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镇江周刊
投稿邮箱：zjrbxjd@163.com西津渡西津渡责编 花蕾 美编 花蕾 校对 华宇10 2019年12月20日 星期五

“大意失荆州”，孩提时就听老人在村里老槐树下讲述
过这个三国故事。上学时，老师也认真给我们讲解这个故
事，启迪我们做事一定要谨慎，万万不可大意，否则，后悔莫
及。读《三国志》，系统了解刘备、孙权、诸葛亮、鲁肃等纪和
传后，深深感到，荆州之失，原因众多，并非关羽大意所致。

首先，荆州之失根在刘备用人失当。赤壁之战后，兵家
必争之地荆州七郡被曹操、刘备、孙权三家瓜分。荆州北
部、长江以北被曹操占据，荆州南部、长江以南被刘备孙权
占据。在诸葛亮、鲁肃的精心谋划下，孙刘政权确立了联手
抗曹的大政方针。也正因为确立了这样的大方针，在鲁肃
的劝谏下，刘备向孙权借荆州才得以成功。荆州不仅是诸
葛亮所说的联吴抗曹的重要地理依据，更逐渐成为三国政
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交叉、汇聚点。因为其极端重要，刘
备所以言而无信，一而无信，再而无信，就是借而不还，孙吴
集团内部对荆州又始终念念不忘。对于这样一个极其重要
而又非常复杂的战略要地，派谁镇守，事关全局。按理，刘
备应该选一员胸怀大局，善于周旋，处事老道而又能征善战
的重将守之。关羽却只有能征善战这一条，前三条正是他
的弱项。这三条弱项又是守荆州的致命弱点。可是，刘备
为情所累，因为关羽是和他睡一个坑起家的，降曹后曹操十
分厚待关羽，但关羽矢志不渝忠于刘备，对曹操作了一次大
贡献后，驰马回归刘备。这是其一。其二，刘备为功所累，
在刘蜀政权，关羽的战功无人能比，白马斩颜良，襄樊擒于
禁、杀庞德，史称其战功“威震华夏”。刘备汉中称王后，对
跟随自己多年打拼的老部下进行奖赏，任命“四方将军”，

“四方将军”之首就是前将军关羽。刘备为情、功所缚，选择
了关羽。而关羽在这个极其重要的岗位上，弱点被充分放
大。他本应让荆州成为孙刘联盟的钢索，孙权也十分看重
他，曾“遣使为子索关羽女，羽侮骂其使，不许婚，权大怒”。
孙权想政治联姻，关羽却根本不从政治上考虑，不仅侮骂其
使，更是说出“吾虎女岂配犬子”的毒语。“矢石交攻之际，千
枪万刃之中，匹马纵横，如入无人之境。岂忧江东群鼠乎！”
关羽对儿子说的这段话，充分说明他胸无大局，根本不具备
处理复杂的政治、军事矛盾的能力。

其二，荆州之失不是关羽大意而是关羽自大。他的对
手东吴名将吕蒙说：此人“性颇自负，好凌人。”陆逊
说：“羽矜其骁气，陵轹于人。始有大功，意骄志逸。”在
刘蜀集团，关羽除了死忠于刘备，其他人几乎都不在他眼
里，连诸葛亮都不在乎。刘备授“四方将军”，诸葛亮对
此充满忧虑，对刘备说，黄忠名望不如关羽、马超，现在
让黄忠与他并列，关羽恐怕会不高兴。不出诸葛亮所料，
当听到对他的任命，关羽在军中大叫：“大丈夫终不与老
兵同列”（黄忠年纪比较大）。马超投奔刘备，被任命为平
西将军，关羽非常不满，曾专门写信责怪诸葛亮。史书上
说关羽“勇而有义”，是“万人之敌的虎臣“，但他“刚
而自矜”，非常骄傲自负。作为一员虎将，“刚而自矜”并
不影响大局，但作为镇守如此复杂又如此重要的荆州重
将，自负傲纵无疑是要命的。由于自负，他擅自决定北伐
曹魏，攻打襄阳、樊城。对于北伐，诸葛亮曾有详细谋
划，他认为要想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北伐成功，必须由荆
州和汉中两个方向同时出兵，同时还必须在曹魏内部发生
变故的时候。可关羽根本不理会这个大谋略，亲率大军北
上征战，结果被孙吴方面捕捉到战机，因自负自大丢失了
荆州。也由于自负，他亲自北伐时，命南郡太守糜芳、将
军傅士仁分守江陵、公安，可这两员刘蜀集团的高级将
领，平时关羽根本不待见。史书上说，糜芳与关羽共事关
系紧张，傅士仁“与羽有隙”。二人与关羽不和，很大原
因是他们“素皆嫌羽轻己”。北伐开始后，二人除留守还
负责前线的军需保障。关羽蛮横霸道，二人无能为力，关
羽很生气，扬言“还当治之”，弄得关系更僵。正因此，
孙权秘密派军队“白衣渡江”，派“名嘴”虞翻去劝降二
人，两人竟然都降了。假如后方竭力支援前方，关羽即使
在前线遭遇挫折，也不至于连退路都没有，荆州就这么失
了，哪是大意所致呢。

