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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才，是人之幸事，国之幸事。才高八斗，可
以获得社会和个人的双赢。才华盖世，既可以体
现个人的价值，又可以推进社会的发展。不过，正
如韩愈所言：“适于用之为才”，如果才华横溢而不

“适于用”，恃才矜己，狂傲不羁，对社会未必有贡
献，对个人未必是幸事。三国时期的祢衡就是一
个典型。

祢衡有才，史书上说他年少的时候就文采飞
扬，名声显赫，各路争霸之主，都想得到这个名
士。刘勰说：“孔融气盛于为笔，祢衡思锐于为
文。”“孔融让梨”的主人公、太中大夫孔融曾在《荐
祢衡表》中说：“维岳降神，异人并出”，把祢衡视为
神降，说他“淑质贞亮，英才卓跞”“思若有神”“如
得龙跃天衢，振翼云汉”，意即皇帝如果得到祢衡，
就好像龙一跃而飞到天路上，挥动羽翼于银河
上。作为皇帝首席顾问的他，在这份奏表的结尾
甚至说，如果祢衡不怎么样，可以治他欺君之罪。

对于这样一个旷世之才，雄才大略欲霸天下
的曹操当然想据为己有。“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曹操引智纳才的“悠悠我
心”，祢衡根本看不上眼。他不但看不起曹操，还
十分厌恶他。当孔融牵线搭桥后，祢衡自称得狂
病，拒绝前往，并对曹操多有狂言。曹操恨得牙痒
痒的，可忌于祢衡的名声，不想杀他。曹操听说祢
衡擅长击鼓，就任命他为鼓史。这天，曹操大宴宾
客，欣赏鼓史们的鼓曲。各位鼓史表演时都要换
上鼓史的专门服装。轮到祢衡上场，他演奏《渔
阳》鼓曲，容貌姿态昂然，鼓声节奏悲壮，惊艳全
场。他径直走到曹操面前停下，下吏呵斥道：“你
为何不换衣服？敢如此轻率进见？”祢衡说：“好！”
就脱掉衣服，赤身裸体站在曹操面前，过了好一
会，才接过鼓史专门的衣服穿上，完了，击鼓离
开。操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曹操反被祢衡
羞辱了一番。孔融退而数之曰：“正平大雅，固当
尔邪？”因宣操区区之意。孔融宴饮结束后连忙跑
去责备祢衡，说曹操对他是真心的，要祢衡赶快去
赔罪。衡许往。孔融再次求见曹操，说祢衡请求
亲自来谢罪。求才若渴的曹操不计较祢衡的无
礼，心中大喜，命门卫有客人来到立即通报。曹操
左等右等，等到很晚，祢衡才到。只见他穿着普通
单衣，胡乱缠了个头巾，手拿三尺长的木杖，坐在
大门口，用木杖捶着地，言语悖逆，大骂曹操。操
怒，谓融曰：“祢衡竖子，孤杀之犹雀鼠耳。顾此人
素有虚名，远近将谓孤不能容之，今送与刘表，视
当如何？”曹操气得将祢衡一送了之。

从《后汉书》的记载看，在祢衡眼里，天下皆碌
碌庸人，不值与交，唯有他是个智者。陈群是曹魏
政权三代的宰辅之才，可祢衡把他看作杀猪卖肉
的人。荀彧是曹魏时期杰出的谋士，赵融是与曹
操、袁绍等同列的“西园八校尉”的将军，祢衡却对
别人说：“荀文若（荀彧）可以借着他的脸去吊丧，
赵稚长（赵融）可以让他去管理厨房膳食。”意思是
说荀彧也就只有一张好脸皮，赵融就是个只会吃
肉的家伙。即使和他交情不错、竭力举荐他的孔
融、杨修，他也是口口声声“大儿孔文举（孔融），
小儿杨德祖（杨修）”。当时祢衡才二十岁，孔融
已经四十岁，竟用大儿称之，可见其狂傲到了何
等地步。

