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走婺源
□俞永军

行走婺源，如在画中。虽与油菜花盛开的季节擦肩

而过，但秀水明山还是令人怦然心动。水那么清、那么

凉，惹得同游者不由自主迈开步子跳进潺潺溪水。天那

么蓝、那么纯，偶尔飘过朵朵白云，像孩子眼中的串串

棉花糖，诱人，舒心。人那么善良、那么热情，每次求援

总能获得对方倾心相助，让你受宠若惊，感动不已。

从中午12点开始，我们就在导游带领下，漫步婺

源的经典村落。先是李坑，它最大特点就是“盛产”名

人。谁能想到小小李坑，巴掌大的地方，划根火柴也能

走个来回，居然走出二十几位进士。有山有水有灵气。

群山环绕的李坑也不例外，一条清可见底的小溪穿庄

而过，似一条玉带勒住腰际，晶莹剔透。溪流行至庄台

正中央，一分而二，极像隶书中的“人”字。导游说这是

二龙戏水，是风水宝地。依山傍水，绿树成荫，鸟语花

香，空气清新，自然是栖居的绝妙之地。

出了李坑，走不多远便是汪口，这里最值得欣赏的

是丛溪。湍急的水流在中部遇阻形成一条瀑布，哗哗直

下，就像一匹悬挂的白布，无端切割清得发绿的从溪，或

明或暗，仿佛一次生与死的别离。同行者纷纷慨叹：水太

美了，如若不是行程紧，真想跳进水中，尽情游上一回。

岸边矗立着古朴典雅的俞氏祠堂，走进祠堂，我和学校

同姓的四位老师站在祖先面前合了个影，虔诚与激动，

谁能想到遥远的婺源能找到俞氏先人？突然，唐执董唤

我：“小俞，以后喊你‘鱼头’不要有意见，你看俞氏祠堂就

有考证。”同行的老师哈哈大笑，我们四人亦讪讪而笑。

最后我们来到晓起，只游览一个景点———千年神

樟。这棵樟树很大很大，五六个人张开双臂，手和手在

两端相握，都无法合抱树身。老树的冠盖就像一把巨

大的绿色火炬在蔚蓝的天空中熊熊燃烧，犹如我们激

情浇筑的岁月。大家纷纷站到树前，摆出姿势，留下身

影。不少游人玩累了，也懒得动，瘫坐在周围的石凳上，

喝喝水，说说话，任导游讲解。

其实无论李坑，还是汪口，还是晓起，都拥有共同

之处，那就是群山起伏，绿树成荫，溪水潺潺，空气清

新，好一派迷人的风光。难怪游人慨叹，要是能定居在

这里那该有多好。不错，没有污浊，没有庸俗，没有灯

红酒绿，没有熙熙攘攘，于人只有赏心悦目、流连忘返

的自然美、厚重美。每张通用门卡上都印着一行文字：

中国最美的乡村———江西婺源。我看，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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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温卷
□周游

“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

（自己的诗文）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赵彦卫《云麓漫

钞》）唐代以科举取士，考卷都不糊名，应试者事先可以将自己

的诗文送呈政界要人或文坛名宿，请求推荐，因而是凡有进取

心的士子，无不干谒，以求当路之知。

对于“诗圣”杜甫“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述古》），后

人始终激赏不已。其实，杜甫是功名欲望很强的人，“学而优则

仕”的三种门径———科举、行卷和向皇帝陈情，他都闯过，而且

不止一次。杜甫曾参加两次科举，但都名落孙山了。杜甫曾三

次直接向皇帝陈情。第一次是天宝九年（750年）进献《雕赋》；

第二次是天宝十年（751年）献上《三大礼赋》；第三次是天宝

十三年（754年）呈上《封西岳赋》。除第二次受玄宗“奇视”而

命待集贤院外，杜甫均未得到垂青。至于恳求权位的荐举，那

就更加频繁了。《杜工部集》收有不少天宝年间行卷之作：《赠

事左丞丈济》《奉赠韦左丞丈（济）二十二韵》《奉赠鲜于京北二

十韵》《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赠翰林张四学士垍》《上韦左
相（见素）二十韵》……无论是向皇上陈情，还是恳求权贵汲

