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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六年（1073年）二月，通判
杭州的苏轼作《浣溪沙》，为即将赴潞
州任学官的梅庭老送行：

门外东风雪洒裾，山头回首望三
吴。不应弹铗为无鱼。上党从来天
下脊，先生元是古之儒。时平不用鲁
连书。

门外春风拂袖，雪洒衣襟，想到
即将去北方贫瘠的边城，梅庭老回望
杭州满眼不舍。38岁的苏轼宽慰他，
不必担心会像孟尝君门下弹剑无鱼
吃的齐人冯谖那样清苦。上党是边
陲重镇，地势险峻，当今时世承平，与
金国相安无扰，你安心做从事“六艺”

教育的传统儒士，不会有战国义士鲁
连“射书救聊”的事情发生。

苏轼提到的“鲁连书”，系出自
《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的一则典
故：齐派田单收复由燕国攻占的聊
城，久攻不下，城外士卒阵亡者众，城
内粮绝竟食人骨肉。鲁仲连不忍生
灵涂炭，于是撰写言辞恳切、感人肺
腑的《遗燕将书》，命将士绑在箭杆上
射入城中，燕将读后大哭三日，拔剑
自刎，齐军遂兵不血刃夺回聊城。

鲁仲连，又名鲁连，是生活在约
公元前305年至约公元前245年间的

“齐之高士”。清代学者王士桢曾在
《池北偶谈》中披露：“新城（今桓台
县）东北锦秋湖上，有鲁仲连陂，传为
鲁仲连所居”，后又在《皇华纪闻》中
明确：“茌平县有鲁连村。吾邑之北
近古狄城，亦有鲁仲连陂，鲁仲连
冢。”

据聊城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范
景华考证，鲁仲连系聊城市茌平区冯
官屯镇望鲁店人，如今茌平城区东北
约10公里处的望鲁店村内有鲁仲连
祠，祠内供奉着鲁仲连塑像，村东北
约1公里处有鲁仲连墓。

“聊城”作为双音节地名词在《战
国策》和《史记》中最早出现的时间是
战国后期，从鲁仲连射书算起，至今
已有2000年历史，苏轼就曾延展“鲁
连书”典故，将“聊城”写入诗中。元
祐八年（1093年）正月十六，58岁的
苏轼在汴京担任吏部尚书。时户部
侍郎宝文阁待制蒋之奇（颖叔）知熙
州（今甘肃临洮），苏轼与钱勰（穆
父）、王钦臣（仲至）为之饯行，四人相
约以“今我来思”为韵各自赋诗唱和，
分得“我”字韵的苏轼作《送蒋颖叔帅
熙河》。

诗曰：西方犹宿师，论将不及
我。苟无深入计，缓带我亦可。承明
正须君，文字粲藻火。自荐虽云数，
留行终不果。正坐喜论兵，临老付边
锁。新诗出谈笑，僚友困掀簸。我欲
歌杕杜，杨柳方婀娜。边风事首虏，
所得盖么麽。愿为鲁连书，一射聊城
笴。阴功在不杀，结草酬魏颗。

崇文尚武的苏轼，对国防多有论
策，抓地方军政时“两手硬”，“严军
政”“教战守”“训军旅”，还亲自“西北

望，射天狼”，故在送62岁赴西夏边
锁蒋之奇的诗中，多次把自己摆进
去，称“论将不及我”“缓带我亦可”，
并慨叹自己数次自荐戍边未果。就
在这年十月，苏轼被派往北部边防契
丹的最前线定州，担任“一把手”，真
是一语成谶。苏轼在诗中告诫蒋之
奇，虽然边境军事冲突多以斩获敌之
首级为能事，但这么做长远看收效甚
微，希望之奇能像鲁连那样，一支箭、
一封信就“不战而屈人之兵！”

《史记·索隐述赞》：“鲁连达士，
高才远致。释难解纷，辞禄肆志。齐
将挫辩，燕军沮气。”司马迁曾说鲁仲
连：“好奇伟俶傥之画策，而不肯仕宦
任职，好持高节。”

