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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量”原是形容酒量大

许晖

语词精奥

不因财货丧失人格
晏建怀

宏大宽容的气度称作“雅量”，《世说新语》中有“雅量”这一篇
目，就是记述当时人的这种气度。最能说明这种气度的是嵇康：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
‘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然后从容
就死。这就叫“雅量”。
“雅”的本义是一种鸟类。《说文解字》：“雅，楚乌也。一名鸒，

一名卑居。秦谓之雅。”段玉裁辨析道：“楚乌，乌属，其名楚乌，非
荆楚之楚也。”
“雅”既为鸟类，于是古人顺理成章地就把酒器制成“雅”的样

子，就像“爵”是模仿“雀”的形状一样。
魏文帝曹丕所著《典论》中说：“刘表子弟有三雅之爵。”《太平御

览》卷八百四十五引《典论》佚文：“刘表有酒爵三：大曰伯雅，次曰仲
雅，小曰季雅。伯雅容七升，仲雅六升，季雅五升。”卷四百九十七引
《史典论》曰：“荆州牧刘表跨有南土，子弟骄贵，并好酒，为三爵：大
曰伯雅，次曰仲雅，小曰季雅。伯受七升，仲受六升，季受五升。”
伯、仲、叔、季是古人对兄弟从大到小的排行次序，刘表及其子

弟将酒器按照容量大小依次分为伯雅、仲雅、季雅三种，此之谓“三
雅”。据北宋学者温革所著《隐窟杂志》载：“阆州有三雅池，古有修
此池者，得三铜器，状如酒杯，各有二篆，曰伯雅、仲雅、季雅。或谓
刘表一子好酒，常制三爵，大受一斗，次受七升，小受五升。赵德麟
云恐是盛酒器，非饮器也。”可见宋代时今四川阆中尚有“三雅池”
的名胜。
《太平御览》卷四百二十七引《东观汉记》，记载了东汉大臣吴良

的事迹。吴良是齐国临淄人，任郡吏，这一年正月初一，众官员去
向太守庆贺新年，有一位叫王望的官员大拍太守的马屁：“齐郡败
乱，遭离盗贼，人民饥饿，不闻鸡鸣狗吠之音。明府视事五年，土
地开辟，盗贼灭息，五谷丰熟，家给人足。今日岁首，诚上雅寿。”
“明府”是对太守的尊称。这一番话说完，众官员“皆称万岁”。吴良
一听大怒，指出“盗贼未弭，人民困乏，不能家给人足”的现实，要求
太守“无受其觞”。太守听从了吴良的进谏，“遂不举觞”。

王望口称的“雅寿”一词，是指举起叫“雅”的酒杯祝寿；太守
“不举觞”，也证明“雅”就是一种酒器。清代学者袁枚所著《随园随
笔》中有一则《雅量之讹》，就对此进行了辨析：“《汉志》：‘请上雅
寿。’注：雅，酒閜也。即刘表酒器三雅之‘雅’。盖群臣上雅爵以介
寿耳，非云酒量大也，今称人善饮为雅量，误矣。”大杯称“閜”，可见
“雅”的容量确实很大。

清人翟灏所著《通俗编》中写道：“世称雅量，谓能饮此器
中酒，不及醉也。”可见清代时人们已经把善饮、酒量大称作
“雅量”了。袁枚虽然纠正说
“今称人善饮为雅量，误矣”，但
早已约定俗成。由酒量大引申
而为气度宽宏，乃属顺理成章
之事。

拾遗

提到古诗，人们脑海中可能会涌现出李白、杜甫这样中国诗歌史上
的杰出代表。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还有许多来自民间、名气不大的草
根诗人，他们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出色的作品。

草根诗人佳作多
邱俊霖

一

自由职业型

“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
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这首小学课
本上的《小儿垂钓》大家都不陌生，诗歌描写了
一个侧坐在河边青苔上学钓鱼的孩子，听见路
人问路远远地便摆了摆手，生怕惊动了水中的
鱼儿，简单的画面却活灵活现，使读者感到意
趣盎然。

