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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中华文明长河
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唐诗之路上的孝德文化

戽，《说文解字》释义：“形声。从
斗，户声。本义：戽斗。”是指灌田汲水
用的农具。顾名思义，戽鱼，就是用戽
斗汲干水沟或池塘里的水以捕鱼。从
字面上的解释可知，戽鱼其实是一种竭
泽而渔的行为。

不过，在我小时候的乡村，这种捕
鱼方式却是经常发生的。原因就是戽
鱼方法简单，不需要很多的工具，只要
有一把锄头或铁锹，一只水桶或脸盆当
作戽斗就行。

戽鱼至少需要两个人。这是因为
在戽鱼的水域中至少要筑两条相隔较
远的土坝，即使只有一只戽斗，一个人
在这一头戽水，另外一个人则必须看
好另一头的土坝。若另一头土坝漏水
了，就得有人补好，否则，土坝渗漏或
者坍塌，这一头戽水的人不知道就会
前功尽弃。

戽鱼的时候，大人们会选择水面开
阔的水域，他们有力气、有经验筑好大
型的牢固的土坝，以阻挡流动之水的压
力和冲力，也有劲道、有能力汲干两坝
之内的水。而小孩子通常只在小渠沟
进行，我们无法筑起高而大的土坝，只
有在这些水流细弱的地方小打小闹。

少年时，下午放学回家或是某个星
期天，我会叫上弟弟一起去戽鱼。选择
的地点是在离家门口200米远的小沟
渠，这是一条连接着上游溪流和通往河
流的农田灌溉水渠，水不深，沟也不宽，
两边的田埂上都有较硬的泥巴，取土筑
坝方便得很。

到达时，我们选中看起来有鱼在游
动的一段水域，一般长约十多米，用锄
头铲取田埂上的土块，先筑成下游的土
坝，然后筑好上游的土坝。这是有讲究
的，后筑上游的土坝，是为了缩短上游

水流的时间，使土坝在较短的时间里承
受较少的流量，不易坍塌。如果先筑上
游的土坝，那再筑下游土坝时，上游土
坝上方的积水就会很多，土坝受力很
大。同时随着区段里水量的减退，鱼会
顺着水退去的方向游走，减少了收成。
尽管这样戽水的时间相对要长些，但我
们觉得从效益上来说是合算的。

戽鱼是个费时费力的活，你要一脸
盆一脸盆地将水戽出，这是笨活，也是
苦活，往往累得腰酸背痛，糊得浑身是
泥。不过，当看到水渐渐地浅了，鱼儿
的脊背露了出来，在水里扁着身子“哗
啦啦”游动，我们就来了劲，扎下头去，
一鼓作气，快速戽水。经一番苦战后，
沟渠里除了还有个别水潭之外，其余的
水已基本戽了个干净。这时，就是分享
胜利果实的时刻，我们先是捡起那些仰
躺在泥水里的鲫鱼，然后开始挖鱼，用

双手一捧一捧地扒开底泥，寻找着泥鳅
和黄鳝之类。如果发现了它们，我们就
把脸盆插进泥里，将它们撩起，倒入鱼
篓。到了黄昏的光景，我们也结束了战
斗，几个小时下来，有时多至两三斤，少
则四五条。

不过，大人们戽鱼就不像我们这样
小打小闹了，他们会选择水面开阔、水
深过腰的河汊，几个人一起在两端筑起
高高大大的堤坝，然后用水桶来快速戽
水。看着满满的河汊里的水很快浅了
下去，看到许多的鱼在浑浊的水里打
滚，我们就只有羡慕的份了。

戽鱼虽然辛苦，但也给我们带来了
快乐和幸福，是我们小时候乐此不疲的
活儿。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渔事有
点竭泽而渔的味道，然而那时候水域里
鱼多，当土坝坍塌后，没几天，这段水渠
里又有各种鱼儿了。

传统渔事“戽鱼”
□李振南江南民俗

“陛下”一词
最初来源何处

大家都知道，“陛下”一词是臣子
对君主的称呼，自秦以后只用来称呼
皇帝一人。其实，“陛下”中的“陛”即
指由台榭下段通向台顶的台阶。“陛”
有时是土筑，有时是木构，有时还有
其他花哨的形式，如“飞陛”。又因为
古代只有王或者诸侯有资格建造台
榭作为自己的居所，久而久之，“陛”
就特指君主宫殿的台阶。

