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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碚居住得稍微久点的人应该都知
道，碚青公路上，在双柏树和雷打石之间有
一个车站，名叫状元碑，这也是车站周边一
带的地名。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在，许多人已
弄不清楚为何“状元碑”只闻其名，却不见碑
刻？究竟是不是真有这样一块碑？若有的话，
又是关于哪个状元的碑？是状元亲自立的
碑，还是为纪念状元而立的碑？

这些疑问，都和宋朝爱国状元冯时行息
息相关。

冯时行，字当可，号缙云。北宋徽宗元符
三年（公元1100年）出生于恭州（重庆）乐碛
（今渝北洛碛），14岁至22岁苦读于缙云山，
宣和六年（1124年）中状元，成为四川、重庆
科举历史上的第一个状元，当时年仅24岁。
他因得罪奸相蔡京，长期赋闲，不得任用，直
到南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才放任奉节
县尉，接着历任江原县丞、川陕左奉议郎、丹
棱知县、万州知府等职。因反对与金议和，力
主抗金，多次遭贬，甚至罢官削职，除名《大
宋状元录》，秦桧死后，因功擢升至右朝请大
夫、提点成都刑狱事，南宋隆庆元年（1163
年）卒于雅安任上。著有《缙云文集》43卷，
《易论》2卷。

冯时行一生为人清正，品性高洁，饱学

多才，用法严明，关心民众疾苦，兴利革弊，
特别是他忠君爱国，时时不忘抗金收复失
地，在朝野享有很高的威望，被朝廷封为“俎
豆侯”，雅州民众集资七十万钱，为他立祠
庙。《古城冯侯庙碑》载：“大众斥七十万钱，
缚屋二十五盈，中为堂，塑侯像，挟以两庑，
民岁时歌舞其下，水旱厉疾，必祷侯。”在状
元的故乡，至今还有与他相关的“状元桥街
（位于巴南）”“状元桥（位于璧山）”“八角池
（洗墨池，位于北碚）”等地名留存和事迹流
传。

北碚的“状元碑”，则是明朝万历年间，
观吏部政胥从化为冯时行事迹所感，专门来
到缙云山麓状元故里，立碑刻“状元乡”三个
大字。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地便以“状元碑”
为名，流传至今。

大凡历史上的名人，只要文献记载稍有
模糊，或者区划曾作调整，便会出现籍贯之
争，原因不是附骥，自抬身价，就是商业炒
作，为了谋取利益。最典型的莫过于襄阳、南
阳两地对诸葛亮归属地旷日持久的争夺，这
个官司从诸葛亮去世一直打到清朝，当时有
个叫顾家衡的襄阳人，后来到南阳做知府，
南阳有人就说，请你襄阳出身的南阳知府断
这个案子吧，到底诸葛亮的籍贯属于哪儿？

顾知府颇感为难，说是南阳的，老家百姓不
干；说是襄阳的，这个知府还能做得下去？于
是急中生智写了一副对联“和稀泥”，暂时了
结一段公案：

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
名高天下，何必分襄阳南阳。
冯时行在巴渝大地许多地方都曾留下过

游学、从政、隐居的踪迹，从古至今，这些地方
的人们不但从没有动过独占“状元故里”这一
称号的心思，反而共同维护状元遗迹，景仰状
元爱国为民的精神，一时传为佳话。

在冯状元学习生活时间最长的北碚，则
更是如此。虽然时间的长河湮没了明朝胥从
化所立的碑石，城市化进程改变了状元碑车
站的位置，但北碚区委、区政府对传承冯时
行忧国爱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并没有丝毫松
懈。近年来，随着新城区的规划建设，在地名
管理部门的辛勤努力下，冯时行路、状元路、
状元碑社区、状元小学等地名越来越多地出
现在当初所立状元碑的周边，甚至还有以此
为名的轨道交通站点——状元碑。

有形的状元碑已不可追寻，但随着越来
越多有关冯时行的地名被命名，状元的精神
将如无形的丰碑铸进更多北碚人、巴渝人、
中国人的心中。

状元碑到哪儿去了
■马 莉

碚城记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王德年/国画

诗词春秋

一树树柠檬
一树树灯盏
穿过暮秋的薄阳
从山半腰的果园
递来，望了又望的打探
蜿蜒而下
在您必经的那个路口，巴巴地等

灯盏照不到的地方
就有，从您诗行里跑出来的柠檬叶子
扇动翅膀，对着您来的方向
招手

一条叠铺着暖意，通往家的路啊
您一定会回来

此时的园子
摁住秋风，摁住划过树梢的光阴
留住您在时的样子
在那里
每一粒泥土，都生长过您的诗句
每一片青葱，都在重复，您留在原地的青葱

秋虫吞咽最后的鼓噪
不想惊扰您柠檬仙子的脚步
露珠强忍一滴泪水
收拢凝噎的时刻

远远望去，像是不曾丢失的天空
您的诗歌仍在发芽
那些文字
裹着桃花李花杏花
裹着柠檬花橙子花
裹着慕名而来的野尾巴花野雏菊花
和它们背在身后的种子
在这片园子恣意