这首诗的作者胡令能便是一位典型的唐代
草根诗人，因为家中太穷，他甚至只能以修补锅
碗瓢盆为生，由于手艺不错，还得到了个“胡钉
铰”的外号。

在神仙打架的唐代诗坛，胡令能并不出
名，关于他的记载也很少。不过，人穷志不穷，
胡令能勤奋好学，工作之余经常写诗，他的努
力也得到了回报，如今，他的诗仅存四首，但他
却依靠着自己为数不多的作品在诗歌史上占
据了一席之地。

与胡令能相似的还有中唐诗人刘叉。刘叉
的本职工作也不是读书，而是当侠客。刘叉的
性格以“任气”出名，就是处事随性，不加约束。
《唐才子传》记载，刘叉年轻时还因为酗酒

斗殴摊上过人命官司，不得不亡命天涯，直到
朝廷大赦天下后才脱罪。后来刘叉发愤读书，
竟写得出一手好诗，完成了从逃犯到诗人的华
丽转型。

转型后的刘叉对往事似乎颇有悔意。有一
回，一位秀才朋友很喜欢刘叉的佩剑，刘叉直接
把剑送给了这位秀才，并赋诗一首：“一条古时
水，向我手心流。临行泻赠君，勿薄细碎仇。”宝
剑犹如一条古老的河流在手心流淌，锋利而又
厚重。但刘叉又特意交代“勿薄细碎仇”，叮嘱
秀才遇事千万要冷静，不要为了私人小恩小怨
就拔剑相向。

当时大名鼎鼎的散文家樊宗师对刘叉的诗
也赞赏有加，可见刘叉的诗确实写得好。正好
大学士韩愈广招天下贤才，刘叉便慕名前往，投
到韩愈门下成了一名打工人。

二

行踪成谜型

“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侯门
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贵族公子争相
追逐着美丽的女孩，女孩的眼泪沾湿罗巾，她嫁
入了深幽如海的贵族人家，从此心爱的人便成
了陌路之人。

这首诗的作者是中唐秀才崔郊，传说崔郊
与他姑母家一位美丽的婢女互相爱恋，但这位
婢女却被卖给了贵族于頔，崔郊对此难以忘
怀。后来婢女外出与崔郊邂逅，百感交集的崔
郊便写下了这首《赠去婢》。好在于頔读到了这
首诗，于是成人之美，让崔郊将婢女带回了家，
这也传为一段佳话。对于崔郊，人们只知道这
个美丽的传说。

在历史上，像崔郊这样记载很少但却留下

了佳作的草根诗人还有很多，比如宋末诗人卢
梅坡存世诗作不多，却凭借着两首《雪梅》在诗
坛留下了浓墨一笔，其中“梅须逊雪三分白，雪
却输梅一段香”一句更是名传千古。和崔郊一
样，卢梅坡的生平事迹不详，“梅坡”也应该不是
他的真名，而是他的号，但由于没有更多的记
载，人们因此只记住了卢梅坡。

虽然难以在正史当中占得一席之地，但这
并不妨碍草根诗人们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怀，比
如南宋诗人林升便曾在临安的一家旅舍墙壁上
写了一首诗：“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
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当时
的南宋朝廷偏安江南，日日歌舞升平，不思收复
中原，看到这种情景，林升便用这首诗来抒发自
己内心的愤慨：西湖的暖风把游人都陶醉了，只
把杭州当作昔日的汴京。

还有一些行踪不定的草根诗人在旅途中也
能写出佳作，比如元代诗人唐珙有一回游历到
了洞庭湖，一时兴起，赋诗一首：“西风吹老洞庭
波，一夜湘君白发多。醉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
梦压星河。”这首诗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秋风
劲吹，洞庭湖水似乎都衰老了许多；一夜愁思，
湘君也多了白发。醉卧扁舟，只见一片似幻似
真、星光璀璨的世界，不知道是天上的星辰倒映
在水中还是我身处梦境呢？

由于唐珙在历史上的记载极少，导致清人
在编《全唐诗》时误将唐珙的这首作品归入其中
了，或许，这首七绝的确具有唐诗的气质吧。

三

人间才女型

在封建社会，女性连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
也没有，许多有才华的女诗人被迫混迹于江湖
之中，但这并不妨碍她们展现自己的才华。

