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灯!越来越亮
王天瑞

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 无论在

海滩还是在海岛! 无论在山顶还是在

谷底! 无论在森林还是在田野""深

夜里!如果没有灯光!那就是死寂#就

是阴森#就是惆怅#就是毛骨悚然!如

果有了灯光!那就是欢乐#就是自由#

就是希望#就是绚丽斑斓$

夜晚!当我走在黄村大街上!看到

满街闪烁的灯光! 突然想到%%%唐朝

诗人白居易早在一千多年前写的两句

诗&'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 )

灯! 为在黑暗中徘徊的人类指引

光明(灯!是人类征服黑暗的一项重要

工具(早在远古时代!人类就发明了用

火把照明!并逐步使用火来驱寒取暖#

烧烤食物#抵御野兽(到了春秋战国时

期!人类开始使用松脂火把照明!并逐

步使用动物油做燃料! 又逐步使用植

物油做燃料(到了周朝!随着陶瓷和青

铜器的出现和使用!人类发明了石灯#

陶瓷灯#青铜灯( 这样!由于油灯的横

空出世! 人类社会向前突飞猛进了一

大步( 有光明的地方!就有人类文明(

灯!驱散了黑暗!点亮了世界(

新中国建立前后!黄村人家使用的

大多是'老鳖灯)( 这是土窑里烧制的陶

瓷灯!其外形颇似椭圆形的老鳖(鳖背上

有个突起的圆孔!通过圆孔往鳖肚里注

油( 圆孔上有盖!注过油后拧上盖子!既

可防油撒!又可防失火(再从老鳖伸出的

长脖子里!把灯捻子塞进鳖肚里!使灯捻

子浸泡油里面(这样!在鳖嘴处点着灯捻

子!就可以照明了(那时!点灯的油!大多

是棉油或豆油( 老鳖周围还有几个小鼻

子!穿上细绳后!还可以把灯吊起来!高

灯下亮( 不过!一般人家为了省油!使用

的老鳖灯都比较小!只有当村里晚上唱

大戏#说大书#开大会时!使用的才是大

鳖灯!个头大!盛油多!灯火旺!能顶三四

级风(会场柱子上挂起两盏大鳖灯!呼呼

的灯火能一直着到三更天(

本来! 煤油早在清朝时期就已输

入我国!那时!煤油不叫煤油!国人都

叫它洋油!但直到我国建成玉门油田#

大庆油田后! 普普通通的黄村人才用

上煤油%%%我们自己的煤油(于是!千

百年传承而来的动物油灯# 植物油灯

便走进了历史! 突然降临人间的煤油

灯则遍地闪光(

煤油灯的制作!有的很复杂!有的

也很简单( 找来一个小小的玻璃墨水

瓶或药瓶!瓶口上放一个铁片!在铁片

上钻一个眼!再用铁片裹一个细铁筒!

铁筒里穿一个线绳或纸的捻子! 把铁

筒通过铁片的眼! 插进玻璃瓶的煤油

里!就可以点燃了(当煤油熬少了的时

候!就往玻璃瓶里添些油(当捻子烧短

了的时候!就把捻子往外拨一拨(当灯

头上结出灯花的时候! 就把灯花疙瘩

挑掉! 屋里也就自自然然地又明又亮

了( 你不要小看这种煤油灯简单#简

易#简陋!但只要天一黑!家家都会把

它点亮!借助它的光芒!继续白天的工

作%%%女人纺花织布#缝补衣裳!男人

讲耕论锄# 谈天说地! 孩子们读书学

习#笑闹嬉戏""这灯光!给清静的乡

间带来了温暖和欢乐(

还有一种煤油灯!俗称'罩子灯)(

它那高挑的身材! 活像一个细腰大肚

宝葫芦( 它那盛油的灯座和挡风的灯

罩!都是用玻璃制成(灯头一圈有两个

固定灯头的爪子! 还有一个控制灯捻

子升降的小齿轮( 灯头由螺丝与灯座

相配合!可把灯头拧到灯座上(灯捻子

的下端伸到灯座里( 当灯座内注上煤

油!灯捻子就把煤油吸上来(点燃灯头

里的灯捻子!灯就亮了(黄村有几位在

洛阳拖拉机制造厂工作的工人! 他们

都曾给家里买过罩子灯! 但家人都不

常用这种灯( 他们说!这种灯喝油多!