苏轼对鲁仲连的文采、辩才，气
度、器识极为推崇，尤其欣赏他“抓大
事”“不琐碎”的“风流倜傥”，曾把得
意大弟子黄庭坚（鲁直）比作这样的
人。他作《书黄鲁直诗后》二首：

其一曰：读鲁直诗，如见鲁仲连、
李太白，不敢复论鄙事。虽若不入
用，亦不无补于世也。

其二曰：鲁直诗文，如蝤蛑、江瑶
柱，格韵高绝，盘飧尽废。然不可多
食，多食则发风动气。

苏轼把黄、鲁、李放在一起相提
并论，并称鲁直诗文是像梭子蟹、江
瑶柱一样珍美的海鲜，不可多得。
其实李白也是鲁仲连的“小迷弟”，
李白赋诗引用这则聊城典故次数并
不亚于苏轼。李白曾赋《咏鲁仲连》
诗及古风：“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
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耀。”“我
以一箭书，能取聊城功！终然不受
赏，羞与时人同。”“谈笑三军却，交
游七贵疏。仍留一只箭，未射鲁连
书。”

真是君子见略同，英雄相与惜！
苏轼崇尚鲁仲连，更在于他“义

不帝秦”的高义和“事了舍利去”的高
节。秦国攻赵、赵国危难、辛垣衍游
说赵相平原君劝谏赵孝成王尊秦王
为帝、以换取秦国撤军，在平原君犹
豫之时，鲁仲连义正词严痛斥秦国的
不义，他慷慨陈词，震动朝野。他的
大义凛然极大地鼓舞了赵国的士气，
最终让秦军退去，当平原君要封他官
位，他毅然辞而不受，送他千金，他辞

平原君而去，终身不复见。苏轼在史
论文《论范蠡》中，把范蠡与鲁仲连相
比，认为他们相去甚远，范蠡就是和
勾践一样的“长颈鸟喙”！

“夫好货，天下之贱士也。以蠡
之贤，岂聚敛积实者！何至耕于海
滨，父子力作，以营千金，屡散而复
积，此何为者哉？岂非才有余而道不
足……”

苏轼评价道：“鲁仲连既退秦军，
平原君欲封连，以千金为寿。连笑
曰：‘所贵于天下士者，为人排难解纷
而无所取也。即有取，是商贾之事，
连不忍为也。’遂去，终身不复见。逃
隐于海上，曰：‘吾与其富贵而诎于
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

在《东坡志林》中，苏轼的《论范
蠡》《论伍子胥》两篇史论被合二为一
作《论子胥种蠡》，鲁仲连又成为评判
胥蠡的“一把尺子”。

在被贬谪期间，苏轼复读《史
记》，他把《史记·封禅书》《史记·乐毅
列传》《史记·田儋列传》和《汉书·蒯
通传》进行通读，对于“合则见人，不
合则隐”“海上生仙”的安期生产生了
浓厚兴趣。

在《安期生》诗叙中想起鲁连，盛
赞其也是位得道者：“安期生，世知其
为仙者也。然太史公曰：蒯通善齐人
安期生，生尝以策干项羽，羽不能用，
羽欲封此两人，两人终不肯受，亡
去。予每读此，未尝不废书而叹。嗟
乎，仙者非斯人而谁为之？故意战国
之士如鲁连、虞卿，皆得道者欤？”诗
曰：“安期本策士，平日交蒯通。尝干
重瞳子，不见隆准公。应如鲁仲连，
抵掌吐长虹。难堪踞床洗，宁揖扛鼎
雄。事既两大缪，飘然蹑遗风。乃知
经世士，出世或乘龙。岂比山泽臞，
忍饥啖柏松。纵使偶不死，正堪为仆
僮。茂陵秋风客，望祖犹蚁蜂。海上
如瓜枣，可闻不可逢。”

