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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 岳

/ 名家写真

近访张一弓

见他， 是在他郑州经七路上的住所。 虽然头

晚上下了一夜的雨， 空气还是有点凉。 可他却

说， “昨晚上睡得很好， 今天一大早就起来了，

生怕雨天你不来了呢。” 他随和的问冷问暖， 让

座让茶， 顿时消融了我这个无名小辈见大家时的

拘谨。

他， 就是作家张一弓。 这位曾以 《犯人李铜

钟的故事》、 《流泪的红蜡烛》、 《张铁匠的罗曼

史》、 《春妞儿和她的小嘎斯》、 《黑娃照相》 等

作品轰动文坛的河南开封籍作家曾在上世纪

80

年代连获三届全国中篇优秀小说奖、 短篇优秀小

说奖， 多部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 长期担任河南

省作协主席， 现任河南省作协名誉主席。

乍见张一弓， 不觉略略有些失望， 这位享誉

海内外的名人竟是这样普通： 一身简单的灰色装

束、 一双黑色布鞋、 一副旧眼镜微微挂在鼻子

上， 说话间还不时站起来 “调皮” 地蹦跳着道：

“谁说我老了， 我一点也不老， 我的身体好着呢，

能吃能喝的。” 他的这种 “逍遥” 态度与浑身透

着憨厚朴实的味道奇异地融合在一起， 让人忍俊

不禁。 其实， 仔细说起来， 张一弓他曾就职 《河

南大众报》、 《河南日报》， 不仅是记者的老乡，

也与记者有着同行之谊， 所以， 消除了拘束后，

我们的谈话氛围更加融洽。

“开封的三圣庙后街就是我出生的地方。”

他仔细看我的名片， 微微笑道： “西小阁院落里

的树叶、 阳光、 满树洁白的槐花、 捻线陀螺和那

只会说三国语言的黑色八哥， 都洒在我最初的记

忆上。”

他说着推推眼镜 ， 望向窗外 ， 陷入沉思 。

“坑坑洼洼的老屋后墙上， 我看见了铁青色的房

坡。 残缺的瓦片如钝刀刮过的鱼鳞， 瓦棱里长满

了苍老的瓦松， 使人想起远古时代的黑松林。 靠

近屋檐， 我看见一个小小的窗口。 这个世界给我

的第一缕阳光就是通过这个窗口吝啬地照在我的

脸上……” 张一弓回忆道， “所以， 我眼中的第

一个开封， 就是胡同里的开封。”

