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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多年前，南宋爱国诗人、抗
元英雄文天祥在镇江脱离虎口，写
下了脍炙人口的《脱京口》组诗。作
为镇江人，细读他的诗篇，细品他的
事迹，无限敬佩。

南宋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在
宋军处于败局的情况下，文天祥受
命以南朝丞相的身份到杭州附近的
皋亭山与元人谈判，慷慨陈词，强烈
要求元军退兵。但北军统帅伯颜依
仗强势，背信弃义，谈判不成，又强
扣南宋谈判代表，准备将文天祥押
解去元人占领的大都（今北京）。在
北上途中经过镇江时，文天祥吟出

《镇江》诗一首，前言曰：“至京口，予
以十八年，曾自镇江趋京（杭州），今
自京趋 镇 江 ，俯 仰 感 叹 ，为 之 流
涕。”京口，作为历史上的军事重
镇，他此前曾经来过一次。这里曾
经的惊涛骇浪，令他产生许多感
慨。他在诗中说：“铁瓮山河旧，金
瓯宇宙非……中流怀士稚，风雨湿
双扉。”又作《回京口》一首，有句曰：“早作
田文去，终无苏武留……”铁瓮、中流，这
些镇江人熟悉的词汇，早在他的心中涌
起；田文、苏武，这些与扣留、逃脱相关的
人名，更是急切地给他提醒。英雄的诗
句，说明他当时早已作出设法摆脱元军
控制的决定。

文天祥有《指南录》一集，回顾他在镇
江前后的际遇，抒发了视死如归的精神，
谱写了高亢铿锵的历史乐章。其中《脱京
口》十五首，详细记载了他冒险在北军严
密控制下于京口脱离虎口的经过及当时
的心情，读之犹如身临其境；令人深感切
肤之痛，从而深受教益。

《定计难》：
南北人人苦泣岐，壮心万折誓东归。
若非斫案判生死，夜半何人敢突围。
作为南宋大臣，文天祥自然不会认同

元人蛮横无理的勾当。此时，他苦于北军
的扣押，因而满腔痛愤，决心不回归东土
誓不罢休。为作逃脱之计，他与随从亲信
余元庆、杜浒等人在镇江人沈颐家一起密
商。诗在小序中交代：商讨时，杜浒说：

“这次行动，如果走漏风声, 逃脱不成，我

们这些随从者死了倒没有什么，只是丞相
你……”文天祥斩钉截铁地说：“决不后
悔！”并掏出匕首，道：“事不济, 自杀！”随
即众人也一致“以死自効”。这次“定计”，
岂止是商讨，正是诗中所说的“斫案判生
死”，那时刻是“生死之判”，不亦壮烈？

根据既定大计，要设法寻找在患
难中能够相助的合适人选。诗曰 《谋
人难》：

一片归心似乱云, 逢人时漏话三分,
当时若也私谋泄, 春梦悠悠郭璞坟。
文天祥的一片归心在这里倾出肺

腑。为在镇江城区寻找心怀宋朝的人，他
们不敢泄露私谋。终于找到一位贩卖私
盐的同乡，答应让英雄搭船渡江。又使展
手段笼络到一位元军老兵，谎以觅船贩运
私盐，得到老兵慨然相许。然后穿小巷，
过荒野，至江边，来到北固山甘露寺下等
待上船。如果不是逢人只说三分话，机关
泄漏，便会一切落空！此时诗人想到金山
石排山下的郭璞坟，可见，他在内心担忧
的同时，袒露出了视死如归的情怀。

接着诗人写了《踏路难》：
烟火连甍铁瓮关，要寻间道走江干。
何人肯为将军地，北府老兵思汉官。

在诗的小序中说，京口“通
衢多隘，去江向十里，老校引间
道……”诗作说明，在烽火连连、敌
情严峻的境况下，只有隐蔽地通过
小道走到江边，才能在预定的出江
之口——甘露寺下履行预定之计，
这恰恰是十分困难的事。文天祥
这位为全国人民敬仰的抗元英雄，
在这里用上了“铁瓮”“北府”等词
汇，重笔把甘露寺隐喻出来，对他
脱险的地点作出历史的交代，这不
仅是对今日北固湾那座矗立江边，
刻有“文天祥镇江脱险渡口遗址”
刻石（如图）的最权威注解，也是世
人解读镇江甘露寺历史地位的最
权威说明。

