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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时期诗人词人温庭筠，本名岐，
字飞卿，八岁丧父，十二岁时由父亲生前
好友段文昌施以援手，带着温庭筠与其
子段成式结伴共读。大和四年（830 年）
段文昌任荆南节度使，温庭筠与段成式
在荆州游学数载，深受楚文化熏陶。大
和六年（832年）段文昌任西川节度使，温
庭筠随同离荆入蜀。咸通元年（860 年）
温庭筠又来往于襄阳和江陵之间，与段
成式、余知古、韦蟾、徐商等人诗词唱
和。咸通二年（861 年）温庭筠入荆南节
度使萧邺幕为从事，咸通四年（863年）去
扬州，之后再未回荆州。粗略计算，温庭
筠先后客居江陵六七个年头，与荆州有
着深厚渊源。在此略举温庭筠荆州诗作
四首，以飨读者。

温庭筠《渚宫晚春寄秦地友人》写道：
“风华已眇然，独立思江天。凫雁野塘水，
牛羊春草烟。秦原晓重叠，灞浪夜潺湲。
今日思归客，愁容在镜悬。”此诗是温庭筠
在江陵，因思念远在秦地的友人所作。诗
中“渚宫”是楚国宫苑之一，主要用于楚王
外出狩猎、游玩巡视、盟会歇息。渚宫在
唐代很有名气，被视为楚地代名词。温庭
筠好友余知古著有杂记《渚宫旧事》，记录
了大量与荆楚相关的事迹。这首诗以晚
春的渚宫为背景，描绘自然景色，抒发个
人情感，表达对远方友人的深深思念和无
尽愁苦，体现了温庭筠诗歌特有的细腻情
感和深刻内涵，是为佳作。

温庭筠《寄渚宫遗民弘里生》写道：
“柳弱湖堤曲，篱疏水巷深。酒阑初促
席，歌罢欲分襟。波月欺华烛，汀云润故
琴。镜清花并蒂，床冷簟连心。荷叠平
桥暗，萍稀败舫沉。城头五通鼓，窗外万
家砧。异县鱼投浪，当年鸟共林。八行
香未灭，千里梦难寻。未肯睽良愿，空期
嗣好音。他时因咏作，犹得比南金。”此
诗是温庭筠寄给好友段成式的。渚宫借
指江陵，弘里生指段成式。通过湖边送
别场景的细腻描绘，表达对友人的深情
和离别的不舍。“异县鱼投浪，当年鸟共
林”“八行香未灭，千里梦难寻”等名句，
是对友人的思念和祝福。温庭筠诗歌以
辞藻华丽、风格婉约著称，此诗也不例
外，是温庭筠的代表作。

温庭筠《和沈参军招友生观芙蓉池》
写道：“桂栋坐清晓，瑶琴商凤丝。况闻楚
泽香，适与秋风期。遂从棹萍客，静啸烟
草湄。倒影回澹荡，愁红媚涟漪。湘茎久
鲜涩，宿雨增离披。而我江海意，楚游动
梦思。北渚水云叶，南塘烟雾枝。岂亡台

榭芳，独与鸥鸟知。珠坠鱼迸浅，影多凫泛迟。落英不可攀，
返照昏澄陂。”这是一首描绘观赏芙蓉池美景的诗歌，充满诗
情画意，展现高超艺术，倾诉深邃情感，也是温庭筠诗歌的代
表性作品之一。

温庭筠《送人东游》写道：“荒戍落黄叶，浩然离故关。
高风汉阳渡，初日郢门山。江上几人在，天涯孤棹还。何当
重相见，樽酒慰离颜。”关于这首诗所送何人，史料记载不
详。笔者认同此诗送女诗人鱼玄机之说。鱼玄机于咸通元
年至咸通二年（860—861 年）在荆州寻找夫君李亿期间，与
温庭筠亦有诗作往来。咸通二年（861年）秋，因为没有找到
李亿，鱼玄机决定东游，温庭筠写下这首《送人东游》，全诗
意境雄浑壮阔，慷慨悲凉，有秋景而无伤秋之情，与人别而
不纵悲情。鱼玄机则以《送别》相和：“水柔逐器知难定，云
出无心肯再归。惆怅春风楚江暮，鸳鸯一只失群飞。”充满
哀怨和感慨，表达对离别的忧虑和无尽的惆怅。

