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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 贤 之 隐
许从长

隐贤是寿县西边淠河岸边的一个
镇，河对岸霍邱境内还有一个西隐贤。

隐贤这个点是同事给我的推荐。他
说，隐贤也是寿县的一个有文化底蕴的
名镇，应该去“访访古”。我问，“隐贤”的
这个“贤”是谁呀？ 同事说，是一个姓董
的，和韩愈有诗文唱和，你可上网查一
下，很有名的。

我就去查了下。
这一查，吓了我一跳。 果然是我很

熟悉的。没想到，“文化”就在身边，我却
茫然不觉。

熟悉韩愈的《嗟哉董生行》是上大
学时。我的古代文学老师说韩愈诗的特
点是“深险怪僻”“以文为诗”，举的例子
就是这首《嗟哉董生行》。好像当时为该
诗究竟如何断句还有过激烈争论。这首
诗在文字上倒是较为平易，句法一扫浮
艳之习， 与早期的汉乐府诗极为相似，
只是我对这个诗的韵律很不适应。 而
“深险怪僻”则举的是《山石》中的“山石
荦确石径微”。

而那篇《送董邵南序》则是大大的
名篇！ 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韩愈的这
篇散文，董邵南是谁，恐怕早已没有人
知道了。 董邵南能被称为“贤”，是韩愈
为他做了千余年的广告，且将一直做下
去。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隐贤镇原名
“百炉镇”，是三国时魏、吴争战，曹操支
起数百火炉冶炼兵器的地方。 呵呵，时
至今日，曹操居然敌不过董邵南，可见
韩愈此文的威力！

《送董邵南序》为什么这么有名？看
看那些名家是怎么评论就知道。

南宋学者李耆卿在 《文章精义》中
说：“文章短而转折多，气长者，韩退之
《送董邵南序》、王介甫《读孟尝君传》是
也。 ”清代“桐城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刘
大櫆说：“深微屈曲，读之，觉高情远韵
可望而不可及。 ”清代过珙高度评价此
文：“含蓄不露，曲尽吞吐之妙。 唐文惟

韩奇，此文为韩中之奇。 ”
此文不过 150 来字，究竟“奇”在哪

儿？
初一看来，这是韩愈送董邵南赴河

北的赠言，无非是些祝愿、勉励之语。如
果真就只此，这就是一篇普通得不能再
普通的文字了。

好文章往往是因难见巧， 以巧取
胜。何为难？难言之语能巧妙说出，言外
有不尽之意，明己志却不显突兀，指人
非却极尽委婉。 而这篇文章，笔力雄健
而寄予遥深，文意反复摇曳中，却有一
股刚劲之气贯注其中，达到了壮美与优
美的结合。

董邵南何许人？撇开那些明显后世
附会的文字，大致能确定他是一个比韩
愈年龄小一些， 主要生活在唐代宗、德
宗、顺宗时代，且与韩愈关系较为密切
的读书人。我甚至猜测他极有可能和李
翱、张籍等人一样，是在韩愈受宣武节
度使董晋推荐出任宣武军节度使观察
推官时，拜在韩愈的门下。 说他是寿县
人我有些怀疑，他隐居在寿县极有可能
只是短期，他还极有可能是韩愈的“伯
乐”董晋的本家。 董晋临危受命来徐州
宣武军大本营，形势极其微妙，董晋将
家人安排在安全而又不远的地方，这是
唐人在仕途的惯常做法。而隐贤就是一

个说偏不偏、交通还算方便的地方。
我作此推测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因

为贞元十五年（799 年）二月董晋病逝，
宣武军发生兵变，军中大乱，韩愈因随
董晋灵柩先离开而得以免祸。 那么，作
为家人的董邵南也在列，并在离开后选
择回到离徐州不远的寿县隐贤这个父
母所在地就有了合理的解释。他早年在
徐州给韩愈的印象是品德高尚，学识超
群，又孝敬父母，和睦乡邻，是“无与俦”
的人才，《嗟哉董生行》 就是那时写的。
称“董生”而非后来写《送董邵南序》时
的郑重称字， 可见他是以师自居的，毕
竟韩愈当时也才 30 上下嘛。 之后董邵
南赴长安，几度“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
司”。 在科场屡屡受挫的情况下，心情抑
郁，甚至产生离开长安，去当时在藩镇势
力控制下的河北燕、赵之地以谋求出路。
韩愈的这篇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的。