那么，为什么“陛下”一词由一个
建筑构件变成了一种尊称呢？因为
在古代，这条通往君主宫殿的台阶是
有侍卫把守的，只有经过陛下的允许
才可登阶升殿，见到君主，“皇帝陛
下”即是通过陛下的卫士向皇帝转达
的意思，表示卑者向尊者进言。蔡邕
《独断》卷上中说：“谓之陛下者，群臣
与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
下者而告之，因卑达尊之意也。”后
来，“陛下”就成为对帝王的敬辞。《史
记·秦始皇本纪》：“今陛下兴义兵，诛
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
一统。自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
及。”也就是说，到了西汉，以“陛下”
代指皇帝已经被普遍接受了。

国学小知识

□陈大新诗话亭

唐大历二年（767），新罗王宪英卒，国
人立其子乾运为王，遣使者入大唐，贡方
物，请加册命。三年，代宗李豫命仓部郎
中、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归崇敬持节往
吊册之（事见《旧唐书》）。诗人吉中孚留下
一首送别诗《送归中丞使新罗册立吊祭》，
这也是吉中孚流传下来的唯一一首作品。
其诗云：“官称汉独坐，身是鲁诸生。绝域
通王制，穷天向水程。岛中分万象，日处转
双旌。气积鱼龙窟，涛翻水浪声。路长经
岁去，海尽向山行。复道殊方礼，人瞻汉使
荣。”吉中孚与归崇敬同朝为官，也是好友，
这次归中丞行程万里，深入异域，诗人感慨
赋诗，致以惜别之情。

“官称汉独坐，身是鲁诸生”：李白《淮
阴书怀寄王宗成》有云：“予为楚壮士，不是
鲁诸生。”此处诗人反其意而用之，是说归
崇敬身为儒生，这次出使新罗的官衔是独
一无二的。“绝域通王制，穷天向水程”：新
罗地处堪称绝域，却仍是大唐属国，这次需
走水路。“岛中分万象，日处转双旌。气积
鱼龙窟，涛翻水浪声”写归中丞持节而行，
水路艰辛。“路长经岁去，海尽向山行”写此
去路途遥远，渡过大海还要登山，往返需要
经年了。“复道殊方礼，人瞻汉使荣”：殊方
的礼仪，新罗的风俗又将是个什么样子
呢？而归中丞代表的是大唐的威仪、中华
的文化，是荣耀的汉家天子的使者。

新罗国，汉代称“乐浪”之地，西接百
济，北邻高丽，东西千里，南北二千里，首都
为金城，其王姓金。隋文帝时授开府、乐浪
郡公、新罗王。从此朝贡不绝。后来，百
济、高丽、新罗三个国家相互攻伐，新罗遣
使来告，唐太宗下书三国，令不得互伐。这
三国都对大唐进贡，高丽对大唐往往阳奉
阴违，而新罗则对大唐顺从。

《全唐诗》记有吉中孚小传，称他：“鄱
阳人。大历十才子之一。始为道士，后官
校书郎，登宏辞。兴元中，历翰林学士，户
部侍郎。诗一卷，今存一首。”吉中孚曾久
居鄱阳，但其实他是楚州（今江苏淮安）
人。《元和姓纂》卷十载：“淮阴：贞元户部侍

