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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慧机敏
爱读书过目不忘

柳庆出身于名门望族河东柳氏，天资聪颖，
自幼酷爱读书，饱览经史，但不拘泥于章句，开
朗倜傥，思维敏捷，善于言谈应酬。
柳家世代书香，家中藏书非常丰富。某日，

风清日朗，十三岁的柳庆帮父亲在天井里晒书，
他忙里忙外，在书堆里跑来跑去，累得满头大汗，
小脸儿在和煦的阳光下泛着红光。看着儿子跑
来跑去的身影，柳庆父亲突然想考考他，摸摸他
的功底，于是，便把柳庆叫到身边，对他说：“别人
都说你聪明机敏，我还没有验证过呢，不知是真
是假，今天就来考考你。”说着，随手从书堆里抽
出一本《杂赋集》，指着目录中一篇赋的题目说，
“你就背诵这一篇吧。”这篇赋有一千余字，柳庆
接过书，当即读了三遍，然后把书本一合，交给父
亲，便一字不漏地将全篇背诵了下来。
其父柳僧习喜出望外。
其时，柳僧习官居颍川（今河南许昌）郡

守。颍川毗邻京都洛阳，权贵豪富人家颇多，在
选聘乡官时，这些权贵豪富之家倚财仗势，穿梭
于郡府衙门，你方说罢我登场，互不服气，郡府
衙门成为他们竞相比拼的角力场，柳僧习成为
他们集中围猎的对象。

柳僧习是个忠贞刚直之士，他把四个儿子
叫到跟前，对他们说：“权贵们私相嘱托，这些绣
花枕头我一个也不用。用了误国。但是他们派
来的说客就要回去了，必须有个答复。你们各
以自己的意思为我起草一封信，谁写得好，我就
用谁的。”不大的工夫，儿子们陆续完成了父亲布
置的任务，柳僧习逐篇阅读，以为四儿子柳庆写
得最好。

打动柳僧习的是柳庆回信中的这样几句
话：“下官受委大邦，选吏之日，有能者进，不
肖者退。此乃朝廷恒典。”其父读罢，十分赞赏
柳庆的直率，感叹道：“此儿有意气，丈夫理当
如是。”

◎敢碰硬茬
惩凶顽贵戚敛手

永熙三年（534），北魏孝武帝元修迫于权臣
高欢的强大压力，由洛阳西迁长安，投奔关西大
行台宇文泰。柳庆随孝武帝入关后，被任命为

相府东阁祭酒，兼任记室，后转任户曹参军。西魏
文帝大统八年（542），柳庆被擢升为大行台郎中领
北华州长史，大统十年任尚书都兵。

广陵王元欣是魏皇室的亲族，他的外甥孟氏
是个无法无天的小混混，仗势称霸乡里，屡屡横行
不法，肆意为虐，成了远近闻名的害群之马。前任
官员都知道这个小混混背靠大树，是个硬茬儿，没
人敢招惹，对其恶行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更
加助长了孟氏的嚣张气焰，他愈发肆无忌惮。某
日，有人告发孟氏盗窃耕牛，柳庆命捕快将其缉拿
归案。经审讯，人赃俱获，孟氏供认不讳，柳庆立
即下令把他监禁起来。

一贯嚣张跋扈的孟氏毫无惧色，气势汹汹地
对柳庆说：“我倒要看看，你今天把我关起来，明天
你怎么将我放出来！”此时，广陵王元欣派来的使者
也找上门来，愣是说孟氏无罪。孟氏知道后，更加
有恃无恐，口出狂言，要柳庆“吃不了，兜着走”。

属下吏员将孟氏的骄躁狂妄之举向柳庆报
告，柳庆微微一笑，召集僚属吏员即刻到大堂集合，
公开宣读孟氏倚仗皇亲虐害百姓的种种罪状。宣
读完毕，宣布立即行刑，孟氏立时毙命于杖下。

慑于柳庆的朝野人望，元欣也不敢就此案再
说三道四。元欣是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的孙子，随
孝武帝入关后，历任太傅、录尚书事、太宰、中军大
都督、司徒、大丞相等职，位高权重，其礼遇位居西
魏诸宗王之冠，连他的面子柳庆都不肯给，更不用
说其他人了。