写此序时的韩愈，身份应是在国子
监担任国子博士。 此前，为了早日支撑
门户的韩愈 19 岁入京赴考， 却接连失
利，直到第四次才登进士，之后又三次
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仍是失败。 辗转
投谒，好不容易进入官场后，又因为性
格，几度浮沉，仕途坎坷。但深受儒家思
想影响的韩愈他忠于朝廷、积极进取的
心志始终不变。而此时的唐德宗李适在

锐意改变安史之乱后的乱政受挫后，屈
服藩镇， 导致当时的朝廷仕途壅塞，而
河北藩镇借此机会笼络才俊，不经朝廷
任命即自行任命官员， 朝廷既无力阻
止，只好勉强承认。

董邵南要去藩镇割据的燕、赵之地
寻求发展，对于继承儒家“大一统”的思
想，力倡统一，反对藩镇割据的韩愈来
说，内心并不支持。但面对这个“怀抱利
器”的故人之胤，韩愈又不能明着阻止。
一来，藩镇明面上还是属唐的，供职藩
镇还是唐臣，不算“从贼”，你不能“鸣鼓
而攻之”吧？ 二呢，董邵南不得志，自己
又无法帮到他，有相同经历的韩愈感同
身受，同理心也会让他说不出反对的理
由。三呢，朝廷眼下的状况，自己也无法
改变。

但同情归同情、理解归理解，为了
自己心中的理想，也出于对董邵南的真
心关心，他不想董邵南去河北。不过，这
意思如何不伤情面表达出来，就的确有
点难为人了。 因此韩愈在这篇序中，既
表达了对董邵南有才却无处施展的同
情心理，同时，也委婉地告诫他，“风俗
与化移易”， 燕赵也不一定成为他实现
理想的乐土。 还通过运用历史典故，希
望他劝说燕赵豪杰之士一起都来为朝
廷效力尽忠。

这的确是一篇送行的文章，但，“送
之”正是为了“留之”！微情妙旨，全寄予
笔墨之外。

由此看来，“隐贤” 一词颇值得玩
味。看字面意思，当初董邵南来此归隐，
那是“归隐的贤者”；那么之后的韩愈委
婉劝阻其去燕赵之地，是否含有“使贤
者归隐”之意呢？ 我不知道后来董邵南
有无去成“燕赵之地”，但韩愈的一片肝
胆，天下皆见！

人生有“达”亦有“穷”。 “达”时“兼
济天下”不难，“穷”时还能“心怀天下”，
才更为可贵！

有意思的是，“二南”相对属于《诗
经》中的正音，也就是周朝封建主义核
心价值观比较“正”的地方，孔子曾建议
自己的儿子重点学习。 这次韩愈称“邵
（召）南”而不是更亲切的“董生”，有无
暗示的意味呢？ 还真不能排除。

邓家渡口与寿州邓氏名人
李家景

陡涧河源于寿县安丰塘， 迤逦流向
东北，在瓦埠湖西侧入湖，是瓦埠湖的重
要支流之一， 亦是古时寿州区域内较为
繁华的水运通道。 陡涧河沿岸有古渡口
三处，名为岗头渡口、张家码头、邓家渡
口，其中尤以邓家渡口知名。

邓家渡口位于陡涧河南岸的窑口镇
粮台村境内，西距窑口大桥约 6 公里。为
探究地名来历，我们走访了邓家大庄、小
庄的老人。老人们说，因当地有邓姓祖坟
（俗称邓家南陵）， 为方便远在南京的族
人回乡祭祀祖先， 邓姓于此设立渡口停
靠船只，因此名为“邓家渡口”，距今已有
数百年历史。

参考史籍，可知“邓家渡口”与明末
清初著名文人邓旭的家族有关。邓旭，字
元昭，寿州人，顺治四年（1647 年）进士。
邓旭的先祖邓道常于明代洪武四年
（1371 年），从苏州洞庭山迁居凤阳府临
淮关， 邓旭的祖父邓洲从临淮关迁居寿
州，其后人遂以寿州为籍贯。