第三，荆州之失在于刘备集团高层缺乏战略高度共
识。诸葛亮为刘备谋划的联吴抗曹战略，是刘蜀政权三足
鼎立的不二选择，符合刘蜀政权生存发展的客观需要，然
而，刘备集团高层对这个大战略并没有形成高度共识。首
先刘备本人并没有笃信此谋，当初迫于曹魏压力，听从了诸
葛亮的意见，然而汉中称王，发展强盛，总体实力虽不如曹
操，但已超过孙权，对践行此战略开始动摇。否则，关羽挥
师北伐，刘备完全可以立即予以制止。史书上虽没有刘备
默许关羽北伐的记载，但从关羽率军北伐，轰轰烈烈，而刘
备在汉中“鸦雀无声”的历史事实分析，刘备的联吴战略动
摇了，野心膨胀了。夷陵之战更能说明这个问题。诸葛亮
怎么劝阻，刘备还是亲率大军，挥师东进，结果夷陵大败，不
久一命呜呼。再看关羽失荆州时，荆州也不是一点夺回的
机会都没有。当时，刘备集团的刘封、孟达镇守着上庸、西
陵、房陵三郡，距襄阳不远，距麦城也只有几百公里。如果
刘封、孟达能及时出兵，虽未必能抢回荆州，但救出关羽是
可以的。关羽失荆州后，“连呼封、达，令发兵自助”，可刘
封、孟达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为由，“不承羽命”，按兵不
动。史书上没有记述刘封、孟达不动的详情，可综合分析，
刘封、孟达不知道是该执行诸葛亮联吴抗曹的大战略，还是

“承羽命”杀向东吴兵营。战略意图不明，还不如以“山郡初
附，未可动摇”为由，稳住不动是上策。正因为不明战略意
图，荆州就这样眼睁睁地丢了。

万岁楼和芙蓉楼是镇江历史上
同时建于州城（城址在北固山前峰）
之上的两座仅相距百余步的历史悠
久的名楼，中国历史上也不多见的
著名的“双子式”的“郡楼”。对于两
楼的始建时间和所在位置，唐代李
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下称“元和
志”）中说：“其城（引者按：指京城）
吴初筑也。晋王恭为刺史，改创西
南楼名万岁楼，西北楼名芙蓉楼。”
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说：“京
口子城西南月观，在城（指子城）
上。或云即万岁楼。”而“京口子城”
前身就是东吴铁瓮城。今天看来，
根据这两段记载，可以确定，两楼在
东吴孙权建造铁瓮城之后，东晋王
恭镇守京口之前，已具雏形，或已建
成。王恭只是“改创”和命名而已，
并不是两楼的始建者。当然，这一
推断仍需更多史实的证实。

虽然如此，从宋文帝和梁武帝
登京口“北固”时未见登此两楼，也
未见相关之南朝诗文等咏写它们，
则显示它们在当时并不知名于世。
然而，进入唐代特别是盛唐以后，情
况发生显著变化，两楼的吸引力和
知名度大增，登临题咏者众多。首
先，从上引“元和志”可见，全国性的
有分量的方志记载了它们，它们已
跻身名楼的行列。而从该方志全书
看，唐代各州郡城之上同时拥有两
座名楼的，也只见到万岁楼和芙蓉
楼。不但如此，唐代民间和“小说”
中还流传相关的传说。例如，中唐
李绅在《忆万岁楼望金山》题下称：

