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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勃《滕王阁序》中说：“屈贾谊于长
沙，非无圣主……”那是什么原因屈贾谊
于长沙呢？

贾谊不到二十岁就受到汉文帝刘恒
的宠爱，毛泽东主席在党的八届二次会议
上说，贾谊受宠时一天升了三次官，21岁
就成了文帝朝中最年轻的博士。贾谊的
受宠，可不是邓通因文帝梦遇，而是凭自
己卓越的才华。每逢文帝向朝廷官员咨
询问题，诸博士尚未能言，贾谊即为之对
答，并敢言他人所不敢言。众人折服，文
帝暗喜。可仅短短三年（公元前 176年），
贾谊却被“屈于长沙”，任长沙王太傅。是
汉文帝抛弃贾谊？王勃说得很清楚——

“非无圣主”;是贾谊“江郎才尽”？他最著
名的政论文《治安策》《论积贮疏》等，都是
谪居长沙后所作。有研究者说，是西汉功
臣对贾谊的嫉妒。的确，当时周勃、灌婴、
东阳候、冯敬等人，都向文帝进言，说贾谊

“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文帝因
此逐渐疏远了贾谊。可文帝为什么会听
进这些老功臣的意见疏远贾谊呢？也有
研究者说，汉文帝其实是个碌碌无为之
君，是“守成之君，无能之辈”。可中国历
史上第一个太平盛世“文景之治”的开创
者，就是汉文帝。有史料证明，汉武帝之
所以能年年征战，开疆拓土，物质基础是
汉文帝打下的。

历史评述，总是众说纷纭。不过，
我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汉书·贾
谊传》《资治通鉴·汉纪》后，感觉苏轼
的看法更深透更精准。苏轼说：“贾生，
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才有
余而识不足也。”

首先，贾谊对文帝即位之初的时势大
局认识不足。汉文帝登基于周勃、陈平等
西汉开国功臣发动政变，诛杀诸吕之后。

当时汉文帝和母亲身处太原安稳地做代
王，看到朝廷血雨腥风，根本不想涉足长
安，只求自己的藩地安安稳稳。当周勃、
陈平等议立他时，他第一反应不是兴奋，
而是恐惧和疑虑。去还是不去，他最后是
用占卜决定的。决定去后，他先是派舅舅
薄昭到长安探听虚实。到离长安五十里
的时候，他又派自己的心腹宋昌先进城探
路，然后又在渭桥面对周勃等老臣跪献天
子玺符时，说“至代邸而议之”，不进皇宫
而进了代王旧邸。可见其恐惧疑虑之
状。正式登基后，他立即命周勃、陈平为
左右丞相，灌婴为太尉，张苍为御史大
夫。对于被吕后贬斥的刘姓王公统统恢
复了爵位和封地，对跟随他父亲的开国功
臣们都进行了赏赐、分封。每次上朝，文
帝对功勋老臣都尊敬有加。周勃每次退
朝，文帝都会目送他离去。

可是，贾谊似乎是这个时局的局外
人。他“理既切至”（刘勰语）急切进谏，要
文帝打击功臣势力，削弱诸侯王。在《治
安策》开头，用很长篇幅，说明诸侯王必
反。不但异姓王会反，同姓王也会反，强
的会先反。“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
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
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
不制从”“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
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贾谊观
察的事势，令他痛哭的就是诸侯王的问
题。贾谊的政见对不对？非常正确，文帝
内心十分赞同，并刻在了心底里。因此，
十分宠爱这个年轻人。贾谊的建议要不
要立即实施？时局根本不允许。正因为
如此，当周勃陈平等进言，说贾谊年轻擅
权、搅乱政局时，文帝只能疏远他，并把他
外放出去。

其实，从站稳脚跟开始，文帝就开始

实施贾谊的建议。对功臣，他首先从第一
功臣周勃下手，先借周勃不知“天下一岁
决狱如何”，辞其相位。十个月后，又借长
安城中列侯太多，示周勃带头离开京师，
再又借故将其下狱。这三个举动不动声
色地消解了功臣集团。对诸侯王，大肆分
封后不到三年，公元前 177年他就镇压了
大哥家儿子济北王刘兴居的造反，又过三
年，他又镇压了自己仅剩的弟弟刘长的造
反。分封归分封，镇压归镇压。出兵平叛
不仅平定叛乱，更重要的是通过正义性的
平叛，确立了在诸侯王中的皇威。纵观文
帝朝，他在位 23年，实际上一直在柔和稳
妥地削弱功臣和诸侯王的力量，保持了整
个政局的稳定。他用的是贾谊之策，但选
的是时间和时机。贾谊所屈，不是因为策
之有失，而是因为识之不足。

