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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黄豁、吴瑞、陈尚才、侯捷

喜马拉雅山脉自西向东绵延上千公里后，在
海拔 7782米的南迦巴瓦峰停住了脚步。高山继续
往东南延伸，在连接横断山脉的伯舒拉岭地带，察
隅河、独龙江、怒江等河流将高山撕开一道道口
子，从深山峡谷间奔涌向东。于是，中国西藏东南
部呈现出一个独特的地理单元：“西藏江南”察隅。

察隅，藏语意为“片状石之地”。这里高山耸
立，河谷纵横，密林千里；这里气候温润宜人，桑曲
河流水潺潺，崇山峻岭苍翠如黛，一派亚热带原始
森林景象。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使察隅成为西藏海
拔较低、降水充沛、四季温和之地，同时又以山高
谷深、道路艰险而闻名于世，茶马古道支线——丙
（丙中洛）察（察瓦龙）察（察隅）路大部分路段在其
境内。察隅，令人惊叹之余更平添了几分向往。

峡谷密林间的诱惑

察隅被德姆拉雪山、伯舒拉岭等山脉环绕，来
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与高原冷空气在此相会，形
成“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景观。这里平均海
拔 2800米，最低处海拔仅有 600 多米，地势由西
北向东南倾斜，垂直落差悬殊，是典型的高山峡谷
和山地河谷地貌。

察隅，现为林芝市辖下的一个县，古称“杂域”，

是古代西藏地方政府流放犯人的地方。当时，人们
觉得这里酷热难当，野兽出没，加之路途遥远，是
一处艰险荒远之地。相比于“门域”“珞瑜”这些地方
的神奇与婉约，藏文史书中为察隅着墨更多的只
有那古道上的“驮铃声”。

作为茶马古道滇藏线的支线，沿着险峻的怒江
峡谷，云南的茶叶经贡山县（丙中洛）、西藏察隅县

（察瓦龙乡），运送到林芝和拉萨等地。溜索惊险，古
道漫漫，马帮将一个个村落串联为经济文化交流的
走廊。如今，逼仄的悬崖古道不再，滇藏新通道“丙察
察线”，受到众多国内外自驾爱好者的追捧。

从察瓦龙乡出发，沿着怒江逆流而上，翻越通
顶拉山口，逐渐会看到一座神圣的雪山挺立于天
际之间，这就是著名的梅里雪山。这里是西藏察隅
县与云南德钦县的交界地带，西坡山脚的甲兴村
是距离梅里雪山最近的村庄，随着丙察察线路的
贯通，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开始尝试进入这里。他
们不惧艰辛，一路风尘，只为一睹梅里雪山的神奇
与甲兴村的静谧。

在藏东南深山峡谷间还居住着一个神秘的族
群——僜人。这个目前在中国境内仅有 1600 多人
的族群，曾长期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过去，
他们居住在深山密林，房屋以树枝、干草、兽皮等
搭建；生产工具主要靠木棍、刀、箭等；食物以野生
动物、野果野菜为主。

20世纪 60年代，党和政府将僜人从深山老林
里迁居到河谷台地，他们不再以狩猎为生，有了房
屋和田地，学种水稻、玉米、鸡爪谷（一种热带耐旱谷
类作物），接受了现代教育，逐步过上了现代生活。

“太阳的女儿，光芒四射。美丽的女人，在心中
歌唱幸福的生活。”

僜人精编歌舞《太阳的女儿》，向世人讲述了
僜人神话《阿佳尼射日》中太阳形成的传说，歌舞
带给人光与温暖的感动，也给我们留下了无尽
的遐想。

走进下察隅镇僜人新村，绿油油的稻田掩映
着一座座新居，黄墙、青瓦、茅草屋顶，极富民族特
色。凭借独特的地理气候，下察隅镇近几年开始推
广种植猕猴桃。古老的深山峡谷遇上“甜蜜”的事
业，点燃了人们的生活热情，也勾起了外界对这块

