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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当时携手处
□记者 陈旭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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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杨
紫陌洛城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
遍芳丛。

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
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
与谁同？

——北宋·欧阳修《浪淘沙·把
酒祝东风》

雾霾锁城之际，老想读几首天
朗气清、惠风和畅的古诗词，来美
化一下心情。

于是看到了这首《浪淘沙·把
酒祝东风》，看到了其中的春光明
媚，看到了其中的甜蜜忧伤。

把酒临风，默默祈祷“这样美
好的日子请慢些流逝吧”。想起洛
阳城东的垂杨紫陌，想起你我携手
漫步，游遍芳丛……

可恨这样的日子总是太短暂，
可恨聚少离多造化弄人。今年这
儿的花开得比去年好，明年这儿的
花开得肯定比今年还好，可是，到
时候我与谁携手共赏呢？

有人说这是一首怀友词。
他们这样介绍该词的写作背

景：宋仁宗天圣九年（公元 1031
年），欧阳修在洛阳做西京留守推
官，其间与尹洙、梅尧臣等人诗酒
唱和，亲密无间。这年秋后，梅尧
臣调任河阳（今天的孟县）主簿，
与朋友暂别。第二年春，梅尧臣
再至洛阳，与欧阳修一起在城东
踏春，分别后，欧阳修感时记事，遂
作此文。

我咋觉得这么别扭呢？不说
别的，就说“总是当时携手处”吧，
意境中出现的，分明是青春年少、
含情脉脉的男女，怎么会是两个胡
子拉碴的大老爷们儿？让欧阳修
和梅尧臣手拉手漫步芳丛……打
住，不想了。

其实，我很同意一位师长的
话，对文意的理解，不必拘泥于已
有的说法。就该词来说，你可以
理解为怀友，也可以理解为相
思。词中携手之人，你可以理解
为欧阳修与梅尧臣，也可以理解
为欧阳修与自己的意中人。仁者
见仁，智者见智。

品完这首词，你的心情如何？
有没有春光无限好、心空晴且高的
清爽？至少，在雾霾深重的日子
里，这首春意盎然的词能让我们想
到：“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好木头遇见蔡邕，便如千里
马遇到伯乐。自古知音难求，焚
琴煮鹤是悲剧，对牛弹琴是闹
剧，伯牙、子期般的相遇才是史
诗级正剧，人生得遇，死而无憾。

子期是伯牙的知音。伯牙
弹琴志在高山，子期曰：“善哉，
峨峨兮若泰山。”伯牙弹琴志在
流水，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
江河。”子期死了，伯牙摔琴，永
世不再弹。

汉代才女卓文君是司马相
如的知音。

司马相如很穷，但他有一张
“绿绮琴”，弹起来勾魂摄魄，令
人倾倒。

土豪卓王孙请县令吃饭，司
马相如受邀弹琴。卓家小姐卓文

君隔着屏风窥探，司马相如趁机
弹了一曲《凤求凰》，暗挑芳心。

卓文君听出了琴声里的暧
昧，当晚就跟司马相如私奔了。
夫妻俩当垆卖酒，被传为佳话。

他俩运气好，土豪不忍见闺
女受穷，赞助了小两口一大笔
钱，皆大欢喜。

唐代诗人李商隐就惨了：跟
公主的侍女谈恋爱，失恋；跟洛
阳富家女谈恋爱，失恋；好不容
易娶了媳妇，媳妇还去世了……

老李苦闷至极，憋出了一首
千古好诗《锦瑟》：“锦瑟无端五
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此情
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琴声犹存，瑟声却远，我也
惘然。

唐代韦应物在《金谷园歌》
里说：“洛阳陌上人回首，丝竹飘
飖（yáo）入青天。”“入青天”的“丝
竹”，可不是说洛阳放风筝的人
多。古时乐器多用“丝竹”造，“丝
竹”便指代音乐。

史载，远古时期，伏羲“斫桐为
琴，绳丝为弦，绠（gěng）桑为瑟”，
把绳丝固定在空腔木头上，制作出
琴、瑟，可拨弦而歌。

琴、瑟弦数不同：琴初为五弦，
后为七弦；瑟初为五十弦，后为二
十五弦、十六弦。

瑟比琴体积大，琴比瑟露脸机
会多：琴如君子，常在台前；瑟如淑
女，隐在幕后——古代男尊女卑，
女子不能抛头露面。

贵客登门，弹琴的当众抚琴，
鼓瑟的则躲在屏风后面，奏“背景
音乐”。

琴瑟相合，刚柔相济，方能畅
通阴阳之气、净化心灵，此乃贵宾
专享待遇。

琴、瑟乃高雅乐器，弹琴鼓瑟
讲究对象，对牛弹琴是行不通的。
只有主人看重的人，才得以聆听琴
瑟之音，听时还得正襟危坐，否则
会被说没修养。

琴、棋、书、画，琴为尊。琴音
清雅淡泊、超凡脱俗，最得名士心。

当今国内古琴流派很多，
“广陵派”门下弟子推崇“魏晋风
流”，把嵇康当偶像。

嵇康是魏晋时期的洛阳名
士，也是“竹林七贤”的领袖人
物。他很帅，也很酷，才气过人，
傲骨奇绝，不肯当官，大热天穿
着棉袄窝在洛阳城的角落里打
铁。后来他被陷害，当权者把他
押到洛阳城东砍头。临刑前，嵇
康说：“拿我琴来！”遂当众抚琴
一曲，惊天地，泣鬼神，慷慨赴
死，曰：“《广陵散》从此绝矣！”

洛阳琴师曹珑是嵇康的粉

丝，狂傲不羁，与嵇康很像。他
说，古琴分仲尼式、伏羲式、蕉
叶式等，“凤凰木（梧桐木）”拿来
做琴最好。

东汉名士蔡邕通晓音律，乃
弹琴、制琴的行家。当年，老蔡
得罪了汉灵帝，被迫离开京城洛
阳，到南方避风头。一日，他听
到隔壁有人烧柴做饭，心中一
惊：“烧柴声不对劲儿呀，莫不是
上等的梧桐木？”

老蔡火速冲到烧柴现场，
从炉膛儿里抢救出了一段好木
头，用它做了一张琴——琴尾有
焦痕，故名“焦尾琴”，琴音果然绝
妙无双。

琴瑟和鸣，
是贵宾才有这待遇1

2 蔡邕救琴，梧桐木得遇懂行人

3琴挑芳心，俏小姐原是我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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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琴者常见，鼓瑟者
不多。

琴瑟原是一对儿。中
国人常用“琴瑟和鸣”“琴瑟
之好”形容夫妻恩爱，足见
这两样乐器的亲密程度。

琴是古琴。有些人
不识古琴，把它跟古筝混
为一谈。

瑟就更高冷了。十个
人见到汉代鼓瑟俑，九个
人会误以为它是弹琴俑。

趁着洛阳博物馆举
办古代乐器文物展览，我
觉得让大家认识这两样
传统乐器很有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