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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天下有达尊三：
爵一，齿一，德一。”无棣明代称
海丰，高官杨巍集三者于一身，
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 年)获朝
廷赐号“天下达尊”。

杨巍(1517 年-1608 年)，字
伯谦，号梦山，明山东海丰（今
无棣）人，享年九十二岁。据

《明史》记载：出仕四十余载，忠
君爱国，仁德清廉，文韬武略，
朝野相颂。杨巍三十岁，即嘉
靖二十六(1547年)考中进士，先
后任知县、兵部侍郎、吏部侍
郎、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
尚书等职，后加太子太保，追赠
少保，尊为“三朝重臣”。杨巍
与同为无棣人的户部尚书王
佐、署理兵部尚书谷中虚并称

“一朝同乡三尚书”，彰显了无
棣人在明朝之荣耀。

《周礼》“六官”中有“天官”
一职，其职务类似后来的礼部
和吏部，民间尊称杨公为“杨天
官”，大名鼎鼎，享誉冀南鲁北
大地。由古至今，有关“杨天
官”的故事传说很多，一提无棣
古城，就能联想起“天官”杨巍，
他的名号似乎成了无棣古城的
代名词。

杨公祠旧址位于无棣古城
北门里东侧，“老龙窝”西首，与
杨巍读书、会客之地“亦山园”
隔街相望，属典型的明式家庙
建筑风格，后因战火、天灾和年
久失修，毁于无棣古城解放前。

现杨公祠位于古城南门里
西侧，占地面积 512 平方米，设
一个正殿、两个偏殿，分别称为

“德懋殿”“崇亲殿”“福泽殿”。
东侧偏殿“崇亲殿”，展出

大型壁画“天官杨巍世德图”
（简称“世德图”），高 2.9 米、长
15 米，上图下文，气势恢宏、雅
俗共赏，较为全面和形象地展
示了杨巍的忠、孝、善理念，即
忠君爱国、孝敬民众、育人为善
三个方面，诠释了古代有志官
员是如何做官、做人、做学问
的。

“ 世 德 图 ”壁 画 共 分 五 部
分，15 个画面。第一部分，少年
励志、刻苦学习；第二部分，初
入仕途、体察民情；第三部分，
镇守边关、右臂长城；第四部
分，三朝重臣、直言进谏；第五

部分，恩泽乡里、诗稿存家。壁
画正上方悬挂巨幅匾额“光前
裕后”，由无棣县政协原主席杨
宝珩书写。“世德图”说明文由
一景撰稿，石遵轩书丹。

何为“世德图”？皆因杨公
毕生之功德。做官有“官德”，
做人有“民德”，做学问字字句
句充满“文德”。

杨巍是个有官德之
人，忠君爱国

官德指的是官员要恪守的
职业道德，是为官之魂、从政之
本、用权之道。子曰：“为政以
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
之”，“官德如风，民德如草，风
行则草偃”。杨巍一生秉持“忠
君即爱国”基本理念，率兵镇守
边关，屡立战功，成为明朝所倚
重的“右臂长城”。

杨巍任官多年，深谙为官
之道，他坚守原则，清正廉洁，
清介守身，堪称楷模，多次奉诏
从地方赴京时，行李不满一囊，
谓之“君子之子”。

作为三朝元老，他要求属
下兢兢业业、励精图治，且十分
严苛。即便是面对万历皇帝奢
侈懒惰、倦于听政之尴尬局面，
他在多次率群臣劝谏无效下，
于是毅然连上奏章，恳求辞官
回乡，以表志向。

杨巍为官六十余载，从七
品县官到吏部尚书，忠君、体
国、勋业有口皆碑。万历三十
年(1602年)，晋为“上柱国”。万
历三十六年(1608年)，杨巍年九
十二岁时，皇帝又赐“天下达
尊”匾额。去世后，万历皇帝特
谕山东海丰、江苏武进及山西
全省将杨巍崇祀名宦祠。

杨巍是个有民德之
人，孝敬民众

民德是指有德之人。曾子
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人有德性，天必佑之。杨巍熟
稔为人处事之理，出任官场数
十载，关心民瘼至关重要，仁孝
之誉播扬朝野。

