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篇小说《商埠风云》是
由广州市增城区作家协会副
主席张伟棠讲述的一段发生
在大湾区的故事，刊发于文
学双月刊《大湾》2021 年长
篇小说专号。作者以轻快明
丽的笔触，完整详实地记录
下了粤港澳大湾区东江和珠
江交汇处商业重镇新塘这个
商埠的百年风云。

1911 年的辛亥革命是
国家、民族层面的找寻出
路，对山区竹林里长大的青
年王仔来说却过于遥远，时
代变革之光折射到最底层劳
苦大众当中最普通一员的身
上时，就只剩下“即使客死
他乡，也不愿饿死在家”的
意念，这意念促使王仔走出
山来寻找出路。尽管他灵
活、精明又勤快，也依旧挣
不脱黎明前的黑暗。身处暗
夜里，人性的恶在夜色掩护下
毫无遮拦。与王仔以勤劳能
干赢得胖大婶和银女的认可
与好感截然相反的是，刘牯的
落井下石丑态毕现。刘牯引
日本军官伺机挑事，王仔死在

“萝卜头”刀下后，王、刘两家
自此结下仇怨，这仇怨随着历
史的洪流滚滚向前。

王仔之子王其明在找寻
出路的半道被国民党抓了壮
丁。动荡岁月里几经辗转，
枪林弹雨里沐风向前，个人
的命运从来都与国家、民族
的命运紧紧相连。

作者分别以王、刘两家
的生活轨迹为主线，花开两
朵各表一枝，二线并行、交
叉，再并行再交叉，于分合并
立之间娓娓道来，镜头切换
顺畅自然，无缝衔接，给人以
强烈的画面感的同时，又毫
无违和感。

改革开放初期，好政策
为商埠注入了新活力，“走火
车”为百姓生活带来明显改
善，经济萌动百废俱兴；招商
引资政策下，当年结怨的王、
刘两家重新老将对脸，再次
直面；改革早期因没有经验
摸索前行，摸着石头过河，
瞎子摸象式的粗犷发展，使
得经济和物质文明在得到迅
猛发展的同时，精神文明滞
后，两个文明的不同步，显
出改革发展过程中的弊端。

作者笔下商埠的百年，
正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不改初衷，一心为国家、为民
族、为广大劳苦大众找出路、
求发展、谋幸福的百年，在这
个过程里跑得太快摔了跤，
失败之后及时总结教训，积
攒经验，成长壮大的道路上
免不了风风雨雨、磕磕绊
绊。王、刘两家摒弃了宿怨，
携手向前，适者生存，顺应时

代的潮流，得到了稳定长足
的发展。

作品在轻快行文的同
时，不乏细节描写，诸如景物
描写。景物描写作为故事情
节上演的大背景，让读者在
情景交融里获得仿若亲临其
境的即视感。而王家终于否
极泰来，王其明要回到原单
位去的一节里，“大黑一动不
动地站在门口看着，它流泪
了。细心的立西看到了，走过
去抱着大黑，他也流泪了。”这
样的描写则直戳泪点。

不容忽视的一处细节
是，书中人物的名字均意有
所指。王仔的“仔”说的是年
轻，少不更事，不识世道艰
险，最终枉送了性命。而刘
牯的“牯”，即俗称阉割过的
公牛，亦泛指牛，讽刺意味显
而易见。王其明意为王家自
他开始前景变得明朗未来可
期。王其明的五个儿子两个
女儿名字分别为：东、南、西、
北、中、如、意，“处处如意、哪
哪都好”的寓意很明显。

没有波澜壮阔，没有惊
心动魄，有的只是一些家长
里短，作者以最接地气的叙
述手法将商埠百年的发展历
程悉数铺展，以家族之间、小
人物之间、普通民众之间的
恩怨、感情纠葛为线，为我们
精心织就了一件为献礼建党
百年量身定做的靓衫。简明
质朴的措辞让人读来轻松自
在，有着无比流畅的阅读体
验，讲故事的叙述方式让人
在敞亮里品咂旧社会的苦难
与新时代里的百回千转，不
压抑、不盲目悲观，更加公
正、理性、全面。轻描淡写
里，扬一场风轻云淡，无声处
听惊雷里，“路在脚下，志在
心间”八个大字赫然跳跃在
字里行间。烟花始，烟花完，
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处上演
人间惨剧，戏剧性、画面感，
令人过目不忘，唏嘘扼腕。
百年弹指一挥间，风云际会
商埠换新颜，剧情迂回曲折，
自始而终大圆满。匠心无处
不在，用心打磨，确实是一部
精品力作。

路在脚下，志在心间

——读张伟棠长篇小说《商埠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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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似乎没有人不明白，其实多
数人不明白。每年高考季，“高考状元”都
会霸屏上热搜，人们以为这就是“状元”，
其实离真正的状元差远了。历史终归是
历史，跟现实生活本来就有距离。

现实生活中，追捧历史剧的很多。黄
梅戏经典剧目《女驸马》，熟悉的人还是很
多的，我们不妨顺着《女驸马》的戏剧情
节，粗略了解一下什么是状元，戏剧家的
胆子究竟有多肥。

《女驸马》的故事情节很简单：冯素贞姑
娘是个“白富美”，未婚夫李兆廷公子本是

“高富帅”，门当户对。意外发生了：李家败
落。李公子不能脑筋急转弯，依旧跑进冯府
找冯姑娘。冯父正寻思如何退婚呢，便将李
公子当作盗银贼送进了监狱。为救李公子，
冯姑娘男装出逃，冒名考上了一个状元。不
料，皇上一看这“小伙子”才貌俱佳，于是，冯姑
娘就这么成了“女驸马”，日子从此没法过了。