自此以后，“贵戚敛手，不敢侵暴”，皇亲贵族
都收敛了气焰，不敢再侵害百姓。

◎自比于公
施妙策断案如神

柳庆一生为官清正廉明，一身正气，两袖清
风。他决讼断狱秉公无私，每每有奇思妙想，出人
意料，于细微处寻突破，堪称断案如神。《周书·列
传第十四·柳庆传》记载了柳庆断案的许多故事，
我们从中撷取两个。
第一个故事：不翼而飞的黄金。
有个商人带了二十斤黄金到京都做生意，租住

在一户人家家里。商人非常谨慎，每次外出，都是自
己拿着钥匙，从来不曾假手他人。可是突然有一天，
商人回到房间，发现自己的黄金全部不翼而飞。房
门及锁丝毫无损，究竟是谁盗走了黄金呢？
商人将房主告到了官府。郡县官府立即派出

捕快将房主抓获，经过拷讯审问，房主承认是自己
偷了商人的钱。

柳庆听了案情汇报，觉得此案太过蹊跷，决定
亲自审问。他命人把商人召来，问道：“你的钥匙
经常放在哪儿？”商人答道：“总是自己带着。”又
问：“近期你同别人一起住宿过吗？”商人答：“没
有。”再问：“可同别人一起喝过酒？”商人答：“前一
阵儿曾和一个和尚两次聚餐，酒逢知己，开怀畅
饮，不知不觉间喝得我大白天都睡着了。”

柳庆一拍几案，十分有把握地说：“房主不是
贼，他是因为经不住拷打而不得不招认，真正的贼
是那个和尚。”于是，立即派人去捉拿和尚，发现和
尚偷了钱早已逃之夭夭。后来，柳庆派人将和尚
缉捕归案，缴获了丢失的全部黄金。
第二个故事：诓贼投案自首。
有一户人家，深夜遭群贼抢劫，郡县派人察

访，许久查不到贼人的踪迹，便怀疑其邻居有作案
的嫌疑。于是，官府将其左邻右舍很多人囚禁起
来，众人大呼冤枉。
柳庆认为，贼人晚间结伙抢劫，应当是临时纠

合，他们彼此间没有深交，必然互相猜疑，可以利
用这一点，以诈术诓贼，寻求突破。
于是，柳庆命属下写了大量匿名信，在官府门

口、商铺周围、街巷要道广泛张贴。信中写道：“我
一时脑袋发热，参与了共同抢劫，天底下没有不透
风的墙，何况抢劫者人员混杂，恐怕早晚要走漏风
声。如今想投案自首，又害怕得不到宽大处理，更
害怕被处死。如果官府允诺赦免最先自首者的罪
过，我就准备前往自首。”
第二天，柳庆又命人贴出官府文告，声称最先自

首者可以免罪。文告上的官府大红印章赫然醒目。
这一招竟然特别灵验。两天后，广陵王元欣

的一个家奴自缚前来，在榜文下自首。柳庆趁热
打铁，严加审讯，很快将众贼一网打尽。
柳庆断案，诸如此类，不可胜数。他常常感叹

说：“汉朝的于公，以秉公无私善于断狱而闻名于
世，他命人将大门修得宽阔高大，以待后世迎受封
赏，后来，他的儿子于定国做了丞相。同于公相
比，我也差不多了吧？”
大统十三年，朝廷封柳庆为清河县男，食邑二

百户，兼任尚书右丞，代行计部事。

◎天性抗直
宇文泰倚为股肱

宇文泰对大臣王茂成见很深，以至于下决心要
杀掉他，而王茂并没有犯死罪。群臣都知道王茂是
冤枉的，可是谁也不敢站出来为王茂鸣冤，或者去劝
说宇文泰宽大为怀，得饶人处且饶人。

柳庆可不管这一套。他径直找到宇文泰说：
“王茂没有犯罪，为什么要将他处死？”宇文泰遭到
质问，不由火冒三丈，声色俱厉地呵斥柳庆说：“王
茂罪当处死，如果你敢替他开脱，声言他没罪，那
就是你也有罪，必须严惩！”说罢，命令左右立即将
柳庆绑缚起来。
柳庆面无惧色，双目圆睁，大声对宇文泰抗辩

道：“窃闻君有不达者为不明，臣有不争者为不
忠。庆谨竭愚诚，实不敢爱死，但惧公为不明之君
耳。愿深察之。”意思是说，我听说国君如果不通
情达理就不是明君，臣下如果不敢与国君争辩就
不是忠臣。我努力竭尽驽钝忠诚，确实不敢吝惜
生命，只是担心您被人看作不明之君而已。愿您
能明知深察。