在职则为国谋其政，出仕
则为民谋其利。在武进县任职
期间，杨巍革粮长、编库役、定
解期，使官吏不得徇私枉法，并
蠲免筵席费等一切额外负担。

抚晋期间，他体察
晋民疾苦，以节省
开支、恢复民力为
急务，裁减驿传、
奏革民兵等，共计
减轻晋民负担银
10 万 两 ，使 三 晋
民力逐步复苏。

孝 敬 自 家 老
人更是“民德”的
集中体现。自古
忠孝难两全，杨巍
却以忠君与仁孝
名扬四海。杨巍
在任期间，四次上
书请返故里，侍奉
父母。他回家后
大多居住在母亲
安氏身边，即无棣
古城东北角的桃
花岭村，在此荒岭
辟园，广植桃木，
以诗会友，成为杨
巍辞官返乡后，修
身养性、生活娱乐
的世外桃源。每
逢佳节良辰，他就请母亲乘车
观赏，子孙罗拜敬酒，使老母欢
欣称意。杨巍曾在诗中写道：

“杨公有别业，筑傍桃花岭。年
年二三月，花开足千顷。公昔
奉母归，来此时定省。白发借
桃花，斑衣对花影。”安氏104岁
去世，被传为佳话。中宪大夫、
督察院都御史，滨州人张西铭
撰《明累封太淑人杨母安氏墓
志铭》，谷中虚书丹。

杨巍是个有文德之
人，育人为善

文德是指礼乐教化，教化
人的思想品德。《易·小畜》曰：

“君子以懿文德。”就是说要用
美好的、正能量的文化教育人。
杨巍是明代文化名人，堪称“济
南诗派”领军人物，对诗歌文化
产生了重大影响，被称“思沉而
致远，非唐人不能道”。

杨巍才华横溢而不恃才傲
物，他倡导尚美择善、力行至善
的理念，通过善教育，打造善文
化，让人人寻善缘、存善心、发
善言、行善事，成为善人。注重
教化，恩泽乡闾，杨巍为家乡留
下了诸多文化遗产。

无 论 是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还是外来文化，都是杨巍对
“善”文化的重要思考对象。在
《海丰县重修宝塔记》一文中，
他对为什么建佛塔、建佛塔的
作用，用“善名善塔”予以诠释。
文章最后写道：“昔阿育王好建
塔，犹中国之树坊然，使人望之
而为善，鼓舞以尽神也。汝当
体此劝人为善，共人于不盗、不
淫、不杀之境。一人而劝十人
焉，十人而劝百人焉，百人而劝
千人焉，过此以往，则三万三千
若恒河沙数，其为功德，讵可量
哉。善名塔名，当并传于世无
数也。余虽老矣，一息尚存，亦
劝世人同登於善，不负三大圣
人之教焉。是为记！”

杨巍终生嗜学，诗文载于
典籍，著有《梦山存家诗稿》《续
存家诗稿》共三册十卷近千首。
诗集《存家诗稿》（八卷）被录入

《四库全书》。
无棣古城杨公祠，实为杨

巍纪念馆，其意光于前裕于后；
大型壁画之所以称“天官杨巍
世德图”，缘于杨巍一生做官、
做人、做学问均以德为先，秉持
忠、孝、善之本，所以，他“仰不
愧天，俯不愧地，内不愧心”，为
天下之达尊、后世之楷模。

海丰杨巍“天下达尊”
——写在无棣古城”杨公祠”落成之际

郭云鹰

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辨》
中对程高“混四十回于八十回
中”的评价：“就事论事，是一种
过失；就效用影响而论，是一种
功 德 ；混 合 而 论 是 功 多 而 罪
少。”

他发出的对于高作的赞扬
和指斥，汇成一句话：

“失败了，光荣地失败了！”
俞先生解释其所以失败，

“一则因《红楼梦》本非可以续
补的书，二则因高鹗与曹雪芹
个性相差太远，便不自觉的相
违远了。处处去追寻作者，而
始终追他不上，以致迷途……”