总之，荆州是温庭筠重要的人生驿站和创作源泉。
温庭筠在荆州的生活和创作经历充满波折，他的诗作不仅
记录了当时的生活场景和情感状态，也展现出独特的艺术
风格。

荆沙方言例释
□ 黄大荣

262. 造业 遭业
可怜；遭罪；受苦。荆沙人用这个词，同情、哀

叹的意味很重。
263. 哑声 哑神
哑，读音 a第三声。或者是啊声，待考。很过

分，莽撞，用力、过分、不得法。例如：“做些哑声
事。”

264. 恶躁
做事手段狠，凶，无理，过分。例如：“他这个

人，好恶躁！”
265. 恶人 做恶人
除了坏人的意思之外，还有唱黑脸，出头做得

罪人的人的意思。例如：“你做好人，叫我做恶
人？！”

266. 懑
men读音第一声。多，满，超足的分量。例如

“这家老板舍得把客人吃，二两面，好懑啊！”
267.瞄到 瞟到 罩到
比北方话的盯着、看着，意味轻一点。例如：

“帮我瞄到哈儿。”

荆沙方言

传统节日里的荆州⑧
七夕今霄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
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
《乞巧》，是唐代诗人林杰描写七夕

乞巧盛况的名诗，从七夕人们仰望星空，
想像着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情景切入，
落脚到边赏秋月，边进行乞巧活动上。

资料显示，农历七月初七，是中国
古老的民间传统节日。七夕节的形
成，与西周时期织女、牵牛二星的传说
有关。楚文化学者大多认为，由牛郎
织女神话形成的民俗节日七夕，源于
战国时期的楚国。如，楚人祠祀汉水
的偶像是织女星神——“汉之游女”，
楚人祭祀的神祗中不仅有爱情女神少
司命，还有喜鹊化身的仙女云中君，等
等。对此，《楚国风俗志》中“七夕节在
战国时期仅为楚国独有的一个地区性
节日”的观点，也非常明确地印证了明
代罗颀《物原》关于“楚怀王初置七夕”
的记载。后来，七夕节被汉武帝列为
国家祭典，从地区性节日升格为全国
性的重要节日。

七夕，又称这双七节、乞巧节、女
儿节等等，俗称“鹊桥会”。牛郎织女
七夕相会的传说，先秦时期源于星辰
崇拜，汉代时人们把牛郎织女演绎成
凄美的爱情故事，魏晋南北朝时，产生
诸多的习俗和仪式。牛郎织女美丽动
人的传说，也变得家喻户晓。2006年
5月 20日，七夕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22 年七夕节时，央视播放的
《古韵新声》节目，从文物中探寻七夕
节的文化内涵，展现了一些与爱情相
关的文物，其中有一件楚国文物——
彩凤双联杯。这件战国时期凤鸟双连
漆杯，是用竹、木雕制而成的一种特殊

酒器，造型为一只展翅欲飞的凤鸟，凤
作昂首立状，口衔宝珠，凤腹为双杯，
两杯对峙，中通一道；相联的两个杯为
圆筒状，用竹料做杯壁，用木料做杯
底，在接近杯底之处，用一根竹管将两
杯联通。在两杯间隙中间，嵌有一只
木雕凤鸟，昂首挺胸，口衔宝珠。这件
从楚墓中出土的双连杯，正是古籍中
所说的古代用于婚礼上的合卺杯，寓
意生活和谐美满。

千百年来，源于楚地的七夕节，既
是“情人节”，也是“妇女劳动节”。易
中天教授认为，七夕是牛郎织女鹊桥
相会的日子，但主题并不是爱情，而是
男耕女织。文史资料显示，农历七月
初七，古时是一个“乞求巧艺”的节日。