引，杜甫都要赞美皇帝，吹捧权贵，继而哭穷。因而王夫之指

责杜甫：“陶公‘饥来驱我去’，误堕其中；杜陵不审，鼓其余

波。嗣后啼饥号寒、望门求索之子，奉为羔雉。”（《姜斋诗话》）

但是，潘德舆认为：“（杜）少陵酬应投献之诗，不尽符其平素鲠

直之谊，旧唐人风气使然。”（《养一斋诗话》）

“诗仙”李白也有许多干禄之作。据唐代孟棨《本事诗》记
载，李白刚从四川至京师(长安)的时候，住在旅店里。秘书监

(官名)贺知章听说他的名声，第一个探访之。觉得他容貌非凡，

又请他拿出所写的文章。李白拿出《蜀道难》给他看。贺知章还

没读完，就连连称赞，称其为“谪仙”，解下金龟(官员的腰带)换

酒，和李白喝酒，两人都醉了，一连这样好几天，于是李白的名

称声誉逐渐显赫。后来，李白被贺知章推荐给唐玄宗，作了翰

林学士。

再说素有“诗魔”和“诗王”之称的白居易，“初至京，以诗

谒著作顾况。顾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

乃披卷。首篇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

吹又生。……’即嗟赏曰：‘道得个语，居亦易矣！’因为之延誉，

声名大振。”（张固《幽闲鼓吹》）

只在人间活了二十七岁的“诗鬼”李贺也曾见知于道德文

章名重一时的韩愈。“元和中，进士李贺善为歌篇，韩文公深所

知重，于缙绅之间每加延誉。由此声华籍甚。”（《剧谈录》）

通过行卷求仕，这在唐代文士中并不鲜见。有的说得直

露，譬如李白《与韩荆州书》：“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

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

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有的人说得含蓄，譬如孟浩然。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张九龄为相，孟浩然曾去相府行卷：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这首《临洞庭上张丞相》诗，前四句写洞庭波澜壮阔的气

势，后四句意思是说，想渡湖而苦于没有船只，想做官而苦于

没有援引，生当盛世而无所作为是感到可耻的。我看到渔夫钓

到了鱼，内心羡慕不已，可我没有垂钓的工具。言外之意，我空

有做官的愿望，却难得有一个荐举自己从政的人。张九龄也善

写诗，自然明白孟诗的真意。遗憾的是，张九龄见忌于李林甫，

对孟浩然只有爱莫能助。孟浩然应试不第，又还故里襄阳。后

张九龄被贬，出镇荆州，曾招之于幕府，但是二人共事只有四

年时间就先后病故了。

还有一种温卷的方式是效法《楚辞》，以夫妻或男女爱情

关系比拟君臣以及朋友、师生等社会关系；用借此喻彼的手法

来表达希望人家荐引的意思。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朱庆馀的《闺

意》：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这首诗又题为《近试上张水部》。诗是写给水部郎中张籍

的。张籍极善写诗，与韩愈齐名，而且乐于提拔后进。朱庆馀平

日向他行卷，已经得到他的赏识，临到要考试了，还怕自己的

作品不符合主考的要求，因而以新娘自比，以新郎比张，以公

婆比主考，写了这首诗，征求张籍的意见。有趣的是，张籍在收

到朱庆馀的《闺意》以后竟也用同样的手法写了首答诗，题为

《酬朱庆馀》，诗云：

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
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