“里言金山有龙盘护。……又云：万
岁楼，往年清夜浮于江中，有宿楼者
觉之，重锁縻于城上。”《太平广记》
引中唐陆长源撰《辨异志》说，开元
以前，润州号为“凶阙”，原因是州城
南隅的万岁楼常冒黑烟。俗传楼上
一冒黑烟，当地刺史非死即贬，地方
官都很忧惧。直到有州吏发现楼上
的“黑烟”原来是楼下深井中飞出的
成团蚊虫，地方官才不再忧惧。所
记有关润州掌故，发人深省。

更重要的是两楼自盛唐开始，
还成为人们登临题咏的名胜之地。
据笔者对《全唐诗》的初步统计，唐
代诗人所作万岁楼诗，较早的是孟
浩然在开元中（713-741）至润州所
作《登万岁楼》。其后则有王昌龄在
天宝元年（742）或二年至润州所作

《万岁楼》、刘长卿在安史乱中（755-
763）所作《登润州万岁楼》，以及李
绅在大和七年（833）后所作《忆万岁
楼望金山》；唐人所作芙蓉楼诗，初
盛唐之间丁仙芝《江南曲》中已有

“始下芙蓉楼”句；作为诗题提到的
较早的是王昌龄天宝元年或二年所
作《芙蓉楼送辛渐二首》，其后则有
大历（766-779）诗人崔峒所作《登润
州芙蓉楼》。诗僧皎然《买药歌送杨

山人》又有“朝看日出芙蓉楼”句。
此外，还有刘长卿大历六年（771）所
作《和樊润州登润州城楼》以及《全
唐诗》署名皇甫冉但实际作者难以
确知的《和樊润州秋日登城楼》。两
诗所说“城楼”应当也是指万岁楼或
芙蓉楼。这些诗从绝对数量说并不
多，但相比唐代题咏鹳雀楼诗之类
也不算少。

唐人登临题咏两楼的诗篇，在
文学和文献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价
值。从文学价值方面说，它们都是
唐代五七言律诗和七言绝句。其中
王昌龄的《登万岁楼》、署名皇甫冉
的《同温丹徒登万岁楼》（实际当是
刘长卿的《登润州万岁楼》）都曾选
入明代高棅所编《唐诗品汇》，是今
存六题题为万岁楼或芙蓉楼诗的三
分之二。它们都是唐代著名诗人写
的唐诗名篇。其余各篇也都是知名
作品。王昌龄的芙蓉楼诗“寒江连
雨”、署名皇甫冉的万岁楼诗，更为
选录标准较严的清代沈德潜《唐诗
别裁集》所选录，而王昌龄的“寒雨
连江”更是唯一入选今人所编《唐诗
鉴赏辞典》的诗篇，成为唐人题咏两
楼的“压卷之作”。在这些诗中，诗
人们登楼题咏，抒写了丰富复杂的
思想感情，绘写了两楼的壮美形象，
丰富了它们的文化内涵，并使之声
名远播，千古流传。从文献价值说，
如果说方志所载两楼情况比较简略
单一，那么这些诗歌则是具体生动
地叙写了楼的情况、登楼者在楼中
的活动等，从而为后人了解研究两
楼提供了多方面的史料，同时也为
了解和研究相关人物的生平及其与
润州的关系等提供了具体而可信的
史料，从而提升了两楼的文化地位、
文化价值和知名度。如果没有这些
诗篇，后人至多也就只知道历史上
曾有过这两座楼，也就不会了解更
丰富的历史，也就不大会投入关注
的目光。