与祢衡同处三国时期的刘邵说过：“凡人之质
量，中和最贵矣。”中和之才最为贵，聪明次之。可
祢衡最缺中和，正如古代兵法《六韬逸文》中所言：

“多言多语，恶口恶舌。终日言恶，寝卧不绝，为众
所憎，为人所疾。”祢衡如此恃才矜己，最终结果必
然伤及自身。他被送到刘表处，刘表和荆州士大
夫知道他的才气和名声，也是敬重他的，可他仍然
目空一切。刘表和几个文人共同草拟的奏章，送
给他看看，他瞄了一眼就撕掉扔在地上，还经常侮
辱、轻慢刘表。刘表深感耻辱，岂能容忍，把他送
给性情急躁的江夏太守黄祖，等于把他推向了鬼
门关。黄祖可不是曹操。在他大宴宾客时，见祢
衡出言不逊，狂傲无礼，即厉声训斥。而祢衡毫不
收敛，眼睛死盯黄祖，骂他“死老头！”“死老头”气
到极点，下令杀之。可怜二十六岁的祢衡，就这样
一命呜呼了。

恃才矜己，即使不被别人所伤，也很容易自
伤。因为自恃才高，俯视众生，谁也看不上，谁也
不搭理，必然失去知音，失去亲友，形影相吊，茕茕
孑立。有“太白仙才，长吉鬼才”之誉的李贺，长期
抑郁伤感，焦思苦吟，二十七岁而亡。初唐四杰的
王勃，因狂被弃，因傲被逐，二十七岁溺水而亡。
二十二岁就被汉文帝封为博士的贾谊，因固执己
见，不懂文帝谋略，三十三岁就郁郁而终。鬼谷子
说得好：为人位尊而不自矜，权重而不自傲，名显
不炫，功高不居，才得人心归向，反之必定挫折不
断，命运波折。

有才而性缓，才是大才；有智而气和，斯为大
智。有才之人切莫恃才伤身，要内心睿智，外表明
达，声清音悦，仪正容直，才能真正为社稷贡献，被
世人敬仰！

恃才矜己
易丧其身

□ 滴石水

长山是镇江城西的一座名山，具有优
美的自然景观风貌、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和良好的生态环境。

明《正德丹徒县志》中说：“长山在城西
南二十五里，上有灵泉，其流与练湖通，溉
田甚多。”该山上下起伏，横跨西麓、蒋乔、
石马三地，蜿蜒而有气势，长达十二华里，
赢得了“十里长山”的美誉。主峰海拔
349.7米，为宁镇山脉东段高峰之一，素有
镇江西南部屏障之称。

或许山路难行和离城较远的原因，历
史上文人墨客到此游览的人没有紧邻的五
州山那么多，但盛唐著名诗人刘慎虚曾在
长山隐居和活动过一段时间的经历，给这
里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刘慎虚，字全乙，亦
字挺卿，号易轩。自幼聪颖，八岁作文上
书，受到皇帝的赏识，拜为童子郎。开元二
十一年（733年）中进士。曾任洛阳尉、夏县
令、左春坊司经局校书郎、崇文馆校书郎等
小吏。壮年辞官南归，游历于休宁、安庆、
浔阳、庐山、洪州等地。与贺知章、包融、张
旭交游，并与孟浩然、王昌龄、高适等往来
酬唱，互赠诗章。晚年定居江南西道洪州
建昌县桃源里，著书自娱。其交游多文人
士子、山僧道侣。

刘慎虚官做得很小，但在文坛的影响
很大。郑处晦《明皇杂录》把他和王昌龄、
常建、李白、杜甫等人并列，说是“虽有文章
盛名，皆流落不偶”（《唐诗纪事》引）。严羽
也把他与沈宋、初唐四杰、陈子昂、王维、韦
应物并举，称之为“大名家”(《沧浪诗话·考
证》)。殷璠撰《河岳英灵集》，别择精严，而
选录其诗多至 11首，说他“情幽兴远，思苦
语奇。忽有所得，便惊众听”。《全唐诗》收
其诗15首，除去其中杂入的他人作品，基本
上就是《河岳英灵集》所录存者。事迹见

《唐诗纪事》《唐才子传》。
刘慎虚和孟浩然交谊甚深两人诗文风

格有相似之处，又各有所长，因此，他们应
该是相互推重、时有酬唱的。孟浩然，湖北
襄阳人。他是唐朝著名诗人，与王维被并
称为“王孟”，被推为书写隐逸情怀的山水
田园诗宗主。他相貌儒雅，风神散朗，友善
警敏，宽厚大度，慷慨豪迈，常解人之难，救
人于困，善写五言诗，被誉为天下无双。家
有田产，不需为生计所困，日常以文学、交
游为要务。

