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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季驯依然站在船头，似乎还沉浸在与
家人告别的留恋之中，突然后背被人轻轻拍
了一下，潘季驯回过头来看，发现有一位高
个子、身穿绿色丝绸长袍、风度翩翩的中年
人，他笑嘻嘻地做出一个鬼脸，说道：“哈哈，
兄台在想什么呢？在下徐中行，字子舆，号
龙湾，还有个雅号叫天目山人，长兴人氏。
嘉靖十七年举人，不知道兄台是哪一位啊？”

潘季驯微微一笑，仰着头对着徐中行说
道：“久仰久仰，久闻兄台大名，不才潘季驯，
字时良，号印川，湖州府乌程人氏。今年第
一次乡试试声，忝列其中。以后还望多多关
照！”

徐中行一听，立即伸出大拇指，大声说：
“我知道，今年是你力拔头筹，夺得了乡试解
元！请问兄弟贵庚几何？”

潘季驯答道：“小弟明正德十六年出生，
今年虚岁三十。”

徐中行继续大笑，说：“哈哈，真是青年
才俊！我比你虚活五岁，已经白去了京城三
遭，今年都三十五了！”

说话间，几位举人也都走来，徐中行、潘
季驯一一和他们打招呼，大家一路同行，都
非常高兴，热情满满，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
憧憬。

公船沿着大运河继续向东北方向前行，
就到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苏州府。他
们夜泊枫桥，登上寒山寺敲钟，体验“月落乌
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
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思古幽情。

接下来，公船载着他们沿着太湖东岸的
大运河一路北上，途经无锡、常州，晓行夜
宿，到达了长江边上的镇江。这一段河道长
达七百多里，称作江南运河。因为唐朝后期
苏南和浙江一带称为浙东、浙西，北宋时期
这里是两浙路，所以江南运河也称作浙漕。
一路上，但见无数运粮的漕船沿着如镜面一
样的河道逶迤前行，潘季驯和举子们看不尽
两岸山青水碧，赏不完锦绣江南美景。

从镇江的京口大闸穿越长江，他们的公
船经过一番惊涛骇浪，来到了江北扬州瓜洲
古渡口，这一段跨江的漕运，还有从长江上

游来的漕粮，称作江漕。
再往上走，就是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

了。由扬州向东北经邵伯湖、沙湖、樊良湖、
界首湖，到达淮安境内的且末，这一段运河
河道地卑水积，湖湖相连，故名湖漕，也称里
运河。

船过繁华的淮安城，出了清口，越过淮
河，就进入了黄河河道。黄河在北宋以前
大都是向北经大清河、济水入渤海的，到了
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东京留守杜充为
了阻止金兵南下，在开封附近决开了黄河
大堤，黄河南流，夺泗河河道南下，开了南
下侵淮的先例。金明昌五年（1194年），黄
河再次决口，从徐州向南夺淮河河道，向东
流入黄海，迄今已经三百多年了。从淮安
至徐州的六百多里之间，运河只能借用夺
泗入淮的黄河来通航，称作“借黄行运”，这
一段的运河也称为河漕。看一条条船翻越
淮河之难，由清口进入黄河之险，真是苦不
堪言！潘季驯和举子们所乘坐的公船如一
叶扁舟陷入蛟龙巨口，一路任其撕咬和蹂
躏，船工咬紧牙关拼命划船，客人张大嘴巴
不住地惊呼，潘季驯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吓
得大气不敢出。

过了清口，黄河河道骤然开阔，由于是
冬季，河水并不多，表面上风平浪静，水底下
潜流暗涌，大河里留下一片片淤积的沙洲，
公船就在沙洲间寻找着黄水的缝隙次第前
行。潘季驯走出船舱，在船头上和船工交
谈，听他讲黄河行船的故事，船工讲起夏秋
季节河水暴发时漕船覆没、船毁人亡的惨
状，让潘季驯既惊讶又痛心，他望着这一河
浓浓黄汤，感慨万千：这就是小时候在私塾
里读到的黄河吗？是李白笔下那“君不见黄
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落天
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的黄河吗？作为
京师所倚、国之命脉的漕运，竟然是在这命
悬一线的河流上与蛟龙共舞！该是多么艰
难，多么危险，又多么无奈啊！如果我能够
跃上龙门，进入朝廷机枢，一定来治理黄河，
挽狂澜于既倒，让大河安澜，让朝廷无忧，让
百姓无惧！ （未完待续）