两楼在唐代之成为京口登临游
赏的名胜，从上文所举《全唐诗》所
录诗看，是兴于盛唐而止于中唐，在
晚唐人诗中，再也难觅有关登临题
咏两楼的作品（南唐徐铉《使浙西先
寄献燕王侍中》诗有“极目遥瞻万岁
楼”句，但并非题咏楼本身）。与之
相对照的是，中唐后期开始，建于北
固山后峰的北固亭和甘露寺，诗人
们登临题咏的诗却逐渐多了起来，
初步统计有十多首，其中不乏名篇
佳作。而甘露寺始建于中唐李德裕
为润州刺史时。从这种情况看，虽
然未见前人对两楼不再“吸引”游人
的原因有什么说法，但从客观情况
看，当与甘露寺的兴建有一定关
系。甘露寺居山临江，比两楼更宜
于观赏，自然也就逐渐把游人吸引
了过去。另一方面当是两楼本身发

生了我们尚不清楚的变化。当然，
这只是笔者的揣测。

五代十国时期，润州是南唐重
镇。据 《至顺镇江志》（下称“至
顺志”）所载，“子城”（前身为铁
瓮 城） 的 东 西 夹 城 为 “ 唐 时 所
筑”“西夹城门二，东曰千秋 （后
改名铁瓮），西曰崇化 （后改名高
桥） ”。由此看来，到唐代后期，
两楼当已风光不再。又据《老学庵
笔记》 载：“京口子城西南月观，
在城上。或云即万岁楼。京口人以
为，南唐时节度使每登此楼，西望
金陵 （按：当时为南唐首都），嵩
呼遥拜。其实非也。”此文在指出

“京口人”解释“万岁楼”得名原
因错误 （其实在盛唐时孟浩然已称
为“万岁楼”） 的同时，也反映了
南唐时可能还存在地方官登此楼

“嵩呼遥拜”的风习，但即便如
此，当时万岁楼当也不再是登临题
咏的胜地。

进入北宋以后，僧人仲殊在
《京口怀古》 诗中说“万岁楼中谁
唱月？千秋桥上自吹箫”。“万岁”
句显示，万岁楼在当时已荒凉废
弃。与仲殊时代相同的曾旼在元丰
六年 （1083） 编成的 《润州类集》
中更说：“万岁楼，今之月台。”可
见北宋时期万岁楼已非旧貌。至于
芙蓉楼，也不见当时人有登临题咏
之作，看来已荒废不存。南宋时
期，汪藻在 《京口月观记》 中说：

“州治之西有楼焉，并城而出，名
曰千秋者。考诸图志，始于王恭之
时。由楼西南，循城百余步，忽飞
檐曲槛，崒然孤起于城隅之上，望
数百里见之者，月观也。”绍兴八
年 （1138），刘岑为镇江知府后，
所见月观已是“颓甍圯栋，荒没于
荒烟灌莽之中”。刘岑于是“葺而
新之”，月观又重现于世。这里所
说“月观”，就是“月台”，也就是
万岁楼的遗址所在。而南宋尚存之
月 观 ， 至 元 代 ， 从 “ 至 顺 志 ”

“观”说“遗基尚存”，可见也已毁
坏；明天启五年 （1625），地方官
又按迹建造了万岁楼。《光绪丹徒
县志》虽载及此楼，但未说存废情
况。此楼之毁没，当在清代后期。

最后，对两楼名称的涵义说点
看法。从宋人称与万岁楼遗址月观
相近的城楼为“千秋楼”看，“万岁
楼”之称“万岁”当指此楼可延续万
年，含有祝颂之义（在古代，此“万
岁”当然不会是指称皇帝）。至于

“芙蓉楼”之名，当与此楼面临大江，
如江上之芙蓉有关。当然，这只是
个人的臆见，尚有待文献证实。顺
带说一下，万岁、芙蓉二楼当是建于
今北固山前峰。有论者将芙蓉楼的
遗址标注于北固山中峰今气象台位
置，不知依据什么，值得商榷。

