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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一个身材高瘦的人走进铜
陵，他的眼睛与颧颊长得很有特点——
大画家米芾说他“方瞳正碧貌如圭”，

“圭”即古代王侯举行典礼时手执的一
种上圆下方的玉器；北宋文人孔武仲在
《谒苏子瞻因寄》诗中说他“华严长者貌
古奇，紫瞳烨烨双秀眉”——此人就是
苏轼。

苏轼，号东坡居士，出生于四川眉
山书香之家。嘉佑二年，21岁的他与
小他两岁的弟弟苏辙同科高中进士，可
因母亲病故，便回家守丧，三年后才还
朝。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秉政推行新
法，苏轼任殿中丞直判判官告院，连续
两次上书反对新法，谈论新法的弊病。
王安石极为恼火，在神宗面前陈说苏轼
的过失。苏轼就从京城外放而出，分别
于凤翔、杭州、密州、徐州等地出任通判
或知州。

至元丰二年，王安石岁至暮年，宋
神宗亲自上阵继续推行新法。刚逾不
惑的苏轼由徐州改任湖州，被派往“苏
湖熟，天下足”的北滨太湖的州城。时
为春日，听闻苏轼由徐州转湖州，隐居
在太平州（今安徽当涂）的好友郭祥正
便邀请他改道至皖。郭祥正年长苏轼
两岁，居于李白所葬之地当涂，为人狂
放。苏轼与他友善，常调侃他。陆游
《入蜀记》载，《李太白集》有《姑熟十
咏》，东坡过当涂读之，抚手大笑说：“这
是伪作，怎么会是李太白所写呢？”郭祥
正争辩说，这就是李白所写。东坡笑
说：“恐怕是你这位太白后身所作
吧。”郭祥正诗句飘逸，自诩李白转世，
因而东坡才这样戏嘲于他。

此次，两友相会后，先瞻仰当涂采
石矶太白遗迹，后溯江而上，游览李白
在铜陵的胜迹，宿食于当地望族陈陟
位于县治旁的私人别墅陈公园里。此
时的苏轼已历裘马轻狂的少年、顿踣
官场的青年，正是诗酒人生好风光
时。他在铜陵寻幽访胜，欢娱酬唱，写
下了《题陈公园》三首，后收入《永乐大
典》第1560卷：

“南北山光照绿波，濯缨洗耳不
须多。天空月满宜登眺，看取青铜两
处磨。”

“春池水暖鱼自乐，翠岭竹静鸟

知还。莫言垒石小风景，卷帘看尽铜
官山。”

“落帆重到古铜官，长是江风阻
往还。要使谪仙回舞袖，千年翠拂五
松山。”

之后，苏轼与郭祥正依依相别，赴
湖州上任去了——他何曾想到，一场人
生的灾厄正在等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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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龙卷风”——乌台诗案
——史上又一场“文字狱”。

据说，在乌台诗案中，沈括扮演过
“告密者”的角色。据南宋王铚《元祐
补录》载（中华书局版《续资治通鉴长
编》卷三百一）：宋神宗熙宁六年，沈括
受命巡察两浙农田水利情况，临行前，
宋神宗叮嘱他关注一下在杭州任通判
的苏轼。苏沈两人见面后，虽政见不
同但并不妨碍交情，愉快地叙起旧
来。临别时，沈括对苏轼说：“现在你
在杭州，我在京城，咱俩聚一场不容
易，你能把你最近的新作给我拜读
吗？”苏轼欣然答应，整理出被贬杭州
后的诗作交给了沈括。沈括回京后，
逐字逐句仔细研读苏轼的诗词，凭着
敏锐的政治嗅觉捕风捉影，把他认为
出格的词句用红笔圈了起来，譬如《咏
桧》“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
知”，似有诽谤皇帝之意……然后他向
宋神宗揭发苏轼以诗文“愚弄朝廷”、

“无君臣之义”。宋神宗却没当回事，
沈括自讨了个没趣。

及至苏轼与郭祥正同游铜陵之
年——元丰二年，苏轼改任湖州太守，
按惯例写了份《湖州谢上表》刊登在北
宋官方报纸“邸报”上，文中有：“陛下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
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沈括见后，再
次拿出苏轼的诗词老调重弹，在神宗
面前告苏轼的“小黑状”，说《湖州谢上
表》满纸怨言。有了沈括这个始作俑
者，监察御史何正臣、国子博士李宜、
御史中丞李定等人纷拥而上，“乌台诗
案”正式爆发——