一句话使宇文泰恍然大悟，遂下令给柳庆松
绑，赦免王茂，但已经来不及了——王茂的人头已
然落地。宇文泰闻报，久久沉默不语。
第二天，宇文泰召见柳庆，不无歉意地说：“我

没能及时采纳你的建议，使得王茂含冤而死。亡
羊补牢，现今能做的只能是向王茂的家眷多多赏
赐钱帛，以表明我的过错。”
自此，宇文泰将柳庆倚为股肱，厚加赏赐。据

《周书·柳庆传》记载：“庆威仪端肃，枢机明辨。太
祖（宇文泰）每发号令，常使庆宣之。天性抗直，无
所回避。太祖亦以此深委仗焉。二年，授车骑大
将军、仪同三司。魏恭帝初，进位骠骑大将军、开
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转左仆射，领著作。六
官建，拜司会中大夫。”

◎不畏权贵
拒晋公不上贼船

西魏恭帝三年（556年）十月，宇文泰在北巡
途中溘然病逝，其子宇文觉嗣其位为太师、大冢
宰，由宇文泰侄晋公宇文护辅政。
其时，宇文觉只是个十四岁的娃娃，朝廷大权

全部落入宇文护手中。宇文护炙手可热，满朝文
武竞相攀附者趋之若鹜。宇文护野心勃勃，傲视
满朝文武，唯独对柳庆的品格能力和超高人望十
分佩服，便想拉拢柳庆为心腹，没想到柳庆竟“不
识抬举”，直言推辞，不肯上宇文护的贼船，令宇文
护大感意外，也十分恼火。

孝闵帝元年（557）九月，晋公宇文护废黜孝闵
帝宇文觉，此后三年内，宇文护连杀宇文觉、拓跋
廓、宇文毓三帝，于武成二年（560）迎立宇文泰第
四子宇文邕为帝，一时权倾朝野，成为北周的实际
主宰者。

权奸当道，清忠亮直之士自然没有好日子
过。柳庆先是被贬为万州刺史，不久又召回任雍
州别驾，兼任京兆尹，北周世宗武成二年调任宜州
刺史。

柳庆因秉公执法与小冢宰杨宽结下梁子，杨宽
处心积虑寻机报复。柳庆曾长期掌管朝廷府库，杨
宽组建起一个清查班子，将府库历年的账本查了个
底儿朝天，还寻找借口，囚禁了数名柳庆当年的老部
下，威逼利诱，要他们构陷柳庆“贪赃枉法”。清仓查
账、审讯拷问持续了六十多天，有的吏员被拷打致
死，也没有一个人肯昧着良心诬陷柳庆。查来查去，
最终只在府库中找到几匹多出账面的彩绢。消息传
开，人们无不佩服柳庆的清正廉洁。

北周武帝天和元年（566）十二月，柳庆病逝，
享年五十岁，朝廷赠予鄜、绥、丹三州刺史，谥号
曰“景”。
“生于河东名门柳，昂首乱世傲王侯。晋公邀

入伙，泾渭明清浊。决狱悬秦镜，自比汉于公。奸
佞瑟瑟抖，贵戚俱敛手。”《周书·柳庆传》给予柳庆
很高的评价：“束带立朝，怀匪躬之节；莅官从政，著
清白之美。并遭逢兴运，各展志能，誉重搢绅，望隆
端揆，非虚云也。然庆畏避权宠，违忤宰臣，虽取诎
于一时，实获申于千载矣。”柳庆的仕途经历丰富，
他清忠亮直，才能出众，在官场中坚守清白之美，不
畏权势，最终赢得了历史的赞誉。

白居易年轻时，对于食物并没有太

多要求，反正能填饱肚子的，对他来说便

是美味，能容身的地方，就是好的居所：

“充肠皆美食，容膝即安居。”

元和十年（815），当朝宰相武元衡遇

刺身亡，白居易上疏主张严缉凶手。当时

白居易正担任“太子左赞善大夫”，主要负

责辅佐太子。朝臣们认为白居易是越职

言事，想方设法排挤、诽谤他。不久后，白

居易被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

年过四十，仕途失意，白居易的心态

发生了很大变化，曾经踌躇满志的青年

变得“恬然自安”起来，他开始更加关注

身边的人和事儿，还有自己邂逅的那些

美食。比如来到江州，白居易发现江州

的鱼肉极其鲜美。他在给朋友元稹的信

中便提到：“湓鱼颇肥，江酒极美。”

