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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亮对胡公跨越时空的告白
——读陈亮《佑顺侯祈雨文》《讯神文》

□杨铁金

融媒记者 马忆玲 整理

在岁月中远行
这 是 人 生 起 伏 下 的 心 路 和 沉

思。让生命厚重的，是苦难和越过苦

难后的刻骨铭心。在不确定的时代，

学会与变化共处抓住壮大自身的机

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确定。

本书是俞敏洪近年来工作、生活

和行走的感悟与思考，真实反映了他

在世事变幻、人生起伏下的心路历程

和深刻思考。行走使人辽阔，阅读让

人生释然。俞敏洪在本书中带领我

们学习适应变化，学习与变化共处，

提 升 自 己 在 变 化 中 解 决 问 题 的 能

力。读完本书，你将收获勇气和笃

定，在有限的时空里，活出无限的人

生精彩。一行行的文字既是俞敏洪

记录生命轨迹的方式，也是一种对过

往经历的自我萃取和沉淀。对当下

的我们来说，这是宝贵的人生经验和

方法论，可以帮助我们在不确定的时

代，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确定。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保持快乐平

静的心情已是不易，然而还是难免有

人 有 意 无 意 发 表 让 你 不 开 心 的 言

论。《吵架又没发挥好》的作者森优子

正是基于自己和周围年轻人的这种

烦恼，写下了这本高情商的沟通指

南。书中包含心理建设、实用话术等

多方面。数十个小节涵盖职场、生活

全场景，并附赠通用回击模板，一招

制胜。此书无论是职场语言暴力还

是亲友没有边界的聊天问话，都将让

你轻松应对。这本书通过“回怼技

巧”传递一种反向疗愈法：做真实的

自己，或许赢得想拥有的一切，甚至

赢得更快。

该书是趣味沟通书，更是情绪

疗愈书。请用书中的方法来守护自

己吧。

吵架又没发挥好

两宋“双贤”是永康骄傲，也是历

史馈赠后世的一份大礼。则在千秋，

亮在苍穹。

公元 1143 年，陈亮降生，此时胡

则已离世 104 年。《佑顺侯祈雨文》与

《讯神文》皆是陈亮为祈雨而对佑顺侯

的祝告。“佑顺侯”是宋徽宗在宣和四

年（1122年）给胡公神的封号。

水是生命之源。缺少水，禾苗枯

槁，人畜也会焦渴而亡。在生产力低

下的古代社会，农民常常靠天吃饭。

祈雨是对抗旱魃的一种重要仪式，人

们往往借助于巫等媒介，将自己的愿

望上达天庭，进而获得雨水润泽。仪

式上用于祷告的文字就是祈雨文，

《龙川文集》留存四篇。其中《石井祈

雨文》，仅 80 余字，它祝告石井潭中的

龙要担负责任，及时布雨，以解“十里

之间嗷嗷”。还有一篇是《广惠王祈

雨文》，祈请的对象“广惠王”也是一

位地方神。陈亮认为昔日农人顺乎

节气，勤于农作，敬神有时。池塘湖

泊有足够的储水，神灵守责，雨水调

和，百姓不必对未来有所担忧。现在

的百姓却懒惰，春日闲时不去加固池

塘，兴修水利，将风调雨顺之事寄托

于天。到了夏初，浅耕浅种，青草与

禾苗一同生长，却巴望着秋天的丰

收。一旦十日没有下雨，只能惊慌失

措 地 向 神 呼 告 。“ 神 怜 其 愚 而 降 之

泽”。这样的情形，成为一种常态，年

复一年，民始终“不改其惰”“顽不自

省”。在祈雨场景中，陈亮宣告此文，

或也希望农民们有所反思、有所行动

吧。

《佑顺侯祈雨文》中，陈亮认为民

众虽然愚鲁，对胡公神却是虔诚的，

只要能为胡公神做点什么，对自己的

“发肤”之类是毫不在惜的。正因如

此，胡公神也庇护着民众，甚至会有

