饲蚕。《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
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桑林在某种意义上，是古人理想国的
象征，有村庄处，必有桑林。“谷雨三朝蚕白头”，谷雨前后，乡邻
们串门有忌讳，蚕桑之乡，人们不随意走进蚕家，一直要等到祭
过蚕神，方才解禁。

在农人心里，布谷就是播种，布谷就是让天下遍布金黄的
稻谷，就是永远的丰衣足食。“清明玉米谷雨谷”，在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如东人创造了“三夺皮棉百万担”壮举。那段时光，乡
里种棉花的谚语很多，“谷雨种棉家家忙”“清明早，小满迟，谷
雨立夏正当时”“种在谷雨前，种出高产棉”“谷雨不种花，心头
像蟹爬”等等。谷雨的农谚，时时启发人们要善抓机遇，为一年
的收成打好基础，如此，谷雨又成了一种哲学的思考。

禾苗黝绿送清明，油菜金黄迎立夏。谷雨，润泽着肥沃的
土地，为乡村拉开了一年丰收的帷幕。此时此刻，农人把谷雨，
用麦苗麦穗编织成一个序列，编成黄土里整装待发的童话，看：
谷雨麦挑旗（孕穗鼓肚），立夏麦穗齐，小满麦子黄了皮……

“春雨贵如油”，农人祈盼谷雨有雨。一直生活在乡下的
我深深懂得“谷雨时节雨不淋，急死天下种田人”的含义。每年
谷雨时节，我总是早早就走上田野，走进播种的行列，其对土地
的敬畏和虔诚不亚于父辈，我会像所有农人一样，虔诚地祈盼
下一场洋洋洒洒的雨，期盼迎来一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谷雨，从古老的智慧里长出，从唐诗宋词里走来，从苍茫烟
雨里经过。谷雨时节一粒种子落地，在雨的滋润下，快乐地发
芽，喜悦地生长。一转眼，便“扑啦啦”催生出千万棵嫩绿的秧
苗，染绿了农人的梦想，也让农人享受到耕种的乐趣。

扁担头上探来的、二门上探来的：俗
称二道贩子。他说的做的是从别人那里
探来的。

结棍：壮实。
结毒：结下很深的仇恨。
绥微：略微。
纰漏公司：做事老出问题的人。
绝作：绝世作品。
统算：一齐算，牵扯算。
驮肩搭背：躯体亲密接触。
弄点糖搨搨牌子：施以小利诱惑，叫

他看得到得不到。
环头：低头弯腰。
望里八空：无凭无据，想当然。
收人钱财替人消灾：拿人家的钱，就

要帮人家的忙。
火烧火辣：疼得像火在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