苏轼认为，安期生作为投奔项羽
的谋士，也和鲁仲连一样，才思敏捷、
将自己的辩才运用到挽救国家危亡
中，事后舍利取义，飘然海上去。

这何尝不是苏轼内心的真实映
射 ——“ 小 舟 从 此 去 ，江 海 寄 余
生。”“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
冠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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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的阵凉
一层一层叠加
你把自己一层一层
裹进深秋

草木，一层一层脱掉厚重
风穿过稀疏的枝叶
两岸的口琴，吹出
萧瑟的秋声

细雨绵绵，下了一天
依然是薄薄一层

望不穿的秋水
紧贴着泥土，浩浩
——往心的低洼处前行

秋天的火焰

这一生，已经接纳了太多的火
金色烈焰，浮出大山的皮肤
焚烧土地，焚烧稻田

被夏日的圣火浇灌
所有的落叶都是火焰的信徒
每一片，都是火焰的形状

已经飞了三天三夜
还是不肯落地
带着大树难以割舍的执念
在天地之间领舞

望不穿的秋水（外一首）
■ 宋春辉

“走，去刚察！”
“去哪个刚察？”
在茫茫青藏高原上，时不时听到

“刚察”二字。读懂了刚察的前生今
世，就窥见了一个游牧民族的形态变
迁，看到了一个英雄部落的世代相
传。

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
县，一个方圆只有几公里的高原小
城，竟有流传三千多年的神话故事，
延续三千多年的筵席！西王母游息
瑶池，为青海湖增添几分神秘色彩，
也让大湖北岸的刚察大草原披上仙
境的面纱。驻足眺望青海湖、大草
原，瞥见大鸟的翱翔，听见骏马的嘶
鸣，看见远处的云或等候、或流淌。

雪域高原依旧在，冬夏轮回依旧
在，不在的是一个部落和一片水草的
代代相守。为了生存下去，部落人在
高原上留下一串串迁徙足迹，为族群
千年烟云镌刻上不屈不挠、生命不息
的精神。

跟着远古的风，回到遥远时代
里。早在吐蕃王朝时期，善于骑射的
刚察部落就存在了，曾经隶属于松赞
干布麾下。因军事纷争、政权更迭，
他们后来迁居到青海湖北岸这片美
丽的土地。

可生活并不是心心念念的“风吹
草低见牛羊”，在一次次刀光剑影中，
部落面临颠沛流离、分崩离析。为了
逃难落脚，他们冒着寒苦长途跋涉，
有的一路西迁，寻一处湖泊，休养生
息；有的沿着黄河谷地一路向东，寻
觅一处家园，躲避战乱；有的迫不得
已迁往黄河以南，纵然大河滚滚波
涛，但刚察人依然渴望向前。渡过黄
河的一支部落，辗转到了贵德、贵南、
同德等地，把命运交给未知的土地。

在浩浩荡荡征程中，坚强的刚察
人握住了命运的手，伴随着走走停
停，留在了一个个叫作“刚察”的村
落。但那不是归宿，而是对故土情
深，对信仰执着。在异地他乡，每当
飘起酥油茶的醇香，刚察人在梦中飞
越大山大河，回到先人启程的地方，
回到先人生根的地方。

一个个刚察，一个个家园，走过
千千岁岁、世事流转，走过牧草绿黄、
风云变幻。只是，刚察人对故土代代
描述，将大湖北岸的根镌刻在骨子
里。即便长歌当哭，始终不曾忘却。

历经战乱与征讨，1856年，刚察
人陆续从黄河以南迁回故土，藏族
刚察部落再现重生。此后，从翻身解
放到日月重光，刚察人的脸庞上拂过
爽朗的笑容。

何谓“刚察”？在藏语中，“刚察”
的意思是敲骨吸髓。古时，每逢藏族
婴儿降世，便会被抹上一片酥油，以图
吉祥。而狩猎为生的刚察部落无酥
油可言，只得用猎物骨髓代替酥油，以
大自然的馈赠，为子子孙孙祈福。