灵验的事情发生。作为读书人阶层，

陈亮把胡公神当作“圣贤”来看，这有

别于一般民众的迷信。他说自己平

时不去祭祀胡公，遇到困境会求助

于神，但他并不相信会有灵异事件

发生。他认为,胡公神就是过去的

圣贤之士，以恻隐之情行仁义之事，

保佑人民，赐予利益，还不以此要求

民众回报。这次，陈亮率领众弟子

到 胡 公 庙 里 恭 敬 参 拜 ，告 知 心 愿 。

自己的功力不足以通神，只能随其自

然。到了“危窘”之境，不知胡公神如

何怜惜自己。他表示,期望胡公神行

正大之事的想法始终没有改变，但无

法得知神的态度。“岂惟望于世者狭，

而望于神者亦狭矣。”这种落寞的心

情，又谁知之？

《讯神文》写于公元 1183 年 11 月

8 日，他以同乡人的身份问讯兵部侍

郎佑顺侯胡公之神，其年陈亮 41 岁。

“亮生之晚，不及侯时，顾亦托侯里，得

瞻余光而景前躅也”“侯尝位于朝而从

法驾矣，有正直称，没为神明，以自福

斯里”。这是陈亮对胡公神的赞美。

其时，乡人立庙祭祀胡公已有百年之

久。陈亮却以为百姓搞那种盛大的祈

祷仪式，并不完全是因为虔诚，更像是

招待大宾，“使人仆仆然费资靡力于一

饮一食而谓之勤也”。乡人对胡公神

寄予很高的期望并尊敬他，实在是一

种外见。陈亮将那种“遇岁或歉若

丰，争与出力，拔贫为是，村妆社服，

殊名异类，千百为群，前呵后拥，头强

目瞪，手振足掉，顾影自喜”的祭祀仪

式描述为“俚容鄙态”，不仅是将胡公

神当作外人，还当作病人，使胡公神

不得安宁。

陈亮觉得胡公从天帝那里接受职

位，如同官吏从皇帝那里接受官职一

样。如果官吏将自己所辖区内的百姓

是否事奉自己作为爱憎，视金钱为通

向威福的砝码，皇帝如果知道这些，会

怎么做？天帝如果知道百姓如此对待

胡公神，会怎么想？

陈亮相信作为官员或是神灵，都

有自律和他律约束。他相信胡公成为

神灵之后，依然是关心百姓，救治人间

疾苦的忠臣、能人。

最后，陈亮表达了自己写作这篇

问讯的缘由，是家乡从夏天直到秋天

都没有下过雨。百姓惶惶不得安宁，

而安于迎胡公神，陈亮则不安宁，就亲

自持文到胡公祠里焚香讯问。

陈亮在两篇对胡公的祈雨文告

中，所表达的是作为士人的信仰。无

论在地上，还是天上，官吏都要恪守职

责，怀揣社会理想。

陈亮面对胡公神像所作的祝告，

或能给予时代一些启示。

“那年夏天，随母亲探亲，初见芸

的诗词，感叹她才思隽秀，心意投注，

不能释怀，求母与她缔结了婚约。同

年冬天，观堂姐婚礼，满室鲜衣华服，

唯芸通体素淡，新鞋绣制精巧，顾盼之

间，神采飞扬，情态缠绵，让人神消。”

这段文字是清代沈复在《浮生六记》里

对爱妻陈芸的记载。中国古代女子想

要名留青史实属不易，留下名字的又

或多或少牵扯到名利和风月，无数文

人骚客总会牵强附会，直到把那些女

子弄得面目全非。而陈芸却与她们不

同，之所以有名有姓地在历代女子中

存在着，并不是因为她的美貌、才学或

者是政客，只因她嫁给了沈复。

在古代文学作品中，自《诗经》之

后，不少士大夫文人都羞于言情，很难

看到他们对男女之情的歌颂和描写。

我们读到的有“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

巴山夜雨时”的雨夜抒怀，有“不思量，

自难忘”的绵绵思念，有“何日依虚幌，

双照泪痕干”的殷殷期盼，但这些描

写，大都含蓄婉转，轻描淡写，缺乏浓

墨重彩的铺陈，少了酣畅淋漓的快

感。而沈复却在《浮生六记》的首章，

一如《诗经》，把不为世人所张扬的琴

瑟和谐的爱情婚姻生活置于篇首，以

深情直率的笔调，细腻感人地把个人

感情生活演绎得如此真切动人。比

如，他在文中写到的闺房蜜意：“遂与

比肩调笑，恍若密友重逢。戏探其怀，

亦怦怦作跳，因俯其耳曰：‘姊何心舂

乃尔耶？’芸回眸微笑，便觉一缕情丝

摇人魂魄；拥之入账，不知东方既白。”