郎吉中孚。”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论之甚
详。

吉中孚初为道士，后来还俗，入朝为
官，这在唐代也很寻常。明代胡应麟在《诗
薮》里指出“唐羽流还俗率显荣”，还列举了
魏征、尹愔和吉中孚。这是因为唐皇室以
老子为本宗，推崇道教，由道而入仕多见其
人。李端有《闻吉道士还俗因而有赠》诗
云：“闻有华阳客，儒裳谒紫微。旧山连药
卖，孤鹤带云归。柳市名犹在，桃源梦已
稀。还乡见鸥鸟，应愧背船飞。”所谓“儒裳
谒紫微”是指吉中孚还俗，以道从儒。全诗
语带揶揄，是说他走的“终南捷径”，入道不
过是为求取功名，但属诗人间的玩笑，并无
攻击之意。吉中孚拜官后回了一趟楚州，
李端又有赠诗云：“初戴莓苔帻，来过丞相
宅。满堂归道师，众口宗诗伯。须臾里巷
传，天子亦知贤。出诏升高士，驰声在少
年。自为才哲爱，日与侯王会。匡主一言
中，荣亲千里外。”（《送吉中孚拜官归楚
州》）仍有调侃的味道。从此诗看，吉中孚
入长安后，拜谒权贵，一时名驰京城，里巷
朝堂皆知，惊动了天子。傅璇琮说：“大约
吉中孚是未经应试，因诗名为上层统治者
所知，乃征召拜官的。”（见《卢纶考（附吉中
孚、苗发、崔峒、夏侯审）》）李端诗中“来过
丞相宅”里的“丞相”指元载。吉中孚与元
载之子伯和有交谊，他的入仕，元载有举荐
之功。

安史之乱时，卢纶曾避居鄱阳，结识了
吉中孚，成为好友。吉中孚归楚时，卢纶有
长诗《送吉中孚校书归楚州旧山》，其中一
段写道：“青袍芸阁郎，谈笑挹侯王。旧箓
藏云穴，新诗满帝乡。名高闲不得，到处人
争识。谁知冰雪颜，已杂风尘色。”这也写
的是吉中孚在长安出名的事。

《唐才子传》描写吉中孚：“神骨清虚，
吟咏高雅，若神仙中人也。”看来颇具仙风
道骨。又说他“贞元初卒”，具体已不详。
他死后，卢纶写有悼诗，有句称：“侍郎文章
宗，杰出淮楚灵。掌赋若吹籁，司言如建
瓴。”评价甚高。

长期以来，我们受一些影视作品的误
导，以为中国古代法官都是凭良心判案，
缺乏法律专业的训练。真的是这样吗？
也许明清时期确实如此，但在宋代，士大
夫绝对不是“没有任何行政与法律的知
识”。宋人自己曾说：“昔者（士大夫）以诗
书为本，法律为末；而近世以法律为实，诗
书为名。”宋朝君主也要求入仕者须接受
法律训练，太宗曾下诏：“应朝臣、京官及
幕职县官等，今后并须习读法令。”宋代的
国子监系统设有律学，相当于法学院，优
秀的律学生可以直接授予官职；江南一
带，还出现了大量传授讼学的法律专业私
立学校，虽然不受官方的欢迎，但官府却
未能阻止它们的涌现。

在崇尚法律人才之时代精神的滋润
下，宋代形成了一套多层次的法律考试制
度。第一个层次，宋朝在科举系统中设置
了一个“明法科”，主要测试考生对于法
理、断案、经义的理解。明法科出身的进
士，通常可获授法官之职。宋人认为，“自
今司理、司法，并择明法出身者授之”。王
安石时代创设“新明法科”，考中者更是尊
贵，“新科明法中者，吏部即注司法，叙名
在及第进士之上”。

第二个层次，“出官试”。考中进士，
只是获得了入仕的资格而已，在授官之
前，新科进士们还需要通过一次法律考
试，叫做“出官试”。宋朝规定：“今后进士
及第，并试律令大义、断案，据等第注官。”
这种“出官试”对于明法科进士而言，无疑
具有“专业对口”的优势。宋人相信，“非
中铨试不许出官，此近世之至良法”。

宋朝第三个层次的法律考试最接近
于今日的司法考试，叫做“试法官”。“试法
官”是为了选拔合格的中高级法官，不仅
大理寺的高级法官必须过“试法官”这一
关，州府的录事参军、司理参军、司法参军
也需要通过“试法官”。但不是所有的官
员都有资格参加“试法官”，报考者的人生