土地的向往。
察隅是藏在深山密林间的诱惑，千百年间，封

闭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气候环境，使察隅成为很
难抵达的诗和远方。如今，随着省道 201 线和滇藏
新通道的开通，察隅正成为越来越多人能够到达
的地方。

古道的“偏与不偏”

察隅地处藏东南一隅，周围群山环绕，川藏、
滇藏公路到达昌都八宿县然乌湖后折而向西，从
其北部绕行而过，察隅成了与两大进藏公路“两不
靠”的“死角”。自古以来，无论从哪个方向进出察
隅，都需要翻越雪山峡谷，异常艰险。相对而言，它
所处的地理单元遗世独立，被世人称为“远方”。

过去，偏僻与湿热是察隅的代名词。但因为茶
马古道，看似偏远的察隅又成为骡马商队的重要
驿站。商旅来往不绝，马蹄声清脆入耳，将一袋袋
茶叶销往察隅、拉萨，甚至远销南亚各国。

茶马古道曾是中国西南的重要民间贸易通
道。在崇山峻岭间，在深山峡谷中，马帮跋山涉水，
越过沼泽地，走过悬崖边，时而风餐露宿于山野之
间，时而通过溜索横渡怒江。

丙察察线路，起于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丙中洛镇，途径西藏自治
区察隅县察瓦龙乡，最终到达察隅县城所在地竹
瓦根镇，全长 270余公里。丙察察所处的这条滇藏
古道被称为“只有飞鸟和老鼠才能通过的路”，是
茶马古道中艰险的一段路。

20 多年前，当丙中洛到察瓦龙还不通公路
时，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曾经跟随进藏马帮，沿着怒
江峡谷中的悬崖栈道前行。脚下是奔腾咆哮的怒
江，人马驿道窄处仅容一人擦着崖壁通过，脚下的
木板颤颤巍巍，惊险异常，常有骡马、牦牛失足坠
入怒江。

正是因为艰险异常，察瓦龙的马帮在茶马古
道上赫赫有名，出了许多掌柜。即使在云南丽江，
不少商号都有他们的股份，丽江人都把他们叫作
“察瓦弄巴”。

茶马古道研究专家、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员李
旭认为，察瓦龙之所以“盛产”马帮和生意人，与其
刚好处在云南、西藏、缅甸、印度三角交叉地带的
中心位置有关，那里很久以来就是这一区域交流
的枢纽。

的确，“偏与不偏”是相对的。在党和国家的关
怀下，经过西藏、云南两省（区）多年的建设投入，
这条茶马古道上的艰险小道，已开拓成了滇藏新
通道（第七条进藏公路）。
从察隅县城出发，走上这条滇藏新通道，越野

车在盘山路上不断盘旋绕行，翻越一座座雪山后
才能到达察瓦龙乡。再从察瓦龙出发，要陆续经过
大流砂、小流砂、老虎嘴、鸡爪谷隧道等地点。驾驶
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普布次仁告诉记者，经过这些
路段一定要认真，观察流砂迹象，再谨慎通过，一
般上午或下雨时通过相对比较安全。

山道狭窄，颠簸起伏，险象环生……这条在茶
马古道基础上修建出来的公路，依附在悬崖峭壁
之上，其另一侧是波涛滚滚的怒江，一路奔向云南
省境内。汽车身后逐渐远去的是美丽的河谷、江
滩，以及江边千姿百态的鹅卵石。在丙中洛镇还有
怒江进入云南境内的第一个大拐弯，云雾缭绕中
尽显滇藏交界处的魅力与诱人。

如今沿着察隅河谷的上察隅镇、下察隅镇、古
玉乡、竹瓦根镇等均已实现村村通柏油路。察隅县
干部自豪地开玩笑说，论条件，现在县城不如乡
镇、乡镇不如村居。过去，那遥远和偏僻的察隅已