用不起( 罩子灯大多用在机关#学校#

企业#商场""因为!这些办公单位对

于每晚多花三毛五毛钱不太在乎!甚

至想都不想(

还有一种煤油灯!俗叫'马灯)(这

种灯!可用手提!可以遮风挡雨!更方

便的是骑马夜行时! 可以把它挂在马

鞍上!因而把它叫做马灯( 马灯!除了

玻璃罩外!全身都是由铁或铝制成!用

起来很结实( 灯座!既是灯的座!又是

储油箱!外侧还有一个突起的圆孔!可

从圆孔里往储油箱加油( 灯的中间部

位是个圆柱形的玻璃罩!罩住灯头!既

能遮风挡雨!还能增亮(罩外有两根缠

绕的铁丝箍!护卫着玻璃罩(灯头里有

一根可以上下移动的灯捻子! 下端伸

进油箱里!上端点燃发光( 这种马灯!

家中使用很少! 大多在户外游走%%%

挑灯打场护院#挑灯接送客人#挑灯办

理急事#挑灯露宿野炊""

我曾听旁院的奶奶讲过这样一个

故事( 那时!奶奶任拥军排长( 一位解

放军小战士在她家养伤一个多月!伤

势痊愈了!马上就要随队出发(奶奶捧

着小战士的脸儿!亲了又亲!嘱咐说!

胜利了! 常回黄村看看""小战士泪

流满面""奶奶站在路边高岗上!望

着雄赳赳气昂昂的队伍! 高高地举起

马灯!灯光照亮了前方的路""

!"#$

年
%&

月
'!

日! 当科学家爱

迪生点亮世界上第一盏电灯的时候!

谁能料到! 太阳般明亮的灯光又这么

快地照进了黄村的家家户户(

'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 )

项城"!"##$抗洪档案
张甫堂 刘雅君

伴随着
(

月#

"

月雨季的到来!中原

特殊的地理位置都会面临极其严峻的

防汛形势( 我们周口位处黄河流域故

道! 全市境内沙颍河穿城! 贾鲁河#涡

河#汾河#蔡河水流丰富!历史上多经水

患(

''

年前
%#()

年的那个夏天!

"

月
)

日至
"

日!洪汝河#沙颍河上游普降大

暴雨!山洪暴发( 驻马店板桥#石漫滩等

水库相继溃坝!洪水侵入周口#西华#项

城等地( 项城市档案馆存县委卷宗档案

记录 '项城汾河以南七个半公社被淹!

*)+,

万人受灾!房屋倒塌
''

万间!

*-

人

不幸遇难( )仅从项城档案中!已见这场

洪水来势凶猛!给全市人民造成了巨大

损失(

在项城市档案馆!不仅有县委卷宗

记录了这次抗洪!还有一套项城县抗洪

救灾指挥部编印的*抗洪救灾报+!这份

珍贵的报纸是项城唯一一套关于抗洪

救灾的地方报纸(

'&%&

年!项城市政协

资料编辑部根据项城市档案馆的这些

馆藏资料!和当年抗洪救灾亲历者的回

忆!编辑整理出*项城 '

()

,

"

)抗洪救灾

资料集+( 透过档案资料数据!'

()

,

"

)抗

洪的情景历历在目(

%#()

年! 项城有
%(

个公社 -镇.!

*(,

个大队!

*,#&

个生产队!

(*+(

万人!

%&*+,

万亩耕地(

%#()

年
"

月
)

日至
"

日! 洪汝河#

沙颍河上游受三号台风影响普降大暴

雨!中心地区的降雨量高达
%*"'

毫米(

"

日!洪水由平舆境内侵入项城( 次日!

上蔡境内的洪水接踵而至!造成了历史

上罕见的特大洪水灾害! 水深
'

米左

右!停留时间达
'&

天之久( 汾河以南
(

个半公社 -贾岭 #李寨 #三店 #孙店 #老

城# 新桥# 付集及高寺的汾南部分.被

淹(

"

月
,

日!县委#县革委召开紧急会

议!成立抗洪指挥部!动员全县
%&

万民

工( 指挥部研究决定舍汾南#保汾北!即

固守汾河北堤# 沙河南堤和直河西堤(

组织范集#永丰#官会及高寺
*

个半公

社的
)

万民工! 日夜防守在汾河北岸!