唐代诗人薛涛出生于官宦之家，原本应该
成为“白富美”的她却因为家道中落，在16岁时
便成为一名歌伎。不过薛涛没有向命运低头，
而是坚持创作，她的诗歌产量和质量“双高”，比
如她的代表作《送友人》：“水国蒹葭夜有霜，月
寒山色共苍苍。谁言千里自今夕，离梦杳如关
塞长。”诗中引用《诗经》里《秦风·蒹葭》中的意
境，将送别之情娓娓道来，诗意层层推进，表达

了与朋友离别的复杂情感，让人读后回味无穷。
现存薛涛诗歌便有九十多首，比著名诗人

贺知章的存诗量还多数倍。此外，薛涛还是一
位“交际花”，著名的诗人元稹、刘禹锡、白居易
都是她的好朋友，当时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
甚至向皇帝打报告，想给薛涛争取个秘书省校
书郎的官衔，虽然未能如愿，但薛涛却因此得了
个“女校书”的荣誉称号。

同样是女诗人，李冶则不受世俗的约束，
她的生活潇洒而随意，她的作品更是打破了女
诗人一贯矜持的格局，正因为如此，她的诗歌
绽放着独特的光芒。比如《八至》：“至近至远
东西，至深至浅清溪。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
疏夫妻。”诗中“至”字反复出现八次，说的是浅
显而至真的道理，但却具有深刻的哲理意味。
当时的诗人刘长卿十分欣赏李冶，将她称为
“女中诗豪”。

中唐诗人刘采春则是一位“流行女歌手”，
传说刘采春擅长参军戏，这是当时的一种调笑
性质的喜剧，传统的参军戏通常用诙谐的言辞
相戏来达到喜剧效果，但刘采春不走寻常路，她
将歌唱的表演形式加入到了自己的戏中。

据说，刘采春的嗓音婉转动人，余音绕梁不
绝。她最擅长唱的是《望夫歌》，也被称作《啰唝
曲》，这是一个词牌，调名源自陈后主所建的啰
唝楼。据说刘采春创作的《啰唝曲》有120首之
多，现在《全唐诗》中仅存录了六首。

其实，像这样具有才华的女诗人在中国历
史的长河当中还有很多，她们用自己的作品证
明着她们的价值与才华。

四

高僧隐士型

“我有一方便，价值百匹练。相打长伏弱，
至死不入县。”这是一首初唐时期的白话诗，作
者是初唐时一位叫做王梵志的僧人。诗的意思
是我有个价比百匹熟绢的处世法宝：与人打架
就认输，承认自己弱小，打死也不去县衙里告
状。这首诗没有华丽的修饰，却完美塑造了一
个封建社会的弱者形象，在令人忍俊不禁的同
时却又有所反省。

王梵志的白话诗语言质朴，具有禅理式的

机趣。在唐代，王梵志这位草根“网红”的诗很
流行，但却不被封建贵族待见，清代人在编《全
唐诗》的时候竟将王梵志的诗屏之门外，以至于
他的诗渐渐失传。直到晚晴光绪年间，人们才
在“敦煌遗书”中又发现了王梵志的诗。

同样是唐代诗僧，黄櫱禅师写过一首《上堂
开示颂》：“尘劳迥脱事非常，紧把绳头做一场。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这首诗用
凌寒开放、香气袭人的梅花劝诫世人为人做事
应有梅花这般的品质，后来这首诗也成为人们
相互鼓励的经典语录。

唐末至五代时期，在遥远的桂岭（今广西贺
州市桂岭镇）有一位叫做翁宏的隐士诗人，他创
作的诗如今只存下了零星几首，但其中的《春
残》却很有名。这首诗写女子春末怀人，但颔联
的“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融情入景，工丽自
然，一不小心便成了千古名句。后来的北宋词
人晏几道在《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中还引用
了翁宏的这句诗，结果被近代学者谭献称赞为
“千古不能有二”的名句。

不过，要论隐士的最高境界，那还得数北宋
的杰出理学家、数学家邵雍不可。所谓“大隐隐
于市”，邵雍隐居的地方不是山林深处，而是在
当时的大都市洛阳。

邵雍淡泊名利，也不参加科考，但名声大了
盖也盖不住，有人向朝廷举贤，说邵雍才能非
凡，让他出来做官，邵雍偏偏称病不去赴任。他
住的房子破了，当时的官场大佬司马光、富弼等
人亲自掏腰包给他置办新宅子，邵雍还给自己
的宅子起了个名字叫“安乐窝”，并自号为“安乐
先生”。