据《清实录》：顺治四年三月三十日，
选进士邓旭等为庶吉士；顺治六年（1649
年）七月二十八日，授庶吉士邓旭为内翰
林国史院检讨；顺治八年（1651 年）六月
十四日，国史院检讨邓旭、刑科给事中周
之桂为江西乡试主考官 ； 顺治十二年
（1655 年） 九月十八日， 因朝廷用人急
迫，急需文行兼优者以学问为经济，饬法
惠民，助登上理，顺治帝亲行裁定，“邓旭
等人皆品行清端，才猷赡裕，信任既久，
图报必殷，着各照外转应得职衔、升一级
用，遇缺即补。 各官须益矢忠勤，兴利除
弊，副朕图治安民至意”；顺治十二年十
二月十四日， 国史院检讨邓旭为陕西按
察使司副使，分巡洮岷道。

清朝大文人吴伟业曾撰有 《赠内翰
林国史院检讨邓公墓志铭》，所述邓旭家
事较为详实，可资佐证。邓氏自明初迁入
凤阳府，历代贫寒，至邓让（邓旭父亲）时
家境始得宽裕。邓让年少时好学，有才子
之名，因父母早亡，家境寒苦，遂辍学经

商。他精强而又富有心计，不数年即家道
大兴，晚年热心于公益事业，修桥铺路，
乐善好施，被推举为乡祭酒，是远近闻名
的长者。 明崇祯十四年（1641 年），邓让
去世，恰逢寿州动乱不止，邓旭只得将父
亲草草安葬于陡涧河南岸。清顺治六年，
邓旭出任内翰林国史院检讨 （从七品）
后，为父亲重修陵墓，按照清朝例制，赠
予邓让“内翰林国史院检讨”的头衔。

墓志明确记载：“寿春城南二十里地
曰东陡涧，有林木郁然者，是为赠文林郎
国史院检讨邓公之墓”，其墓葬也就是百
姓口口相传的“邓家南陵”。 旧时墓前有
高大石羊、石马等，今已不存。

邓旭善作诗，著有《林屋诗集》，其诗
“酷嗜长吉古体，多奇语，近体似王、孟，
间入于温、李”，备受时人称誉。 休官后，
邓旭在江宁府（今为南京江宁区）营造园
林居住，其子孙亦散居寿州、江宁两处，
绵延至今。鸦片战争著名将领、抗英禁烟
民族英雄邓廷桢即为邓旭六世孙。

邓廷桢，字维周，又字嶰筠，号妙吉
祥室老人、刚木老人。 1826 年，道光皇帝
拟任邓廷桢为安徽巡抚，邓廷桢以祖籍在
安徽寿州，请求回避。 《清实录》：“道光六
年五月十九日，庚子，谕内阁，邓廷桢奏请
回避安徽祖籍等语， 邓廷桢祖籍安徽寿
州，在江苏已有五代，着毋庸回避。 ”

在任安徽巡抚时， 邓廷桢曾到陡涧
河南岸的祖坟祭祀祖先， 并写诗纪念，
《寿春镇校阅事毕，遂获省视先茔，纪恩
述德兼示诸父老 （四首）》 ：“（其一）送
颍入淮去，行行马首东。 芍陂涵远水，桂
树动秋风。 鸡犬千年后，川原百战中。 时
平务修养，亟为筑安丰；（其二）画角鸣秋
戍，牙旗度晓关。 荒屯余壁垒，重镇控湖
山。 霜冷弓刀肃，风清草木闲。 侧闻宽大
诏，振旅已东还；（其三）无恙松楸古，含
悽拜墓门。 清芬诵先世，旧德在礽孙。 族
异通侯贵，家惟素业存。 寄言诸子侄，珍
重感君恩；（其四）禾黍登丰岁，枌榆是故
乡。 百年吾父老，一夕此壶觞。 佩犊风宜
靖，悬鱼节敢忘。 漫牢夸画锦，仰止相州
堂。 ”由诗中“子侄”“父老”等语可知，邓廷
桢与寿州邓氏同源，且世辈明晰。