在《候船难》的小序中，简要
说明了那次脱险一开始就有十分
险恶的遭遇：“与二校约待于甘露
寺下，及至，船不知所在。”（实际
上船儿因潮低搁浅暂时未到）在
这种生死攸关的意外情况下，他
们一行人无不认为必死无疑了。
他写道，“予携匕首，不忍自残。
甚不得已，有投水耳。”诗曰：

待船三五立江干，眼欲穿时夜
渐阑。

若使长年期不至，江流便作汨
罗看。

文天祥等英雄站在江边等船，望眼欲
穿的心境是不难理解的。至此，他以视死
如归的非凡气度，比镇江边的江流为汨
罗，这正是他自比屈原，表达宁为玉碎，不
为瓦全，以身殉国壮志精神的自我写照。

以上仅简析了文天祥《脱京口》中与
镇江紧密相关的四首。品读他的脱险诗，
那种精忠不贰的英雄气节跃然纸上。《脱
京口》与他后来所作《过零丁洋》诗的精神
完全一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
汗青”，情调高亢，激励了后世无数为理想
而奋斗的仁人志士。文天祥终于脱险了，
他来到了真州（今仪征）。如果没有这次
脱险，就没有后来他的更加壮怀激烈的南
方一系列抗元的英勇战斗！但是再后来，
他失败被捕，任凭敌人威逼利诱，仍誓死
不屈，终于更加可歌可泣地在元大都英勇
就义。

文天祥的《脱京口》，生动地体现了他
不仅具有精诚爱国、洁身自爱的优良品
德，更显示他的机警精明智慧。

英雄的灵魂，是我们这个民族彪炳千
古的精神。

孙叔敖是春秋时期楚国的令尹 （国相），司马
迁 《史记 .循吏列传》 将其列为华夏循吏第一人。

《列子·说符》载：一天，隐士狐丘丈人对孙叔敖
说：“人有三怨，子知乎？”孙叔敖向他请教何谓

“三怨”。狐丘丈人说：“爵高者，人妒之；官大
者，主恶之；禄厚者，怨逮之。”孙叔敖思考后
说：“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
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于‘三怨’，可
乎？”隐士听完后赞同道：“善哉言乎，尧舜其犹病
诸。”狐丘丈人十分感慨，说孙叔敖说得好，这

“三怨”对于尧舜这样的贤帝也都是难以解决的。
狐丘丈人说的“三怨”，是社会政治生活的常

态，古今皆有。爵位、权力和俸禄与官职成正比
且相伴而生。官职越高，爵位越高，权力越大，
俸禄也越厚。然而，爵越高，位数就会越少，一
旦占据了更多人觊觎的目标，挡住了别人晋升、
获取尊荣的道路，必然招致众人的嫉妒；对于一
个政权而言，施予社会的总权力是有限度的，其
中一个人拥有的权力更大，就意味着主上的权力
在减少，而且权力越大对主上地位的威胁也就越
大，因此很容易招致主上的憎恶；丰厚的俸禄，
会使人拉大与众人生活的差距，锦衣玉食，极易
导致骄奢淫逸，从而招致众人的憎恨。孙叔敖是
楚庄王手下官职最高的人物，作为奴隶社会一个
强国的国相，招致“三怨”再正常不过，狐丘丈
人告诉他可能面临的“三怨”，我感到是对孙叔敖
这位贤相的诚恳提醒。