俞先生说“《红楼梦》本非
可以续补的书”。我以为这是
二百多年来“红学”中的“明白
人”说得最明白的话。

至 于 俞 先 生 所 说 高 鹗 的
“处处追寻作者”，王蒙先生的
观点则表述为：“续作语言基本
上与前八十回风格一致，情节
大致上‘无一字无出处无一字
无来历’，续作者是下了大功夫
死功夫的。”（王蒙著《红楼启示
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
版）

笔者读红，偶见前八十回
与后四十回中，各有一处关于

“是时候了”的语言描写，相映
成趣，不知可为俞、王二位先生
的论述添一小注否？

第十一回，凤姐点戏：
凤姐儿立起身来答应了一

声，方接过戏单，从头一看，点
了一出《还魂》，一出《弹词》，递
过戏单去说：“现在唱的这《双
官诰》，唱完了，再唱这两出，也
就是时候了。”

曹雪芹对戏曲的喜爱和熟

稔，来自基因，来自幼时贵族家
庭的文艺熏陶。敦诚《寄怀曹
雪芹（霑）》诗“扬州旧梦久已
觉”句下小注说他幼年“曾随其
先祖寅织造之任”。而他的祖
父曹寅“能自作戏自演戏”，在
苏州织造任上时就养了戏班。
康熙南巡驻江宁行宫时，“照例
每晚‘进宴’‘演戏’，皆寅一人
之事。至雪芹时家中尚有遗存
旧时女伶，皆‘皤然成妪’”（周
汝昌《红楼梦新证》第七章“新
索隐”）。《红楼梦》第五十四回
贾母提到的《续琵琶》，就是曹
寅撰写的传奇，今存抄本。

曹雪芹笔下《红楼梦》中几
次描写的“点戏”情节，都反复
暗示着这个豪门大族由兴而
盛、由盛及衰的宿命。脂砚斋
所谓“画家三染法”也（第二回
前脂批）。这十一回提到的“凤
姐点戏”，是个开头，是第一次

“皴染”。
正在唱的《双官诰》，为清

人所著传奇，写冯琳如的婢妾
碧莲守节教子，后来得了夫子
双份官诰的故事。地方戏中的

《三娘教子》即由此而来。这说
的是家族“由兴而盛”。

凤姐点的《还魂》，是汤显
祖著《牡丹亭》中的一出，是爱
情悲剧。

点的又一出《弹词》，来自
清初洪昇著《长生殿》，唱的是
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悲欢离合及
唐王朝的盛衰陈迹。

她点的这两出，都不带什
么好兆头。唱了《还魂》不久，
第十三回，秦可卿就死了，虽未

“还魂”，却给她“托梦”了。
而《长生殿》，在第十七至

十八回，元妃省亲时，又点了其
中的一出《乞巧》。脂批曾评论
元妃点的四处戏：《豪宴》“伏贾
家 之 败 ”，《乞 巧》伏“ 元 妃 之
死”，《仙缘》伏“甄宝玉送玉”，

《离魂》伏“黛玉死”，“所点之戏
剧伏四事，乃通部书之大过节、
大关键”。这是“二染”。

到第二十九回，曹雪芹又
借“点戏”对贾府和主要人物结
局做了一次“皴染”：贾珍在神
前拈了戏，头一本《斩蛇记》，这
是“兴”；第二本《满床笏》，自然
是“ 盛 ”；第 三 本 ，却 是《南 柯
梦》、万境归空了。贾母听得戏
码如此安排法，半天没言语，说
了句“神佛要这样，也只得罢
了”。

则凤姐在十一回里所云待
唱完了《双官诰》，“再唱这两
出”即《还魂》《弹词》，可不“也
就是时候了”——贾家的“豪
宴”“满床笏”唱罢，好日子也就
该谢幕、“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
干净”了。

无独有偶，续书第九十六
回，又出现一处“是时候了”：

那黛玉也就站起来，瞅着
宝玉只管笑，只管点头儿。紫
鹃又催道：“姑娘回家去歇歇
罢。”黛玉道：“可不是，我这就
是回去的时候儿了。”说着，便
回身笑着出来了，仍旧不用丫
头们搀扶，自己却走得比往常
飞快。