成历史，代之而来的是环境好、产业兴、百姓富足
的边陲新察隅。

在山峰顶点，在江河之畔，在沟谷深处，察隅
儿女的脚步跋涉不止，逐梦向前。

别样的“西藏江南”

察隅河是察隅县的母亲河，它发源于德姆拉
雪山，全长 295 公里。印度洋水汽沿着察隅河一路
北上，为察隅带来丰富的降水和温润的气候，在河
谷及周边山地形成西藏少有的亚热带气候，因此
察隅被称为“西藏的江南”。
峡谷、森林、高山、冰川……不同的地理环境

造就了察隅人家千姿百态的生活。
在察隅的神奇自然中，有着 12 年果木种植经

验的高永徐与猕猴桃悄然相遇。2010 年，她决定
在下察隅镇夏尼村试种黄心猕猴桃。经过 3 年的
漫长实验等待，她的 20 亩猕猴桃试种成功。经鉴
定，这里出产的绿心、黄心猕猴桃果肉鲜嫩、果浆
丰富、口感独特、维生素 C 含量高，被评为国家农
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的产品。

察隅县认为这是一条带动村民脱贫致富的好
路子，开始在下察隅镇大力推广种植猕猴桃。当地
村民通过技术培训，并在猕猴桃基地务工学习，很
快也掌握了种植技术。

经过多年发展，察隅县以标准化种植、规模化
管理，建立起猕猴桃整体发展的产业格局。如今，
全县猕猴桃种植面积达 2300 多亩，年产量达 30
万斤，猕猴桃产业已成为察隅县的特色优势产业。

古玉乡罗马村位于桑曲河东岸，距离县城90
多公里，这里属于典型的高山峡谷地貌，到处都是
野生桃树林。每当春天到来，这里就会花开如锦，
芳香满谷，娇艳的桃花、绿色的麦田、金黄的油菜
花和圣洁的雪山共同交织成一幅独特的画卷，犹
如世外桃源，吸引着无数游人赏花踏青。

每年桃花盛开时，罗马村桃花文化旅游节就
拉开察隅新一年发展的序幕。罗马村桃花节已从
最初单一的赏花发展成以花为媒的“桃花经济”，
成为察隅县促进旅游与文化深度融合的舞台，拉
动相关产业发展。

从高山峡谷来到冰川脚下的上察隅镇阿扎
村，这是一个隐藏在冰川与森林中的村庄。阿扎
村附近是我国海拔最低的海洋性冰川——阿扎
冰川，这里有世界上罕见的森林冰川景观。冰川
融水滋养了它脚下的土地，阿扎村附近雪线以
下的山坡上，覆盖着茂密的原始森林和高山灌
木，郁郁葱葱，绵延不尽。

茂密的森林，众多的树木为阿扎木碗的发
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原料。阿扎木碗也因其经
久耐用，花纹别致在西藏久负盛名。罗松群培是
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阿扎木碗的传承人，因为
善于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将传统元素与现代气
息结合，出自罗松群培之手的木碗在市场上十
分走俏。

为了让更多群众脱贫致富，罗松群培成立
了“阿扎冰川林下产品有限公司”，他毫无保留
地将木碗制作技艺传授给更多人。如今，阿扎村
家家户户都在制作木碗，成了察隅著名的“木碗
村”，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在筑梦小康的路上大
放异彩。

从察隅县城出发，沿着丙察察线向东南前
行200多公里后，就来到了位于梅里雪山脚下的
察瓦龙乡阿丙村。长期生活在这里的藏族村民，

抬头就能看到梅里雪山。这里是转山外线上的
村庄，每年来梅里雪山的转山群众和游客都会
选择在村里落脚休整。

依靠绝对的地理优势，家庭旅馆在阿丙村
发展得红红火火。这里共有 84 户人家，如今几
乎每家都盖起了崭新的藏式楼房，做起了旅馆
生意，发展乡村生态旅游。在这里，夜宿家庭旅
馆，品尝藏家饭菜，感受梅里雪山的雄奇，是一
份难得的自在与惬意。