孙叔敖清楚狐丘丈人这位隐士说的“三怨”是
客观存在，但他并不认为这是高位者必然招致的结
果，关键是自己的政治理想、思想品德和道德修
养。他从容理智向狐丘丈人表达了自己身居高位而
避免“三怨”的三个方法：首先，他爵位越高，心
气越低。他清楚高爵位是以低爵位和无爵位为基础
的，自己显贵是以不显贵的广大民众为基础的，绝
不能对居处下位的民众颐指气使，一定要深怀卑谦
之心，把来自于民众的显贵荣耀最大限度地还给民
众。这样在受妒的高位上才能免除一些嫉妒。其
次，他权力越大，处事就越是小心翼翼。孙叔敖清
楚自己的权力边界，始终把自己的行为谨慎地控制
在这个边界之内，绝不擅权用事，留足主上发挥意
志的充足空间，免除主上的威胁之感。同时，慎重
地按照规范、制度去行施权力，力求处政的平稳和
妥善。第三，他的俸禄越厚，对民众的施予就越
广。他不把丰厚的俸禄作为自己安逸享乐的本钱，
而是当作施行德政、厚爱子民的资本，这样民众就
失去了怨恨他的基本理由。因此，狐丘丈人情不自
禁地赞叹：“善哉言乎！”

孙叔敖以自己为相的“三方”打破了狐丘丈人
高位“三怨”的世态断言。不过，他应对的“三
方”，绝不是嘴巴智慧，绝不是脱口秀，也绝不是
思辨的高水准，而是他秉持一生的为官之道。史书
记载，他是我国古代为官清正廉洁的典范。《史
记·循吏列传》说，他“三月为楚相，施教导民，
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
不起。”又“秋冬则劝民山釆，春夏以水，各得其
所便，民皆乐其生。”《淮南子·人间训》说，孙叔
敖在出任令尹前，“倾尽家资，历时三载，决期思
之水，而灌雩雩之野”，主持修建了中国古代历史
上著名的“芍陂”，借淮河古道泄洪，筑陂塘灌溉
农桑，造福淮河两岸。后又主持建造了中国最早的
大型渠系水利工程——期思雩娄灌区，相当于现代
新建的梅山灌区中干渠所灌地区。他治水业绩显
著，得到楚庄王赏识，遂令其为相。辅助楚庄王
后，他以民为本，宽刑缓政，止伐生息，农商并
举，政绩赫然，翘楚中华。

而他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相，吃穿简
朴，家徒四壁，妻子穷困，负薪而食，连马都不得
食粟。孙叔敖功绩卓著，楚庄王多次赏赐，他坚辞
不受。做了楚国三次国相，去世时连副棺椁都买不
起。“孙叔敖疾将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
不受也，为我死，王则封汝。汝必无受利地！楚越
之间有寝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恶。楚人鬼而越人
禨，可长有者唯此也。’孙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
其子。子辞而不受，请寝丘。与之，至今不失。”

《列子·说符》这段话的意思是，孙叔敖临终对儿
子说：庄王多次要赏给我土地，我都没有接受。我
死后如果庄王非要赏赐你土地，千万不要接受肥沃
的土地，因为肥沃之地，向来是人们争抢的对象。
他告诉儿子，在楚越之间有一个寝丘，不仅土地贫
瘠，地名也很不吉利，是人们畏惧嫌弃的地方。那
里虽然土地贫瘠，但只要辛勤劳作，可食温饱。尽
管地名不吉，可长久拥有。孙叔敖死后，楚庄王果
然重赏沃地，孙叔敖儿子坚决拒收，并说了孙叔敖
临终心愿，庄王满足了孙叔敖的愿望，将寝丘之地

“与之”，而“至今不失”。
孙叔敖离开我们已经有 2600多年了，他高位

应对“三怨”的“三方”，却仍然闪烁着为政者睿
智的光芒，我辈当深悟之。

孙叔敖“三方”
免“三怨”

□ 滴石水

万古流芳的英魂
——浅读文天祥京口脱险诗

□ 沈伯素

麻油馓子是镇江标志性的传统食品
之一，儿时不仅茶食店有售、还时常看到
餐饮摊上麻油馓子出锅，更多是那些走街
串巷挎篮挑筐或推车高声叫卖“麻油馓
子、脆麻花”“京江脐子、蛤蟆酥”的。随着
声音越来越近，那种特别的香气扑鼻而
来，吸引大家来买。