当然，也有人说王铚《元祐补录》史
料可疑，极有可能是托名的伪作，《续资
治通鉴资料长编》在收录此条后附注表
示存疑，《四库全书总目》未收此书，而
苏轼在《乞郡劄子》指出陷害他的敌人

之中并无沈括……历史是爱制谜者，也
是爱开玩笑者，后来有人竟然将苏沈两
人医述合于一书，流传于世：沈括少年
体弱多病，患有“心热血凝、心胆虚弱、
喜惊多涎、眠中惊魇”等病症，来自池州
的医生郑感为他开处方“至宝丹”，颇为
有效。从此他开始研习医药，写成《良
方》一书。而苏轼也爱习医术，把自己
收录的药方写成《苏学士方》。不知道
哪位仁兄，把这两本书合编在一起叫
《苏沈良方》——那本书早于北宋熙宁
八年（1075年）就刊行了，可他俩的药
方未必能治得了北宋之疾。

苏轼从铜陵到湖州赴任后不到四个
月，因乌台诗案事发，被押解京都下刑部
大狱，过上了103天一日三惊的囚徒生
活。后神宗朱笔留情，于年底下旨贬他
为黄州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自此，
苏轼开始了整整四年的黄州生涯——此
次路过铜陵或许是他人生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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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五载，苏轼第二次来到铜陵，
时年49岁的他似乎就要从“乌台诗案”
的困厄中走出来了。

元丰七年（1084年）正月某日，神
宗皇帝忽然觉得苏轼“人才实难，不忍
终弃”，便亲书御旨诏令将苏轼改授汝
州团练副使，于是谪居黄州的苏轼有了
乘舟南下临汝之行。此行始于四月，转
道筠州，又赴饶州，途中应地方官员及
友人之约一路畅游，足迹所至庐山、石
钟山等地，写下了《题西林壁》《石钟山
记》等名篇。当他和家人沿江下行至池
州时，已是七月上旬。州太守王琦盛情
接待了这位同年进士，与他同游萧丞相
楼，苏轼录其弟苏辙所作赠予王琦。苏
轼在池州盘桓期间，因疮疖大作，殆难
久坐，承蒙王琦“以人力相助”，才离开
池州抵达南京，并拜访了王安石。此
间，“苏门四学士”之一黄庭坚正由南昌
赴太平州，两人在铜陵陈公园相会了。
苏轼心情舒畅，与黄庭坚觞咏竟日，联
咏出《陈公学堂诗》。

此年，苏轼还应与铜陵接壤的芜湖
东承天院方丈蕴湘之请，泛舟抵芜，挥
毫书下温庭筠的《湖阴曲》，并在书后题
跋：“元丰五年，轼谪居黄州。芜湖东承
天院僧蕴湘，因通直郎刘君谊，以书请
于轼，愿书此词而刻诸石，以为湖阴故

事。而鄂州太守陈君瀚为致其书，且助
之请。七年六月二十三日，舟过芜湖，
乃书以遗湘，使刻之。汝州团练副使员
外置苏轼书”——此诗曾刻成诗碑，今
已无存，仅题跋为时人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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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第三次来到铜陵是在绍圣元
年（1094年）六月下旬至七月上旬间。
此前，宋哲宗即位，苏轼又在宦海沉浮
了一番，曾迁翰林学士、礼部尚书，又知
杭州、颖州、扬州、定州等地。这一年，
垂帘听政的高太后亡故，哲宗亲政，新
党得势，又翻起苏轼的历史老账，四月
以“坐前掌制命语涉讥讪”之罪谪贬英
州军州事，六月至当涂时改“责授建昌
军司马，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七
月经池州至湖口时再贬惠州。

在此途中，苏轼舟行至当涂遇风
不能前行，便在慈湖等待。期间，他听
说老友郭祥正致仕在家，又闻得黄庭
坚因职务变迁而至，于是三人相伴再
返铜陵寻幽访胜，入住陈公园。他的
好友，刚刚提拔为江淮荆浙发运副使
的蒋之奇在池州，也赶到铜陵接他至
池州。他在池州清溪河畔写下了《清
溪词》：“大江南兮九华西，泛秋浦兮乱
清溪。水渺渺兮山无蹊，路重复兮居
者迷。”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苏轼
从皖江抵达惠州五年后，又谪儋州（今
海南）。元符三年哲宗去世，宋徽宗即
位，发大赦令。他内迁廉州，于徽宗建
中靖国（1101年）八月，在北还途中病
死于常州。

……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

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
雨任平生。”——这是一个光明磊落、
浪漫真挚、无拘无束、热爱生活的“有
趣”灵魂。他一直为后人追捧：公安派
诗人王世贞“懒倦欲睡时，诵子瞻小文
及小词，亦觉神
至”，直到去世
前仍手捧苏集
不 忍 撒 手——
这样的文人三
过铜陵，会不会
给一方水土留
下什么？