悠悠数百年逝去， 陡涧河依旧缓缓
东流，今日邓家渡口虽已废弃，但这一地
名与寿州邓氏的故事仍流传于世。

成语中的如画美景
屈梦媛

成语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一颗璀璨的
明珠，意思精辟而又内涵丰富。许多描写
景物的成语都来源于古诗， 在本就含蓄
的诗词摘取而成，更加凝练，而又不失画
面感，使人读来如置身美景当中。

杏雨梨云这个成语 ， 意为杏花如
雨，梨花似云，形容春天景色美丽。 出自
明代许自昌的名句 “慕虹霓盟心 ，蹉跎
杏雨梨云，致蜂蝶恋昏。 ”杏花那细碎娇
柔的小花瓣，被春风吹落时，纷纷扬扬，
不正似一阵香雨 ，梨花雪白 ，且是伞形
总状花序 ，一簇簇聚在一起 ，真如云落
树间。曾在网上看到一张新闻图，4 月中
旬新疆吐尔根的野杏花盛开 ， 满山满
谷，绵延十几公里，远远望的雾气，满目
青翠，人也飘飘欲仙。 看到竹烟波月，就
想到雾气中的竹林 ， 远处传来琴声袅
袅，月照下的池塘，水月相映，一阵微风
拂过 ，池水漾起波纹 ，月亮的倒影也跟
着摇动……

成语真是传统文化的结晶， 短短数
字，就能再现一幅幅美景。细细品读这一
个个成语，让我们无需身处实地，也能看
到那些令人沉醉的如画美景。

使人一看就想起如画美景的成语还
有很多。看到春江如练，就向往着飞上云
端俯瞰那清澈的江水如一条白练一样，

在明媚的春光中静静流淌。 看到浮岚暖
翠 ，就像置身幽山密林 ，阳光丝丝缕缕
穿过飘浮在山林间去，恍如粉色云霞笼
罩村庄，宁静又美丽。再看到杏雨梨云，
就会想起这张图片 ，春天胜景 ，尽在此
间。

花儿美丽，自然少不了绿叶的衬托，
而草木之美又别具风姿。 葱蔚洇润这个
成语总让我想起江南那翠木葱茏的夏
天。 葱蔚是草木茂盛的样子， 洇润是润
泽，形容草木繁盛润泽充满生机。我曾在
7 月间游览过杭州的杨梅岭。 记得那时
游客很少， 我独自一人走在宁静的山路
细细欣赏四周的风景。虽是盛夏，但园里
绿树参天，茂盛的枝叶遮出一路荫凉，各
种花草蕨类盎然生长， 因着江南湿润的
空气，叶片上仿佛总有露滴，绿莹莹的充
满生机，真可谓“葱蔚洇润”。

有的时候，描写景物的成语，还寄托
着丰富的感情。雨条烟叶这个成语，原指
雨中的柳条，烟雾中的柳叶，出自晏殊的
《浣溪沙》“只有醉吟宽别恨，不须朝暮促
归程。 雨条烟叶系人情。 ”因为“柳”谐音
“留”，自古是临别时相赠之物，又言雨中
的柳，不免让人联想到烟雨迷蒙之际，折
柳相赠，依依惜别的场景，所以这个成语
也可以比喻情意的缠绵。 后来晏殊之子
晏几道也写了一阙《浪淘沙》，沿用了其
父词中雨条烟叶的景象， 直言离恨，“秾
蛾叠柳脸红莲，多少雨条烟叶恨，红泪离
筵。 ”寓情于景，在凄迷的景色描写中寄
托了离愁，余味悠长。寿 州 香 椿 拌 豆 腐

刘文勇

寿州香椿拌豆腐， 是道传统菜。这
道菜与名人有关，很有名。

每逢春来，香椿树吐出诱人的香芽，
寿州人总要品尝香椿拌豆腐这道名菜。

寿州民间传说，清朝乾隆年间的一
年春荒， 乾隆爷南下江南路经寿州，着
便服私游城北。遇大雨，被困于一家小
酒馆 。这时的乾隆 ，心烦唇裂 ，胃脘痞
满，目赤，口舌生疮。乾隆好想食用软嫩
清香， 最佳的新鲜果菜， 以解身疾。这
时，小酒馆无客人，乾隆要求店主弄些
吃的。