孟浩然在《宿扬子津寄润州长山刘隐
士》诗中写道：“所思在建业，欲往大江深。
日夕望京口，烟波愁我心。心驰茅山洞，目
极枫树林。不见少微星，风霜徒夜吟。”长
山和茅山一样，都是由于汉代茅氏三兄弟
隐居于此而著名。所以，有文人名士在此
隐居，也不足为奇。少微星又名处士星，所
以标题“宿扬子津寄润州长山刘隐士”也有
古书记为“宿扬子津寄润州长山刘处士”。

这里的润州长山刘隐士就是刘慎虚。
他和孟浩然是好朋友，彼此之间常有诗歌
唱和。以其《暮秋扬子江寄孟浩然》为例：

“木叶纷纷下，东南日烟霜。林山相晚暮，
天海空青苍。暝色况复久，秋声亦何长。
孤舟兼微月，独夜仍越乡。寒笛对京口，故
人在襄阳。咏思劳今夕，江汉遥相望。”诗
人从京口附近扬子江暮秋时节的肃杀景象
缓缓写起，从迷茫的景色中引出独居异乡
的客愁，进而怀想起远在湖北襄阳的朋友
孟浩然。全诗在结构上层层引进，步步深
入，读来如友人长谈，娓娓深情，可见二人
感情深挚。

孟浩然去世后，刘慎虚又写了一首《寄
江滔求孟六遗文》，托友人江滔在经过襄阳
时去求找孟浩然遗留的诗文。《寄江滔求孟
六遗文》诗云：“南望襄阳路，思君情转亲。
偏知汉水广，应与孟家邻。在日贪为善，昨
来闻更贫。相如有遗草，一为问家人。”全
诗句句叙事，字字含情，虽没有一句着意刻
画，字里行间却含藏有人物的神态、形象，
景物等。这些叙述中的摹写，与作者淳厚
的感情相结合，就使这首诗的意蕴更加丰
富，产生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刘慎虚的诗

题材、意境与孟浩然的风格非常相近，属清
微淡远，又兼幽深拗峭的情趣。

刘慎虚的代表作是《阙题》。唐朝殷璠
在《河岳英灵集》里辑录这首诗的时候题目
就已散失，只好给它安上“阙题”二字。“道
由白云尽，春与青溪长。时有落花至，远
随流水香。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幽
映每白日，清辉照衣裳。”这首诗描写了深
山中的一座别墅及其优美环境。诗中句
句写景，佳句盈篇，诗里描述的景致，如落
花、青溪、山路等，在长山的景观中，都是
很常见的。

刘慎虚和同时代的王昌龄也是好朋
友，王昌龄以送别诗见长，曾在长山以北
的芙蓉楼，写过千古绝唱 《芙蓉楼送辛
渐》。他给刘慎虚写过两首诗：《宿京江口
期刘慎虚不至》：“霜天起长望，残月生海
门。风静夜潮满，城高寒气昏。故人何寂
寞，久已乖清言。明发不能寐，徒盈江上
尊。”还有一首是 《送刘慎虚归取宏词
解》：“太清闻海鹤，游子引乡眄。声随羽
仪远，势与归云便。青桂春再荣，白云暮
来变。迁飞在礼仪，岂复泪如霰。”说明
他们之间的诗友情深。

晚唐礼部侍郎刘允章在为刘慎虚所撰
的题赞中称道：“盛唐乐府，先生倡之，杰立
江表，谪仙并驰。时有长卿，共祖相知。后
有梦得，奉以为师。”不仅将刘慎虚与史称

“诗仙”李白、“五言长城”的刘长卿并列，而
且说刘禹锡奉之为师。可见他在文学史上
较高的地位。

到了清初，著名隐士、诗人冷士嵋的足
迹也可在长山找寻。有一次冷士嵋登临长

山顶上，面对空旷的山川，浩瀚的江天，引
发了自己的怀古之情。他写下了一首《登
长山》的诗，“峥嵘高嶂倚天回，落日清秋霁
色开。河派九流俱北转，江涛万里直西
来。边声乱下淮南郡，烽火遥连海上台。
对此登临怀谢傅，不知谁作济川才。”诗中
描绘了山顶远眺可以观赏到的那种楚天极
目，清秋千里景色，又写到了作者触景生情
后，抒发了对历史先贤人物的敬仰之情。