加高河堤!严阵以待( 县委明确命令!分

工负责!分段把守!如有退却!临阵脱逃

者!当场正法(

*抗洪救灾报+ 第
%

期刊发救灾新

闻( '

"

月
%%

日!中共中央给河南省委#

省革委#周口地委发来了慰问电( 向灾

区的广大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抗

洪大军致以亲切的慰问( 号召灾区的共

产党员#共青团员#工人#贫下中农和人

民解放军指战员!团结起来!向洪水灾

害进行顽强斗争( )同时!'以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同志

为团长!以中共中央委员#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乌兰夫同志!农林部部长沙风

同志!国家计委副主任邓东哲为副团长

的中央慰问团亲临我们灾区慰问!指导

抗洪救灾工作( )

*项城市政协文史资料之'

()

,

"

)汾

北抗洪保卫战+中记载!'

"

月
"

日下午!

洪水像脱缰的野马奔腾而来!上级领导

果断决定! 炸开老城以南的柏油路!让

洪水东泄( )'汾北保卫战胜利了!北半

县
)&

多万亩良田喜获丰收( )

*项城 '

()

,

"

) 抗洪救灾资料集 +

中! 洪灾亲历者口述回忆了这段不寻

常的经历( 贾岭公社苏阁大队王汝正

回忆&

"

月
"

日! 生产大队根据公社指

示! 组织全大队
'&&&

多名男女劳力修

筑了
-&&&

多米的护庄堤(

#

日! 公社

紧急通知! 必须紧急转移群众! 全大

队
'(,&

名群众向安置地永丰公社谷楼

大队转移 (

%*

日 ! 洪水退去 (

%-

日 !

我率领生产队青壮年劳力返村! 呈现

在眼前的是一片废墟! 往日的苏阁村

已不存在(

永丰公社谷楼行政村党支部书记

谷喜堂回忆&

"

月
%&

日!公社紧急通知!

所有男青壮年劳力参加汾河固堤战斗(

半小时之内组织四个村
-&&

个男劳力

到场!经过一天一夜的艰苦奋战!我们

负责的大堤增高
%

米!加宽
*

米!锁住

了洪水(

李寨镇乔庄村魏景泗! 洪灾时
',

岁!他回忆&

"

月
"

日那天!晴空万里!大

队通知说老王坡-西平县城东北.以西

发大水了!很快会到咱这里!所有男劳

力去打堤子( 公社田书记命令道&全体

共产党员!公社干部下水打木桩/ 一声

令下!干部党员带领几千个民工硬是用

木桩#用秸秆#用纤泥把河堤加高了三

四尺(

还有范集陈克宽书记组织敢死队!

扛门板 # 截柳树 # 装草袋 # 堵决口 (

共产党员张金言只身跳进激流闸内 !

差点献出生命( 这些共产党员无惧洪

水# 身先士卒的事迹至今还在项城传

颂(

经过十几个昼夜的激烈奋战!战胜

了三次洪峰!抢修
*&

多处险工!筑堤挖

土
''&

多万立方!使北半县免受了洪水

的袭击(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 中国人民解

放军 # 各地慰问团纷纷到项城抢险 #

慰问! 各种救灾物资源源不断送达灾

区( *抗洪救灾报+ 第
%

期刊发了援

助新闻 & '商丘
**,*&

部队首先到达

我县! 济南舟桥部队在接到抗洪命令

后!

'-

小时急行军
%,&&

多华里! 立即

投入战斗( 开封# 郑州的人民空军每

天派十几架次飞机! 连续空投
%"

天 !

有救生器材和
%'&

多万斤熟食( 另外!

解放军和外地派来的医疗队
'%

个! 医

务人员
-&%

名 ! 为灾民防病治病 ( )

'截至
"

月
''

日统计 & 郑州市委 # 新

乡# 商丘# 开封# 平顶山 # 安阳 # 鹿

邑 # 郸城 # 周口镇 # 周口地直机关 #

淮阳# 太康# 濮阳# 西华泛区农场等

兄弟单位! 运来大批救灾物资! 其中

衣服
'&

万件! 麻袋
*

万条 ! 布
*)&&&

米 ! 白面和熟食
*)

万多斤 ! 塑料布

#&&&

多斤 ! 草毡
%#&&&

条 ! 鞋
*

万

双() '邢台汽车队飞车千里! 运送救

灾物资
%%#(&

吨 ( 开封地区派来机耕

队! 解放军还支援马匹
(&'

匹()

国家先后共评发统销粮 -包括种

子#饲料.一亿零九百零二万斤!救济款

一千九百七十七万六千元( 救灾煤二万

五千八百三十八吨!救灾柴油二千五百

八十七吨!食盐一百零二万斤!木材三

千八百立方米! 救灾棉六十五万斤!布

一百二十万米(

%#()