传说中的织女，心地善良，心灵手
巧，每逢七夕之夜都要把“巧”传授给
人间的姑娘。荆楚民间，历来有七月
初七晚上向织女“乞巧”的习俗。每逢
七夕，年轻妇女和姑娘们向织女祈祷，
求她传授纺纱、织布、缝衣等技艺。乞
巧活动，是古代妇女们为追求心灵手
巧、期望能过上美好幸福生活而开展
的。这一活动，反映了中国古代广大
妇女对生活有着纯朴挚爱的美好追
求。据《沙市市志》记载，清朝前后，每
逢七月初七妇女们都要在自家庭院中
设香案，摆供果，燃香叩拜。祭拜大多
在傍晚，沐浴后，摆上茶、红枣、花生、
瓜子、桂圆、榛子和新鲜水果等供品，
焚香、叩拜、默祷心愿，其心愿由乞巧
生发出乞子、乞寿、乞美、乞富贵等。
祭拜完毕后，将供品扔些到屋顶上，供
织女享用，然后边吃水果、饮茶、聊天，
边玩乞巧游戏。《荆楚岁时记》里说：“是
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
银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

古人有诗云，“向月穿针易，临风
整线难。不知谁得巧，明旦试相看”。

荆楚民间，历来有“穿针”“磨针”“结彩
缕”等比赛项目。荆楚乞巧，一般分为

“赛巧”“卜巧”两种。穿针，是赛巧的
主要内容，也是七夕节较为普遍的习
俗活动。穿针赛巧，一般是月上中天
之时，年轻的媳妇和姑娘们用七根线
和七枚绣花针，对月穿针，谁穿针引线
快与多，谁就得巧，穿针引线慢的则称
之为“输巧”。卜巧，则是是七夕夜以
碗贮水，投绣花针于水面，在月光下注
视水底的针影形状如何，针影成云或
物或花鸟之影者，则为好；成剪刀牙尺
之影者，次之；若其影粗如槌，细如丝，
直如矢，则以为拙。南朝梁宗懔的《荆
楚岁时记》中说：“有喜子结于瓜上，则
以为符应。”喜子亦作蟢子，即蟏蛸，是
蜘蛛的一种。七夕之夜赛巧后，妇女
们各自回家，第二天清早起来去庭院
看香案上所陈瓜果是否有喜子结网，
如果有蜘蛛结网，就是自己得巧的征
兆得到应验。这天，一些心灵手巧的
姑娘，还会拿出“乞巧果子”，以展示自
己的烹饪技艺。

穿针乞巧，始于汉代。这一习俗，
唐宋时期最盛。对此，唐代文学家和
凝在《宫词百首》中云：“阑珊星斗缀珠
光，七夕宫嫔乞巧忙。总上穿针楼上
去，竞看银汉洒琼浆。”而五代王仁裕
所撰的《开元天宝遗事》中，更是清楚
地记载了唐太宗与妃子每逢七夕在宫
中夜宴，宫女们各自乞巧。这一习俗，
在民间也经久不衰，代代延续。后来，
才与牛郎、织女的故事相结合。

“未会牵牛意若何，须邀织女弄金
梭。”每到七月初七日晚上，荆楚大地的
姑娘们都要向天上的织女乞求赐予刺
绣、纺织等的聪慧、智巧，但在宋代诗人
杨朴的心目中，人间的智巧己经有很多
很多了。于是，就有了“年年乞巧人间
巧，不道人间巧已多”的诗词名句。

七夕节，穿尽红丝几万条
□ 张卫平

千年官场两胡广
□ 汪业盛

东汉时期，朝廷选拔人才为官主
要采用察举制。察举制是由地方长官
在辖区内考察举荐人才给中央，经过
考核授予官职的一种制度。而察举制
中最重要的是“岁举孝廉科”，即州郡
每年向朝廷举荐规定数额（一般小郡
一人大郡二人）的“孝廉”。

公元116年岁终，正逢岁举之时，
南郡（今荆州）太守法雄召集郡内属吏
和儒生进行考察。

法雄16岁的儿子法真对“谶纬之
学”颇有造诣，有知人之明。此时，他
正好从老家来看望法雄，便在郡府的
窗后默默观察。

法雄下来后征询法真的意见。法
真说：“曹掾胡广有公卿之量。”