麻油馓子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传统面
食，据传春秋战国时期晋国公子重耳在政
治避难流亡时仅有介子推等几位大臣一
直跟随，他们在卫国的深山里迷了路，因
数天没有进食，重耳饿晕过去。介子推为
救重耳咬牙从自己腿上剜下一块肉炖给
重耳充饥，重耳感激涕零。19年后重耳归
国登基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提
拔奖赏了一批与他度过流亡生涯的随从，
因“介子推不言禄，禄亦弗及”，介子推隐
姓埋名于山林。晋文公为逼介子推出来，
放火烧山，不料介子推决不出山“抱木而
死”。为了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把绵山
改名“介山”，并把放火烧山的这一天（即

清明节的前一天）
定为寒食节，全国
禁止烟火，家家户
户概不生火做饭，
只 吃 干 粮 。 谓 之

“寒食”。因寒食节
之前三天晋国全域
不许生火烧饭，那
么 如 何 填 饱 肚 子
呢？祖先便提前准
备好可以不用生火

而冷吃的食物，即有一种油炸的环状面食
应运而生，用作寒食节期间的餐食。因馓
子为寒食节备用，故被称作“寒具”，又称
捻头、环饼等，俗称“馓子”。苏东坡喜欢
吃馓子，为此曾写过一首《寒具》：“纤手搓
成玉数寻，碧油煎出嫩黄深，夜来春睡无
轻重，压扁佳人缠臂金。”（“寒具”是馓子
两汉时期的别称）

镇江流传句老话，“清明不吃饣齐儿和
馓子，死后阎王老爷要打板子。”即饣齐儿
和馓子专供清明时上坟祭祖、修整坟墓时
食用的。随后麻油馓子逐渐成为大众喜
爱的食品，也成了孝敬长辈、馈赠亲友的
佳品。

麻油馓子虽是一种手工制作的油炸
类面点，但用料讲究，其主料是面粉、麻
油、糖、盐等，用的是上等精粉、小磨麻油，
因而越嚼越香。工艺严格有序：发酵，揉
面，切条，抻面——拇指粗的面剂拉成筷
子粗，然后在手上一圈圈缠着，绕毛线一
样悬空挂着，估计分量差不多了，就用一

根筷子拦腰一抄，丢进油锅一炸，一圈黄
澄澄的麻油馓子就完成了。看炸麻油馓
子也是一种享受：用两根长筷子绷住两
头，下油锅炸至半熟，两手合拢，一扭一
叠，就拼成了一个扇形，然后继续油炸，捞
起来，就是一圈圈缠缠绕绕、金黄焦脆的
麻油馓子。炸好的馓子轻轻叠放到竹筐
里，以保持馓子的完整。制作麻油馓子也
有不少技巧。优质的麻油馓子色泽金黄、
股细、条匀、通酥、香脆，在抻面、醒面、绕
面和炸面等环节就需要一点手法和诀窍。

麻油馓子有多种吃法，最常见的是茶
余饭后当作休闲食品干嚼，吃起来很是酥
脆，越嚼越香。起初一人先吃，听到声音
闻到香味全家都会情不自禁先后加入大
嚼麻油馓子。另一种是泡或煮，那可是老
镇江很实惠的“晚茶”，在碗里放一把馓
子，撒些白糖，倒入开水或煮沸的荤汤，盖
上闷泡一会儿，类似现在泡方便面一样便
当。煮麻油馓子像下面条一样放进开水
锅内煮沸，馓子变得软润，上面漂着些油
花，加点调料吃起来滑溜溜、软绵绵，香喷
喷的味道绵而不糊、甜而不腻。水煮或汤
泡麻油馓子更是产妇坐月子的滋补品，老
婆婆总要买上几斤麻油馓子，每天抓一把
放入锅内煮沸后打只鸡蛋再加一勺老红
糖，给产妇补身体。