张一弓的作品 《远去的驿站》 卷首篇就是

《胡同里的开封》。 虽说他是住在西小阁， 可草市

街、 马道街、 铃铛胡同、 辘轳弯儿胡同、 油坊胡

同、 耳朵眼儿胡同、 花井街、 财神庙街、 文庙

街、 磨盘街、 三圣庙街这些个地方都一直深深镌

刻在张一弓心里， 虽说好多年没有再重游这些胡

同， 可胡同里那几只喝足了露水的蝈蝈儿、 月光

下的露珠儿与墙角下的牵牛花依然还在他脑海中

友爱地、 健康地活着。

张一弓说， 古城开封的胡同， 有名气。 单不

说双龙巷、 游梁祠街都是众人皆知历史名巷名

街， 就目前还保存良好的双井街、 刘青霞故居也

是历史留给我们子孙后代的一笔重要财富。 开封

悠久独特的历史、 开封人豪爽好客的性格、 开封

的城市品格与开封的胡同和古旧的四合院是分不

开的。 他们不仅是这座古城骄傲的名片， 而且与

之相伴形成的民俗民风历经千载至今还没有消

亡， 如果想要领略这座城市的遗风遗俗， 用不着

去博物馆， 去胡同逛逛就中！ 恬静的清晨、 热闹

的傍晚、 走街串巷的小贩； 见到生人就报告的大

黄狗、 闻到鱼腥味儿就溜出来的家猫、 野猫； 生

得奇形怪状的无花果树、 老槐树、 榆钱树、 石榴

树； 婀娜多姿的葡萄架、 丝瓜架； 鸟笼、 鱼缸；

早上的胡辣汤、 油条、 豆腐脑， 中午的荆芥鸡蛋

捞面、 卤面， 晚上的馍菜汤……这每一家一户的

普通生活， 就是我们这些老胡同、 老房子沧桑历

史的印证和延续。

说到兴奋处， 张一弓忍不住地说起了家乡

话： “咱那儿的开封话很是得劲啊， 字正腔圆、

抑扬顿挫， 没有说那个地方的人听不懂的。 有人

说咱开封话土、 俗， 不登大雅之堂， 就跟咱开封

城一样让人第一眼觉得平凡、 没看头， 没有大都

市应有的那种霸气和雍容华贵。 可你待的时间长

了， 就自然会被这座城市的朴实无华和这座城市

人民的热情好客所感染。 著名学者余秋雨曾说开

封背靠一条黄河， 脚踏一个宋代， 像一位已不显

赫的贵族， 眉眼间仍然器宇非凡， 我觉得说得很

好！”

“开封不仅是古城， 还是文化名城。 一砖一

瓦、 一梁一栋、 一花一草， 处处可观、 可赏、 可

入画， 黄河水下缓缓流淌的是泥土， 是故事， 更

是一种精神。” 张一弓深情地说， 开封的美是水，

开封的祸也曾是水， 厚厚的黄河泥土之中的城摞

城不正是我们黄河儿女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写

照？ 如今的开封人民建设新区、 改造棚户区， 打

造古韵墨香书店街、 精心雕琢北方水城的水系，

让世人可以在湖光潋滟、 轻舟荡漾之中感受如悠

悠汴河水一样流淌的宋文化， 也是这种精神的延

续。

说到这里， 张一弓忽然兴奋起来， “河大西

门那条小街的书摊儿还在不在？” 在得到肯定答

案后， 他说， 自从他

1954

年到郑州工作后， 都

很想念开封。 近几次返乡后尤其想念河大西门的

这条满是书摊儿的街道。 这条小街紧邻河大， 多

少也沾了点书香气息。 书虽是旧的， 价钱是那样

得低廉实惠， 但却可以让人忘却了自身， 将心灵

寄存在书的世界里。 开封就像这样的小街， 那样

得古香古色， 那样得悄声不语， 却让人痴迷、 让

人流连忘返。

会面的时间很短， 很快。 一不留神边已是中

午时分， 再不敢叨扰， 谢绝了张一弓热情的邀

约， 准备起身告辞。

“如果有机会再回开封， 可否让我带您去看

看新的开封城？”

“当然可以。” 张一弓微笑着， “我想那时

候我眼中的开封一定是另外一种美丽且别具风韵

的模样。”

