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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 A13

说说静静 河 洛

一句诗给
做了千年广告

暮夜却金

洛洛河河 典 故

□洛报融媒记者 杨文静

□洛报融媒记者 杨文静 见习
记者 薛寅 通讯员 张洋帆
文/图

如果您想了解大运河，最

便捷的方式莫过于去大运河博

物馆，除了介绍展品，讲解员还

会介绍一些诗人，许多被史书

遗漏的细节，所幸被诗人们写

在诗里，流传至今。来到运河

名城淮安，便不能错过白居易

和刘禹锡。

淮安因“运”而生

淮安简称淮，古代又称淮

阴、山阳、楚州、清江浦，坐落于

古淮河与大运河交汇处。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

欲北上伐齐，争霸中原，在广陵

（今江苏扬州）城东南修筑邗

（音同韩）城，城下掘邗沟，再由

邗沟引长江水北流，将江、淮之

间的湖泊连接起来，由末口（淮

安古地名）入淮。

到了东汉，广陵太守陈登

续修邗沟，将弯曲的水道拉直，

使古邗沟重现活力。公元605

年，隋炀帝“发淮南民十余万开

邗沟”，就利用了陈登所开的邗

沟直道。隋代邗沟北起淮水南

岸的山阳，改由扬子（今江苏仪

征东南，古扬子津）入江。此

后，江、淮间运道即自扬州直达

淮安。

淮安因“运”而生，在千余年

的漕运史上，“南粮北运，北盐南

运”都要经过淮安。各地漕船在

此停泊，各方人士在此会集，街

市热闹非凡！南来北往的文人

墨客在此换乘，歇脚，交友，游

历，留下许多动人的诗句。

今人多熟悉的“襟吴带楚

客多游，壮丽东南第一州”，出

自明成祖时“黑衣宰相”姚广孝

的《淮安览古》。实际上，最早

称赞淮安为“淮水东南第一州”

的是唐代诗人白居易，一句诗

给淮安做了千年广告！

好哥们儿携手游淮安

金秋时节，淮安河下古镇，

游客在桂花香中品读白居易的

诗。灯光在古建筑的山墙上打

出《赠楚州郭使君》：“淮水东南

第一州，山围雉堞（音同蝶）月

当楼。黄金印绶悬腰底，白雪

歌诗落笔头。笑看儿童骑竹

马，醉携宾客上仙舟。当家美

事堆身上，何啻林宗与细侯。”

公元826年秋，白居易“以

眼病久，免郡事”，卸任苏州刺

史。被免官失落不？不不不，

白居易高兴着呢！“马辞辕下头

高举，鹤出笼中翅大开”“睡到

午时欢到夜，回看官职是泥

沙”，急着回洛阳履道里的家！

恰好洛阳诗人刘禹锡（字

梦得）卸任和州（今安徽和县）

刺史，也坐船回洛。二人在扬

子津不期而遇，喜出望外。酒

桌之上，白居易动情吟道：“为

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

歌。”刘禹锡慷慨唱和，名句“沉

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

春”诞生了。

二人年龄相同，经历相似，

心灵相通，实乃绝佳旅伴。秋

游扬州，白居易“半月悠悠在广

陵，何楼何塔不同登”，刘禹锡

“步步相携不觉难，九层云外倚

阑干”。路过楚州，他们受

到楚州刺史郭行余的盛情

挽留。

对两个人来说，这次都

算故地重游。20多年前，刘禹

锡曾写《淮阴行五首》，“烟波与

春草，千里同一色”“无奈晚来

时，清淮春浪软”，句句可见对

淮安的喜爱。

白居易路过淮安的心情则

视情况而定，南下赴任时低落：

“淮水东南阔，无风渡亦难”“春

浪棹声急，夕阳帆影残”；北上

还洛时愉悦：“舟行明月下，夜

泊清淮北”“行行弄云水，步步

近乡国”……这次大概是他最

愉快的淮安行了，看《赠楚州郭

使君》中的诗句多么轻快。

开元寺枸杞啥滋味

如今淮安已无开元寺，但

刘禹锡的诗中还记有它的名

字：《楚州开元寺北院枸杞临井

繁茂可观群贤赋诗因以继

和》。他们同游开元寺，赏枸杞

树，还都写了诗。

据《神农本草经》载，枸杞

久服能坚筋骨，耐寒暑，轻身不

老，乃中药中之上品。开元寺

的和尚想必年年采收枸杞，这

次贵客来临，便奉上供大家品

尝。刘禹锡写道，“僧房药树依

寒井，井有香泉树有灵”“上品

功能甘露味，还知一勺可延

龄”。吃了开元寺的枸杞，这对

五十五岁的老哥们儿，也能延

年益寿啦！

除日，农历年最后一天，二

人辞别郭行余，登船入淮。刘

禹锡作《岁杪（音同秒）将发楚

州呈乐天》：“楚泽雪初霁，楚城

春欲归。清淮变寒色，远树含

清晖……”白居易和诗《除日答

梦得同发楚州》：“共作千里伴，

俱为一郡回。岁阴中路尽，乡

思先春来。山雪晚犹在，淮冰

晴欲开……”要是他们能发朋

友圈，那该多有趣！

暮夜却金一典，出自《后汉书·

杨震传》。杨震，字伯起，是东汉

名臣，隐士杨宝之子。他通晓经

术，博览群书，人称“关西孔子杨

伯起”。

杨宝生前隐居教学，曾不惜逃

跑以避官方征召。受父亲影响，杨

震数十年不接受州郡的礼聘，直到

五十岁方才入仕。大将军邓骘（音

同至）是和熹皇后邓绥之兄，听说

杨震是位贤才，便征辟其为幕僚。

一年，杨震到东莱做太守，赴

任途中经过昌邑，老朋友昌邑县令

王密来拜见他。王密曾受杨震推

举，对他心怀感激，于是趁着天黑

“怀金十斤”，要送给杨震。

他乡遇故知，杨震原本很高

兴，见此情景，他脸色一沉：“我这

老朋友是了解你的，你怎么不了解

我这老朋友呢？”王密根本没听懂

杨震的话，自顾自道：“放心吧，深

更半夜的，没人会知道这件事。”

杨震不疾不徐地说：“天知，神

知，我知，子（你）知，怎么能说没有

人知道呢？”王密听到这话，羞愧地

离开了。

人们因此又称杨震“四知先

生”。这天晚上发生的“秘密事件”

被引申出两个成语，一是暮夜怀

金，比喻暗中行贿；二是暮夜却金，

形容为官清廉。

后来杨震入朝任职，公正廉

明，不屈权贵，屡次上疏直言时政

之弊，惹得汉安帝不高兴，亦遭到

中常侍樊丰等所忌恨，最终受到诬

陷，被下诏遣归原籍。

那天，杨震走到洛阳城西的几

阳亭，对其诸子、学生慷慨陈词：

“死是一个人不可免的。我蒙恩身

居重位，却不能禁奸佞，有什么面

目见天下呢？我死之后，只用杂木

为棺，布单只需盖住形体，不归葬

所，不设祭祠。”说罢饮鸩而卒，时

年七十余岁。

一年多后，汉顺帝即位，下诏

以礼改葬杨震。葬前十几天，有大

鸟高丈余，飞到杨震灵前，俯仰悲

鸣，泪下沾地。杨震下葬后，大鸟

才飞去。于是人们立石鸟像于杨

震墓前，以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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