近代学者夏仁虎于1929年弃官归隐，专事著
书和讲学。他编著的《岁华忆语》记载了江南地区
风土人情，其中冬至习俗丰富多彩。

祭祖迎冬
《岁华忆语》载：“冬至人家，均祀祖先。家人

聚饮，鲢鱼向不喜食，是日必以入馔。断葱为寸，
与豆腐同煎之，取从容与富余意也。升炉火祀天
地曰接冬，间有放炮竹者。”这段文字记载了江南
冬至祭祖迎冬的风俗。

早在周朝，先民们把冬至视为一年之岁首，周
代时的正月就是农历的十一月。冬至这天，要举
行盛大典礼，天子率三公九卿迎岁，官府一律放假
休息，朝廷挑选乐工，鼓瑟吹笙，奏“黄钟之律”，以
示庆贺。民间商旅停业，亲朋相互拜访，以美食相
赠，欢欢乐乐地过节。古人认为，冬至是阴阳二气
的自然转化，代表下一个循环开始，是上天赐予的
福气，是大吉之日。

江南有“烧包”祭祖先的习俗：每到冬至，各家
都要在祠堂祭祀祖先，供奉写上祖先姓名的神主
牌位和画像，设香案，摆香炉、烛台。置放高案，摆
放象征富贵的牡丹花（纸扎），插上多种新鲜草花，
在盘中摆放荔枝、龙眼、花生、松子、冬瓜糖、橘饼
或糕饼果物等供品。准备鸡、羊、猪三牲。此外还
治酒馔，蒸糕饼，点香火，烧纸锭，因为烧的纸钱是
一包一包的，故俗称冬至祭祖为“烧包”。《清嘉录》
记载：“比户磨粉为团，以糖、肉、菜、果、豇豆沙、芦
菔丝为馅。为祀先祭灶之品，并以馈贻，名曰‘冬
至团’。”书中还记叙了“冬酿酒”的习俗，乡村田园
人家会用草药酿酒，称为“冬酿酒”。冬至之夜，家
家户户团聚一起，置办一桌丰盛的饭菜，佳肴美
酒，全家人吃冬至夜饭。清人金孟远有《吴门新竹
枝词》云：“冬阳酒味色香甜，团圆围炉炙小鲜。今
夜泥郎须一醉，笑言冬至大如年。”

九九歌谣
《岁华忆语》记载一则“九九歌”：“一九如九，

作活添一绺（指女红）；二九一十八，河里冻死鸭；
三九四九，迎风插柳；五九四十五，穷汉街前舞，六
九五十四，蔷薇发嫩茨；七九六十三，行人把衣担；
八九七十二，行人拿纸扇；九九八十一，穷汉受罪
毕；才得伸脚眠，蚊虫龁蚤出。”并称“可验江南节
气。”这首“九九歌”十分风趣、诙谐幽默地描写了
江南一带人们过冬的情形。

人们常用“数九严寒”形容冬季之寒冷，“数
九”就是“冬九九”，是我国民间反映冬季气温变
化，形容冬天晴雨冷暖的歌谣。“冬九九”一般从冬
至那天开始（交九），到惊蛰结束（出九），每九天算
成一段，一直到九九八十一天结束。劳动人民在
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发现，如果入九后开始九
天气温暖和，则往后整个冬天都会特别寒冷，所以
有“第一莫贪头九暖，连绵雨雪到冬残”的说法。
江南一带流传的民谣说：“头九暖，九九寒。晴干
冬至邋遢年，雨雪连绵四九天。冬前不结冰，冬后
冻杀人。”

消寒会
《岁华忆语》记载：“金陵文人，率有消寒会。

会凡九人，九日一集，迭为宾主。馔无珍馐，但取
家常，而各斗新奇，不为同样。岁晚务闲，把酒论
文，分题赌韵，盖谦集之近雅者。”

旧俗入冬后，亲朋相聚，宴饮作乐，谓之“消寒
会”。消寒会始于唐朝，又叫“暖冬会”。据五代王
人裕撰《开元天宝遗事·扫雪迎宾》上所记，唐朝
时，长安有一位巨富名叫王元宝，冬天下大雪的时
候，他命令仆人将坊巷的积雪打扫干净，自己亲自
站到巷口迎接宾客，请客人们到他的家里，大摆宴
席，饮酒作乐，叫做暖寒之会。潘宗鼎编纂的《金
陵岁时记》说：“吾乡当冬至后，九人相约宴饮，自
头九至九九，各主东道一次，名曰消寒会。文人墨
客饮酒之余，兼及韵事。吴麐伯师《消寒会集》有
句云：‘有酒但谋金谷醉，无钱不顾铜山摧。’”《红
楼梦》里贾母年年办消寒会，大家聚了喝酒谈笑。