这家酒馆主人，因春荒，没什么可
口饭菜， 将店中自酿米酒拿出献给客
人。乾隆要求加些下酒菜，店主只得将
剩下的两块豆腐拿出，好在门前香椿冒
出了嫩芽芽，就随手采些香椿头拌进豆

腐中。
香椿拌豆腐，初闻，无香味，但吃到

嘴里不一般。 乾隆吃下香椿拌豆腐，感
到爽口滑腻、满嘴清香，比宫中的御膳
好吃多了。乾隆兴起，要求店主再加两
大盘香椿拌豆腐来。 店主只好如实相
告，乾隆见店主相告属实，心中郁郁而
归。但奇迹出现，乾隆的心烦唇裂，胃脘
痞满，口舌生疮等疾，在行走江南的路
上好了、彻底地好清了。

乾隆对香椿拌豆腐念念不忘，回到
宫中， 要求御膳房做出香椿拌豆腐菜
来。御膳房不敢违背圣旨，便精心做出
了香椿拌豆腐。乾隆见端上来的香椿拌
豆腐，形美色鲜，喷鼻香。他兴致勃勃，
暗想，朕又能吃上香椿拌豆腐了。可一
入嘴，香则香，可就是少了寿州香椿拌
豆腐的那个美味。乾隆大发脾气，要求
重做。御膳房遵旨重新做出，但那御膳
香椿拌豆腐还是没有他心中的那个美
味儿。

乾隆又下江南， 特别在寿州逗留。

再到城北小酒馆，再三要求店主，他要
食用香椿拌豆腐。 店主不知乾隆是皇
上，立即备酒备饭，特地将香椿拌豆腐，
弄上两大盘，以供乾隆下酒。乾隆对其
他美味，不放心上，只吃那两大盘香椿
拌豆腐，愈吃愈爱吃，愈吃愈有味。不大
会，吃了个盘光菜尽，乾隆以舌舔唇，只
觉香溢满口，余味无穷，此刻满嘴满心
满脑子都是他向往的那美味儿。乾隆临
行 ，豪兴大发 ，为店主御书 ：香椿拌豆
腐，天下一美食。

店主不识字，不知是乾隆爷御书。后
经秀才辨认，方知为乾隆爷御笔。秀才店
主立马跪倒，对乾隆爷御笔三拜九叩。

从此，乾隆喜爱食用寿州香椿拌豆
腐的美传，在寿州大地遍地传开。

寿州人追风， 并向往名人名菜。一
开春，香椿树一冒嫩芽芽，家家、人人都
想尝尝、都爱食用这道美食。

祖国医学认为，香椿味苦、性平、无
毒，有开胃爽神、祛风除湿、止血利气、
消火解毒的功效，故寿州民间有“常食

香椿芽不染病”的说法。现代医学及临
床经验也表明， 香椿能保肝、 利肺、健
脾 、补血 、舒筋 。如香椿煎剂对肺炎球
菌、伤寒杆菌、痢疾杆菌等有抑制作用。
用鲜椿芽、蒜瓣、盐捣烂外敷，对治疮痛
肿毒有较好疗效。 民间用香椿煮水服
用，治疗高烧头晕等病。

寿州香椿拌豆腐。有自己的特色韵
味。香椿，必须是生长在寿春土地上的
香椿；豆腐，必须是用寿州城北八公山
“珍珠泉”水磨制的豆腐。 北方的香椿、
北方生长的大豆而磨制出来的豆腐，与
江淮平原上生长的香椿树、大豆而磨制
出来的豆腐不一样。北方的香椿拌豆腐
菜，绝对没有寿州香椿拌豆腐诱人的美
味。

寿州民间传说，乾隆对寿州香椿拌
豆腐的美味念念不忘，亦用唐明皇为杨
贵妃驮运荔枝的办法，用驿马到寿州驮
运寿州的香椿和八公山豆腐。

正是：“驿马飞来乾隆笑，香椿豆腐
寿州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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