履历上要求不能有严重犯罪的记录。
“试法官”由大理寺与刑部主持，两部

相互监督，以防止作弊，并接受御史台的
监察。每年举行一次或两次，以神宗朝的
考试制度最为详密：“每日试一场，每场试
案一道，每道刑名约十件以上，十五件以
下……至五场止。仍更问刑统大义五
道。其所断案，具补陈合用条贯。如刑名
疑虑，即于所断案内声说。所试人断案内
刑名有失，令试官逐场具录，晓示错误；亦
许试人再经试官投状理诉，改正其断罪。
通数及八分以上，须重罪刑名不失，方为
合格。”翻译一下，即宋朝的司法考试每次
考六场（一天一场），其中五场考案例判决
（每场试10～15个案例）、一场考法理。案
例判决必须写明令人信服的法理依据、当
援引的法律条文，如果发现案情有疑，就
必须在试卷上标明。考官逐场评卷。也
允许应试人在发现自己答题有误后，通过
向考官投状，改正错误。考试的分数必须
达到8分（不知总分是不是10分），且对重
罪案例的判决没有出现失误，才算合格。
必须承认，这个司法考试的制度已经非常
严密、详备了。

后来“试法官”又增加了考查经义的
内容，如南宋时的司法考试改为考五场，
其中第一、二、三场考案例判决，第四场试
大经义一道题、小经义两道题，第五场考
法理。之所以加试经义，是因为法官如果
只掌握法律知识与断案技艺，而缺乏人文
精神的滋养，不具备领悟天理人情的能
力，便很容易沦为“法匠”，“必流于刻”。

“试经义”就是为了培育法官的人文素养。
宋代的法吏也必须通过司法考试，通

常是每三年举行一次法吏考试，“州县吏
及衙前不犯徒若赃罪，能通法律，听三岁
一试断案”。考试的方式跟“试法官”差不
多。考试合格的吏人才可担任法吏，成绩
优秀者还有机会转官，或者提拔进中央法
院当法吏。

宋朝也有司法考试
□吴钩宋风遗韵

逆
旅
是
什
么

古诗文中，常见
“逆旅”这个词。譬如，
晋陶渊明在《自祭文》
中说：“陶子将辞逆旅
之馆，永归于本宅。”唐
李白《春夜宴从弟桃花
园序》曰：“夫天地者，
万物之逆旅也；光阴
者，百代之过客也。”刘
长卿《早春赠别赵居士
还江左，时长卿下第归
嵩阳旧居》诗云：“逆旅
乡梦频，春风客心碎。”
明俞大猷《秋日山行》
诗言：“丈夫不逆旅，何
以及苍生。”不过，最著
名的还是苏东坡在《临
江仙·送钱穆父》里那
句感叹：“人生如逆旅，
我亦是行人。”问题来
了，这个逆旅究竟是个
什么东东呢？

仔细看下，陶渊明的那篇《自祭
文》透露了玄机，逆旅之馆，莫非这逆
旅是旅店？呵呵，这个猜测已经无限
接近事实真相了。“逆”在古汉语里有
迎接之意，“旅”即旅人、行者，“逆旅”
引申为旅店的意思。《左传·僖公二年》
里讲：“今虢为不道，保于逆旅。”杜预
注解说：“逆旅，客舍也。”常见的文言
中皆为此义。但也有例外，如在魏晋
时期的道家经典中，逆旅常指人的生
命。这其实是个比喻，比喻生是暂时
的，就像旅途；而死是永恒的，就像自
己家。换言之，逆旅很像现代人常说
的人生。道家在古代的影响力十分巨
大，所以逆旅即人生的说法在诗人那
里不胫而走。开头那几篇引用诗文
中，陶渊明的诗肯定是前者，李白、苏
轼和俞大猷的诗肯定是后者，而刘长
卿那句可能兼而有之，说的可以是旅
馆，也暗喻人生。