年冬到
%#(,

年春 ! 国家为

'

()

,

"

)灾区群众在平顶山煤矿#禹县神

篨煤矿下发了免费的救灾煤!老百姓很

多人都记得 '只要有劲随便拉! 不要

钱( )有的人曾经去了七八次(

随着洪水退去!*抗洪救灾报+ 第
*

期陆续刊发关于生产救灾的相关新闻(

'

"

月
'(

日!中共河南省委发布了*关于

发动群众大力开展生产救灾的指示+(

号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人#贫下中

农 #革命干部 !团结一致 !搞好救灾工

作( )

灾区人民不畏灾情!迅速恢复和发

展了农业生产( '适时种足种好小麦和

油菜!大干一个月!完成了三十三万亩

小麦播种任务和六万七千亩油菜栽种

任务( 开展农田基本建设!修复水毁工

程( 投入劳力五万多人!修复机井
*')

眼!修复电灌站
%,

处!整修拖拉机
'%,

台!手扶拖拉机
%(#

部!柴油机
)#'

台!

电机组
%&"

部! 新挖排灌沟渠
(

条!新

打机井
%,-

眼 ! 深翻平整土地三万多

亩 ( )'孙店大队掀起犁地送粪热潮 )

'李楼大队抓紧抢修农具# 翻晒种子)

'我县汾河治理工程全面施工 )'赵堂

大队因地制宜办小厂# 生产自救干劲

足)等(

%#(,

年
'

月
%"

日! 项城县委召开

了生产救灾工作会议!总结生产救灾工

作取得了伟大胜利!至此'

()

,

"

)抗洪画

上了句号(

周口文化组版编辑!李硕 电话!

")##)&(

!!"#

年
$

月
"%

日!."#$%&'()/01*+,-./0"

!

袁世凯与近代朝鲜
范闽杰

进军朝鲜
五"崭露头角

%""'

年
"

月
%'

日-旧历六月二十九.!花房

义质公使!在日本陆海军的护卫下!气势汹汹地

抵达仁川( '日舶小轮船曳带舢板!载兵登岸!络

属不绝( )

!

'计二日间 !日兵起岸者 !已七八百

名( )到
"

月
%-

日!'日舶之在汉江者!已六艘!声

势矣张!往来舢板梭织!港内喧哗达旦( )一时间!

战争阴云密布汉江两岸!朝鲜上下人心惶惶(

"

月
%,

日!花房公使!拒绝各方劝阻!执意带

兵前往朝鲜王京汉城!朝鲜官民更加紧张( 一向

主张对日持强硬态度的大院君也一下子慌了神!

六神无主!不知如何是好( 他急命赵宁夏#金宏集

从仁川遄谒马建忠!呈上鸡毛信!请求马建忠'速

赴汉城!借资镇摄!兼图把晤( )大清政府前期对

朝鲜兵变的应对是迟缓的!远比日本落后!就无

形中使朝鲜政府承担了来自日本方面更大的压

力( 笔谈中!鱼允中曾向马建忠报告!'汉城民情

惶惧!群走山谷!逵市为空( 过仁川!见日兵执豕

攘鸡!闾阎惊忧!而来苏之望!咸翘首王师焉( )大

清政府的援军成为朝鲜抗拒日本入侵!保全国家

存在的唯一希望和寄托(

"

月
'&

日清军抵达仁川海域!朝鲜政府#军

民及中国留守人员无不欢欣鼓舞( '初七日八点

钟!了望者报有烟起立岐岛外 !急登高瞩之 !见

轮舶五艘自西而来! 兵弁皆相视色喜( 九点二

刻!首威远#次日新#次泰安#次镇东#次拱北!衔

尾而至""知吴军门已至!即刺舢板往谒( )

在威远号上会合后!马建忠向吴长庆通报了

朝鲜近期局势发展( 花房已入汉城多日!尚不清

楚日韩在京城交涉情况如何!加之大院君一再催

促!马建忠主动请缨!自己要求即刻出发前往汉

城!吴长庆率领大军随后跟进( 吴长庆命吴兆有

率领部队跟随马建忠急速赴汉城!以壮声势( 下

午四点!马建忠偕幕僚吕增祥'驾小艇乘潮至马

山浦( 五点二刻!望见舢舨十只!满载我军士!以

小轮船二艘曳着!鱼贯而来!登岸已七点钟矣( )

吴长庆命令黎明时分部队全体登陆!一名队

官'奉命后!言兵士因不习航海!多数晕船!请求

稍缓( 长庆大怒!下令即刻将该军官撤职!交均发

出看管( 命袁世凯代理该营营长!兼先锋队!并给

与令箭!谓如有不服命令者!即行正法( 世凯奉命

后!即刻部署!两小时内!完全就绪!向长官复命(

长庆对众大家夸奖( )

"

上述事件和下面的一个故事! 被完整地记录

在*张謇传记+中!作者刘厚生对袁世凯极有成见!