鲍皋是又一位关注长山的著名布衣诗
人。他对山中的自然山色和溪水长流的美
景久久难忘。历史上，长山中生长着许多
梅花，一丛一丛的，把山谷装扮得很美。山
间“古木如盖，新蒲可剪，岩扉雾开，萝壁霞
卷”，声、色、动、静，交错辉映，确实是风景
分外妖娆的地方。山上有过寄烟阁、簃亭
等景点，山麓下有溪水流出。这些自然美
景和山中亭阁引起了鲍皋的极大兴趣，写
下了长山《兰溪赋》的佳作。据《兰溪赋》中
说，曾有长者，夜里梦见过数百朵兰花，清
晨时他在长山行，正好经过小溪，爱其景，
遂流连不去，于是把小溪称为“兰溪”。过
去登山观景的人喜欢沿溪而行，认为这样
能看到长山最美的地方。

在鲍皋的笔下，长山既高又长，“入者
十步九折，路愈隘而山愈阻，于是悠然而有
泉，则兰溪出焉！其声泠泠，若仙人长管激
空青也。其势汩汩，若潜龙弄珠跳寒碧
也。尔其吹源高冷，嚼波清冽，泌水方间，
颍川比洁，洗深坞之灵云，漱空山之古月，
怀沅楚之嘉名，恒流香而靡竭。尔乃凿山
为楹，架石成阁……凡为兰溪游者，固已一
一而领其胜矣！”

在南京紫金山北麓的南京航空烈士公
墓，一号纪念馆内陈列着两件镇馆之宝，那
就是抗战时期镇江籍空军英雄陈怀民生前
使用过的一副航空手套和手链。

陈怀民是抗日战争时期航空英雄中最
为著名的烈士。在 1938年武汉“4·29空战”
中，他在击落一架敌机后受到 5架日军敌机
围攻，飞机油箱中弹着火。本可以跳伞求生
的陈怀民却义无反顾地驾驶受伤的战机撞
向敌机，与日军吹嘘的所谓“红武士”高桥
宪一同归于尽。陈怀民牺牲时年仅22岁，是
世界空战史上第一个与敌机对撞的飞行员，
英魂系蓝天，浩气壮山河，令人无限悲恸。
从此，英雄的名字响彻大江南北，载入抗战
史册。为了纪念陈怀民的英雄壮举，爱国将
领冯玉祥曾为其赋诗一首，“舍身成仁同归
尽，壮烈牺牲鬼神泣”是陈怀民的写照。

1916年 12月 25日，陈怀民出生在镇江
市白莲巷 29号。在镇江城里的八叉巷省立
实验小学毕业后考入江苏省镇江中学，随后
就读于常州工业专科学校。其父陈子祥曾
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从事民主革
命。陈怀民自幼喜欢听祖辈讲民族英雄的

故事，钦佩邓世昌临危不惧撞击日舰的爱国
捐躯精神。

陈怀民在常州工业专科学校读书时，正
值日寇侵华，“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年
仅16岁的陈怀民在父母的支持下投笔从戎，
和上海一批爱国学生参加十九路军所编组
的学生抗日义勇军，战斗在抵抗日寇侵略的
第一线。其间，他看到敌机对上海狂轰滥
炸，建筑成片倒塌，群众死伤无数，切齿痛恨
日本飞机灭绝人性的野蛮行径，同时又深感
我国防空力量薄弱、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
他立志当一名空军飞行员，报效祖国。

1933年，他终于如愿以偿考取了杭州笕
桥航空学校第五期。经过三年严格系统的
学习和训练，陈怀民各科成绩优异。1936年
毕业后，被分配到南昌空军教导大队任少尉
本级队员，后调入空军第 4大队 23中队，任
战斗机少尉主机驾驶员。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杭州上
空，陈怀民与战友一起驾驶着战斗机向敌机
猛烈开火，猖狂不可一世的日本飞行员没想
到中国空军敢于应战，悻悻而归。