察隅寻味

“中午吃顿僜人手抓饭吧，香得很！”察隅县
沙玛村的干部推荐说。有什么民族特色吗？僜人
手抓饭好吃吗？记者顿时好奇起来。在沙玛村采
访完干部群众，已是午后时分，我们决定前往附
近的僜人新村就餐。

僜人新村位于察隅县下察隅镇，这里是中
国人口较少的族群僜人的聚居地，他们分布在
上、下察隅镇的新村、夏尼村、嘎腰村、自更村等
9 个村。散养的土鸡，地里的谷米和辣椒，再配
上山里的香草、香料，就做成了风味独特的僜人
手抓饭。

不到一个小时，僜家乐老板红伟给每个人
端上了一份热气腾腾的手抓饭：一盘芭蕉叶裹
米饭，一盘鸡块“坨坨肉”，一盘辣椒拌折耳根，
一份辣椒汁和一盘鲜野菜。红伟介绍说，以前僜
人缺乏商品观念，现在手抓饭正成为村里发展
旅游、产业扶贫的一张亮丽名片。

上察隅镇西巴村的夜晚是属于鸡爪谷
酒的。

鸡爪谷是西巴村珞巴族群众重要的粮食作
物，以往鸡爪谷是珞巴族群众的主食。如今随着
生活质量越来越好，自家生产的粮食和外来的大
米已经成了主食，鸡爪谷主要用于酿酒、熬粥等。

西巴村人每家每户都酿有这种类似醪糟的
鸡爪谷酒。加了酒曲的鸡爪谷在发酵后，装在一
个半升大小的木桶里，倒上温开水。吸饮之前，
要用手指压住竹管吸嘴，然后插进去舂几下之
后倒过来，被吸起的酒浆就会流出。劳作之余，
人们聚在一起，一边喝酒一边随歌起舞，鸡爪谷
酒在无意间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从一粒
种子到一壶美酒，鸡爪谷给予西巴村群众能量
和欢乐。

以前，村民出行只能依靠溜索，生活贫穷落
后。近年来，当地政府不仅给西巴村修了路，打
通了与外界的联系通道，还帮村民修建了新房
及各种配套设施，人居环境得到了大大的改善。
随着脱贫攻坚工作持续深入推进，西巴村群众
已实现整体脱贫，人均年收入也在逐年提高。

以前，察隅神秘的美，令人向往；现在，察隅
百转千回的味道，让人痴迷和回味。

同样，依靠地理物产酿制美酒的地方，还有
察瓦龙乡的拉卡村。察瓦龙，藏语意为“炎热的
峡谷”。这里山高谷深，属于怒江干热河谷地带，
这种西藏罕见的气候为仙人掌的生长创造了条
件，绵延在峡谷两岸的仙人掌密密簇簇，也为酿
制仙人掌果酒提供了野生原材料。

仙人掌的果实，味道香甜，水分充足，是这里
人们最熟悉的味道。采摘仙人掌果，将其摩擦去
刺，用水洗净后装入瓷罐，添加其他物质，封存发
酵，如此仙人掌果酒就算完成了一大半。把仙人
掌果酿成美酒，或许是仙人掌果最好的归宿。

烧一壶清泉水，沏一杯察隅茶，斜倚在院子
里，看杯中绿叶沉下又回升，任密林鸟鸣风拂。
远处是云卷云舒的淡然，近处是青翠欲滴的苍
山，这是察隅最好的打开方式。

在察隅，同样不可或缺的是，走一走茶园地
头，品一杯现炒现泡的高原有机茶。走进下察隅
镇卡地村，青山绿水旁，一垄垄茶树整齐地排列
在山腰，群众腰挂竹篓在采摘茶青，村委会院子
里，技术员黄华林正带着村民支灶炒茶。