圣迹图（二十三）

子路问津
孙加兵

明版彩绘《孔子圣迹图》的第二十七幅为《子路
问津》，展现的是鲁哀公四年（公元前419年）孔子
自叶地返回蔡国时不知渡口所在，于是让子路去向
正在耕地的长沮、桀溺询问渡口的故事。在图中，
孔子坐于牛车之中，牛车周围有四位弟子，另有一
位弟子在向两位用牛耕地的老人问路。

《史记·孔子世家》对此事有相关记载：“去叶，
反于蔡。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为隐者，使子路
问津焉。长沮曰：‘彼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
丘。’曰：‘是鲁孔丘与？’曰：‘然。’曰：‘是知津矣。’
桀溺谓子路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子，孔
丘之徒与？’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
而谁以易之？且与其从辟人之士，岂若从辟世之士
哉！’耰而不辍。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怃然曰：‘鸟兽
不可与同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根据《史记》所载，大致可以了解到，当时孔子与
众弟子离开叶地返回蔡国时遇上河流阻挡，但是他
们却找不到过河的渡口在哪儿。众人发现了此时正
在耕田的长沮、桀溺两人，孔子认为他们是隐居此地
的人，熟悉本地情况，于是便派子路向他们询问渡口
位置。长沮没有直接回答子路，反而问他：“那个手
执缰绳的人是谁？”子路回答那是孔丘。长沮又问
道：“是鲁国的那位孔丘吗？”子路应是。然而长沮问
完后却并未告诉子路渡口的位置，却说：“这个人就
知道渡口呀！”这时桀溺又问道：“那你又是谁？”子路
答道：“我是仲由。”桀溺又问道：“你是孔丘的弟子
吗？”子路说：“是的。”桀溺又说：“浑浑噩噩的人，天
下到处都是，又有谁来改变这个世道呢？况且你跟
随这样一位只知道躲避恶人的士人，又哪里比得上
跟从避开这个混沌世道的士人呢！”于是他们继续锄

地，不再与子路交流。子路悻悻而归，把长沮、桀溺
二人的话告诉了孔子。孔子听完怅然地说：“人是不
可以与鸟兽同群共处的。如果天下太平安定，我便
也不必努力地改变这个世道了。”

子路问津这一故事蕴含着儒家的进退之道。
桀溺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
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桀溺认为天
下无道，无人能以道而正天下，与其劳心治乱而无
所成，倒不如避世隐去以养其身。虽然孔子对于隐

世有着一定的肯定，如《孔子家语·三恕》中孔子说：
“国无道，隐之可也。”再如《论语·公冶长》中“道不
行，乘桴浮于海”。但正如学者王玉彬所说：“尽管
孔子对隐者有一定的认同，但孔子的理想人格却还
是‘圣人’而非‘隐者’，所以，在欣赏之余，孔子又认
为隐者这一人格是不完满的。”因为孔子的“隐”并
不是隐居无为，避世养身，而是“隐居以求其志”。
所以孔子对桀溺的观点并不认同，他说：“天下有
道，丘不与易也。”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解释
道：“天下若已平治，则我无用变易之了；正为天下
无道，故欲以道易之耳。”面对社会秩序混乱、众生
倒悬时，他的选择便是秉持“仁者爱人”的信念，积
极入世，以“仁”来纠正当时已经“礼崩乐坏”的乱
世。也正是在孔子的影响下，中国古代的儒者往往
具备敢于承担历史责任的勇气：一大批像范仲淹这
样的儒者，在面对天下无道时不是首先考虑隐于山
林，而是敢于挺身而出，秉持着兼善天下的理想，试
图以自己的才学拯民于水火。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孔子以“仁”为其思想
的核心概念，也奠定了他在政治上要进取、入仕的
基调，而其一生也都在寻道、践道、弘道，子路问津
这一故事便是孔子守志弘道的重要见证。无论是
遭遇在鲁国推行隳三都时的政治阻力，还是面对在
周游列国时处处碰壁的艰难境地，孔子都没有灰心
丧气、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反而是在保身保
志的同时，使自己的信念更加坚定。虽然孔子亦有
退隐之语，但那只是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积蓄
力量的权宜之计。孔子亦正如《子路问津》中赞语
所评价的那样，“圣在济人，周流不止”，留下积极进
取、当仁不让等宝贵精神财富，泽被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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