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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学富

北宋熙宁十年四月，苏轼赴
徐州任太守。上任不久，便遇到洪
水围城，苏轼率领军民奋力抗洪，
城池安然无恙，百姓生命财产得
以保全。细阅史料，苏轼抗洪举
措，值得今人借鉴。

徐州地处淮河的支流沂、沭、
泗诸水的下游，黄河和京杭大运
河傍城而过，东南有骆马湖，西北
有微山湖，地势低洼，境内河流纵
横交错，湖沼星罗棋布，极易发生
洪涝灾害。熙宁十年七月十七日，
黄河决堤，河南濮阳至山东西南
部一带，皆为泽国，灾情严重。苏
轼得知这一讯息后，知道洪水不
日即可抵达徐州，于是他启动防
洪预案，立即采取四项措施：

一是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苏轼全民动员，组织民众拿上挖
土、运土的工具，修补堵塞河堤上
的洞穴隐患，并储存大量的土石、
刍茭、柴草，以备抗洪之用。

二是安定民心。八月二十一
日，洪水如脱缰的野马，波涛汹
涌，奔流而至徐州，淹到徐州的
东、西、北门。此时，徐州又连降暴
雨，水位急速上涨，“彭门城下，水
二丈八尺”。情势危急，城内人心
惶惶，一些富户欲携款出城躲避。
面对迫在眉睫的严峻形势，苏轼
一面加固城墙，防止洪水破墙而
入；一面安定民心，他立即派出救
济人员，让习水性的人驾舟船散
发干粮，保证百姓洪涝期间不饿
肚子，稳定波动的社会情绪。苏轼
亲自做那些想出城避水的豪绅大
户的思想工作，诚恳地对他们说：

“如果你们出城，全城百姓都会动
摇，百姓会倾城而出，还有谁和我
一起抗洪守城？如果洪水进城，你
们的家产也将不复存在。请你们
放心，有我在，洪水决不能冲毁城
墙。”苏轼斩钉截铁的语言和义薄
云天的豪情，打消了这些人的顾
虑，他们决心留在城内，与百姓一
起抗洪保城。

三是求助于军队。宋朝的禁
军直属朝廷枢密院指挥，地方官
员无权调动。险情紧急，如果再向
朝廷奏报请调军队，路途遥远已
来不及，更何况当时水围城池已
无法出城。为增强抗洪力量，无奈
之下，苏轼亲赴军营，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动员禁军主动积极参
加抗洪。苏轼对卒长说：“洪水已
经包围了徐州城，全城百姓命悬

一线，已是千钧一发之际，你们虽
然是禁军，不属于我调遣，但是希
望你们能助我一臂之力，共抗洪
害，保民平安。”卒长也被苏轼感
动，毅然说道：“太守尚且不躲避
洪水，临危不惧，我辈小人，理应
效命。”于是，卒长带领士卒与百
姓日夜奋战，在城东南抢修起一
道长堤，头起戏马台，尾连着城
墙，长达九百八十四丈，高一丈，
厚两丈，将凶猛的洪水阻挡在城
外。

四是与民同甘共苦。抗洪期
间，苏轼在城墙上搭起草庐，既是
办公地点，又是夜宿之所。“夜闻
沙岸鸣瓮盎，晓看雪浪浮鹏鲲”。
他脱去官服，身穿布衣，脚蹬草
鞋，抱着“坐观入市卷闾井，吏民
走尽余王尊”的决心，誓与徐州共
存亡，和军民一起奋战在抗洪第
一线。在军民的共同抵御下，十月
初五，洪水退却，徐州转危为安。

“旋呼歌舞杂诙笑，不惜饮釂空瓶
盆。”全城民众欢声雷动。

苏轼奋不顾身抗洪的事迹传
到朝廷后，皇帝下旨称赞：“亲率
官吏，驱督兵夫，救护城壁。一城
生齿，并仓库庐舍，得免漂没之
害。”得到上下赞颂的苏轼没有被
荣誉冲昏头脑，他清醒地认识到
徐州防洪的紧迫性和艰巨性。为
了今后洪水不再泛滥成灾，百姓
能安居乐业，他又做了两件事：一
是上奏朝廷，请求免除徐州赋税，
又请求征调明年夫役增筑“外小
城”，以加固内城。朝廷同意了他
的请求，次年二月，朝廷拨与苏轼
三万贯，一千八百石米粮，七千二
百个员工用于防洪堤坝建设。二
是修筑黄楼纪念抗洪胜利。苏轼
看到徐州东门是防洪的要冲，不
仅要把城门筑得牢不可破，而且
还要在此建一座黄楼，以镇水患。