●

杨柏榕

/ 人间亲情

诫 子 新 书

看到你一天天长大， 个子在长高，

学识在增加，我非常高兴。 在你即将跨

过小学学习成长阶段进入中学阶段的

时候，爸爸最想对你说的是，希望你现

在在学校做一个身体好、品德好、学习

好的学生， 将来在工作中做一个身体

好、品德好、业务好的社会成员。

眼下，你不光要锻炼好身体，使自

己有一个健康强壮的体格，而且还要培

养自己有一个健康豁达的心态，有一个

积极向上的品德追求。这就是学校老师

常向你们说的“个人身心健康”。做到这

点，对你这样年纪的孩子以及一切在校

的学生来说，都是最重要的事情。 家长

和老师都要把孩子的身心健康放在教

育目的的首位，不能让学习和考试成绩

影响到孩子的健康心态发育和身体茁

壮成长，这才符合科学的教育理念。 在

这样理念下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做一个

真正对人类和社会进步有益的人。在这

个大前提下，就要力求在学业上有大的

进步。

你现在学习常常出现浮躁的状态，

不能长时间静心专注于一个问题、一篇

课文、一道习题。 这是学习进步的一大

障碍，也是学习能力不足的表现。 爸爸

常常为此苦恼和忧虑。因为一个人不能

专心致志地干一件事，他可能干什么事

情都难以取得成就。 在学习中，千万不

可有浮躁心理。一个人要是总处在浮躁

的心态，那是什么也学不深、学不全、学

不会的，最简单的习题也会算错，最常

见的字也会写错。由于贪玩而浮躁是孩

子们学习中常见的现象。许多孩子由于

始终没有克服这个缺点，结果终生就没

有获得必要的学习能力，长大后很多带

有高深知识和技能要求的工作就干不

了，只能从事那些简单的文化技术含量

低的工种。 因此，爸爸很希望你能尽快

克服这个缺点，变得勤奋踏实，把自己

的学习能力真正培养起来。学习能力培

养出来后，低分能变高分，不会的能学

会；学习能力不具备，高分保不住，老师

不讲就不会，不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

所以，这个问题你一定要重视并且有意

识地一步步来改正。

学习要进步，必须要端正心态。 对

别人的智慧要积极汲取，同时要坚信自

己的智慧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不要

因别人在一些方面比自己聪明，就产生

自卑而降低自己的信心；要把别人的成

功当做激励自己的榜样和带动自己进

步的牵引力，不要因嫉妒让它成为折磨

自己甚至怨恨别人的理由。要把别人的

失误和不足当做对自己的警示，切不可

以此取笑他人娱乐自己。要把自己的失

误和缺点看做是今后进步的台阶，学校

中考好考坏都要胜不骄傲败不泄气，让

它成为指导自己学习进步的宝贵经验。

一切学习的最终目的， 是突破自我，实

现个人知识和能力的不断提高和进步，

绝不是为了赶超别人。 只有思想狭隘、

短视低俗的人，才会把赶超别人作为自

己学习的目的，并以此为荣，沾沾自喜。

殊不知如此一来，快乐的学习过程反而

变成一个心态躁动不安的过程：自己居

人家后，则急于赶超；自己居人家前，则

惧怕被超越。在这种惶惶恐不可终日的

心态下，你即使学得很好，也不能真心

感到宁静快乐。 还有，当你在学习中远

远走到别人前边， 别人再能超越你时，

就不再学习不再提高了吗？显然不是这

样的。因此，督促自己学习、衡量自己学

习的进步程度，首先对自己前后成绩进

行对比， 其次才是和周围同学进行对

比。 这里与同学对比，也不是为了赶超

人家，让自己一花独放，一马当先，而是

为了寻找差距，共同进步。 学习要在这

样不骄不躁、不嫉不急、心安神定、专注

凝神的状态下，才能稳步向前，不断进

取， 达到前人没有

达到的高度。

乐趣是学习最

好的伙伴。 以学为

乐，以趣促学，才能

学而不倦、 学而不

厌、学而不已。学习

是 一 件 艰 苦 的 事

情。许多人，包括许

多成人， 都把学习

视为畏途， 终生也

未能养成爱好学习

的好习惯。的确，学

习任何一门知识和

本领， 在入门阶段

和中间的很长一段

时期， 人们常常感

到很劳心费神 ，而

且毫无乐趣。注意，

这是认真深入学习

的必经阶段。 这时

你原有的乐趣并没

有抛弃你， 它们是

藏在前方等待着给你意外相遇的惊喜。

你要是在此停止前进， 就再也见不到

“乐趣”了，也获得不了它早给你预备的

礼物 “惊喜”。 这就要求我们要咬牙挺

过。 一个人有无毅力，有无战胜自我惰

性的能力，有无远大坚定的志向，在这

个时候最能体现出来。渡过了这个困难

的阶段，“乐趣”就降临了。 学习所产生