□朱斌峰

苏轼铜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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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年代“三
年自然灾害”的第三
年，快到暑假的时候，
同学们开始议论下乡
劳动的事。下乡支农，
校长已经在大会上作
了动员。除测量班留
校另有任务，其他各班
到铜陵县董店公社支
援农业生产。这次劳

动可不是到三公里浇菜地
那么简单，这次下去吃住都
在农村，什么时候回校还不
知道。

我们班分配到董店公
社板桥大队。记得那天午
后出发，教地质的刘老师
带队。我们一路纵队行
进，从大选厂旁上山，沿铜
官山尾矿库一侧向南，越
过枣树岭，下去是佘家大
院村。穿过大院村田野，
登上双龙洞西侧山路，翻
过一道岭下山向西，经过
董店街，走到板桥大队村
口已是傍晚时分。此时的
我们个个汗流浃背、精疲
力竭了。

所谓“板桥大队”，地名
就叫“板桥”吧。这是一座
后依青山前临清溪的山
村。也就是五十年后屡屡
见报、以古村落闻名遐迩的
江村，这是后话。当年没听人叫“江
村”，都叫板桥大队。大队来人将我
们引进高大阴森的江氏宗祠。祠堂
后厅的地上已经铺上了一层厚厚的
稻草，大家明白这是住宿的地方，于
是都东倒西歪地躺到地铺上。学校
提前派炊事员到板桥大队做好了后
勤准备。我们躺下不大一会，就听班
长招呼去食堂吃饭。

食堂在一所挺大的老房子里，
距离祠堂不远，是板桥大队的社员
食堂。社员食堂的大灶在东墙边，
我们学校在西墙跟前砌了一个小灶
台。正是开饭时间，大灶台那边村
民们捧着碗钵在排队打饭。这边，
学生蹲在地上围着菜盆狼吞虎咽。
村民捧着稀饭很快就喝完了，陆续
离去。也有不走的，站在一旁望着
我们吃饭，望得我们好不自在。后
来一连数天都是这样，原来他们羡
慕我们吃的干饭。我们干饭用米
粒掺麦粒煮的，固然比社员的稀饭
强，却也只吃个半饱。大家回到祠
堂倒头便睡，睡到半夜，我硬是被成
群的蚊子叮醒，只得将身体裹进床
单，顾头顾不到脚。夜里，不时发出

“噼啪”打蚊子的响声，看来大家都
没睡好。

祠堂的大门对着田畈。吃罢早饭
我们来到田头，一方方绿油油的水田
迭次延展，望不到尽头。班长和生产

队长扛来了许多耘耙。队长给我们示
范耘田要领：将耘耙头顺着稻垄淤泥
来回平推，莫伤及稻棵。天空烈日高
悬，阳光刺眼。谁都没草帽，晒得实
在受不了，都把毛巾湿过水顶在头
上。脱鞋下田，田里的水竟然也是热
的。不一会蚂蟥就爬上了小腿，拽不
下来，手拍即落。一天下来，两臂晒
起了水泡。晚上，大伙躺在地铺上七
嘴八舌发表感叹，竟然凑成了四言八

句。现在只记得开头两句：“夜
拍蚊子日拍蟥，锄禾近午口舌
干”。的确，空旷的山冲除了我
们这些干活的学生，不见人
踪。大家奇怪怎么没人送水给
我们喝。后来问村民，村民说
生产队为了办好集体食堂，把
家家户户的灶台都拆掉，锅也
被收走了，哪有地方烧水呀。

一天中午，我们正在食堂
吃饭，大灶那边忽然发出哭喊
声。只见一个老头坐在地上哭
求炊事员给他打饭，炊事员不
理。排队打饭的社员似乎司空
见惯，没人吱声。我们同学大
铎放下碗筷，过去问炊事员为
什么不给他打饭。大铎来自六
安专区，爱打抱不平。炊事员
说老头是“XX 分子”，社员都
吃不饱，哪有他吃的。此言一
出，坐在地上的老头发出绝望
的哀嚎。大铎跟炊事员商量
道：“家里没有锅灶粮食，孬好