其次，贾谊对文帝无为而治的治国理
念认识不足。由于西汉自开国后一直遵
奉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也由于汉初
复杂的政治环境和母亲薄氏的悉心教导，
刘恒在代地十五年，与民休息，发展生产，
恭俭作则，“代地由是大安”。登基以后，
他秉持无为而治的思想，不妄作为，遵循
规律而为，把握时机而为。“天下难事必作
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为之于未有，
治之于未乱”，老子的这些思想充分体现
在文帝的治国过程中。他清心洞察，择机
而行，该急则急，该缓则缓，该显则显，该
隐则隐。为了削弱强大的诸侯国齐国的
力量，文帝等了十六年，直到公元前164年
齐文王刘则死，无子嗣位，他才趁机将齐
国一分为六。后又封刘长的三个儿子刘
安、刘勃、刘赐为王，将第二强诸侯国淮南
国一分为三。“贾生请改正朔，易服色，定
官名，兴礼乐，以立汉制，更秦法。帝谦让
未遑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是文

帝谦让，没有更改。其实，我认为文帝根
本不是谦让，是觉得时机未到。大局稳定
平和以后，文帝相继进行了司法改革、刑
制改革、废除了过关用传制度、进行了礼
制改革。同样是贾谊的献策，当文帝收到
贾谊的《论积贮疏》后，“上感谊言，春，正
月丁亥，诏开籍田，上亲耕以率天下之
民”。（《资治通鉴·汉纪》）文帝不仅立即接
受贾谊的献策，下诏天下，减省租赋，减轻
徭役，驰山泽之禁，而且自己亲自耕种，为
天下百姓示范。

可见，贾谊献策，策策精典，毛泽东主
席称其策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但
贾谊仅仅是个优秀的政论家，而不是优秀
的政治家。“宣室求贤访逐臣 ，贾生才调
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席前，不问苍生问鬼
神。”文帝三年后再次征召贾谊入京，与贾
谊深谈“夜半虚席前”，李商隐诗中认为文
帝不该置天下苍生不顾，与贾谊谈鬼论
神，我却认为很可能贾谊还是不能领悟文
帝的治国思想，以致“不问苍生问鬼神”。
贾谊这次回到长安，灌婴已故，周勃出狱
后回到封地再不问政。但文帝还是没有
重用贾谊，只让他做自己小儿子的太傅，
直至三十三岁忧郁而终。王夫之曾将贾
谊与陆贽相比，“出入于纷乱之中，调御轻
重之势，斟酌急缓以出险而经远，贾谊不
如陆贽”。所以，文帝不屈政论家贾谊，而
文帝的政治思想又必然屈贾谊。

今日“贾生”，既要才有余，还要识有
足啊！

镇江人陈光甫，1881年生于一个小商户家，是现
代著名金融家、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被誉为“中国摩
根”。他的成功见证了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给镇江增
添了光彩。他是镇江的骄傲。

陈光甫 12岁时，因家庭经商亏本，被迫随父从镇
江到汉口的一家报关行当学徒。随后，他利用海关工
作需用英语这一条件，向有关职员学习英语有成效，被
推荐到美国留学，于1909年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商学
学士学位。回国后，他受到当年江苏抚台程德全的赏
识，任英文秘书；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财政司副司
长。这些经历不足以说明他的成功，他的重要成就在
于他在金融事业上创出了奇迹。他的成功在于创。

1913年，陈光甫在江苏兴业银行任职，因不满官
方对银行业的某些特权，愤然离职，决定办一家不受官
僚政客控制的新式私营银行。1915年，在远东金融商
业中心上海滩，一家私立商业储蓄银行（社会上简称其
为上海银行）面世了。陈光甫以区区不足十万元的资
本金、七个雇员的实力起家，是个名副其实的“小小银
行”。当时上海各种中外公私银行林立，旧式钱庄发展
势头也很猛。一家小小的私营银行，不依附官府，要想
在竞争十分激烈的形势下立足，不受政客操控谈何容
易。但陈光甫硬是凭着胆量和创业精神，同职员共同
努力，路程走得比其他银行都更顺。

