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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33年，钱惟演被贬汉
东，《邵氏闻见录》曰：“诸公送别
至彭婆镇，钱相置酒作长短句，俾
妓歌之，甚悲，钱相泣下，诸公皆
泣下。”

钱惟演离开了洛阳，欧阳修
的日子还好过吗？不好过了，史
载，钱惟演走后，代替他做西京留
守的是北宋名臣王曙。

王曙“御吏如束湿”，管理部
下像捆扎湿物那样严紧，这下，
欧阳修等闲散惯了的人就受不
了了。

一天，王曙将欧阳修等人召
集起来训话：“你们觉得自己与寇

莱公（寇准）有一比吗？他那样
的人，尚且因为耽于享乐而被贬
官，客死异乡，何况你们这些毛
头小子？”

其他人吓得不敢吭声，独有
欧阳修顶嘴：“以我看来，莱公之
祸不在吃喝玩乐，而在他一把年
纪了还不知道退隐。”

一句话，把年事已高的王曙
气得差点儿背过气去。

猜一下，王曙后来收拾欧
阳修没？没，不但没收拾，同
样 爱 才 的 他 在 做 了 枢 密 使
后，还举荐欧阳修做了馆阁
校勘。

“洛阳花下客”欧阳修

遇到一位好领导
□记者 陈旭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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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任西京（洛阳）留守推官时，他的上司，也就是西京留守，
名叫钱惟演。

对欧阳修来说，钱惟演可是一位难得的好领导！可以这么说，
如果没有钱惟演的厚待，欧阳修在洛阳不可能留下那么多佳话，在
被贬夷陵后也不可能对在洛阳的美好时光念念难忘，以至于发出

“曾为洛阳花下客”的喟叹。

五代十国中有个吴越国，吴
越国的最后一位国王叫钱俶，钱
惟演是钱俶的第七个儿子。

吴越国国小势弱，时刻都有
被他国吞并的可能。钱俶在位
30年，一直小心翼翼，先后“恭
事”过后汉、后周和北宋，但再巴
结也摆脱不了国家灭亡的命运。

公元978年，钱俶被迫降宋，
吴越国亡，钱惟演也由吴越国王
子变为大宋臣民，从此浮沉于宦
海中。他的一生，官做过不少但

都政绩平平，在文学上却颇有造
诣，是宋初诗坛上声势最盛的诗
歌流派——西昆体的主要诗人。

公元1031年春，钱惟演被任
命为西京留守，到公元1033年秋
离职，在洛阳待了近3年。

“惟演出于勋贵，文辞清
丽……于书无所不读，家储文籍
侔秘府，尤喜奖厉后进。”

有钱、有权、有学识，这样的
人有一颗爱才之心，那有才之人
不就像掉进了蜜罐？

喜欢奖励后进的西京留守

钱惟演对欧阳修等一帮青年
才俊的厚爱，在《邵氏闻见录》里
有记载。

有一年冬天，欧阳修和谢绛
到嵩山游玩，回来走到龙门山时，
天已经黑了，又下起了大雪。两
个人正在山上“各有所怀”，忽见
山下有人渡伊水而来，原来是钱
惟演派来的，还带着歌伎和厨
子。这个人说：“大人说了，你们
跑了一天也累了，就留在龙门再
赏会儿雪吧。现在也没啥公事，
你们不用操心。”

钱惟演对欧阳修的厚爱，还
表现在大力支持他搞学问上。

前面咱们讲过，欧阳修最初
致力于古文，在两次考试不中后
转攻“时文”，虽然后来靠“时文”

得以中举步入仕途，但内心深处
对这种守旧的文风仍是排斥的。
步入仕途后，他终于可以放心大
胆地钻研自己喜欢的古文，而钱
惟演知道这个锋芒毕露的年轻人
以后一定能成大器，便不以公事
烦扰他，让他一心一意搞学问。
欧阳修后来能成为一代文豪，他
在洛阳的经历功不可没，钱惟演
对他的支持功不可没。

多年以后，欧阳修在《归田
录》里深情回忆起钱惟演当年在
洛阳对他说的话，“平生惟好读书，
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
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欧
阳修为后人所称道的“三上（马
上、枕上、厕上）作文法”，未尝不
是受到了钱惟演的影响。

你们再玩一会儿，不用急着回来

彭婆送别，大家都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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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秋雨连绵，我实在等
不及天放晴，就冒雨去了一趟大阳
河古寨。

大阳河古寨位于孟津县城关镇
寺河南村，寨门和寨墙今已不存。
不过，当你走进寨中人家的深宅大
院时，就会感受到古寨的昔日荣光。

“以前寨子里有12座一模一样
的四进院落，后面都是二层的砖券
窑洞，非常壮观。我家所在的这条
街叫寨里，门外就是东寨门，紧临瀍
河。”76岁的贾聚阳老人说，大阳河
古寨之所以得名，就是因为地处瀍
河之阳，“村里还有小阳庙、中阳寺，
合起来就成了‘三阳开泰’，寓意吉
祥”。他家的院落保存完好，门窗
雕刻精美，花木生机盎然。当然，
这样的深宅大院，如今住了不止一
户人家。

“大阳河古寨里住的是贾氏后
裔，过去有很多田地，生活非常富
裕。早在清康熙年间，七世祖贾之
彦就为后人打下了基础。”71岁的
贾鹏举说。

贾之彦是清康熙年间进士，做
过甘肃会宁邑侯。公元1716年，他
辞官归里，在村中建起瀍阳义学，传
道授业，启迪后人。今天瀍阳义学
校舍仍在，分上下两层，上层墙壁上
镶嵌着《瀍阳义学记》《训家要略》等
碑，碑文为贾之彦所撰。

“学者也，非徒取荣名与厚禄，
所以致知力行，求为圣贤也。”在《瀍
阳义学记》中，贾之彦阐述了办学宗
旨，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
富。可惜的是，由于年久失修，今
天的瀍阳义学校舍已破败不堪，贾
之彦的旧居也因无人居住而满目
荒芜。

贾鹏举是保护古寨的热心人，
在他家大门口，挂着“大阳河村古地
道遗址”的牌子。“我住的窑洞里有
古地道入口，能通往寨中的每家每
户，以前用砖封着，里面积土很厚。
这两年我把它清理了出来，想让更
多的人看到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了
解大阳河古寨。”他说。

▲ 年久失修的贾之彦旧居

▲ 贾鹏举在地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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