也是你们的社员，总不能不管吧。”孰
料那人脖子一僵，叫大铎莫管闲事。
学生这边议论开了：劳改犯也得给
饭吃呀。又有同学上前质问那炊事
员，这是谁规定的？我们陪你到公
社去问个清楚。炊事员也不退让，
争辩声越发激烈。这时我们的刘
老师将大队书记找了来，书记径直
来到炊事员面前，叫他只管干好本
职工作，不许多事。那场面有点老
鼠见猫的感觉。炊事员一声不吭，
给老头碗里舀了一瓢菜糊糊。经
过这么一闹，村民望我们的眼神变
得和善多了。平时跟他们借个木
盆、讨要点皂荚洗衣，都叫我们尽管
拿。有的还送来艾草给我们熏蚊
子。

八月中旬，学校下达返校通知。
算算我们在板桥干了一个多月，把这
条山冲的水田耘了一个遍，一改我们
刚来时稗草丛生的衰败景象。正当我
们准备动身的时候，附近的黎明大队
旱情严重，董店公社要求我们去支
援。这样，我们又去黎明大队给山芋
地浇了一个星期的水。回去，我们仍
旧是一路纵队原路回校。学校安排测
量班的同学们等候在校门口，见我们
走来，敲响洋鼓，打起铜镲，煞是热
闹。其中一位敲小鼓的凑近我打趣
道：老远的望过去，好像走来了一队非
洲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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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圣 杜 甫 在《戏 为 六 绝 句》中
道：“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
汝师。”意思是博取众长，是写好诗歌
的基础。然而，戴复古在《论诗十绝》
中说：“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
后行。”却说写诗最忌讳一味因袭模
仿，而要自出机杼。的确，博览诗书，
广学优处是学诗的基础，但若无法形
成自己的风格，写再多诗终究也难以
出头。因此，我认为：青年应有创新
精神。

欲立创新，必先积累。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荀

子也有言“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
也”。若立志创新于某一领域，而连
最基础的知识也不去学，创新又何从
谈起？正如作诗，若大字不识、腹中
空空，灵感难道会从天而降吗？必先
有所积累，才能有所创新。知识便是
我们“善假”的“物”。只有积累一定
理论基础，思考问题、处理问题才能
事半功倍。

欲立创新，必有思考。
袁枚曾说：“不学古人，法无一

可；竞似古人，何处著我？”不仅阐明
积累的必要性，更体现了创新的重
要性。若兼取众家之长，而不进行
自省与思考，一味的“拿来主义”，那
么要么成为他人思想的代写者，要
么生搬硬套无法应用于实践，甚至
酿成祸患。帕斯卡说“人是会思考的

芦苇”，说明人类在几千年历史长河
中最核心、最闪耀的特质就是思考。
因为思考，人类才能由石器时代发展
至如今的信息时代；因为思考，人类
历史上才有百家争鸣、文艺复兴等文
化思潮的涌现。思想的本质是不安
的，它是不断怀疑、不断推倒、不断重
建的过程。只有思考，才能从我们所
学到的别人的思想中发掘出属于自
己的东西。

欲立创新，须敢质疑。
孟子有言：“尽信书，则不如无

书。”亚里士多德也曾说：“吾爱吾师，
但吾更爱真理。”敢于质疑是好的品
质，不破不立，只有敢于质疑，才不会
被权威慑服而阻滞于追求真理的路
上。特斯拉刚研究出交流电时，正于
爱迪生电力公司供职，当他向爱迪生
展示交流电时他却得到了爱迪生轻蔑
的否定。爱迪生当时风头正盛，因直
流电身价飙升，是名副其实的权威。
但特斯拉并不迷信权威，在接连的挫
折后，他终于遇见人生的伯乐，开始推
广损耗更低、更便利的交流电，最终改
变了世界的电力格局。设想如果特斯
拉因为不敢质疑权威而将交流电这
项创新技术束之高阁，也许现代科技
发展进程会推后很多年。

青年朋友们，让我们广泛积累、独
立思考、大胆质疑吧，让我们把创新
精神装备在大脑里，以实际行动去践
行这一精神，用沟通、开放和包容来
破解发展难题，用科技创新为人类进
步赋能，更好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各
种挑战。

□张积涵

青年应有创新精神

安徽旌德
县 兴 隆 镇 三
山梯田，有着

“ 云 上 梯 田 ”
之 称 。 梯 田
地 处 皖 南 深
山 ，起 伏 绵
延，村庄依山
傍水而建，由
于土地有限，
村 民 自 古 以
来 借 着 山 势
和 水 源 开 垦
出 一 块 块 分
布均匀、错落
有致、大小不
一的梯田，如
珠 玉 镶 嵌 山
间 。 忽 隐 忽
现的远山、弯
弯 曲 曲 的 梯
田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
卷，宛如人间仙境。从
山上望下去，一块块的
水田，线条曲折优美，随
着季节变换，梯田风光
四季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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