的乐趣，是人类迄今为止所能体会到的

最高乐趣。 这种乐趣妙不可言，是世间

什么类型的乐趣也无法取代的。自古以

来许多学者钻研学问， 经常废寝忘食、

乐此不疲，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

为他们真正获得了这种乐趣。这种乐趣

使学习能化苦为甜、变难为易、由浅到

深、永不满足。古往今来，人类的许多文

化科技成果就是这样取得的。现代科学

研究和绝大多数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学

问家， 都肯定了这个带有规律性的结

论。当然，知道这个结论，并不表明我们

就能轻松地渡过这个艰难的考验。要真

正渡过这个难关，还需要每个身临其境

的人，不断激励自己，“坚持，再坚持，直

至快乐的到来”。 这样的过程你经历多

了， 你爱好学习的好习惯就培养出来

了，你在中小学学习的任务也就圆满完

成了。

孩子， 做人和学习的道理还很多，

不是一封信能说完的。随着你不断地成

长， 你学习和思考的东西逐渐广博，你

知道的道理就会越来越多，体会也会越

来越深。在此，我充满信心地祝你在“三

好”的路上扬帆奋进！

●

仝晓思

/ 亲近自然

住在知生掌

三家人，傍着条有泉水的沟，石

头的小院，每天的清早，都会冒起炊

烟，去迎接晨起的鸟鸣。

太行山， 一个叫知生掌的小村

庄。

1000

米的海拔，让我在中州平

原

38

摄氏度高温中的烦躁，一下子

恢复了凉爽与宁静。 特别中意那

个干干净净的小院， 就从路边的农

家客栈调到了这个绿荫遮住的村

庄。 主人叫小宝，有两个女孩，有老

人，有

70

多只羊。 这些他都不比我

拥有什么优势，我羡慕的是知生掌，

这个大山包裹的小村以及小村里干

净的石头小院。 这个，我是没有的。

更重要的是没有一个属于自己并且

让自己在山外名利的纷扰中安静下

心灵的地方。

我在他家住了一夜， 我睡得很

甜，而且梦也似乎很舒缓。与我一起

来在葫芦寺隐居的随群， 半夜也起

来去听鸟在森林深处的夜鸣。 他回

到了自己熟悉的环境里， 他在寻找

禅定的方式。

清晨起来，还有点冷，想想离家

不远的山下此刻的高温，恍如隔世。

生命难道都是要在“争”的气氛里消

耗自己的幸福吗？说不清，这就是人

的困惑。

我们在山的外面提炼了我们的

思想，可我们的思想没有灵魂，我们

的灵魂没有空灵， 我们的空灵没有

仙气，我们的仙气没有依托的灵山。

所以我们必须继续自己的跋

涉。最笨的方法，寻找接近灵山的村

庄，解决飞仙脱俗的途径。我站在知

生掌村前的小溪边， 看着他哗啦啦

的流， 不疾不徐， 全没有刻意的飞

扬。而那一颗在外面烦躁了的心，也

在哗啦啦溪水的摆动里有了流畅。

知生掌，他让我学会了倾听，止

语，反悟和安详。

这个夏天，我认识了一个村庄，

他的名字叫知生掌。

●

赵中社

/ 怀川人物

一代名相卢多逊

（续）

效力赵宋 建功立业

卢多逊效力赵宋二十余年，先后辅

佐过赵匡胤、赵光义两任皇帝，十几年

时间、四十多岁就做到了宰相，升迁之

快是比较罕见的， 这和他学问渊博，拥

有突出的政治、经济、社会治理能力，勇

于任事，耐劳耐烦，政绩突出是分不开

的。

卢多逊最为突出的首先是其学问

渊博，涉猎广泛，为国家典章、史籍建设

作出了其他人难以比拟的贡献。开宝年

间任翰林学士时，奉敕与尚药奉御刘翰

等纂修 《新评定本草》， 即后世所称之

《开宝本草》，成为重要的医学文献和食

用价值； 他主持编写的宋代礼仪法典

《开宝通礼》等典籍，流传至今，成为重

要的历史文献，即使在今天仍有着很重

要的研究价值。

宋太祖诏令他与宰相薛居正等人

一起编纂的史书《旧五代史》，记述了公

元

907

年—

960

年间我国历史上最后

一次大规模分裂割据的五代十国时期

的历史。 全书

150

卷。 有本纪、列传、志

三部分，有天文、历、五行、礼、乐、食货、

刑法、选举、职官、郡县等十志。 编修这

本书时正值五代结束不久，卢多逊等人

对当时情况比较了解， 所以史料较丰

富。现在保存的《旧五代史》是清朝乾隆

编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

出的。

1976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

《旧五代史》，仍以《四库全书》初写本为

底本，并参校其他版本和有关书籍整理

而成。

足智多谋，出谋划策，参与平定内

乱，统一疆土。 宋初还不是一个统一的

国家，长江以南、太原以北都还是独立

的割据状态。发展经济和文化还不是当