虽然以搞研究出名，但邵雍也写得一手好
诗。有一年春天，邵雍出门游玩，看到乡间骀荡
的春光和迷人的风物，情不自禁地写了一首《山
村咏怀》：“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
座，八九十枝花。”数学家写诗就是不同凡响，邵
雍用简单的数字将烟村、人家、亭台、鲜花等景
象排列在一起，构成一幅靓丽的田园风光图，让
人们感受到了一种闲适淡雅的意境。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高僧隐士型诗人的
佳作还有许多，比如南宋诗僧志南的《绝句》：
“古木阴中系短篷，杖藜扶我过桥东。沾衣欲湿
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杏花时节蒙蒙雨，仿
佛故意要沾湿我的衣裳似的下个不停；吹拂脸

庞的微风已无寒意，嫩绿的柳条随风舞动，令人
格外舒畅。这首诗为读者展现了一幅无限美好
的春天世界。

这些高僧隐士，他们在历史上并不那么出
名，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写出千古佳句。

五

科场失意型

说到科场失意的诗人，就绕不开孟浩然。
作为唐代山水田园诗歌的代表人物之一，孟浩
然才华没得说，就是总也考不上。

虽然只能以一个草根诗人混迹于诗坛，但
这并不影响孟浩然写出绝佳作品，毕竟，谁不会
吟诵“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
花落知多少”呢？

和孟浩然一样科场失意的读书人还有很
多，比如同样是唐玄宗时期的刘方平就写过
一首很出名的宫怨诗：“纱窗日落渐黄昏，金
屋无人见泪痕。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满地
不开门。”写的是幽闭宫内、与世隔绝的少女
过着孤独凄惨的生活。刘方平因为科举失意
终生未仕，不过传说中他可是当时名震一时
的美男子。

当然了，要说到科举失意，恐怕没人比罗隐
更失意了。罗隐才华在线，但应试水平太差，一
口气考了十几次科举，结果全部铩羽而归，史称
“十上不第”。不过好在他老人家能够自我排
解：“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今朝
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今天有酒就喝
他个酩酊大醉，明天的烦恼明天再愁。

然而，通读罗隐的作品便能发现，他其实并
不是真正的快乐，相反，他天天都发愁，而且爱
发牢骚。比如：“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
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蜜
蜂辛辛苦苦酿花蜜，到头来却不知让谁尝到了
甜头。罗隐常常以锐利的笔锋去揭露晚唐社会
的黑暗，这首诗只是他众多讽喻诗中的一首，讽
刺的是当时贪官污吏不劳而获，同时表达了对
劳动人民的无限同情。

元代诗人王冕也热爱学习，甚至因为学习
把自家的牛给丢了，不过王冕也是考运不佳，最
后一怒之下将自己的考试文章一把火给烧了，
然后寄情山水，终成一代名家。王冕的《墨梅》
大家都耳熟能详：“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
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王冕一生爱梅，并借梅自喻，表达了自己不向世
俗献媚的高尚情操。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

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做田。”在科举失意的
草根诗人大军中，明代才子唐寅可谓无人不知，
他的才华首屈一指，曾连夺府试、乡试第一，最
后却在会试中卷入了科场舞弊案，从此只能游
荡于江湖之间，埋首于诗画之中，好在唐寅的不
幸却成了艺术界的幸事，人们也记住了这位风
流才子唐伯虎。

在中国历史上，像这样的草根诗人还有很
多，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并未在史书中留下太
多痕迹，但是他们的作品却跨越了时光，至今仍
然在闪烁着耀眼光芒。