茹毛饮血的年代早已远去，如今
的刚察，有万顷碧波的青海湖，水汽伴
着强劲的风，掠过牧场，掠过花海，掠
过古城，掠过经幡，掠过山峰，在高原
上留下动感的舞姿。迈步在大草原，
饱览绿毡铺地、繁花似锦、浮云流动，
只是不经意间，翻到记载古老故事的
书，用城墙做的书，用岩画做的书
……

位于刚察县西部的吉尔孟乡，遗
留着一座名曰“北向阳”的古城，像一
本久经风沙烟尘侵蚀的书，向后世述
说着沧桑历史。汉代在青海湖一带
置西海郡，下设五县，而北向阳古城是
其中一县故城址。城极小，却在漫长

的草木枯荣、雨水冲刷中屹立不倒。
两千年时光很慢，朝代赓续，世事如
烟，一年年的春风熏得城墙早已变了
色彩；两千年时光又很快，城池周围的
大草原依然广袤无垠、水草丰美。

大湖的风，在城墙上留下千疮百
孔，装着西海郡往日的悲欢离合。从
古时“犯者徙之西海”的荒凉，到如今
火车呼啸、车流滚滚，与世无争的古
城等来最好的春天。绿意盎然，古城
便没有死去，仍在睁眼看着世界，期
待着世界。

不远处，青藏铁路轰鸣而过，叫
醒着古城，也悄然相伴入睡。村落散
布在古城的北部，牧人守着祖先的神
灵，朝发夕归，生生不息。两千年来，
古城内外演绎了多少跌宕起伏的剧
情？史书上找不到答案。

位于年乃索麻村的舍布齐岩画，
是一本先民狩猎与驯化的书。粗犷
豪放的线条，勾勒出古朴生动的牛、
羊、狼等动物形象，透视着骑射民族
策马荒野的壮观，透视着野牦牛从

“高山方舟”到“图腾信仰”的变幻。
舍布齐岩画向北十公里处，一组年代
更为久远的哈龙岩画，则是一本鲜卑
遗风的书，那惟妙惟肖的人牵骆驼图
形，浮现出古代商路的演进。

一处处岩画，一处处家园。分布
在沟谷间的岩画，记忆着先民逐湖泊
而居的迁徙。湖泊，伴着雨水，来了
又去，去了又来。一个个族群部落，
用稚拙笔法刻下万事万物，不知是猎
者、商者的一时快乐，还是寄托着对
猎物、生灵的虔诚？抽象而神秘的符
号，留下无尽的猜想！

带着史书来寻觅古城，来凝视岩
画，文字跌落了一地。谁能读懂城
墙？谁能读懂石刻？流传千年的部

落，流传千年的生活，本身就藏着厚
重的历史，而生命的坚韧，让时间停
滞，让千古苍茫。下一个千古，谁来
记载？

在刚察县，不同的人，怀着不同
的心思，谁在念往事？谁又在盼未
来？有的人改变着祖辈传下来的游
牧方式，把生活过成了“酥油茶”，浓
郁飘香。有的人抱着向往远道而来，
只为一瞥大湖的伟岸美丽，一览湖中
海西山岛的万鸟争鸣。而美是永恒
和别样的，看冬日冰封，看春天开湖，
看夏天风情，看秋日晴空，留在脑海
里的，是直到遥远的地平线，都浓得
化不开的碧绿。

来吧，寻觅刚察！开湖之时的祭
海，那么神圣，当装满五谷的布袋在
声声诵经中被投向湖水，吉祥随着水
汽和风飘向茫茫草原。清澈透明的
湖水倒映着张张笑脸，像花儿一样。
数以万计的鸟儿，长途跋涉飞回大湖
上空、草原上空，择一处家园筑巢垒
窝、繁衍生息。面对波涛汹涌的激
流，湖中的湟鱼启程洄游，一次次跃
起，一次次被拍回，义无反顾溯流而
上。你瞧那沙柳河中的湟鱼，不停摆
动尾鳍，在跃起，在前进，穿越数十公
里水域，回到出生的地方孕育新生
命！