那么轻盈那么柔软
如您温暖的双手，捂热有点僵硬的日子

柠檬的香，在眼前静静缠绕
又悄悄地散去。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以果园的名义
——悼念诗人傅天琳

■李 莉

二十年前的夏天，我收到了大学录取通
知书，带着父母不多的积蓄以及借来的钱，满
怀憧憬地踏入了梦寐以求的校园。

一年学费四千元，这笔钱对我们家来说
是巨款，更何况就算省吃俭用，我每个月生
活费还要花掉三百元。为了减轻家里的负
担，入学后，我很快就找到了一份校内兼职
工作——卖电影票。

学校为了丰富学生们的文化生活，每逢
周末、节假日会请电影公司的工作人员过来
放电影，地点在商学院礼堂，每场电影象征
性地收取一块钱。《无间道》《河东狮吼》《木
马屠城记》等热门电影都放过，如果那段时
间没有新上映的电影，经典老电影也会放
映。比外面电影院便宜太多了，这可算我们
学生的福利，很受大家欢迎。

和我一起工作的还有C和G，他们都跟我
一样，是勤工俭学的同学，只是不同系。那时
候还没有自动售票机这种东西，售票还算轻
松，只是散场后的清扫要累一些。好在我们有
三个人，一个在售票处负责售票，一个在入口

处负责收票，还有一个可以轮休。
晃晃悠悠过了大半年，我们三个没有了

最初的拘谨，渐渐变得熟络起来，说话也比较
随便。

某个平常的周末，同学们陆续入场，C过
来找我，压低声音对我说：“你把你收到的票
给我嘛，我先拿过去。”

“为啥？这不还早嘛，有些人还没买票。”
我以为他要准备盘点，可是盘点不该是两个
人吗？

我们盘点的时候，把收到的票和钱归集
到一起，核对印证。因为票价只有一块钱，所
以核对起来很简单，票和钱的数额基本都能
对上。

“唉！我说你是不是傻。”C用一种不可思
议的眼光看着我，欲言又止。他的脸在我眼前
放大，像一块提示牌，每个表情都在急于让我
领会某种很显然的意图。

奈何我还是一脸懵。
C有点急了，对我说到：“你是单纯还是

蠢？你把手头收到的票给我，我拿回去再卖给
同学。”

“所以……这部分就可以不入账了吗？”
我总算是有点明白了，这样做会导致收到的
实际金额大于账面金额。

“我们平分呀，这可比辛苦工作轻松多了
嘛！”

“那怎么可以？”我想都没想直接拒绝了。

那一刻，我感到震惊，难以想象这样的话竟然
从一个大学生口里说出来。

C看我态度坚决，毫无转圜余地，只得恨
铁不成钢般悻悻走开了。

往常轮到我休息，如果没有别的事干，我
也会去找他们，帮帮忙或者聊聊天。那件事之
后他们两个在我面前变得话少了，语气也生
疏许多，G同学甚至还带着一点防备、一点敌
意。

C私下里又游说过我几次。我们那个礼
堂，不算大也不算小，一般情况下，周末来看
电影的同学，二三百人还是有的，少
个几十块钱也不太看得出来。
根据他和G实践总结出来

的经验，这件事风险低、回报高、安全可靠，只
要我们三个不说绝对不会有其他人知道。

可是我一次也没犹豫过，因为这是错的。
明知是错误的事情，为什么还要去做呢？我又
开始干起了别的兼职。

毕业多年，我渐渐明白，原来这就是
“贪”！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公共财物，一百万
是贪，一百块是贪，一块钱同样是贪。若是不
能坚守底线，难保不会由一块钱滑向
更深的深渊。一个人就算清贫，也
应保持清白的人生底色。

那两个同学后来不知
道怎么样了，在我的脑
海里，他们的面目早
已变得模糊、混
沌。

世人心中，书法家大抵都为人高远，未
尝有朱老师平易近人。辛丑季夏廿八，承蒙
厚爱，将本应由名家长者写在前面的话交给
后学，为其新书：寻道启智——《朱渝生书法
篆刻集》写感言。动笔前，仔细品读过朱老师
发过来的部分作品图片和他出版的几本书，
深感责任在肩，愿不负众望。

年龄虽与诸位大家相差甚远，但心境早
已苍老。初与朱老师相识，在去年十月，作为
副刊编辑的我，收到朱老师推荐名家画作及
画展报道的稿件，沟通后反复修改，严谨为
之，当天竟等到凌晨清样下班，心中颇敬佩。
此后来稿，朱老师常跟着耐心调整、校对，甚
至帮忙配图说，未有怨言，深夜也未休息。劝
其早点歇着，却说无妨，夜深人静更好静心。
再后来，与朱老师在缙云山麓“南生苑”工作
室相识，那天是到北碚采访重庆剌绣工艺美
术大师罗在宣。交谈中知我开专栏不易，又
鼓励我继续采写编，拓展采访视野，从而认
识诸多饱学之士，诸如文化学人、书画篆刻
家、收藏家、工艺美术大师、非遗传承人、大
中小学教师……接受我的小采访，使《品藏》
和《名家名作》专栏血肉丰满。再后来，于仲