时最为急迫的事，当务之急是通过硬实

力或者是软实力征讨叛乱， 统一国家。

开宝二年（公元

969

年）车驾征太原，多

逊知太原府行府事；移幸常山，又命权

知镇州。 师还，直学士院。 开宝三年春

（公元

970

年） 复知贡举； 开宝四年冬

（公元

971

年）命为翰林学士，卢多逊如

果没有出色政绩怎么可能年年晋级。

开宝六年（公元

973

年），时为翰林

学士的卢多逊，奉太祖之命，出使南唐。

在回归前夕，他心计一动，对南唐后主

李煜说宋朝正在编辑一部天下地理全

书，其中，唯独少了南唐的那一部分。沉

湎于风花雪月、文辞歌舞的李煜自然不

知其中的奥秘，如数奉给。 而卢多逊对

江南十九州地形、屯戍、户口等情况熟

记于心，从此南唐的经济、人口、地理等

形势，尽在其脑袋之中。 他从江南回来

后，向宋太祖提出，江南衰弱可图，并贡

献了收复江南之策， 宋太祖大加赞赏，

采纳了卢多逊的建言，很快实现了北宋

对江南的统一。卢多逊也升迁为中书舍

人，参知政事。 此举显出卢多逊确实具

有一定的军事家的韬略。 公元

976

年

10

月宋太祖驾崩，宋太宗继位后，更加

倚重卢多逊，御赠其“敦朴为天下先”的

手书，当年就升任其为中书侍郎、平章

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

979

年）又晋升

为兵部尚书。由此可见卢多逊确是一个

难得的相才， 是北宋初期著名的政治

家、军事家、史学家。

党争失利 谪居海南

封建社会是家天下，没有也不允许

有政党的存在，所以中国有“君子不党”

之说。 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自古以

来 ，历朝历代 ，朋党就是一个

绕不开的怪圈，著名的党争比

比皆是 ， 甚至许多人家破人

亡，流离失所。 早卢多逊几百

年到三亚市崖城镇水南村的

李德裕就是因为在 “牛李党

争 ”中失败 ，被李唐发落过来

的。

卢多逊的命运没有超出

历史的怪圈，故事主角虽有不

同，故事内容却大体相似。 卢

多逊的政治对手是赫赫有名

的北宋开国功勋赵普。 赵普和

卢多逊不同，“普少习吏事，寡

学术”，没有多少文化，但是实

践经验、 政治斗争经验丰富，

是 “黄袍加身 ”、 “杯酒释兵

权”，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

财权事权的主要策划者，具有

非常丰富的政治经验。 赵普在

赵匡胤、赵光义兄弟潜龙在渊

的时候就和他们一起摸爬滚

打，并且联了宗，是杜太后十分信任的

老臣，始终亲切地称之为“赵书记”，是

“金匮之盟”的记录者和见证人。所以毫

无疑问是赵家军中嫡系和“老干部”，而

卢多逊比赵普年轻十二岁，跟随赵氏兄

弟的时间也要晚得多，是赵家军中的年

轻人和年轻干部。如果卢多逊能夹紧尾

巴，谦虚谨慎地按部就班往前走，他不

仅会有善终，而且会有更大的成就。 问

题在于作为一个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

人，他并没有把知识不多但政治斗争经

验丰富的赵普放在眼里，当他还在做知

制诰的时候就锋芒毕露， 使赵普丢过

丑；任翰林学士后，也多次攻击赵普之

短， 对赵普开展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击。

史书说：“多逊知制诰， 与赵普不协，及

在翰林日，每召对，多攻普之短。 ”

卢多逊和赵普矛盾的起源，源于在

宋太祖面前卢多逊表现出知识渊博，赵

普则显得胸无点墨。 据宋史载，太祖登

基后，好读史书，常命人从史馆给他找

书，而卢多逊得此讯后，就打通了馆吏，

每一次都预先知晓太祖所读书籍，然后

将此书连夜通读。 他本就聪明强记，且

文辞敏捷， 提前了解太祖所读之书后，

逢太祖问及书中之事时，每一次都能对

答如流，因此深得太祖宠爱。宋史有记：

“太祖好读书，每取书史馆，多逊预戒吏

令白，已知所取书，必通宵阅览。及太祖

问书中事， 多逊应答无滞， 同列皆伏

焉”，赵普却多数对答不上。 建隆四年，

宋太祖改年号为乾德，称此年号前所未

有， 赵普在没有查证史书的情况下，即

时即地拍了宋太祖的马屁，随口作了赞

美。及至后来，卢多逊作了查证后，向太

祖报告当今的年号“乾德”与五代时后

蜀王衍的年号用重了。太祖自是不能轻

信，赶紧命人去查，结果真有其事。皇帝

自然是不能显出无知的， 得找个垫背

的，而这个垫背，无疑赵普最为合适，因

为太祖曾经跟他提及过， 他也赞美过。

太祖恼羞成怒，当着卢多逊的面大骂赵

普：“你不学无术，怎么比得上卢多逊？ ”