超越时空的刚察大草原，从不缺
勇者与远征，也不缺生命轮回与生命
奇迹。沙柳河穿过刚察县城，唯美的
建筑群沿着河岸次第摊开，分外缤
纷，把生命的神奇和大自然的奇观紧
紧缠在了一起。停下来吧，住下来
吧，尽情地呼吸，尽情地瞭望，尽情地
欢歌，跟刚察人一起，享受一番少了
奔波、少了迁徙的静谧生活。

这是刚察，这是最好的“刚察”！

寻觅刚察
■ 郑茂霞

你有多久没有抬头看过星空了？
夏秋之交的夜空中，繁星万千，清晰可见的银河宛如一条乳白

色的缎带纵贯南北，将漆黑的夜空分成两半，牵牛星和织女星隔着
如烟似纱的银河，脉脉相视却不得靠近。乡野稻田、蛙声蝉鸣，清
凉的夜风吹散积攒了一天的燥热。夜空下，奶奶手里的蒲扇、口中
的故事，和闪烁的星子、遥远的银河一起，永远留存在了童年的记
忆里。

传说，织女是天帝的孙女，她美丽聪明、心灵手巧，在天庭负责织
造云锦仙衣。一天，织女和其他仙女下凡到人间的湖泊里沐浴。牛
郎在老牛的指导下，偷走了织女的羽衣。失去了羽衣的织女无法飞
回天庭，只能留在人间，后来与牛郎结为夫妻，过起了男耕女织的生
活，并生育了一对儿女。王母娘娘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命天兵天
将捉拿织女回天庭。牛郎想起老牛临终时交代自己剥下它的牛皮，
危急时披在身上就可以得到帮助，于是赶紧披上牛皮，用箩筐挑着两
个孩子去追赶，眼看就要追上了，不料王母娘娘拔下金簪一划，瞬间
出现了一条波涛翻滚的天河，将牛郎挡在了河的这边。牛郎织女从
此只能隔河相望，只有七月初七才被允许见上一面。从那时起，每到
七月初七这天，喜鹊们便一齐飞向天河，为他们搭起一座鹊桥。

在漫长的农耕社会里，牛郎织女的传说寄托了人们对男耕女织
幸福生活的向往。直到70、80一代，很多人还有童年时依偎在母亲
(或祖母、外婆)身边，听牛郎织女故事的记忆。记忆里，奶奶每次讲
完故事，都会指着银河边那颗最明亮的星星，告诉我们那就是织女
星，银河对面，与织女星遥遥相望的牵牛星旁边，还有两颗小星星，
那就是他们的孩子了。夏夜静谧，星河璀璨，织女一家四口被深邃
的夜空和闪烁的星海包围着、在黑夜里闪烁着。天空那么低，星河
仿佛触手可及。

织女星是那片夜空中最亮的星，在轻纱一样的银河边如钻石
般闪闪发光，自古以来就备受人们关注。《诗经·小雅·大东》中写
道：“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
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这大概是关于牵牛星和织女星最早
的记载了，在西周时期先民们已经把天上的两颗星星命名为“牵
牛”和“织女”，而诗中“不成报章”“不以服箱”的句子，可知人们已
经把织女星想象成一位纺线织布的女子，而牵牛星则被看作一头
拉车的老牛。不过，《诗经》中的“牵牛”“织女”还只是天上的星星，
与爱情毫无关系。到了汉代《古诗十九首》中，“迢迢牵牛星，皎皎
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
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牛郎织女的故
事就呼之欲出了。

据说天上的神仙都没有人间的情感，因为感情这种东西，一旦
发生很是影响工作效率。今天的城市灯火通明，让夜行的人们不必
再担心看不到回家的路，也遮住了曾经抬头可见的璀璨星空，而现
代人对牛郎织女的故事也有了更加清醒的解读。但不管怎样，对被
迫外出打拼的人来说，“家”是最温暖的代名词，团圆是坚持下去的
动力。

生活终归要有些温暖美好的盼头才能走下去。只要心中有希
望，那么不管久经风雨，还是历经沧桑，哪怕在绝境里也能坚持成
长，在黑暗里也能发出新芽、开出鲜花。

遥看牵牛织女星
■ 张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