为什么诗人们这么喜欢逆旅这个
词呢？笔者揣测，除了受道家的影响，

“逆”这个字也可能给诗人们带来“心
理阴影”。诗人们大多有点罗曼蒂克
思维，即使遭遇挫折，也不会屈服。

“逆”会让他们想到逆境、逆水行舟、逆
风飞扬，用逆旅可以用来明志，更能彰
显自己的铮铮铁骨。聪明的读者朋
友，你们觉得是不是有道理呢？

□张天野说文解字

□吕云祥江南文脉

欧阳修与《正午牡丹》

□郑学富文澜听泉

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素有“牡
丹花神”之雅号。

天圣八年（1030），欧阳修进士
及第，被授为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
郎，充任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守推
官。他于天圣九年（1031）三月赴任，
到景祐元年（1034）三月离任，在洛阳
工作生活了四年，这期间，他与牡丹
花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不仅喜欢牡
丹，写牡丹诗，更是写出了我国最早
的牡丹专著《洛阳牡丹记》，开启了中
国花卉史上系统研究牡丹的先河，具
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欧阳修在《洛阳
牡丹记》中说：牡丹“而出洛阳者，今
为天下第一”。然而遗憾的是，他在
洛阳四年，竟没有见到过牡丹花最为
盛开的景象。“余在洛阳，四见春。天
圣九年三月始至洛，其至也晚，见其
晚者。明年，会与友人梅圣俞游嵩山
少室、缑氏岭、石唐山紫云洞，既还，

不及见。又明年，有悼亡之戚，不暇
见。又明年，以留守推官岁满，解去，
只见其早者。”尽管如此，欧阳修却也
真切感受到了牡丹花国色天香的繁
华富丽，他在离开洛阳时作《玉楼春·
尊前拟把归期说》：“尊前拟把归期
说，欲语春容先惨咽。人生自是有情
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离歌且莫翻新
阕，一曲能教肠寸结。直须看尽洛城
花，始共春风容易别。”表达了对牡丹
花的无限眷念，豪放中蕴含着离别的
哀伤与春归的惆怅。

欧阳修40余年的诗文创作和仕
宦生涯中，始终与牡丹形影不离。正
因为此，友人送他一幅古画，画面上
的牡丹花正在盛开，姹紫嫣红，花丛
下卧着一只猫，懒洋洋地眯缝着眼。
欧阳修感觉画作精妙，但却无法悟出
其中真意。他便请来亲家参知政事
吴育共赏此画。吴育端详片刻，指出

这幅画描绘的是正午时分的牡丹。
欧阳修问他何以见得，吴育指着画上
的牡丹说：“花瓣完全张开且有些下
垂，有些干涩，这正是中午牡丹的特
点。”接着他又指着牡丹下的猫说：

“再看猫的眼睛，瞳孔眯成一条缝，正
是猫正午时的瞳孔。如果画的是早
上，那么花上带露水，色泽就滋润，猫
眼的瞳孔也会是圆的了。”欧阳修听
后，点点头，若有所思。

这则故事出自与欧阳修同时代
的科学家沈括所著《梦溪笔谈》，寥寥
数语，却深刻揭示了古人善于研究笔
下的意境。正如《洛阳牡丹记》所载

“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
欧阳修虽憾未遍览盛景，却以笔墨凝
练出牡丹的国色风华。而吴育鉴画之
妙，恰似欧阳修品花之痴，二者皆以

“格物”精神，于细微处见天地，与古画
成就了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
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
里堤。”唐朝诗人韦庄的七绝《台城》
虽是吟咏六朝古迹的诗，但我觉得，
唐朝不也是这样吗？浙东唐诗之路
上的往事不正是如此吗？就说浙东
唐诗之路上虞段的曹娥江，每当雨露
霏霏，江面烟雾迷离，江边绿草如茵，
唐诗之路上的往事在阵阵鸟啼声里
如梦远去，只有那无情的树树杨柳，
依旧像清淡的烟雾一样笼罩着江边

长堤。
站在曹娥江畔的长堤上，看那蜿

蜒曲折的曹娥江迤逦而流，那缥缈着
晋风唐韵的江水穿过大大小小的青
峰秀岭，如诗如画的浪花淘尽千载万
年的秋雨春阳，向北流经我的家乡吕
家埠村。在这里，风光旖旎的曹娥江
优美地打了一个弯，形成江湾后，便
遥遥地向大海奔去。这个美丽的江
湾处，有一个渡口，名为“五甲
渡”——现在这个江湾没有了，“裁弯
取直”的现代化水利建设，使曹娥江
在此处变曲水为直流，从此，风平浪
静，波澜不惊；而五甲渡的遗址虽隐
约可辨，然而，古渡已变新桥。南来
北往的过江人，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已感觉不到白居易诗云的“烟波尽处
一点白，应是西陵古驿台。知在台边
望不见，暮潮空送渡船回”那种诗情
画意之美了，略成憾事。