据说也就是在这一次，太祖说出了他的

一句 “做宰相当须用儒者”的名言，并

且一边骂，一边用毛笔在赵普的脸上胡

涂乱抹，赵普满脸满身翰墨淋漓，生生

成了个大花脸。 从那时起，赵普与卢多

逊便结下了不解之怨。

卢多逊多次向皇帝告发赵普的问

题，最终导致太祖罢免了赵普的宰相职

位。 开宝六年（公元

973

年）的一个夜

晚，太祖到赵普家中，发现院里有十个

瓶子，问其瓶中所装何物，赵普回答是

吴越王钱镠所送海货，太祖打开一看竟

然是金瓜子。由此太祖怀疑赵普擅权贪

墨，对其逐渐丧失信任。 卢多逊在这个

过程中起了浇油添柴的作用。卢多逊伙

同雷有粼揭发赵普受贿卖官、包庇抗拒

皇命外任之官员等不法行为，甚至以一

块空地与皇家菜园的菜地交换，以扩大

自家的房屋用地，营建旅店，与民夺利。

这大概是压倒赵普的最后一根稻草，太

祖终于下决心免去了赵普的宰相职务，

降为河阳三城（今河南孟州）节度、检校

太尉、同平章事。

宋太祖驾崩，太宗继位后，卢多逊

依旧为红人近臣，并且升任为宰相。 赵

普在经过几年的下放后，也重新回到朝

廷，改太子少保，迁太子太保。卢多逊并

没有放过赵普，而是想方设法攻击并刁

难赵普。就连皇帝钦定的赵普之子赵承

宗与皇妹燕国长公主之女的大婚，婚后

不到一个月，就被卢多逊以安民为由把

赵承宗赶回了任所潭州。

赵普回朝数年，郁郁不得志，但作

为一个足智多谋的老牌政治家，赵普隐

忍不发，他在等待时机，等待一击必中

的时机，而且他也确实等到了。 在宋太

宗面临接班人是选弟还是选子的时候，

赵普一个妙策， 为太宗解决了难题，选

儿子作为继承人， 不再犯太祖的错误。

此计正合太宗

心意， 立刻采

纳， 顺理成章

地太宗把闲置

已久的赵普授

为 司 徒 兼 侍

中， 成为比沈

义伦、 卢多逊

地位更高的实

权宰相。 接下

来的事情就简

单多了， 有人

举报卢多逊遣

堂吏赵白交通

秦王廷美 ，经

太子太师王溥

等七十四人奏议，卢多逊、秦王一干人

等削夺在身官爵，准法诛斩。皇帝下诏：

尚念尝居重位，久事朝廷，特宽尽室之

诛 ，止用投荒之典 ，实汝有负 ，非我无

恩。 其卢多逊在身官爵及三代封赠、妻

子官封，并用削夺追毁。一家亲属，并配

流崖州，所在驰驿发遣，纵经大赦，不在

量移之限。

卢多逊在政治舞台、在中原的活动

谢幕了，在海南开始粉墨登场了。 尽管

启幕时是悲情的甚至是悲愤的，“流星

已远，拱北极巳不由；海日悬空，望长安

而不见”， 但无论如何卢氏家族在海南

的演出开始了，而且很快出现了一抹亮

色， 这就是卢多逊两首关于水南村的

诗：

《水南村为黎伯淳题》

(

二首

)

一

珠崖风景水南村，山下人家林下门。

鹦鹉巢时椰结子，鹧鸪啼处竹生孙。

鱼盐家给无墟市，禾黍年登有酒樽。

远客杖藜来往熟，却疑身世在桃源。

二

一簇睛岚接海霞，水南风景最堪夸。

上篱薯蓣春添蔓，绕屋槟榔夏放花。

狞犬入山多豕鹿，小舟横港足鱼虾。

谁知绝岛穷荒地，犹有幽人学士家。

雍熙二年（公元

985

年），卢多逊在

寓居崖州水南村三年后， 走完了

52

年

的人生之路。 卢多逊应该是不寂寞的，

因为水南村此前还曾经住过唐朝宰相

李德裕， 宰相世家裴度后人裴闻义；卢

多逊应该是心情愉悦的，因为村人仍然

把它作为贵人来看，正像后来苏东坡在

儋州所说的那样：“谪官犹作贵人看”；

卢多逊应该是喜欢上了水南村，这也是

为什么他的出生在水南村的小儿子卢

察虽然到了内地做官，但后来又举家迁

回了水南村； 卢多逊应该是欣慰的，他

作为迁琼始祖，卢氏家族已经成为几万

人的大家族， 家族中贤人能士辈出，正

像五公祠里那副对联所说的那样：唐宋

君王非寡恩，琼崖人民有奇缘。

（本版图片均采自本报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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