胡广，字伯始，南郡华容（今荆州
监利）人，时年27岁，在郡府里任散吏。

法真告诉父亲，您的这位部属胡
广将来一定会成为朝廷的公卿。公卿
者，三公九卿也，这是封建社会最显贵
的官职。

公元117年初，法雄在南郡太守任
上病卒。临终前，向朝廷举荐了胡广。

胡广到京师参加了汉安帝亲自主
持的考试—策试，被钦定为第一名。
一个月后被拜为尚书郎，从此开始了
他在官场上的“开挂”人生。

他享年82岁，为官50多年，居公
卿之位30余载，历仕安、顺、冲、质、桓、
灵6位皇帝，“一履司空，两作司徒，三
登太尉”，“五卿七相，三据冢宰”，“穷
宠极贵，功加八荒”，可谓是显赫一时。

他去世后，汉灵帝命五官中郎将
持节奉册，赠以太傅、安乐乡侯印绶，
赐东园梓楠棺木，派谒者监护丧事，并
在光武大帝的陵寝原陵为他营建墓
地，谥“文恭侯”。他的故吏门生自公、
卿、大夫以下数百人，都穿着丧服前来
会葬。朝廷给予他的追赠及葬礼规
格，为东汉以来人臣之最。

在他为官的五十多年里，东汉政
坛波谲云诡，一位位权贵崛起，又一位
位权贵败亡，“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
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在汹涌的政
治浪潮中，唯有他御风弄潮、左右逢
源、屹立不倒，不仅生前无比显贵，而
且死后倍极哀荣。死去五年，皇帝还

“思感其旧德”，命画师绘制其画像，悬
挂于宫中。

那么，这位政坛上的“不倒翁”“常
青树”，其“常青”“不倒”的秘诀究竟是
什么呢？

当时京师谚语有云：“万事不理问
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这句话便诠
释了一切。

公元146年，把持朝政的“跋扈将
军”梁冀用鸩酒毒死了年仅 8岁而聪
慧早熟不甘当傀儡皇帝的汉质帝刘
缵，打算拥立年幼的蠡吾侯刘志为帝。

此时，位列“三公”的太尉李固、司
徒胡广、司空赵戒与“九卿”之一的大

鸿胪杜乔商议，认为清河王刘蒜年长
有德、举止有度，宜立为嗣。

可是在朝堂公议时，胡广因梁冀
气势汹汹，心生怯意，连忙表态，“惟大
将军之命是从！”朝廷其他大臣，除李
固、杜乔外，也纷纷随之倒戈。刘志得
以顺利即位为帝，即汉桓帝。后来，李
固、杜乔被梁冀诬陷下狱致死，而胡广
因拥立桓帝有功，接替李固升任太尉。

李固临终前，给胡广和赵戒写了
一封绝命书：“固受国厚恩，是以竭其
股肱，不顾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
文宣。何图一朝梁氏迷谬，公等曲从，
以吉为凶，成事为败乎？汉家衰微从
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禄，颠而不扶倾
覆大事。后之良史，岂有所私？固身
已矣，于义得矣，夫复何言！”

李固是一位德才兼备的好官，史
书记载，汉顺帝永和年间，荆州盗贼四
起，弥年不定。李固临危受命，出任荆
州刺史。到任后，他了解到这些盗贼
本来大都是普通百姓，因不堪忍受贪
官污吏的残酷压迫而揭竿起义落草为
寇，所以他一方面采用怀柔之策，一方
面整顿吏治。盗贼首领夏密等人受到
感化，纷纷自缚来降，半年时间，荆州
境内清平，百姓交口称赞。

据说，胡广、赵戒看到李固的书
信，非常惭愧，长叹流涕。

公元166年，宦官乱政，清正官员
成缙、黄浮等人被构陷下狱，史称“党
锢之祸”。位列三公的太尉陈蕃、司徒
胡广、司空刘茂一同劝谏汉桓帝，请求
赦免这些大臣。桓帝不悦，胡广再一
次见机行事，临阵退缩，陈蕃与刘茂被
罢职，胡广得以幸免。

公元 168年，刚即位的汉灵帝起
用陈蕃为太傅，与大将军窦武、司徒胡
广一起执掌朝政。陈蕃与窦武密谋剪
除乱政的宦官（这次没有带上胡广，也
许他们已经认清了胡广的为人），不料
机密泄露，陈蕃与窦武反被诛杀。