徐向前：送妻子的生日礼物
一位曾在徐向前身边工作近9年的秘书回忆，

徐帅9年里除军队发的衣服外，只在1964年夫妻俩

每人做过一件呢子大衣，以后再没添置过新衣。身

为共和国元帅、党和国家领导人，他除了在正式场

合外一般都身穿便服。在大量的史料照片中可以

看到，他经常穿着“打补丁”的便装。

有一年，徐向前的妻子黄杰过生日，徐向前问

她：“过生日了，你要什么礼物呀？”黄杰想了想说：

“我也不要别的了，就是你当元帅以后，我从来没看

见过你穿元帅服什么样，你就穿上让我看一眼就行

了。”对她这个出人意料的要求，徐向前答应得很痛

快，他麻利地穿上元帅服站在老伴儿面前，模特般

地展示了一番。从此以后，那件象征着他一生荣誉

的元帅服就再也没见他穿过了，一直静静地压在徐

家的樟木箱里。

顾颉刚：感谢学生的不同意见
据1931年的一天，顾颉刚为学生们讲《尧典》，

当讲到《尧典》的十二州是起源于汉武帝时代的制

度时，学生谭其骧站起来说：“老师你讲错了！”并指

出了错误所在。顾颉刚听罢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嘱

咐谭其骧把不同意见写成书面材料交给自己。顾

颉刚看完材料后，又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两人反

复沟通几次，最后，顾颉刚把讨论的这些内容写在

了讲义上。顾颉刚在课堂上说：“谭其骧同学对我

的帮助很大，帮我纠正了很多错误，但他的意见也

有我不同意的，这些都让我非常感谢。”

徐光启：种好红薯再当官
1610年，在家丁忧期满的徐光启接到吏部要求

其回京复职的文书，徐光启回复说“薯种越冬春耕

事未完，容春后北返”，意思是贮存好红薯，春天播

种后再回北京做官。

红薯在明朝中期引入中国，最大的特点是产量

高，可种植范围一直局限在岭南一带，没有在国内

大面积推广。除了信息不通交通闭塞的原因，红薯

本身也有一个缺陷，就是贮种不易，过冬的红薯不

是烂掉，就是提前发芽。丁忧三年的徐光启一直在

家试验，一定要解决贮种这个难题。

徐光启把红薯分成几组，分别藏于阁楼、草垛、

墙洞等地方，但到春天拿出来，基本上是烂掉的多。

有一年，他突发奇想用旧棉被把红薯包裹着，结果没

挨过冬天，红薯烂得更快。到了第三年，徐光启在自

家院子里挖了几个土坑，底下分别垫上稻草、树枝、

草木灰等，把红薯种放进去后，有的土坑上方插上透

气的竹筒，有的土坑则密封起来。徐光启不去复职，

就是等待试验的结果。

到了春天，那些密不透风的土坑让徐光启欣喜不

已，每个出土的红薯都完好如初，他记录如下文字：选择

高土，薯入地窖，秘藏过冬，开春如新。之后，徐光启在

全国大力推广这种贮种方法，红薯得以大面积种植，很

好地解决了当时中国因人口大增而出现的粮食问题。

溯源：“荏苒”是什么
在现代汉语中，我们经常使用“荏苒”一词，如光

阴荏苒等，形容时光易逝。有意思的是，“荏苒”与植

物有关，这种植物就是紫苏，更准确地说，是白苏。

紫苏变异极大，其中，叶片纯绿色的为白苏，古称

“荏”；叶片单面或双面呈现紫色的为紫苏，古称“桂

荏”。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这样介绍：“曰紫

苏者，以别白苏也。苏乃荏类，而味更辛如桂，故《尔

雅》谓之桂荏。”