亚热带峡谷气候，加之台地众多，造就了察
隅特色的高山有机茶。2018 年起，察隅县开始
大力发展茶产业，截至目前全县茶叶种植面积
约 1 . 2万亩，撑起了农民增收、农村富裕、脱贫
攻坚的一方新天地。

察隅是藏在深山密林间的“如意宝地”，是
茶马古道丙察察线上的一颗璀璨明珠。沐浴着
新时代的春风，察隅县合理规划产业布局，不断
推进优质水果种植、茶叶种植、养殖业、生态旅
游业等重点产业，为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
基础，正昂首阔步走向未来。

察隅：隐藏于峡谷密林的“西藏江南”

（上接 10 版）经过巫山十二峰时，一个当地的
老船夫给苏东坡讲述了他年轻时的经历。他说他
经常登上江边最高的山峰，山峰上有池塘，他就
在池塘里洗澡，把衣服挂在池边的树上。巫山有
大量的猴子，但他所到之处太高，连猴子也不见
踪影，不过他并不害怕。他还在神女祠附近看到
一种奇特的竹子，竹枝特别柔顺，一直垂到地上。
风吹修竹，竹枝来回摆动，竟自动把神女祠前的
空地打扫得干干净净，好像神女的仆人。苏东坡
听了，不禁神思悠然：人也许可以成仙，最大的困
难就在于无法忘记人的欲望——苏东坡就像大
多数中国古代文人那样坚信，世界上真的有神
仙，自己有一天也许就会追随他们而去。不过，终
其一生，苏东坡虽想乘风归去，却永久地留在了
坚实的大地上。

夷陵是今天湖北宜昌下辖的一个区。历史上，
扼守于三峡出口的夷陵曾发生过知名的夷陵大
战。夷陵这个名字，意味着连绵数百里的高山峡谷
已经结束：水至此而夷，山至此而陵。

对苏东坡来说，夷陵和他终生感激的伯乐有
关。伯乐，就是欧阳修。

欧阳修长苏东坡 29 岁。景祐三年（1036 年），
也就是苏东坡出生那一年秋天，欧阳修被贬为夷
陵县令。夷陵属峡州地盘，虽是州治所在，却是一
座破败小城。用欧阳修的话来说，“通衢不能容车
马，市无百货之列”。居民住处逼仄，灶房、仓库、厕
所、水井混在一起，一个房间上面住人，下面养猪。
房子都用茅草和竹子修建，一年要遭好几次火灾。

1035 年，朱庆基任峡州知州。他上任后，极力
整治夷陵城，修栅栏，铺街道，种树木，建官署，终
于使夷陵城有所改观。在京师时，朱庆基与欧阳修
就有交情。这样，当欧阳修贬任夷陵县令后，朱庆
基对他十分关照。在州衙东侧，为他修了居所，命
名为至喜堂。

与至喜堂相映成趣的，是位于长江边的至喜
亭。1037 年，朱庆基在长江之滨建了一所亭子，供
来往船家及客商休息。欧阳修将其命名为至喜亭，
意思是说，从上游而来的船家客商，都因走出了凶
险的峡江而心生欢喜。

一堂一亭，欧阳修都为之作记。20 多年过去

了，苏东坡舟过夷陵，欣然前往至喜堂并作诗纪
念。他看到，欧阳修居住过的屋子很破了，但当地
人还在不时修缮；欧阳修亲手种植的楠木，已经亭
亭如华盖。

清人袁枚认为，贬谪夷陵，对欧阳修的人生影
响极大，甚至是他后来有大成就的重要基础，即所
谓“庐陵事业夷陵起，眼界原从阅历增”。先辈这种
处逆境而自安自强的精神，对年轻的苏东坡来说，
无疑是一种激励和鞭策——以后，苏东坡能在比
夷陵更为偏远落后的惠州儋州乐观地生活，早年
的这些启示不无潜移默化之影响。