但他治学严谨! 秉笔直书! 所以可信度是比较高

的(刘厚生著作中的史料多源于张謇口述!所以这

个故事应出自张謇之口( 刘厚生在文后也确实对

这一点做了专门的交代('以上叙述袁世凯初次露

脸的情形!都是根据张謇的口述!非特官私文书所

未载!即张謇之子孝若!编辑其父遗稿!亦不知有

此一段故事也( )

#但刘先生的此段表述也有一个

很大的疏忽! 这里不得不作些考究! 尽管有些繁

琐!但对还原历史真相还是很有必要的(

清朝军制中! 并没有营长一职( '营) 下设

'队)-即常说的'哨).!营的统领叫管带!队的统

领叫'队官)( 如前节所述!吴长庆赴朝时!北洋水

师运力有限!需调用南洋水师的军舰运兵!所以

他第一批出发时只带了两营四哨( 两营分别是&

右营!管带吴兆有0后营!管带张光前( 从史料看!

吴#张两个人都没有被撤职的记载!由此不难得

出结论!违背军令的应该是统领一哨人马的'队

官)( 所以!袁世凯代理的应该是队官!统领的也

只是一哨人马( 袁世凯真正成为管带!是在吴长

庆离开朝鲜!移防金州的时候!那是后话(

下面!我将继续引用*张謇传记+中的原文!

而不加任何个人臆断地向各位讲述之后发生的

故事(

'次日黎明!袁世凯率兵登陆先发!吴长庆和

张謇率全部在后( 约行五十里!见世凯骑马!迎于

道旁( 报告前锋已离此十里扎营!本人乘马!来此

迎候!请大军在此住宿!一切皆已布置就绪( 长庆

见其指挥若定!很似老于军务的人!大喜过望!回

顾张謇说&1慰亭真不错!不负张先生识拔!我应

向张先生道谢( 2世凯听到长庆之言!顿时领悟他

得到做先锋官!是张謇所密保( 连忙向长庆请安!

口称&1谢大帅的栽培( 2 回头又向张謇请安!口

称&1谢老师的提拔( 2张謇觉得不好意思!连忙

说&1这是大帅对你的特识! 希望你不要辜负大

帅!多多为国家出力( 2世凯连称是是( )

$

马建忠在其*东行三录+中记载的另一件事!

十分耐人寻味( 他似乎在告诉我们&成功不只因

为你能做到有备而来!关键时刻!成功者还需要

有一种精神!一种'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

难!去争取胜利)的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 庆军

中的绝大多数老军官们!似乎早已失却了这种精

神!而暮气沉沉( 这也是袁世凯能在朝鲜很快脱

颖而出的外部因素之一(

晚上七点!马建忠和吴兆有的先头部队登陆

完毕( 吴兆有以'曛黑难进)为由!拒绝赶夜路!而

命令部队就地在浦口安营驻扎( 大院君不谙外

交!一味采取强硬态度顽固排日!而日本花房公

使已经进驻汉城多日!情况不明!马建忠'以王京

事急)!不得安卧!遂率众策马夜行!打着火把!在

幽谷茂林间疾行五十里!凌晨'十二点钟抵南阳

府署( )与留在那里的朝臣赵宁夏!'谈至漏四下!

乃寝( )

次日上午九点多! 右营部分军士赶到南阳

府( 不久大院君的信使亦赶到南阳府!再次带来

函札和口信!日朝交涉已进入胶着状态( 花房义

质态度蛮横地向朝鲜政府提出七条谈判条款!并

限定朝鲜政府在三日内必须给出答复( 大院君将

日本所列七项条款誊抄送交马建忠!并'请-他.

速赴王京排解)( 吴兆有本人带部分人员!中午时

分才赶到南阳府( 马建忠立即找到吴兆有协商&

建议部队当天赶到水原!这样第二天就能到达汉

城(吴兆有'坚执不可!盛气而去( )马建忠震惊之

余!派人追去打探情况!原来吴兆有因为部队很

多人在行军中中暑!而不愿继续急行军( 既然令

不动眼前的管带!不带一兵一卒!'只身入汉城终

恐为人所轻)!马建忠只好在南阳府署再驻一夜!