按照五行之说，黄代表土，水
来土屯。水灾刚过，木石匮乏，为
了不增加百姓困难，苏轼便下令
将官府内一处废旧建筑拆除，修
建起一座百尺高的黄楼。神宗元
丰元年九月初九重阳节，黄楼落
成，全城同庆，官民欢呼雀跃。此
情此景，苏轼感慨万千，赋诗《九
日黄楼作》，其中写道：“去年重阳
不可说，南城夜半千沤发。水穿城
下作雷鸣，泥满城头飞雨滑。黄花
白酒无人问，日暮归来洗靴袜。岂
知还复有今年，把盏对花容一呷。
莫嫌酒薄红粉陋，终胜泥中事锹
锸。”

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的于秀金教授的著作《类型学视角
下的英汉时-体研究：时-体共性与
ERS时-体结构》对英汉语时-体难
题作了全面讨论。该书以语言类型
学为视角，以ERS时-体逻辑模型
为研究工具，以英汉时-体系统构
建为目的，通过对英汉语时-体全
貌的个案研究展示所建立的可用
于普通语言层面上时-体研究的范
式。明确的类型学定位，让该书具
备样本效应。

该书提出，在时与体关系上，
英语、汉语、缅甸语、曼尼普尔语
以及图康伯西语遵循“将来时蕴

涵非现实体”的逻辑关系，俄语、
波兰语以及捷克语遵循“现在时
蕴涵非完整体”的逻辑关系，这两
条逻辑蕴涵关系中分别出现“将
来时-现实体”和“现在时-完整
体”不合法的“四缺一”格局。英汉
语和俄语的体类型差异以及时-
体蕴涵关系可归因于不同的时间
认知模式。英汉语属于自我移动
模式或上行时间语言，俄语属于
时间移动模式或下行时间语言。
ERS逻辑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
力，可以解释汉语时间词“刚刚/
刚/刚才”的时间语义差异以及有
关结构的时-体意义。(金波)

苏轼徐州抗洪的启示

探究世界语言“时-体”逻辑内蕴

【短史记】

︻
短
史
记
︼

那
抹
一
八
九
六
年
亮
起
的
光

世经缫丝厂旧址。

藏书家丁丙建造的藏书楼“小八千卷楼”。

□潘玉毅

京杭大运河，北起北京，南至杭
州，全长1794公里，自开凿至今，经
历了2400余年的历史。在大运河南
端终点标志的杭州拱宸桥旁，中国
京杭大运河博物馆静静地诉说着两
千多年中华民族的传奇。

翻开历史的册页会发现，国人
自办的最大缫丝厂与两个人物有
关。这两个人物便是丁丙和庞元
济，而这家企业则是两人合资建立
的世经缫丝厂。这家缫丝厂是浙江
省最早应用电力的场所，浙江省第
一盏电灯就是在拱宸桥西亮起来
的。

丁丙是杭州士绅，家族世代经
营布业，清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
形容其“家充殷盛”，足见其富。丁
丙在实业中颇有建树。当时，为了
摆脱洋商的控制，应对西方工业化
生产的冲击，他顶住压力，积极兴
办近代纺织企业，彰显了民族实业
家的爱国精神。

不过，与他的实业家身份相
比，丁丙还有一个更为人们所熟知
的身份——— 藏书家，而且是清末著
名藏书家。太平天国时期，杭州文
澜阁中所藏《四库全书》因受兵燹
之患，散佚殆尽，丁丙与其兄丁申
得知消息，不避艰险，倾全力搜寻、
收购与补抄。光绪六年，浙江巡抚
钟麟重建文澜阁，落成之日，丁丙
把所得之书送入阁中珍藏。为补全
遗珠之憾，丁氏兄弟将“行万里路”
与“抄万卷书”相结合，用了大量的
人力、物力与时间，恢复了文澜阁