水转陆：古驿无人雪满庭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李白这
首小学生都能背诵的诗，使江陵声名远播。如今的
湖北荆州市，有一座荆州古城。这其实就是古代的
江陵。很多年来，江陵或为荆州州治，或为江陵府
治，直到上个世纪才被一分为三。

苏氏父子轻松愉快的水路行程在江陵画上句
号。嘉祐四年（1059 年）农历十二月八日，一家人
顺利抵达江陵。自嘉州到江陵，行船计 60日，沿途
经过了 11 个郡，26 个县。

春节已近，一家人在江陵过节。其间，苏东坡
将父子三人沿途所写诗文 100 篇编为一册，题为

《南行前集》。苏东坡的作品最多，诗歌 44首，赋两
篇，差不多占了一半。苏东坡在序言里强调，为文
贵在自然，不能为了作文而作文，一定要到了胸中
有话，不吐不快时才能写出好文章。他说，“昔之为
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这庶
几也是苏东坡一生所信守的为文原则。

1060年正月初五，当江陵城还沉浸在喜庆之中
时，苏东坡一家又出发了。这一回，他们无船可坐，只
有驴子可骑，家眷和行李则放置在租来的马车上。

从嘉州到江陵，他们一直由西向东；从江陵开
始，由南向北。这余下的陆路 1000 多里，大体就是

沿两条著名的古驿道前行。
一条是荆襄驿道，又称荆襄古道，南起荆州，

经荆门而北达襄阳。一条是南襄隘道，南起襄阳，
北达南阳盆地北部的方城。自上古时起，这两条以
襄阳为交汇点的古道，就是南方与中原沟通的
捷径。

汉水之滨的襄阳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控
汉水扼古道的地利，使其从战国时起，就是兵家必
争之地。襄阳也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诸葛亮年
轻时即隐居于此，直到刘备三顾茅庐后出山。他当
年躬耕垄亩的隆中，就在襄阳城西。苏氏父子欣然
前往，并赋诗留念。

襄阳城南，岘山苍翠，它因西晋名将羊祜而著
名。《晋书》上说，羊祜镇守荆襄时，经常到岘山饮
酒，一次对同游者感叹：自从有宇宙就有了这座
山，古往今来的贤达之士，登山远望，就像我与你
们一样，真是太多了，不过都湮灭不闻，不免使人
伤悲。后来，唐代诗人孟浩然隐居襄阳，也曾多次
到此，并写下了一首著名的诗篇：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
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苏东坡当然明白，就在他伫立远眺的地方，名

将来过，大师来过，而今，除了线装书里语焉不详
的几行文字，这世上再也找不到他们的蛛丝马迹
了。很自然地，苏东坡心里也像孟浩然怀念羊祜那
样，怀念起羊祜和孟浩然。

古人总是怀念更古的人，这并不是他们好古，
而是那种对生命流逝、时光不再的人生苦境之无
奈。时光总是要远去，一切都将成为历史。孟浩然
距羊祜 400 多年，苏东坡距孟浩然 300 多年。我们
今天距苏东坡则又已近千年。世间的人与事，只要
落入时间的尘网，就注定要一步步成为过去。

从伏牛山和桐柏山之间的方城垭口出了南阳
盆地，苏东坡一家来到了辽阔的华北平原。按竺可

桢的理论，苏东坡生活的 11世纪，中国的气候
已经从唐代的温暖期，进入了又一个寒冷期。
苏东坡一家北上京师的这年春天，气候尤其寒
冷。苏子由在他的诗里说，尽管春天已至，但唐
州（今河南唐河）一带由于天气太冷，“田冻未
生麦”。
当他们行进到尉氏境内时，天降大雪，被困