荆州之失并非
关羽大意所致

□ 滴石水

万岁楼和芙蓉楼漫话
□ 乔长富

资料图片：京江二十四景之北固晚钟

夏仁虎笔下的
江南冬至

□ 郑学富

坚持法治意识,实施维权普惠。市
总以提高职工法律意识和维权水平为重
点，广泛开展法律援助、普法宣传、法律
服务，切实保障广大职工的合法权益。
组织开展“尊法守法携手筑梦”主题普法
活动，组建普法宣讲团、职工法律维权律
师团，开展送法进企业、进工地、进社区
法律服务活动12场次，发放各类宣传材
料5800余册；推行劳动规章“负面清单”
制度，免费为用人单位开展劳动规章制
度法律效力评估服务，先后在丹阳、扬
中、丹徒举办活动3场次。

助力解困脱困，实施帮扶常惠。市
总常态化开展“送温暖”“金秋助学”、就
业帮扶、创业扶持等工作，尽心竭力帮助
职工排忧解难。全年慰问帮扶困难职工
1270 人次；为133 户市直特困家庭和50
名困难劳模发放爱心诊疗卡并提供健康
服务工作；开展“环卫工关爱月”健康体
检活动，组织医务人员到京口、润州、丹
徒、丁卯、大港等地，共计为1375名一线
环卫工人提供总价值 15 万元的免费健
康体检服务，为168名困难女职工和500
名企业女职工提供免费“两癌”筛查。

倡导互帮互爱，实施互助互惠。市总
以提高互助互济覆盖面、提升服务水平、
拓展保障范围为重点，做优做强工会独具
特色的惠民生、防风险、促稳定服务项
目。实施“暖互助”普惠关爱计划，为全市
5465名重点工程项目农民工、公安辅警等
特殊困难群体免费赠送意外伤害、重大疾
病等互助保障计划。深入开展“互助升
级、健康关爱"主题活动，赴辖区、街道、园
区、企业开展健康知识普及活动37场次。

培育职工文化，实施艺术雅惠。市总
深入开展艺术培训、文艺普惠、送文艺送

电影等文化惠民活动，不断提升职工文化
建设水平，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先后
开展了“文化普惠”系列活动，组织“中国
梦·劳动美·幸福路”文艺演出12场次；组
织职工电影放映队赴各辖市区、市直部分
企业免费放电影240多场次；举办职工保
龄球、乒乓球、掼蛋、体质达标比赛；举办

“礼赞祖国，劳动最美”征文大赛、诵读大
赛、镇江市职工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诵读盛典等多项文化体育活动；开设文化
普惠课程，囊括声乐、器乐、美术、书法、摄
影、烘焙、茶艺、插花、传统戏曲、保龄球、太

极拳等118个班次、参与职工达到3730人次。
注重关心关怀，实施疗养广惠。市

总以组织劳模工匠、先进典型、一线职工
外出疗休养为主要内容，丰富疗休养内
容，增加特色体检，加大对先进模范人物
的关心关怀，进一步浓厚崇尚先进、学习
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激励引领广
大职工立足岗位、敬业奉献。先后组织
58批次3263名职工进行疗休养活动，其
中劳模403人、环卫工和辅警300人、高
技能人才91人、一线优秀职工2469人。

边江 范翊

聚焦主责主业 真情服务职工
——市总工会打造“镇工惠·真情汇”服务品牌纪实

编者按 今年以
来，镇江市总工会深入
贯彻“全市作风效能建
设年”总体要求，坚持
以帮助职工办实事、
做好事、解难事为己
任，聚焦主责主业、整
合优势资源、做强服
务功能,全力打造“镇
工惠 真情汇”服务品
牌，大力实施“五惠”
服务，即维权普惠、帮
扶常惠、互助互惠、艺
术 雅 惠 、疗 养 广 惠 。
不断扩大工会工作的
影响力和实效性，取
得了良好成效，得到广
大企业和职工的欢迎
和称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