陈光甫毕竟来自素有钱庄传统的镇江，经他观察
发现，当年上海银行界二十四家以镇江派四行为领
袖。但因存在派系，矛盾重重，一些其他省市的银行甚
至与镇江派势不两立。他积憾于银行界的现实，深思
熟虑，在自己的银行创办了行刊《海光》月刊，提出并宣
传自己办银行的方针，喊出“顾客是衣食父母”等口号，
开创了“服务社会，顾客至上”的办企业宗旨。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
海。”陈光甫认为，做好小事，是走向成功不可缺少
的因素。他义无反顾地着手于小，在小字上创。当时
一般钱庄对小额存款看不上眼，而上海银行认为，多
数小额存款反而比少数大存户稳定性强，因此决不轻
视小数目的储蓄，开创了“1元开户”和“服务上
门”的办法。一元为当时金融界所不屑。一天，一位
中年人拿着一张一百元的钞票，要求开一百个一元的
账户。银行热情接待了他，不厌其烦地为他写下了一
百个户头。上行如此信守诺言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上
海。这就使他的业务越做越大，到 1937年，上海银
行成长为私人银行中的大哥大，资产达 1.8 亿元不
说，仅分支机构就拥有几十个，存款额始终占全国所
有银行总存款额的10%左右。

陈光甫敢于开创，围绕“服务”二字推出了诸多“最
早”新型储蓄品种，如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存本付息、
子女教育储蓄基金，养老储金和婴儿储蓄，乃至最早使
用机器记账，最早将银两与银元并用，最早经营外汇业
务等。

创新精神的核心在于创大业的胆略，敢于干前人
所不敢干的事。这方面，陈光甫创立中国近代旅游企
业，就是很好的例证。他看到当时旅游业务皆由外国
金融机构包揽，自己一次出行，还受到一家外商旅行
社的戏谑，便毅然决定创办中国人自己的旅行社，
1923年 8月起，他在自己的银行设立了“旅行部”，
1927年更名为“中国旅行社”。这是中国近代旅游企
业化的标志。以后，他又不顾洋人反对，在各条铁路
沿线、沿海、沿江大城市设立分社，还聘人创办了我
国第一家旅游刊物《旅行》杂志，此举极大地提高了
中国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及旅游兴趣。他说：

“旅行社虽有亏本，但为国家挽回了不少利权，不然
又多送入外国许多钱了。”

创新就必须思路开阔，有所追求。他甚至跨界创
办了文化图书馆——“海光图书馆”。“海光”一词，暗合
上海银行与陈光甫，也与上海银行行刊“海光”名称一
致。这个图书馆的影响很大，号称沪上八大图书馆之
一。新中国成立后，图书馆又被他捐献给了市文化局，
1959年，为上海图书馆接收。

陈光甫因其创新精神和业绩而名声远扬。他很早
就受到了国民政府的赏识，命他于抗战初年带队赴美
谈判，签订了“桐油借款”等两个协议，筹募了 4500万
元资金。这使他为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无数事实证明了创造力的奇特重要性。时代在发
展进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创新作为引领
发展的第一动力”；有先知者已经在网络上写出了“今
后创造力成为人的基本素养”这样的文字。陈光甫的
创新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很好借鉴。

父亲赵禹珍，原吕城医院中医，
1984年病故。父亲逝世虽已38年，但
家中仍有父亲部分的中医药书遗存。

父亲 16岁（民国二十年）去武进
罗溪学中医，拜师谢恒昌。听父亲生
前说过，他学医时每年学费是16担米
钱，在当年这学费可以说是较高的。

我祖母一生没生养孩子，父亲是
在他一岁时被祖母从邻镇的导墅大华
领养来的。虽我祖父在四十岁时就早
早病故，但祖母她依靠喂养桑蚕等积
累的资金，来供养父亲学医。

父亲学医期间，谢家收有13名学
生，13个同学中，丹阳籍仅 2名学生，
父亲外，还有一名来自丹阳城区附近
荆林的周某。

在学习期间，有一次白天，父亲向
他的老师提了一个问题，问口干与口

渴有什么区别？父亲提出这一问题
后，他的老师没有及时单独地为父亲
解答，等到了晚上，老师把 13名学生
召集来，围坐在桌子旁，在煤油灯下，
令13位同学听好，今有某某学生提了
一个问题……父亲说他提的这个问
题，他的老师真正讲解了近一小时，把
口干与口渴不同的原理及起因，深入
浅出地阐述得相当认真仔细，使他们
受益匪浅！

父亲求学的阶段，学习的是纯中
医理论知识，中医内外科，包括妇科、
耳、鼻、眼、喉科等，几乎涉及中医的全
领域。因父亲老师的长兄是进士，从
北京回家探亲时，常带些京城里新的
医书给他弟弟谢恒昌，由于有这样的
机会，父亲他们这班学生，也能开阔些
眼界，接受些新的医疗知识。

父亲学习中，主要熟读医药书和
抄写医药书，当年老师在教学中，不可
能像现在的学生，学习的书籍一人一
册在手，自己手头要拥有一部书籍，惟
有誊抄下来。家里现尚存的中医学药
书中，有多本是父亲求学期间，用毛笔
抄录下来的，其中有药方类编的“案方
杂录”“丸散各方”等十几部都是手抄
本，还有一部浩大的“金匮要略”医药
书一至五卷，每卷有三百多页，是正楷
小字，父亲全按原书样无标点一一的
很详细全面的抄录了下来，其中一部