陈蕃是胡广的学生，即使后来位
居胡广之上，也对这位老师十分尊
重。在陈蕃遇害之时，许多大臣不避
生死、仗义执言，而胡广却选择了明哲
保身、取媚宦官，并没有为自己的得意
门生说上一句公道话，反而又接替死
去的陈蕃升任了太傅之职。这一幕与
公元146年的一幕何其相似！

胡广博学多闻，史称其“学究五
经”。他在前人学术成就的基础上，
作《百官箴》四十八篇，成为当时乃至
后世为官之宝典。因此，后世不乏得
其真传的弟子门生，如五代之冯道，
历仕四朝十代君王，并始终位居宰相
三公之位，可谓其“中庸”精神的发扬
光大者。

大唐宰相权德舆在《两汉辩亡论》
中评论：“静徵厥初，则亡西京者张禹，
亡东京者胡广。皆以假道儒术，得伸
其邪心，徼一时大名，致位公辅。词气

所发，损益系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
禄。”他认为东汉亡于胡广，与李固的
绝命书“汉家衰微从此始矣”观点一
致，可谓一针见血、一语中的。

有意思的是，历史就是这么巧合，
一千多年后，大明王朝也有一位名胡
广的官员，其为人为官之道均与东汉
胡广惊人相似。

胡广，字光大，江西吉水人。
公元1400年，胡广与同乡好友王

艮在金陵参加殿试。王艮本来由试官
议定为第一名，但因其貌不扬，被建文
帝黜为第二名榜眼。当时正值靖难之
役，建文帝的叔叔燕王朱棣挥师南下、
逼夺帝位，胡广文章中有“亲藩陆梁，
人心摇动”语，引起了建文帝的情感共
鸣。于是，建文帝钦点胡广为状元，并
赐名“胡靖”，“靖”者，平定变乱也。

公元1402年，朱棣攻陷南京的前
夕，胡广、王艮、解缙、吴溥四位同乡聚
在吴溥家中共商对策。胡广与解缙两
人慷慨陈词，纷纷表示要誓死报答建
文帝，唯有王艮只顾哭泣、一言不发。

聚会结束后，吴溥之子吴与弼感
叹：“胡广深沐皇恩，能够以身殉节，真
是忠义之臣啊！”话未说完，隔壁胡家
传来呼喝声，胡广正在大声吩咐家人：

“现在外面乱得很，你们给我把猪关
好，不要让它跑出去了！”吴溥笑着对
儿子说：“连一头猪都不舍得，他会舍
得自己的命吗？只怕真正能够死节的
只有王艮啊！”果然不久，隔壁王家传
来哭声，王艮服毒自尽了。

第二天城破，胡广与解缙开门投
降，被朱棣重用。

他果断舍弃了建文帝御赐的“胡
靖”之名，恢复原名“胡广”，从此开始
书写他的“高光”岁月。

他历任太子右庶子、内阁学士、翰
林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跟随明成祖
北征蒙古，教导太孙朱瞻基，官至文渊
阁大学士。明朝不设宰相，内阁即为
权力中枢，大学士即相当于宰辅。

他于 1418 年去世，时年四十九
岁，被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穆。明朝
文臣得到谥号，始于姚广孝和胡广 。
明仁宗即位后，又追赠其为荣禄大夫、
太子少师 。

明成祖朱棣曾亲自为胡广之女与
解缙之子赐婚，解缙后来因得罪太子
被下狱而死，解缙之子亦被流放辽
东。此时，惯于投机的胡广马上打算
解除婚约，他女儿割耳起誓，不肯毁
约，毫无风骨的胡广居然生有如此一
位烈女，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千年两胡广，不倒是中庸。一样
都是生前富贵死后哀荣，也一样都是
见利忘义左右逢源，这正是中国古代
几千年官场生态的真实写照。

然而，青史悠悠，民心为鉴。几千
年后，李固之气节依然充沛于天地，而
胡广之圆滑也越来越为人们所不耻。

翰墨荆楚⑥

悟空（书法） 作者 黄文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