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B2017年11月10日 星期五
编辑／刘婷 校对／于怡 组版／予文 河洛

诗画河洛

晚
报
副
刊
精
读

关注微信wbfkjd
扫二维码
赏河洛经典、副刊美文
■投稿邮箱：
wbheluo19@163.com
■电话：0379-65233686

娜
说
河
洛陈世美冤不冤？

□记者 张丽娜 文/图
外容闲暇中心苦

□记者 陈旭照

包公人品好，千古留美名

京官“开后门”，苦了陈世美

1

2 想到“包黑子”，不敢犯王法

3
包公的蜡像“倒坐南

衙”，面向开封府的后门。
讲解员说，这“后门”是专为
上诉无门的大宋平民开的。

在包公到开封府上任
之前，告状者须先将状子交
给府吏，由其转呈。黑心府
吏借此敲诈勒索，搞得许多
诉讼者因为送不起钱而告
不起状。

包拯为诉讼者大开方
便之门，让他们直入公堂，
自陈冤屈。

戏曲中的秦香莲，就是
“走后门”见到包公的。

她老公陈世美贪图富
贵，忘恩负义，抛妻弃子当
驸马爷，还买凶杀妻（未
遂）。因其老丈人是皇帝，
其他官员不敢接此案。包
公为弱女子伸张正义，斩了
负心汉，大快人心。

戏中的陈世美自称是
湖北均州人氏，这让湖北人
难以接受！

有人搬出《湖北历史人
物辞典》，意图洗白陈世美：
陈世美的原型应是清代官

员陈年谷（又名陈熟美），此
人乃顺治年间进士，为官清
廉，只因得罪小人，被泼了一
身污水。仇家买通戏班，胡
编乱造坏其名声。

清代的陈世美怎会被
宋代的包公斩了头？这不
合理！

只是，这考证难以服
人。明代小说《包公案》中
就有陈世美抛妻的故事，只
是小说中的陈世美没当驸
马，其妻秦氏最终被杀。

包公故事源于宋代，兴
于元曲、元杂剧，明代人写了
小说，清代人编了包公戏。

文学来源于生活而高
于生活。也许陈世美并无
原型，纯属杜撰，但包公不
畏强权、秉公执法的事情是
真实的。

宋仁宗年间，某王爷的
儿子仗势欺人，强抢民女，
逼得民女撞墙自杀。包拯
接到状子，怒发冲冠，设计
把这混蛋诱进了开封府。
上面来人施压，要求通融，
包拯不为所动，宁可丢乌纱
帽也要斩了坏人替天行道。

包公形象代表的不只
是包公，还有人们对清正
廉明、朗朗乾坤的渴望。
“陈世美”跟包公搭

戏，是剧情需要，也
是感情需要，理解
就好。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一个人红不红，
不能只看大众当面怎么赞美他，还得看大众
背后怎么议论他。

北宋的包公真是红！他都去世900多
年了，开封人还把他当偶像，深深地怀念着：
开封城内最大的湖泊，被命名为包公湖；包
公湖畔的开封府和包公祠，也是当地人为纪
念包公而重建的。

南宋词人辛弃疾的名句“了却君王天下
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简直像是为包公“量
身定制”的。

词可以配曲唱。古往今来，有关包公的
戏文数不胜数。流传最广的当数豫剧《秦香
莲》、京剧《铡美案》。

“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驸马爷近前
看端详，上写着秦香莲她三十二岁，状告当
朝驸马郎。欺君王，藐皇上，悔婚男儿招东
床。杀妻灭子良心丧，逼死韩琦（一说韩琪）
在庙堂……”（《铡美案》唱段，有删节）

“驸马爷”就是陈世美，作为负心汉的代
言人，他的名字已经臭大街了。

开封府的讲解员却替陈世美叫屈：陈世
美和包公压根儿不是一个朝代的，是被冤枉
的！到底冤不冤，且容小记慢慢道来。

包公，名包拯，北宋名臣。因其脸黑，人
送绰号“包黑子”；因其清正，人赠美名“包青
天”；又因其曾任龙图阁直学士，得名“包龙图”。

史载，包公是公元1056年“权知”开封
府的。“权知”意为暂时替代，也就是说，包公
是代理京官，在开封府的任期不长。

北宋以开封为东京、洛阳为西京。开封
府是东京的行政、司法机构，开封府尹乃头
号京官，京城的事儿都归他管。

宋太宗、宋真宗、宋钦宗曾在开封府“实
习”过，寇准、欧阳修、范仲淹、苏轼、司马光
等大腕儿也都在开封府工作过。如今，包公
像被安放在府中最显眼的地方，比皇帝和其
他同僚都气派。

府衙大堂摆着三口铡刀：龙头铡，斩皇
亲国戚；虎头铡，斩贪官污吏；狗头铡，斩犯
案小民。

京城多权贵，京官不好当。包拯铁面无
私，严格执法，谁的面子也不给。他不加“朋
友圈”，不发“私信”，连朋友、亲戚都很少
来往，怕被人利用。

权贵们一边骂“包黑子”
不近人情，一边躬身自
省，想干坏事前想起包
公的黑脸就胆战心
惊，“为之敛手”。

濠梁庄惠谩相争，
未必人情知物情。
獭捕鱼来鱼跃出，
此非鱼乐是鱼惊。

水浅鱼稀白鹭饥，
劳心瞪目待鱼时。
外容闲暇中心苦，
似是而非谁得知！

——唐·白居易《池上寓兴二绝》

这两首明白如话的哲理小诗，充分
体现了白居易的诗“老妪能解”的特
点。品读中，仿佛看到老人家正在池边
悠闲观鱼，淡然一笑……

“池上寓兴”，哪里的池？洛阳履道
里白宅里的池。白居易在《池上篇》里
这样描述自己的宅院：“十亩之宅，五
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有
堂有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
有弦……”

末了，白居易得意洋洋地说：“优哉
游哉，吾将终老乎其间。”

这两首小诗，就是白居易在“优哉
游哉”的情况下所写的。

“濠梁庄惠谩相争。”《庄子·秋水》
中，庄子和惠子同游濠梁。庄子说：

“你看水里的鱼多快乐啊！”惠子说：
“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很快乐？”庄子
反诘：“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
很快乐？”

对庄子和惠子争执一事，白居易认
为，通达人情不一定通达物情，“未必人
情知物情”。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举了眼前
的例子：“獭捕鱼来鱼跃出，此非鱼乐是
鱼惊。”水獭捕鱼鱼跃出水面，那不是鱼
高兴而是鱼受了惊。

老人家真是观察得细致入微，从司
空见惯的场景悟出人生道理，一般人做
不到。

白居易显然为自己的发现所激动，
意犹未尽，继续观鱼之悟。

“水浅鱼稀白鹭饥，劳心瞪目待鱼
时。”水浅鱼少，白鹭吃不饱，只好站在
那里劳心瞪眼，等待鱼出现。

可怜的白鹭忍饥等鱼，在外人看
来，它是多么高雅、悠闲，可谁知道它的
内心是那么痛苦。

想一想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常常
“外容闲暇中心苦”？心里有苦说不出，
在外人面前还得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不管是动物还是人，活着都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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