《治痧全书》上下卷，落款写有赵禹珍
抄。当细细地翻看父亲这些手抄的书
本时，想想父亲四年的学医生涯，所付
出的是有多么的艰辛！

父亲遗存的医学书中，有《本草丛

新》《金匮要略心典》《时病论》《疫痧
草》《验方新编》《温病条辩》《外科图
说》《针灸大成》《药方类编》《重楼玉
论》及 《霍乱白喉》 合订本等百余
部，这些书籍大都出版在民国，其中
较早的有 《医宗必读》 和 《医学心
悟》分别出版于光绪戊戍年和明代。
在这些医书中，唯一一部 《秘方集
录》的扉页上，写有民国二十四年，
罗溪谢恒昌师授，赵氏禹珍珍藏。百
余部书中有一套十二本装帧在同一硬
夹套内，十二本中分别有《金匮要略浅
注补正》和《伤寒论浅注补正》等，这套
书父亲在生前，不知被翻阅了多少次，
因为两支象牙制作的夹书销已脱落了
一支，硬纸板与棉布黏合的包装套也
已分离。这大部分的中医学专著，是
民国时期由上海江东书局和上海广益
书局及锦章图书局等印行出版。

这些“珍稀之宝”，真正陪伴在父
亲的身边有半个多世纪。

父亲遗留下来的这些弥足珍贵的
精神“宝藏”，见物思人，见证了父亲在
历经半个世纪这漫长的岁月中，专注
于我国博大精深的中医药的传承与发
展，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春云卷卷，百花盛开，万象吐新，肥嫩的竹笋也迫不及
待地破土而出。这被誉为“菜中珍品”的竹笋，在春日的美
味中散发着清香。

竹笋，竹的幼芽，亦称笋，还有“竹萌”“竹胎”“箨龙”“猫
头”等别称。它脆嫩鲜美，味道爽口，民间早有吃竹笋习
俗。民谚说：“高山笋不忧。”这味美鲜嫩的笋，自然不愁无
人采挖了。竹笋不仅可餐，还有不少药用价值。《本草纲目》
载：“绿笋味甘，无毒，主消渴，利水益气，化热消痰爽胃，可
久食。”

《诗经·大雅》曰：“其蔌维何，维笋及蒲。”我国第一部诗
歌总集《诗经》，对竹笋的食用作了记载，表明人们食笋的历
史有近3000年之久。竹笋嫩白如玉，鲜嫩可口，让人望而生
津，历代文人墨客亦对其称颂备至。清代诗人李渔称竹笋
为“素食第一品”，唐代白居易有诗云：“紫箨坼故锦，素肌擘
新玉。每日遂加餐，经时不思肉。”诗人有笋不食肉，更让我
们见笋便会垂涎三尺。郑板桥还赋诗说：“江南鲜笋趁鲥
鱼，烂煮春风三月初。”郑板桥把竹笋和鲥鱼并论，可见其对
竹笋爱之甚切。

宋代苏轼在《初到黄州》中写道：“自笑平生为口忙，老
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
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
压酒囊。”元丰二年，苏轼被贬黄州时，见到浩浩长江，便欣
喜地想到江中有鲜美的肥鱼可食。见到山中连片的翠竹，
又仿佛闻到了竹笋的香气。乐观豁达的苏轼，在人生的低
谷中，还念念不忘盘中美味竹笋。

宋代黄庭坚对竹笋亦情有独钟，《春阴》诗说：“竹笋初
生黄犊角，蕨芽初长小儿拳。试寻野菜炊春饭，便是江南二
月天。”诗中描绘到，春天来了，刚从土里拱出来的竹笋，似
小黄牛的牛角，鲜嫩得直晃人的眼。蕨菜的嫩芽，像小儿的
拳头般迎风摇曳。这首诗对竹笋和蕨菜的描写生动形象，
极富生活情趣。

“洛下斑竹笋，花时压鲑菜。一束酬千金，掉头不肯
卖。”黄庭坚还在这首《食笋十韵》中说道，笋之味美，千金不
换。“色如玉版猫头笋，味抵驼峰牛尾狸。”陆游品尝了猫头
笋，写此诗夸赞，秀色可餐的竹笋，味道不逊于山珍海味。
竹笋不但是众多文人墨客喜食的美味，还成了他们笔下的
素材，千百年来，一首又一首歌咏竹笋的诗词数不胜数，流
传至今，给人们的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

陈光甫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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