在“荏苒”一词中，“荏”指的是白苏，而“苒”则是

形容草木茂盛的样子。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向有以物言情、以物咏志

的传统。作为一年生草本植物，白苏的生命只能持续

一年时间。古人看到它们在四季的变化，不免感叹时

光易逝。西晋文学家潘安在悼念亡妻的诗中写道：“荏

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意思是说，四季随着时光的流

逝不断更替，寒暖伴着时间的改变迅速轮换，时光飞

逝，只让人感叹对它的无奈……由此开启了白苏与时

间的象征联系。“荏苒”因而有了独特的人文色彩。

米开朗琪罗：不称职的“兼职快递员”
米开朗琪罗生活的意大利，各城邦之间外交与

商贸频繁。不过由于各城邦之间路途遥远，雇用信

使是一笔不小的支出。16世纪初，雇用信使将物品

从佛罗伦萨送到罗马，其佣金大约是中等家庭一个

月的收入。许多名人都曾当过“兼职快递员”，顺路

帮人寄送书信和礼物。

1506年，米开朗琪罗从佛罗伦萨前往罗马拜见

教皇，临行前就接了一单，客户是因《君主论》而名传

后世的马基雅维利。当时，马基雅维利在罗马出差，

需要一笔经费，政府同事得知米开朗琪罗的行程，就

请他捎钱捎信。结果，米开朗琪罗到了罗马与教皇因

艺术分歧大吵一架，居然忘了望眼欲穿的客户。等他

回过神来时，已经离开了罗马，只能把钱和信退给了

佛罗伦萨政府，留下身后的马基雅维利徒呼奈何。

说贾黄中是个天才，一点也不为过。他生于五代时期，七岁
即以小小年纪考上童子举（也叫童子科，是科举考试中为儿童特
设的考试科目），一鸣惊人。

当时，名臣李昉曾专为他作了一首诗：“七岁神童古所难，贾
家门户有衣冠。十人科第排头上，五部经书诵舌端。见榜不知名
字贵，登筵未识管弦欢。从今稳上青云去，万里谁能测羽翰。”既
为惊叹，也有期许。

贾黄中能成天才，与他严格的家教是分不开的。他五岁的时
候，父亲贾玭每天早晨就会让他站直身子，取与他身高差不多的
书卷，要求当天读完，称为“等身书”。而且，这个严格的父亲还给
儿子作了一个特别奇怪的规定，从小不让他吃肉，只准吃蔬菜，还
说：“等你学业有成，才可以吃肉。”玉不琢不成器，在父亲的严格
教育下，贾黄中果然学业精进，十五岁考上进士，即授校书郎，从
此步入仕途。

父亲的谆谆教诲，不仅培养了贾黄中一身才学，磨砺了坚强
的意志，而且锤炼了他优良的品质。他一生为官，勤政爱民，严于
律己，在朝野间有口皆碑。北宋初期，他任宣州（今安徽宣城）知
州时，因宣州刚刚收复不久，老百姓饱受战争创伤，满目疮痍，饥
民遍野。许多人曾因经受不了饥饿铤而走险，沦为盗贼。贾黄中
到任后，一方面广募钱粮，救济饥民，在朝廷救济资源短缺的情况
下，甚至将自己的俸禄全部捐出来，购米熬粥，广设粥场，数千百
姓因此得以存活。另一方面，他从理解和同情的角度出发，平息
盗贼，安抚百姓，许多啸聚山林之徒，被感化归来，重建家园，宣州
的治安日渐好转，生产也开始恢复。

太平兴国二年（977），宋太宗任贾黄中为升州（今江苏南京）知
州。升州三年前还是南唐后主李煜的国都江宁府，北宋平定南唐
后改为升州。有一次，贾黄中在巡视府衙时，偶尔发现一处闲置
的房子窗户紧闭，锁得严严实实。他觉得非常奇怪，命人撬开那
锈迹斑斑的铁制大锁，推开门一看，里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数十
个大箱子，打开这些箱子，他顿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几十箱全
部是闪闪发光的金银财宝，珠玉鼎彝，价值难以估量。

贾黄中猜想这批财宝应该是李煜后宫遗物，当年李煜肉袒出
降，连国家都拱手相让了，谁还会记得这笔收藏于暗屋之中的财
货？遇上私利至上贪财的主，这可是唾手可得的意外横财，但贾
黄中廉洁奉公，自己的俸禄都舍得拿出来给百姓设粥场，又怎么
会在这种意外横财面前丧失人格呢？他立即安排人将这些珍宝
登记造册，悉数上交朝廷。宋太宗得知这件事情后，由衷感叹说：
“非（贾）黄中廉恪，则亡国之宝，将污法而害人矣。”意思是若非贾
黄中恭谨廉洁，那么南唐这些亡国之宝，就会要使法律受到玷污，
并且害人犯罪了。

宋太宗至道二年（996），贾黄中因病去世，终年五十六岁。贾黄
中一生，谨慎做人，廉洁为官，死后家徒四壁，没有余财，连安葬都成
问题。宋太宗听说后非常难过，特赐钱三十万，让他入土为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