于冷清的驿站。苏东坡无事可做，就在大堂里饮
酒。一会儿，他看到有一个人冒雪走进庭中，下
了马，取下斗笠，上面的积雪有一寸厚。此人面
色黝黑，一看就是长期漂泊在外。苏东坡招呼他
同饮，那人也不客气，坐下来就喝。两人似乎没
有更多的交谈，只是相顾饮酒，偶尔露齿一笑。
不知不觉，苏东坡喝醉了。第二天一早，雪停了，
那人策马离去。苏东坡这才想起，自己连他的名
字也没问。

多年后，苏东坡在密州时，写下名篇《超然
亭记》。这是一篇最能洞察苏东坡为人处世原则
的作品。“凡物皆有可观。”这和苏东坡后来总结
自己“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
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的脾性一脉相通。既然
天下万物都有可观，那么就“皆有可乐，非必怪
奇伟丽者也”，也就是说，“哺糟啜醨，皆可以醉。
果蔬草木，皆可以饱”。于是，苏东坡进而认为，
“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是故，哪怕一个素
不相识的萍水相逢之人，苏东坡也能善待他，与
他同饮同醉，如同相知多年的好友。这既是与人
为善，也是豁达乐观。

后来，中年和晚年的苏东坡极为不顺，先后
谪贬黄州和更为遥远的岭南及儋州，却一直能
够自得其乐，在属于他的狭小有限的空间里，感
受生命的快乐和幸福，究其源，和他那种超然的
内心息息相关。

第二次来到京师，外省青年苏东坡兄弟
和他们的父亲再一次名噪京华，甚至，超过了

第一次。
嘉祐六年（1061 年）八月十七日，苏东坡昆

仲参加了制科考试。制科是宋朝人事考试中的
大科，极受优待，但不经常举行。两宋 300 多年
间，一共只举行了 22次。凡在制科考试中考中
的官员，一律升官；考中的百姓，立即得官，而且
不会任命到边远地区。

主考官是包括王安石在内的几位重臣。苏
东坡兄弟俩皆顺利通过，并参加了八月二十五
日，由宋仁宗亲自主持的御试。这次在崇政殿举
行的考试，考生只有苏东坡、苏子由和王介三
人，考官却有胡宿、司马光、范镇和蔡襄等 5人，
以及宋仁宗这位超级主考。

苏东坡的考试成绩列入三等，苏子由和王介
四等。粗粗一看，以为苏东坡似乎考得不尽如人
意。其实不然：宋人叶梦得《石林燕语》解释说：“制
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虚，惟以下三等取人。”也就
是说，一等和二等不过是虚应故事，不会产生，三
等就成了事实上的最高等。而且，自宋朝开国到
苏东坡时代，制科考试获得三等的，只有苏东坡
和吴育两人。

宋仁宗是一个求贤若渴的明君，他临朝几
十年里，手下可谓人才济济。当他读了苏东坡兄
弟俩的制策后，忍不住兴奋地告诉皇后：我今天
为子孙选出了两个宰相。

清代学者、苏东坡研究专家王文诰认为：
“自此，苏轼父子赫然名动京师，苏氏文章遂擅
天下，一时学者多众讲问，以其文为师法。”

这一年，苏东坡虚岁 26。
那时，在这个春风得意的年轻人眼里，自己

不仅诗文冠绝天下，乃至于出将入相，建功立
业，也都将是顺理成章的事——就像舟行长江，
一路俱是好风好水。

那时，他完全意想不到，以后，命运要峰回
路转，他将遭遇乌台诗案，遭遇一次次贬谪，一
次次背向京师的远行。“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
州儋州”——而这些意想不到的苦难与挫折，却
将进一步雕琢他，造化他，成就他，把他从一个
文思泉涌的才子，升华为文章与品行都可圈可
点的哲人和智者。这一切，如蛹化蝶，似花结果。

▲察隅河谷绽放的花与溪流（4 月 7 日拍摄）。 本报记者黄豁摄

外省青年苏东坡的“进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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