朱庆馀是越州（今浙江绍兴）人，张籍索性就把他比作一

位采菱越女，新样靓妆，出现在镜湖的湖心，她明知自己长得

很美，光彩照人，可是因为求强好胜的心太迫切了，反而忐忑

沉吟起来。越女过于想打扮好一些，自己没有把握，疑惑不定，

倒要去问人家这个样子是不是好看。接着，张籍进一步肯定朱

庆馀才艺超群，齐地（今山东淄博）出产的鹭丝绸制成的衣服，

并不值得人们看重，而是那明艳越女的“一曲菱歌”，才是真正

可以“敌万金”的呢。实际上是张籍暗示朱庆馀不必为这次考

试担心。后来，朱庆馀果然金榜题名，官至秘书省校书郎。

诚然，对有才能的后辈，给以延誉以至奖掖，使他们能“出

人头地”，发挥其所长，并非坏事。但是这种温卷之风往往又给

那些“跑官”者大开方便之门，难免鱼龙混杂。章碣有首《东都

望幸》，诗云：

懒修珠翠上高台，眉月连娟恨不开。

纵使东巡亦无益，君王自领美人来。

显然，这是一首宫怨诗。唐以洛阳为东都。诗咏在洛阳的宫

女盼望皇帝巡幸洛阳，以期承恩受宠，但是终于落空的懊恼心

情。她已懒于将自己打扮得翠绕珠围，登上高台去望君王车驾

的来临了，就像新月弯弯一般美丽的双眉含颦深蹙，难得展开。

为什么呢？因为身在东都，不比长安的宫女，可以有较多的机会

接近皇帝。纵然皇帝东巡，对自己能有什么好处，因为他会把长

安的美女也带了来，这样，自己又有什么可能获得恩宠呢？这真

是绝望了。但据《唐摭言》记载，这首诗是章碣写来讽刺高湘的。

高湘从南方回长安，路过连江。邵安石将自己的诗作呈献给他，

颇受赏识。他就将邵安石带到长安。后来他以礼部侍郎主持进

士考试，邵安石就及第了。由此可见，温卷也有弊端，同时也反

映了小生产的农业社会人才的总需求量不大的现状。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韩愈《杂说》）这不仅是韩愈的人才观，也是长期以来中国人的

人才观。一言以蔽之，人才是有的，而善于发现人才或培养人才

的不常有。因此，即或是一匹千里马，要是遇不上伯乐的话，也

只能“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同上）。伯乐与千

里马，虽是一则寓言，但是反映了对马而言的势不可免的人身

依附状态，对伯乐来讲的很容易形成的权威主义。因而“跑官”