湓鱼即湓江出产的鱼儿。湓江又名

湓水、湓浦，也就是今天九江的龙开河。

它发源于瑞昌清湓山，汇庐山下流水，经

湓浦口注入长江。白居易告诉元稹：江

州的鱼儿鲜肥，酒更是香醇美味。

白居易有多爱江州的鱼呢？咱们可

以从他的诗歌中找到答案。有一年，在

九江的春末夏初时节，正在郊游的白居

易特意来到湓浦口观鱼：“观鱼傍湓浦，

看竹入杨家。”他还向大家解释道：“湓浦

多鱼。浦西有杨侍郎宅，多好竹。”杨宅

的竹子和湓浦的鱼儿，都给白居易留下

了美好的回忆。至于怎么吃才能不辜负

这鲜美的鱼肉，白居易也给出了答案：

“绿蚁杯香嫩，红丝脍缕肥。”

吃鱼当然得配上极美的“江酒”。“绿

蚁”是指新酿的米酒还没过滤时，上面漂

浮的绿色泡沫。唐朝人吃鱼，喜欢生切，

将鲜嫩肥美的鱼肉切丝，浇上蘸料，配上

那新鲜出炉、沁人心脾的美酒，那该多么

美味呀。所以，白居易才会心满意足地

表示：“故园无此味，何必苦思归。”老家

也没这样的美味，所以何必整天盼望着

回故乡呢。

白居易晚年曾前往苏州担任刺史。人

们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的鱼，

味道可不逊于江州鱼，甚至“朝盘鲙红鲤，

夜烛舞青娥”，苏州的鱼，可以从早吃到

晚。“鲙”，是鱼生的一种称呼。将新鲜红鲤

鱼切成细片，蘸着调料食用，好不快意。

后来，白居易在给元稹的诗中还回

忆过苏杭的鱼：“鱼鲙芥酱调，水葵盐豉

絮。”水葵即莼菜。用芥酱为新鲜鱼片调

味，用豆豉和盐烹煮莼菜，这些美味，都

是白居易关于江南记忆里的美好碎片。

白居易晚年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

洛阳，他过得安闲自在，偶尔参与朋友间

的宴会：“净淘红粒罯香饭，薄切紫鳞烹

水葵。”当时，洛阳附近的陆浑县盛产红

米。白居易吃着香喷喷的红米饭，吃着

切成薄片的鲜鱼肉和莼菜，不由得想起

了当年在苏州的日子，忍不住在宴席上

问从苏州来的客人：“停杯一问苏州客，

何似吴松江上时。”这洛阳林园中的景

致，比之苏州吴淞江畔的如何？

白居易对红米饭颇为喜欢，他在《饱

食闲坐》一诗中说：“红粒陆浑稻，白鳞伊

水鲂。庖童呼我食，饭热鱼鲜香。箸箸

适我口，匙匙充我肠。”“伊水鲂”指流经

洛阳的伊河中的鲂鱼，因为味道鲜美，在

当时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珍味。红米饭配

上伊水鲂，每一口都合乎白居易的口味，

让他吃得舒适满足，称心如意。

白居易晚年体弱多病，腿脚不灵活

了，听觉和视觉也严重衰弱。加上他信奉

佛教，吃得总体比较清淡，时不时还要来

一段“斋戒”。斋戒期间，既不能喝酒，也

不能吃荤。会昌二年（842），退休的白居

易斋戒完毕后，妻子杨氏为他张罗了一桌

丰盛的菜肴：“鲂鳞白如雪，蒸炙加桂姜。

稻饭红似花，调沃新酪浆。佐以脯醢味，

间之椒薤芳。”吃的还是红米饭，下饭的依

然是鱼。鱼是清蒸的，加上肉桂、生姜等

香料调味。红米饭上浇上了用动物乳汁

调制的调味酱，再加上些其他的小菜，并

以花椒和薤菜添香。薤，即咱们今天说的

藠菜，或藠头。闻着饭菜香气，白居易迫

不及待地拿起了筷子：“山妻未举案，馋叟

已先尝。”吃着可口的饭菜，看着眼前和自

己一样满头白发的老伴，白居易心生感

激，不由得放下碗筷，握紧妻子的手：“偕

老不易得，白头何足伤。”