视曹娥江为母亲河的家乡父老，
在感激曹娥江馈赠给人们无穷甘露
的同时，不会忘记发生在江上的那场
夺人性命的灾害。东汉汉安二年五
月初五，曹娥江狂风怒号，惊涛拍
岸。上虞巫师曹盱为请潮神“伍君”
保佑风平浪静、风调雨顺，逆水行舟，
不幸卷入急流，葬身江底。曹盱之女
曹娥，其时年方十四，为寻父尸，沿江
号哭十七昼夜，悲恸感人，后解衣投
水找寻而死，有道是“孝德感天”，又
过五日，竟背着父尸出水。时人感其
孝心，就在江边立了“曹娥碑”，建了

“曹娥庙”，以弘扬孝德文化；朝廷为
表彰孝女曹娥，把原来名为“舜江”的
这条江改名为“曹娥江”。以少女之
名来命名一条江，这在全国是少有的
吧。

从此之后，曹娥庙、曹娥碑被诗
人们广泛吟咏，自然而然地成为千百
年前唐诗之路的一大重要“站点”。
如李白在“唐诗之路”上赋诗云：“笑
读曹娥碑，沉吟黄绢语。”赵嘏《题曹
娥庙》：“青娥埋没此江滨，江树飕飗
惨暮云。文字在碑碑已堕，波涛辜负
色丝文。”周昙《后汉门·曹娥》：“心摧
目断哭江濆，窥浪无踪日又昏。不入
重泉寻水底，此生安得见沈魂。”贯休
《曹娥碑》：“高碑说尔孝应难，弹指端
思白浪间。堪叹行人不回首，前山应
是苎萝山。”

在唐朝，共有400余位诗人游历
浙东唐诗之路，而沿着曹娥江溯流而
上至剡溪的诗人就有60余位，他们
在舜山舜水间留下无数诗作名篇，
《全唐诗》里就收录了200多首。这
些诗作，吟咏内容当然不止曹娥元
素，而是题材广泛、内容丰富。

吸引诗人们来此的，除了美丽的
风景、独特的人文，肯定还有其他因
素，那还有什么呢？我曾多次凝望曹
娥江的千古江流，默默沉思，曹娥江
的文化风味、上虞唐诗之路的文化价
值，如同任何传统文化一样需要认真
总结，深入挖掘，积极弘扬。我认为，
它们的文化价值应包涵这样几个元
素：“以人为本”的普世价值、“百善孝
为先”的文化观念、“知行合一”的求
真精神、“承前启后”的
发展理念、“和谐大气”
的德治思想。

而孝德文化是最
基础的，也是最重要
的。上虞是“孝德之
乡”，曹娥江两岸孝德
故事层出不穷，“中国
二十四孝”之首的虞
舜、“投江救父”的曹
娥，以及历代以来曹娥
江畔的孝子贤人，无不
影响激励着当今上虞
人民，“百善孝为先”的
文化观念深入曹娥江
两岸的上虞人心。

上虞的母亲河先
后以孝子舜、孝女曹娥
为名，可谓是一条“孝
河”。可以说，中国的

“百善孝为先”思想源
头之一也在曹娥江文
化。大量史料记载虞
舜在曹娥江畔的“孝感
动天”“厚德载物”“以
德化人”“举孝任能”等
事迹，以及曹娥“投江
救父”的悲壮故事，足
以说明虞舜是孝德思
想的先觉者、弘扬者，
曹娥是孝德思想的奉
行者、实践者。

唐朝的诗人，大多
推崇孝道，他们虽然离

开家乡，“共筑”唐诗之路，一时难以
侍奉双亲，但他们的拳拳之心与父母
的眷眷之心是相通的，如韩愈诗言：

“白头老母遮门啼，挽断衫袖留不
止。”孟郊诗云：“慈母手中线，游子身
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
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萱草生堂
阶，游子行天涯。慈亲倚堂门，不见
萱草花。”唐朝诗人不但对父母非常
孝顺，而且还都感恩于父母对小辈的
慈爱，若不是对父母的孝，怎能感受
到父母的慈？孝与慈的关系，由此可
见一斑。曹娥江，既是一条“孝”河，
诗人们来曹娥江两岸“寻孝”也就顺
理成章；同时又接受这条“孝”河的洗
礼，相得益彰。

新罗吊祭汉使荣

《孝女曹娥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