这是对艳情的直接描写，但读起来却

没有丝毫的色情，反倒给人以美感。

又如沈复与妻子别后重逢时的描写

“入房，芸起相迎，握手未通片语，而两

人魂魄恍恍然化烟成雾，觉耳中惺然

一响，不知更有此身矣”，如此毫不避

讳地描写情爱，坦诚欣赏自己的爱侣，

在主流文化中实属少见。

全书最为让我感慨的有两段。一

段是当读到两人在沧浪亭度过的那一

段吟诗作赋，谈古论今，品花赏月把酒

言欢的神仙眷侣生活时，甚为羡慕。

还有一段，读到沈复与陈芸租菜园子

里的房子避暑，纸窗竹榻，充满幽趣，

邻居送来池子里钓的鱼和园子里摘的

菜，陈芸以自己做的鞋子做回礼。一

起钓鱼，就月光对酌，微醺而饭。洗浴

完，凉鞋蕉扇，听邻居老人谈古论今，

三鼓而卧。到九月，种植菊花，邀母吃

螃蟹赏菊花，这是一段短暂的神仙日

子。陈芸说：“将来我们应该住在这

里，招些仆人仆妇种植瓜果蔬菜，维持

生活，郎君画画，我来刺绣，备诗酒之

需——布衣菜饭，终身快乐，不必计划

去远游他处啦。”的确，若能如此相知

相随，在简单的生活中得到诸般乐趣，

又何必再远游呢？走得再远也走不出

彼此的这份天长地久，所求无多，不过

是一间屋子，一畦地，一个相知相随的

爱人。这样的生活，尤为向往。

读过《浮生六记》的女子都应该期

盼如陈芸这样的爱情吧，两情相悦，玉

露相逢，胜却人间无数。而后又举案

齐眉，相敬如宾。“闺房记乐”这一章最

适合在冬夜来读，偷得几分萧瑟凄凉，

时光的穿透，用别人的生活为你温存

一份哀而不伤的美。林语堂先生曾

说：“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上最可爱的

一个女人。”的确，她如此可爱。她为

情窦初开而藏粥，为追逐热闹而女扮

男装，且赋得“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

肥”的妙句。同时，这又是一个知书达

理、温婉贤淑的女子。这样的女子，谁

不会心生爱怜呢？林语堂先生还曾

想：“这位平常的寒士是怎样一个人，

能引起他太太这样纯洁的爱，而且能

不负此爱，写成古今中外文学中最温

柔细腻闺房之乐的记载。”我想，沈复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男子，把一个平凡

女子变成温婉贤淑而又可爱俏皮。人

人都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总有一

个支撑他的女人，我想，一个惹人怜爱

的女子背后必有一位珍爱她的男人。

陈芸本是陈芸，但有了沈复，陈芸不再

是陈芸，而是可爱的三娘，是沈复给了

她优雅的绽放。

在“闺房记乐”与“闲情记趣”之后，

沈复自然地过渡到“坎坷记愁”一章。

这正是此书可爱的地方。短短的四记，

不饰华丽的辞藻，不染开遍的姹紫嫣

红，就是这般娓娓道来，而如花的美眷，

似水的流年，又不掩它穷途困厄，妻丧

父逝的坎坷离愁。平凡的人生恰是如

此，因而《浮生六记》的美不在芸娘，不

在山水，亦不在爱情，而在于它的这份

可贵的真实带给人的感动与深思。

不管有着怎样的历史局限，这个

男人率真和朴拙，多情又专情，深深

地打动了我。沈复以他清新雅致的

笔触给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草长莺飞、

杏花春雨的江南画卷，奉献了一道缠

绵悱恻，荡气回肠的阅读盛宴。在这

里，我们似乎听到了吴侬软语，闻到

了鸟语花香，看到了江南名士，遇到

了多情善感的芸娘，邂逅了诗意浪漫

的三白，愿他们在浩瀚的文学长河中

生生不息⋯⋯

浮生若梦唯愿生世相随
□应晓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