冯姑娘真能够考上状元么？拿高考做
个比喻。

首先，冯姑娘拿不到“准考证”。考状元
的人，必须具有“举人”资格，或“同等学历”
国子监监生。李公子本来是有报考资格的，
但是被诬为“盗”。“盗”，是《大明律》开列的
严重刑事犯罪。李公子是“罪犯”，收监前一
律革除功名。冯姑娘冒充未婚夫报名，即便
外观上分辨不出，人家一查名册，李兆廷已
经失去报考资格。

其次，冯姑娘几乎出不了县城。举子赴京
参加会试，是地方的一大盛事，地方主官必亲
自设宴饯行，发放盘缠，是为常例。举人在地
方是非常稀少的，作为地方缙绅阶层的李兆
廷，无论家境如何困难，都会是地方官的座上
宾，不会无人认识李兆廷。冯姑娘再女扮男
装，当地官员也会当场识破。最轻的结局是，
将冯姑娘送给她爹，说这姑娘也太调皮了。

其三，冯姑娘进不了考场。就算一群糊
涂官严重渎职，冯姑娘举着“准考证”排队进
考场，麻烦又来了：古代进考场（考棚），进入
前必须从头到脚搜一遍，连考生头上的发辫
都要被解开盘查，目的是防止“夹带”。会试
一共要考三场，意味着冯姑娘要被军士从头
到脚搜三遍，第一次未搜出女儿身，连续三
次都未发现，这就不太好想象。

其四，冯姑娘“金榜题名”之际，也就是
“牢狱之灾”之时。殿试结束后，朝廷也会放

榜，即所谓“金榜题名”。“金榜题
名”大家都知道，这指的是科举中
的殿试放榜。中榜者名单，不光
首都老百姓和游客知道，官方还
迅速以邸报等形式发往地方，送
达中试者家属，俗称“报喜”。李
公子正坐牢呢，怎么会有“喜报
（捷报）”？前一个案子还没终结，
这新的案子又出来了。冯姑娘不
仅娶不到皇帝的闺女当媳妇，还
要同李公子成“狱友”。

《女驸马》毕竟是个戏剧，没
有必要太过较真。毕竟，中国历
史上确实也有过“女状元”。不
过，仅有一位——傅善祥，太平天
国“女状元”。傅状元是个寡妇，
后成了东王杨秀清的情妇，生活
经历比戏剧更为曲折离奇。但太
平天国的科举也像戏剧，没有太
大的研究价值。

状元人人梦寐以求，皇帝的
闺女让人心花怒放。状元可能娶

公主么？这个概率约等于“0”。
中国的科举历史，将近1300年。成熟的

科举制度，读书人的科考是“三部曲”：考秀
才，考举人，考进士，进士第一名即“状元”。
这一圈考下来，没添孙子，儿子早已都“打酱
油”了。“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皇帝怎么会将
女儿嫁给一个老男人，或是中年油腻男？

没有年轻点的状元？当然有的。自唐
高祖武德五年的孙符伽，到清光绪三十年的
刘春霖终，共有状元 592 人。年轻点的状
元：宋代寇准20岁，欧阳修24岁，范仲淹27
岁；明代费宏 20 岁，周延儒 21 岁。但要知
道，20岁在古代已是“晚婚”。

除了“年龄”这道坎，清代就更特别些：
他们不跟汉人通婚。清代状元114人，汉人
就有111人，这97%的状元就与皇帝的女儿
无关。清代同治四年（1865）出了个满人的
状元崇绮，理论上可以当“驸马”，实际上他
当了皇帝的“老丈人”。

中国历史上的驸马状元，可考的只有一
位：唐朝的郑颢。

唐会昌三年（843 年），郑颢高中状元。
这时的郑颢早有婚约，本打算中状元后迎
娶卢家的千金，可这么年轻英俊的状元被
皇上看中了，非要将其掌上明珠万寿公主
嫁给他。郑颢不乐意，唐宣宗便让宰相白
敏中去做思想工作。在白敏中威逼利诱
下，郑颢娶了万寿公主。人人都羡慕的幸
福婚姻，一点都不幸福，郑颢一想就来气，
多次弹劾白敏中。唐宣宗心里明白：你小
子这是还有恨呢！所以，也就当了白敏中
的“保护伞”。

历史上，皇帝的女儿都嫁给了谁？明太
祖朱元璋为了笼络良将，16 个女儿全都嫁
了勋臣子弟，其子孙们也基本上沿袭如此，
驸马中根本没有状元。清代的公主和格格
们，大多嫁给了蒙古贵族，仅科尔沁部与清
廷的联姻就有130人次，其中清皇室嫁女94
人次，科尔沁部女子嫁到清廷36人次——
如果说公主们去向有什么共性，大概一是献
身王朝的“国防”，二是献身王朝的“外交”，
皇帝对“才子佳人”的故事不感兴趣。

历史的意义在于镜鉴，司马迁的名言是：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状元不是娱乐来
的，史学家见到“艺术家”，掐死他的心思真的
都有。那么，历史中真实的状元究竟是什么
样子，又能为今人留下怎样的启迪呢？

《文状元》引言
章宪法

《文状元：一个从学子到宰相的人生
奋斗历程》
章宪法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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