夏忽闻朱老师生病住院，前去慰问。他手术
后在医院病床上躺着，虚汗淋漓。还为不能
帮我的忙表示歉意，很是感动和愧疚。若不
是之前开专栏经常跟着一起夜班传文图和
修改校对，伤了身体，可能病得不会如此严
重。朱老师有言，他喜欢帮人，自己有事了，
却不希望人回报。他催我回去上班，挣扎起
来相送，在血迹斑斑在床单上，却豪迈得像
个打了胜仗的英雄，不以病为愁，只叹处理
不及时拖严重了。

身居浮世，随处有波澜，亦有惊喜。遇到
朱老师，便是我这困顿五年的第三个惊喜
了。第一个，是我可爱的孩子，很感谢他来到
我的生命中，也感谢我的父母为我们母子挡
风遮雨，用生命爱护。第二个，是我没有拜师
的老师，倾囊相授，未有保留，嘱我人生在
世，皆有因缘，我得加油熬过去，值得最好，
是以赠与用度竟是常人未所见怕。第三个，
便是朱老师了，在工作和生活最难的时日中
出现，送书赠言，邀挚友相助，似故人来。在
历尽世间人情冷暖悲欢离合酸甜苦辣，通晓
古今传承之道后，悟了，遂，有幸与更多的老
师交流，遇见真，发现美，很是感谢。

纵观书契之兴，始自仓颉，字出惊天地
泣鬼神。自古以来，书法本天成，妙手偶得
之，非爱者不可为，非有缘者不可得。行之，
静之，以心随行，不断修正，多向内求，或有
所得。江山美，摩崖石刻壮阔，陋室美，名家
法帖静默。朱老师书以载道，我以茶入道，玄
之又玄，聚众妙之门，有何益哉？识己之不
足，增文心之道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在人
世间的责任，大道当正，尽责尽力尽心就好，
一切随缘。

随缘而遇的朱老师，家学颇好，儒雅可
亲，且有高品位的审美。喜文史，擅篆刻，以
古今为鉴，通阴阳并蓄之刀法，乘物以游心；
爱书法，以篆隶见长，动仁德之刀笔，有上古
之苍劲遗韵，君子之文心，不孤不傲，当为楷
模。

长者曰，艺术作品若只见形和技，而无

内在精神，则无灵魂。今甲骨、金文、狂草，已
摆脱了实用功利，书家追求的多是意境，还
有更深的待挖掘。文人作品，我心即宇宙，宇
宙即我心，纵观朱老师的作品集，文和艺有
机融合，凸显文字之美、艺术之雅、序跋之
妙，给人们无限遐想。观书法作品《鱼》，问之
灵感乃甲骨金文，三分书，七分画。思更古之
初，斗转星移，大略有三体系文化千年相传，
一曰口口相传，形音；二曰代代结绳，记事；
三曰一画开天的伏羲世，象形……此象形文
字作品，有古朴之象。跋亦随道祖老子的授
人以渔，静思有深意。再赏大篆《厚德载物》
《宁静致远》，感悟有德为寿，善为福根。又
品《云水禅心》，笔意融合大篆小篆，望之心
无杂念，可得山水之清气。睹《上善若水》，
隶书加行草，气韵生动，彰显文化追求。亦
见《两岸交流谱春秋 国际体坛著华章》，草
书叙事抒怀，有感而发……诸多作品，有书
有跋有诗有小品有逸趣，可于吃茶时，静心
琢磨。篆刻虽小，自有乾坤，朱老师的上百
枚印中，另有天地。篆刻作品，印文有诗句、
警句、成语、联语，亦有布币印、封泥印及藏
书印、集邮印、人名印、签名印、肖形印等，
多用篆书入印，亦可见行草书、隶书、魏碑
等简化字入印的作品。朱白间各有刀法，墨
韵亦生辉。据悉，近二十年，朱老师极少治
印，印多刻于三十多年前，且诸多原印或送
亲友或丢失，亦有印未留下印文，无法欣
赏，甚是遗憾。

尘世间，俗人自有俗人事，无事乐得小
神仙。朱老师修身守正，专注纯粹,交友广泛，
忘我，利他，但行好事，不问前程，能量修得
很大，书法和篆刻练得很深，有文人的情怀，
有书家的担当，识得乾坤，通晓古今，养得正
气，今整理思入上下几千年妙手偶得之作
品，厚积薄发，鸿过留痕。深水静流，润物无
声，与光同尘。

如此，愿与诸君一起欣赏这位儒雅的书
法家，用竹笔徽墨宣纸汉砚钢刀铭刻的大千
世界，感受金石和书法艺术之美、文化之雅。

乾坤容我静 尘世一儒翁
■杨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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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钱
■殷艳妮

本土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