黛玉要“回去”的暗示，全
书也是反复“皴染”。仅以诗词
举例，便有多处：

二十七回“葬花词”：试看
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

七十回《桃花行》，宝玉说

是“哀音”。
七十六回黛玉、湘云联诗：

湘云说“寒塘渡鹤影”，黛玉对
“冷月葬花魂”。

七十八回宝玉祭奠晴雯所
撰《芙蓉女儿诔》，脂批“实诔黛
玉也”。

……
至于二十三回，宝玉说到

黛玉“病老归西”；三十回，黛玉
说“我回家去”；四十四回，黛玉
评论《男祭》；五十七回，紫鹃试
忙玉；五十八回，三个小戏子的
恩爱奇谭、宝玉论祭，等等，要
说贯穿一部《红楼梦》的主要线
索之一，就是“黛玉来了、黛玉
要走了、黛玉真走了”，也不为
戏说吧。

黛玉之“要走要走”，不停
地叨叨了将近一部书，终于，续
书九十六回，由她自己说出“是
回去的时候儿了”，接下来，痴
颦儿“焚稿断痴情”，苦绛珠真
的“魂归离恨天”了……

到 了 黛 玉“ 回 去 的 时 候
儿”，贾家的好戏也唱到时候
了。人的命运、爱情的结局、家
族的浮沉、社会的兴衰，《红楼
梦》所描述的，正如恩格斯指出
的，“当我们深思熟虑考察自然
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
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
们面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
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
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
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
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

（《反杜林论》）。
作者：钱杰，中国红楼梦学

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山
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两处“是时候了”
钱杰

立春（新韵）
张成江

岸边杨柳意娇寒，细雨微风不日还。
似箭光阴休叹逝，功成自古始于元。

清平乐·甲辰滨州元宵节
毛学校

元宵节到，雪映梅花笑。放眼万家
灯火耀，中海灯龙绝妙。

倾城灯展通宵，吟灯唱合挥毫。姹
紫嫣红织锦，水天星火喧嚣。

卜算子·元宵
仇树勇

飞雪闹元宵，白了人间路。初上华
灯相映红，旖旎流光舞。

占尽一枝春，许下今生语。自古梅
香伴雪来，此际吾和汝。

【中吕宫·普天乐】
老乡办年货（新韵）

杲仁华
汽车开，年集上。三筐配菜，两只肥

羊。鱼蟹鲜，鸡鸭胖。鞋帽棉衣十多样，
酒烟茶全不含糖。塞满车箱，全都是名
牌大商。昔年老扣，今日排场。

人月圆·黄河楼元宵灯会
感怀（新韵）

韩淑静
铁花飞溅龙狮舞，倚水闹花灯。蒲

湖当是，灯光秀妙，游客歌行。
四十往事，五十岁月，倏尔随风。曾

经须记，桥边漫走，月下倾听。

【正宫·塞鸿秋】胡集书会感怀
权广庆

八方曲客胡集会，非遗名段登台擂。
三弦铜板清音脆，评书落子儿时味。寒
天赏雪花，细雨心陶醉，人间大爱实珍
贵。

甲辰元夕感吟（新韵）
王越

梅柳依稀燃旧情，枝头眺望暮霞明。
莫嗟圆月别离后，浮世诸多短长亭。

迎春
卢玉莲

初上华灯竞月明，盎然春意已倾城。
银花势欲燃千树，玉律声传向五更。
无限离愁檐下散，几多绮梦盏中盈。
携看霏雪销残腊，一扫霾尘得气清。

甲辰新春有怀（新韵）
唐海民

一夜东风起，迎来万象新。
水鸭犁细浪，岸柳下长轮。
当悟天行健，还修地势坤。
凝心向高塔，何必笑浮云。

鹧鸪天·中海观灯（新韵）
王 涛

新月初圆浴冷风，清辉瑟瑟漫乡城。
眼前光影随波漾，梦里烟花伴月腾。

寻谜语，觅花灯，霓虹炫彩笑风轻。
人潮涌动观灯展，入眼缤纷叫卖声。

点绛唇·甲辰元夕
王广峰

踏雪观灯，琼楼高处霓裳舞。闻听
锣鼓，人影如潮聚。

萍水相逢，三五佳人处。暗香去，回
眸笑语。恍入仙人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