鱼肉固然鲜美，辛苦操劳为自己烹饪

美食的人更值得珍惜啊！

欧阳修因一篇《醉翁亭记》而文扬天
下、名扬天下。后世有唐恪者，于宋徽宗宣
和初年（1119）出任滁州太守，欲借欧阳修
之名而扶摇直上，乃在醉翁亭不远处另建
一亭，取名“同醉亭”，并创作一篇《同醉亭
记》，“大书刻石”，将文章刻石立碑，也指望
文扬天下、名扬天下。不想这样大费周章
后，结果却东施效颦，不但其“亭”寂寂无
名，其“文”亦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不为人
知。南宋徐度将其事记载于《却扫编》一书
中，唐恪果然“名扬天下”，不过留下的却是
千年的话柄，徒增笑耳。
为何适得其反？这是因为任何一段文

人佳话、任何一篇千古文章，既是智慧的结
晶，更是遭遇的反映，所谓“物不得其平则
鸣”。欧阳修之所以写下《醉翁亭记》，正是
因为其经历“不平”所致。宋仁宗庆历年
间，欧阳修因支持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
得罪了当时不愿意推行甚至结盟阻止新政
的一大批因循守旧的权贵，他们将范仲淹
排挤出朝后，又借欧阳修甥女张氏（欧阳修
妹夫前妻之女）与男仆通奸之案，诱逼她检
举欧阳修曾与她有过偷情事，虽然后来案
无实证，且是张氏屈打成招的结果，但毕竟
关系人伦纲常，道德准则，所以迫使仁宗解
除了欧阳修河北路都转运按察使的要职，
将他贬知滁州（今安徽滁州）。
要知道，其时欧阳修还不到四十岁，年

纪既轻，而又文名远播，政声烜赫，关键是
此时他极得仁宗欣赏和信赖，倘无意外，出
将入相几乎指日可待，可就在此节骨眼上
被弹劾、被诬陷、被贬谪，尤其这还是皇帝
的旨意，对于欧阳修的打击之重可想而

知。而且这种诬陷和委屈又不能自辩，因为
辩之反而越描越黑，无异于自取其辱。

于是，贬知滁州第二年，痛定思痛的欧阳
修写下了这篇表面看似自得其乐的《醉翁亭
记》，来表达内心的豁达，希望以这种豁达的
姿态来证明“不伦之罪”的子虚乌有。但我们
细读全文，不难看出表面的快乐，难掩欧阳修
内心深处的悲凉，故有人说“醉翁之意不在
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
者，太守醉也”这些语句，“直有长歌当哭之
意”。这就是文章的高明之处，也是欧阳修
“文扬天下、名扬天下”的原因之一。

每一篇好文章的背后，都有一个“不得不
说的故事”，唐恪无此“特殊经历”，却想成其
“特殊声誉”，结果自是东施效颦，贻笑大方。

尽管唐恪为人所笑，但天下好名者多矣，
步其后尘“效”欧阳修之“颦”，奢望枝附影从
而扬名立万者仍不乏其人，薛嗣昌便是其中
之一。

1048年，欧阳修调任扬州（今江苏扬州）
知州。“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扬州寺多，尤以始建于南朝的大明寺最著
名。任职期间，欧阳修在大明寺西侧辟地建
了一个供人游憩、雅集的场所，曰平山堂。
平山堂高立于蜀冈之上，驻足堂前，长江

之南群山起伏，尽收眼底，似与栏槛平，故
名。南宋叶梦得称平山堂：“壮丽为淮南第
一。”欧阳修亦说此堂：“占胜蜀冈，江南诸山，
一目千里。”

平山堂建好后，欧阳修又在堂前亲手种
下一株垂柳，春风骀荡，枝叶婆娑。
一年后，欧阳修移知颍州（今安徽阜阳），

百姓感念他在扬州的德政，将这棵柳树亲切

地称为“欧公柳”。从此，平山堂与“欧公柳”
相映成趣，引来游人如织，经久不衰。

1056年，时已调回京师任翰林学士、史
馆修撰的欧阳修，得知好友刘敞（字原父，一
作原甫）出任扬州知府，特置宴为其饯行，并
满怀深情写下一首《朝中措·平山堂》的送别
词。词曰：

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

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

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

词中既表达了对履新好友千叮万嘱的真
挚友情，又体现了他对平山堂前亲手植下的
那株风姿婀娜、枝叶婆娑垂柳的深深眷恋。
扬州因欧阳修而有了平山堂、有了“欧公

柳”、有了大明寺中最具文化气息的诗意胜
景。之后，梅尧臣、苏轼、秦观、叶梦得等一代
又一代的文人墨客先后奔赴扬州，怀着朝圣
的虔诚，在平山堂前、“欧公柳”下盘桓流连，
诗意喷发，留下了一首首精妙诗词，一篇篇秋
水文章，还留下了许多文坛佳话，苏轼词中便
有：“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足见欧
阳修的影响之巨。