当年的 9月 19日，日机空袭南京，兵工
厂及周围民房被炸得稀烂，百姓死伤无数，
惨不忍睹，不少居民无家可归，生灵涂炭。

此时，数十架中国飞机从南京大校机场
升空应战。陈怀民驾驶 2405号“霍克”飞机
在空中以一敌四，英勇迎敌。他左冲右突，
猛烈开火，击落了两架日机后，自己驾驶的
飞机不幸中弹，从空中急速下降。为了保全
战机，他停掉螺旋桨滑翔迫降。最终，飞机
撞在一棵大树上，陈怀民被弹出座舱，夹在
树丫上。巨大的冲击力，使得他负重伤，血
肉模糊。

浦口高旺镇乡民纷纷赶来把陈怀民解
救下来，后经南京中央医院治疗，于 1938年
1月伤愈归队。此后，他又多次驾机与日军
作战。1938年 4月 10日，他驾机侦察敌情，

在返航途经山东枣庄上空时与日机相遇，他
孤军奋战，撞毁一架日机后跳伞成功。

1938年 4月 29日是日本天皇裕仁的生
日，侵华日军竟然以国民政府“战时首都”武
汉作为空袭重点，用残杀中国人民的方式为
裕仁天皇祝寿献礼。

当日下午2时30分，日本海军航空队出
动 36架重型轰炸机，在 12架战斗机的掩护
下分多层编队，以雁阵从安徽起飞，偷偷向
武汉袭来。中国空军第 3、第 4、第 5大队的
19架驱逐机率先升空拦截，从各个方向占据
有利高度，在武汉上空严阵以待，与敌机展
开激烈搏斗。

在此次空战中，陈怀民驾驶的是一架墨
绿色的伊—16战斗机，是第 4大队副大队长
董明德的僚机。开战不到 5分钟，陈怀民便
抓住战机，咬住一架敌机开火，刹那间，敌机
中弹起火，伴随着一团浓烟旋转着坠向地
面。接着，陈怀民一拨机头，又盯住了另一
架敌机。然而，5架敌机发疯似的围扑了上
来，猛烈地向他扫射，陈怀民的战机多处中
弹，油箱起火，胸部随即中弹。

在此紧急关头，陈怀民完全可以弃机跳
伞，但他却作出了一个令敌人心惊胆寒的选
择：他强忍伤痛，拼尽气力，猛拉操纵杆，战
机拖着浓浓的黑烟，吃力地倒扣着向上翻转
了 180 度，撞向从后面扑来的一架日军敌
机。顷刻，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两架飞机
在空中爆炸，黑烟红火，弥漫空中。陈怀民

被弹出座舱，飞机相撞爆炸后产生的火球将
其降落伞引燃，陈怀民从3000米的高空直接
坠落到江中。

陈怀民坠江后，当地百姓纷纷驾船来
救，但不幸的是，救援无果。空军和武汉各
界也组织船只和打捞人员沿江搜寻陈怀民
的遗体，但一无所获，百姓们无不悲恸万分。

英雄的壮举，鼓舞着中国空军英勇顽强
的斗志。经过30分钟激战，一举击落侵华日
机 21架，击毙日军飞行员 50余人，2人跳伞
后被军民生俘。打碎了日军的“献礼”美梦，
取得了抗战以来最辉煌的空战胜利，大大鼓
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士气。

一个多月后，陈怀民的遗体从长江中被
打捞上来。1938年 6月 5日，国民政府在汉
口为陈怀民英烈举行隆重追悼会，2万多人
前来致祭，各界人士纷纷送来花圈和挽联。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驻汉办事处为英雄陈
怀民敬献了花圈和横幅，挽联和横幅上分别
写着：“捐躯报国”“义薄云天”。

之后，陈怀民烈士遗体被安葬在武汉青
山。1953年，迁至武汉石门峰文化名人公园
内中国抗日空军烈士墓园。2012年，中国抗
日空军烈士墓园被列为武汉市文物保护单
位。武汉人民为了纪念这位捐躯报国的空
军英烈，将汉口一元路附近的南小街命名为

“陈怀民路”。烈士的家乡镇江市也将其出
生地命名为“怀民村”，寄托着人们对抗战英
烈的深深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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