等待吴长庆的大部队到来(

次日八点钟!吴长庆书信到达!称'右军兵弁

病滞!另派后营管带张仲明-张光前!字仲明.协

戎率队前来!相偕遄进( )张光前率部赶到后!马

建忠与张协商!决定精选'筒枪队二百名!轻装疾

走!期翌夕必抵汉城( )然时机已经错过(第二天!

马#张二人带人疾奔遄行!到达水原东二十里时!

与大院君的信使中途相遇!从大院君信中!马#张

得知&由于日方提出的三天期限届满!朝方未作

答复!花房已经准备在杨花津渡汉江!返回仁川!

'其意盖存决裂)( 马建忠立即吩咐赵宁夏派快马

前去打探情况!花房义质已经渡江!赶往仁川军

中(

朝日交涉已成决裂之势!和平的机会似乎已

飘然而去!战争一触即发( #未完待续$

注!

!

马建忠著!*东行三录+( 本小节中引述!除

特别注明外!均出自*东行三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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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仲文和%枯树赋&

李郁

殷仲文 ! 东晋末年陈郡长平人 !

即今西华县人 ( *晋书 + 载殷仲文

'少有才藻! 美容貌() 堂兄殷仲堪将

他推荐给会稽王司马道子! 司马道子

即任用为骠骑参军! 赏赐优待有加(

元兴元年 -

-&'

年.! 桓玄起兵谋

反! 桓玄的姐姐是殷仲文的妻子! 殷

仲文因此受到怀疑! 降职为新安太守(

殷仲文与桓玄虽是亲戚! 但平素交往

不密切( 当桓玄占据京师建康 -今江

苏南京.! 控制了东晋政权后! 殷仲文

便放弃自己所辖的新安郡! 前去投靠

桓玄! 桓玄非常高兴! 任命名扬天下

的殷仲文为证议参军( 元兴二年! 桓

玄将要篡位! 命殷仲文总领诏命! 担

任侍中! 兼任左卫将军( 桓玄受九锡

之赐! 就是殷仲文写的诏令(

当年
%'

月! 桓玄篡晋称皇帝! 追

认父亲桓温为宣武皇帝( 第二年
'

月!

刘裕起兵反桓玄篡晋!

-

月! 殷仲文随

同桓玄出南京西逃至江陵( 桓玄一行

逃到江陵! 重新署置百官! 又大兴刑

罚! 企图借个人威权! 震慑百官将士(

殷仲文作为大臣苦苦力谏! 但桓玄不

但不接受! 反而怒斥这个姐夫(

很快桓玄在江陵兵败被杀 ! 称帝

八十天! 人权具亡(

而殷仲文因一路照顾胁迫西逃的

皇后# 皇太后有功而幸免(

义熙元年 -

-&)

年.! 晋安帝司马

德宗刚刚复位! 殷仲文便上表为自己

辩解! 请求辞职! 晋安帝虽下诏不许!

但只让他在京城当了个大司马咨议的

小官( 为此! 他之前曾自望 '必当朝

政) 的雄心壮志受到很大打击! 从此

官场失意(

殷仲文虽升达无望 ! 但他的文名

却独步当时( 开山水诗宗的谢灵运说

他 '文才不减班固)! 唐朝的宰相房玄

龄在 *晋书+ 里说 '仲文善属文 ! 为

世所重)( 至今有传世之作 *入剡诗+

*送东阳太守诗 + *南州桓公九井作

诗+ 等(

因仕途受阻 ! 怏怏不得志 ! 他心

情非常失落( 大司马府官厅前面有一

棵枝叶婆娑的老槐树( 一次! 殷仲文

和众人集会在官府厅堂上! 他对着槐

树看了很久! 叹息说& '这棵树枝叶

散落! 不再有生机了/)

殷仲文以树自喻的这几句话 ! 竟

成了历史上一个有名的典故(

殷仲文死去
%)&

年后!因出使北朝

而不得南归的南朝文学家庾信!对殷仲

文当时的心境感同身受!受殷对大槐树

发出的感叹启发!写下了千古名篇*枯

树赋+( 开头就是&'殷仲文风流儒雅!海

内知名(世异时移!出为东阳太守(常忽

忽不乐! 顾庭槐而叹曰&1此树婆娑!生

意尽矣/ 2)而全篇的结束语是&'树犹如

此!人何以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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