欧阳修去世后，他那如日中天的文名和
平山堂前文坛佳话的美好，又引来一位荒诞
不经的“效颦者”。据宋人张邦基的《墨庄漫
录》记载，北宋徽宗时，薛嗣昌出任扬州知
州，他到扬州后，没有关注欧阳修曾经的德
政民心，却对平山堂、“欧公柳”的巨大声誉
艳羡不已，特在“欧公柳”的正对面种下一株
垂柳，自吹自擂标榜为“薛公柳”。可惜薛公
与欧公相比，才华判若云泥，政声亦相去霄
壤，所以此举被老百姓嗤之以鼻，薛嗣昌甫
一离任，老百姓随即就将“薛公柳”砍掉，当
柴火烧了。
可见，没有货真价实的才气，缺乏为民造

福的真诚，单靠“效颦”是效不出一个“文章太
守”“一世文宗”来的。后来者不明就里，妄图
虚名，每每成了笑谈。

“阑珊”是一个古代诗词中出现频率非常高的词，古意盎
然，一听就极雅致，因此今天的人们也特别爱用，但也常常误
用，比如有人用“灯火阑珊”来描述城市中深夜繁盛的灯光，这
样的用法是错误的，完全不懂“阑珊”一词的本义及其由来。
“阑”这个字造得很有意思。繁体字“闌”，在商周金文

字形中，上面的“柬”像扎束起来的口袋，里面的黑点表示财
物或东西；中间是一扇“門（门）”；下面还有一个“夕”，表示
月亮升起了一半。整个字形会意为：天色已晚，家里关上
门，清点财物，不准外人进入。
《说文解字》：“阑，门遮也。”“阑”由此引申为门前阻止

外人进入的栅栏，这个义项后来写作“欄（栏）”或“檻（槛）”，
即栏杆之意；再引申为阻拦，这个义项后来写作“攔（拦）”。
这叫“古今字”，最早的古字“阑”因为义项被今字“栏”“槛”
“拦”所分化和继承，反而成为今天很少使用的汉字了。

有个极冷僻的词叫“阑入”，字面意思就是未经主人允
许，擅自扒拉开栅栏，闯入主人家中。《汉书·成帝纪》记载了
一个九岁小女孩引发的恐慌事件：渭河边有一处地方，地名
非常古怪，叫“虒上”；这个地名古怪的地方有一个姓名非常
古怪的九岁小女孩，叫“陈持弓”。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
七月，陈持弓听说发洪水了，从长安城西侧的横城门入城，
胡乱奔走，竟然从尚方署的边门闯进皇宫，一直到未央宫附
近管理皇家园林的钩盾署才被发现。此事惊动了长安吏
民，纷纷上城墙躲避洪水。
《汉书·成帝纪》称陈持弓“阑入尚方掖门”“无符籍妄入

宫曰阑”，陈持弓没有任何入宫凭证，擅自从尚方署的边门
闯入皇宫，这就叫“阑入”。

栏杆把一块地方围起来，栏杆的边界即为尽头，因此“阑”
引申为将尽之意，比如酒宴即将结束称“酒阑”，“夜阑人静”形容
夜将尽时分的寂静。“阑”又进一步引申为衰落、零乱、困窘之意。
“阑珊”是一个叠韵联绵词，其实就是将单字扩展为韵母

相同而声母不同的双字，写
诗时使声调和谐。与“阑珊”
同样的叠韵联绵词还有“阑
单”“阑散”“阑残”。

柳庆（516年—566年），字更兴，河东郡解县（今山西永济）人。历仕北魏、西魏和北周，
历任户曹参军、大行台郎中领北华州长史、尚书都兵、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
射、尚书左仆射、司会中大夫、京兆尹、宜州刺史等职。柳庆自幼博览群书，过目成诵，为官清
廉刚直，以刚正不阿断案如神彪炳青史。《周书·柳庆传》称赞他：“莅官从政，著清白之美……
虽取诎于一时，实获申于千载矣。”

“东施效颦”徒增笑耳
晏建怀

“阑珊”原来是形容残尽之意
许晖

绿蚁杯香嫩 红丝脍缕肥

吃鱼行家 且看白居易
善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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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庆
莅官从政 著清白之美

刘立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