之风蔓延至今，有所不同的是，今人不再行卷，而是直接行贿

了。其实，这种“跑官”就是“买官”。这些“跑官”者把奔走活动

中的付出，看作是“感情投资”，投了资就要追求“回报”，这种

人一旦掌权，当然不可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清官。

电动水车
□朱禄山

今天的人们对抽水机（水泵）是十分

熟悉的，但对于水车恐怕就很陌生了，如今

在我们这里基本上见不到水车的踪迹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水车在我们里下河水

网地区随处可见：有靠人力的脚踩水车、

手摇水车，还有靠风力带动的风力水车。而

电动水车知道的人就很少了，它是依靠电

动机来带动老式水车提水的半洋半土的灌

溉农具。就我所知，当时周边只有我们生产

队有。

那是一九七三年春，我在生产队当队

长。清明节刚过，队里已开始浸种，并准备

做秧池。秧池面积不大，一部水风车提水，

还能勉强对付过去。但“四夏”大忙就要到

来，大面积水田的灌溉，靠一部风车提水，

那是无论如何解决不了问题的。想到这

里，虽不是心急如焚，至少是忧心忡忡。一

定会有人要问，为何不用水泵（抽水机）来

灌溉？要知道，当时全大队仅有一台柴油

机水泵，八个生产队都依靠它，日夜不停

抽水，至少四五天才轮到一回。生产队自己

买一台水泵，一是没有财力买不起，二是即

使有钱也无处可买。“四夏”大忙，季节不等

人，哪个生产队都想先抽水。解决这一矛盾

的最好办法，是各个生产队队长抓阄，运气

好，排在前面；运气背，排在后面。经常出现

队长们为争夺水泵产生纠纷，甚至发生肢体

冲突。农活耽误不说，还恶化了人与人的关

系。每当“四夏”来临，灌溉已成了队长们最

担心、最揪心的又不可回避的问题。谁都知

道秧苗早栽一天好一天，那可是一天一个颜

色，对秋收的影响可大了。

一天，我到粮食加工厂去机米（碾米），

看到碾米机通过电动机拉动，快速转动碾

米的过程时，我的脑中不由闪出一个念头，

能不能以电动机为动力，带动水车来提水

呢？水泵虽然买不起，买一台小电动机（即

马达）队里还是有能力拿得出这钱的。于是

我就召开生产队社员会，把我的想法提交

社员们讨论，大家认为我这个想法可行，一

致同意买电动机回来作为水车的动力。接

下来又有问题出现，即电动机到哪里去买？

大家一下子陷入沉默。我就动员大家想想，

家里有没有亲戚朋友在外地，有，还要有

路子买到电动机才行。大家叽叽喳喳议论

了一阵，还真让我碰到了运气，我们队里

一位我爷爷辈的社员，他说他有一堂兄弟

在安徽合肥工作，且是企业负责人，估计

有把握能买到电动机。这一信息，立刻振

奋了全体社员的精神，催我第二天就安排

他去安徽购买电动机。请人办事，人情还

是要尽一点的。我让他从队里仓库里向保

管员领了 5斤香油、十斤鸭蛋，用来送给

他堂兄弟。我这爷爷辈的社员不辱使命，

来回仅用了四天，花了 150多元钱，就捧

回了一台三千瓦的电动机。这让我们全队

的社员激动不已，好像他捧回了全队今年

丰收的果实。他这次出差尽管住在他堂兄

弟家，我依然给他报销三晚的住宿费，出

勤按壮男劳力记工分，奖励他这次为生产

队作出的贡献。

有了电动机，还不能直接带动水车提

水。它的转速太快，水车可不能那样快，必

须变速。当时我们就土法上马，找来木匠，

用桑木做一个直径近一米的皮带轮安装

在水车轴上。这皮带轮的大小我们是经过

计算得出的，好像是10比1来变速的。当

电动机与水车组装完毕，全队的

社员都来到现场观看电动水车

提水。人们的心情既兴奋又紧

张，希望一次成功，又生怕实验

失败。我和一名男劳力再次检查

一下水车的各个部件是否正常，

凡是转轴处都上足润滑油，把水

花吊得不大也不小（即把水车尾

部放入水中不深不浅位置，吃水太深，阻

力大，伤水车的零部件；吃水过浅，提水效

率不高）。当电工合上电闸，电动机带动水

车很快就转动起来，水槽里的戽链带动着

洑板把清清的河水汩汩不停地提上来，流
到田块里。在场的社员们无不欢欣鼓舞，

挤到水车出水口处，看源源不断的流水，

有人还伸出双手抄起一捧水来送到嘴

边，畅快地喝了几口，感觉那水就像流到

我们在场的每个人的心田里那样舒畅。

大家高兴地说，以后我们生产队沃田（即

为田块灌水）不愁没水了。

自从安装了电动水车，其提水效率十

分可观的。当年“四夏”大忙，我们队大部分

田块的灌溉都靠了它，因为它不受自然条

件限制，又不像人干累了需要休息，只要零

部件不损坏，就一刻不停地工作着。那年，

我们生产队灌溉很少使用大队的那台合用

的柴油机水泵。但对于那台柴油机水泵的

使用权我并不放弃，照样参与抓阄。我有我

的小算盘：如果我们生产队的电动水车出

现意外，我就有了一套预案，不须求人，理

直气壮地使用大队的那台柴油机水泵；如

果我们生产队的电动水车正常运转，虽然

我们生产队不需要，我可以做顺便人情，把

使用权转给需要的生产队，那队长还不对

我千恩万谢！也正是有了这台电动水车，其

他生产队队长对待我的态度与以前大有不

同。因在他们的眼中，我当时只是一个乳臭

未干的毛头小伙子，初出茅庐，要经验没经

验，要成绩没成绩。现在看到我们队的电动

水车提水成功，解决了全队的灌溉问题，令

他们不得不刮目相看，认为我还有几下子。

这一状况的出现是我始料未及的，算是我

个人的一个意外收获吧。

电动水车比起老式风车和人力水车来，

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记得它在我们生产队

以后四五年的田块灌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直到以后买了水泵，它才退出人们的视野。

如今抽水，再也见不到人力水车及电

动水车的踪影了，替代它们的是各种水泵。

我以为这是一件好事，先进淘汰落后，现代

替代传统，是我们时代进步的必由之路，我

们应该为之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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