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麻油馓子也不
多见了，但往事并未随风飘散，在那平淡
生活中麻油馓子难以忘怀的滋味、香味依
然如故挥之不去……成了老镇江永久的
记忆。

从“疫”字可以看出，古人很早就知
道疫病相关知识，因此古代防疫之法多种
多样，尽管古代医学很不发达，但古人的
努力在数千年的实践中，亦发挥了积极的
作用。

隔离之法
我国诸多历史文献中，记载了古代

“隔离”之法。《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
问》 载，秦国有将麻风病人集中迁移到

“疠所”居住的规定。《汉书·卷十二·平
帝纪第十二》 载：“民疾疫者，舍空邸第，
为置医药。”《晋书·王彪之传》亦载：“永
和末，多疾疫。旧制，朝臣家有时疾，染
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
宫。”这说明秦晋时期，古人亦知道对瘟疫
患者“隔离”的重要性，因而制定了相应
法令。到了南北朝时期，“隔离防疫”已经
成为了一种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
曾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
以隔离收治患上疫病之人。隋朝与萧齐类
似，专门为麻风病人设立“疠人坊”。

养正之法
《内经》 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古人重视内求，认
为正为本，邪为标，预防感染，首重扶
正，正旺则邪不能侵，所以“养正”乃是
关键。

艾灸之法
古人认知到，艾灸可“壮固根蒂，保

护形躯，熏蒸本原，却除百病，蠲五脏之
痛患，保一身之康宁。”所以古人非常重视
趁未病时艾灸，以避免感染疫毒。《扁鹊心
书》 曰：“保命之法，灼艾第一。”扁鹊是
说，艾灸能保命，不但可用于治疗，亦可

用于预防。可见，古代艾灸也是防疫之法。
药囊之法

古人认为，疫毒是一种偏性极重的邪
气，可用药物偏性克制疫毒偏性。如将药囊
悬挂或佩戴，或悬挂于门户、帐前，或佩戴于
手臂头顶，可以预防疫毒感染，所以民间曾
有“戴个香草袋，不怕五虫害”之说。

药浴之法
药浴之法，即通过中药药浴来避邪。

《内经》 曰：“又一法，于雨水日后，三浴
以药泄汗。”清代刘松峰在《松峰说疫》一
书中记载：“于谷雨以后，用川芎、苍术、
白芷、零陵香各等分，煎水沐浴三次，以
泄其汗，汗出臭者无病。”这都说明，药浴
也是古人常用的防疫之法。

粉身之法
古人认为，身上抹粉也能预防瘟疫邪

毒。晋代名医葛洪在 《肘后备急方》 中，
记载了用皂荚、牡丹、细辛、干姜、附子
等配制而成的药物，既可纳鼻中吸之取
吐，亦可外粉周身，用以祛邪辟秽，甚至
还可用于治疗牛马疫病，一方兼而多用。

烧烟之法
清代 《验方新编》 中，有空气消毒之

方，以“苍术末、红枣，共捣为丸如弹子
大，不时烧之，可免时疫不染。”苍术味道
芳香，内可化湿浊之郁，外能散风湿之
邪，烧烟亦有空气消毒之功效。可见古人
面临疫病时，不但有隔离、养正等方法，
还有烧烟消毒法。以中药烧烟给空气消
毒，这样可以干扰病毒，祛毒祛疫，调和
环境，使人不病。

消毒之法
古人的消毒，一般是针对病人用过的

所有衣物。大多用蒸煮的方法，进行高温
灭菌。清代贾山亭 《仙方合集·辟瘟诸
方》说：“天行时疫传染，凡患疫之家，将
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

时代往前跳了一大步，科学有了大的
飞跃，我们有足够的信心，战胜突发疫情。

古代
防疫之法

□ 卜庆萍

闲话麻油馓子
□ 于锡强

“文天祥镇江脱险渡口遗址”刻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