《四库全书》的基本样貌。其实，无
论兴办实业还是抢救《四库全书》，
有一点是相通的，那便是对于家国
的爱。

庞元济则是南浔富商庞云鏳之
子，因其字莱臣，当地人都呼之为

“庞莱臣”。庞元济少有清才，工、写
兼能，临摹字画甚得前人精髓。后
因父殁，25岁的他扛起了养家的重
担。庞云鏳经营蚕丝生意的时候，
曾替胡雪岩收购蚕丝，也见证了胡
雪岩囤积蚕丝与洋商竞争却因滞销
几乎破产的始末，深感后怕的他临
终前再三叮嘱庞元济：“白老虎可
怕，莫再经营桑丝！”然而，接手家
族事业不久，向来孝顺的庞元济就
违背了父亲的遗愿。庞元济在对市

场的调研中发现，国人的蚕丝之所
以竞争不过洋人，只是因为手工缫
丝容易导致粗细不均，并非输在质
量上。想明白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庞元济四处寻觅志同道合之士，试
图通过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大力发
展民族工业，也由此开启了自己作
为实业家征战商场的历程。

学习、应用西方的新技术，发
展、壮大民族工商业，以此抵抗外
来侵略，将爱国之心、救国之愿化
为富国之行、强国之举。事实上，这
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型实
业的发轫也折射了当时的时代背
景。

清朝末年，西方列强不断入
侵，给近代中国的经济、政治、文
化、思想都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以
经济为例，一方面，原先自给自足
的小农经济遭到破坏，泱泱中华沦
为西方列强互相争抢、掠夺的原料
产地和市场；但是另一方面，资本
主义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也随之
输入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
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

前人有一个比喻：打开窗户，
会进来新鲜空气，也会进来苍蝇和
蚊子，所以须“去其糟粕，取其精
华”。这个比喻若被用来形容时代
变革之际的近代中国，可谓形象。

面对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倾
轧，一股学习西方、发展民族工商
业、挽救国家于危难之际的实业救
国思潮影响了许多爱国的民族资产
阶级。他们一反前代的陈腐观念，
试着接受、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
理念，通过“师夷长技”达到自强、
制夷的目的。

光绪二十一年，64岁的丁丙与
32岁的庞元济联手，筹银30万两，创
办了颇具规模的世经缫丝厂，厂址
位于杭州拱宸桥西侧的如意里。这
个缫丝厂自诞生之日起就有几个

“最”加身：其一，为当时国人自办
的最大缫丝厂；其二，乃浙江最早
应用电力的场所；其三，是浙江历
史上第一个机器丝织厂。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世经缫丝厂的创办，也
标志着浙江几千年手工织布史的结
束。

1896年8月15日，世经缫丝厂正
式投产。据存世不多的资料记载，
缫丝厂所用的200多台机械为上海
摩宜笃公司制造的意大利式直缫式
缫丝车，缫丝女工多从上海招募而
来，亦有部分来自本地。技艺熟练
者能缫丝四缕，不熟练者缫丝二
缕，一天的工作时长为十二个小
时。制丝所用的原茧为余杭仓前所
产，品质良好，有“杭州第一”之誉，
以此为原料机织而成的“西泠牌”
生丝畅销江南自然也就成了情理之
中的事。

不惟如此，为了提升竞争力，
丁、庞二人还引进当时最为先进的
直流发电设备以供夜间生产照明，
成为浙江有电的开始，此事亦为当
时的杭州工商业界所津津乐道。

今天的我们或许可以借着纸上
的只言片语追想从前：1896年8月15
日的那个夜晚，当天色渐渐暗下去
的时候，世经缫丝厂里却像魔术师
打了一个响指，灯火通明，如同白
昼一般。

遗憾的是，由于内部经营管理
不善和蚕茧受洋商垄断等原因，世
经缫丝厂最终不得不停产和转让。
但是这抹1896年8月15日亮起的光，
像是光明的引子，像是燃起的希
望，虽历艰难，却始终未曾熄灭。伴
随着民族工商业的兴起，电力的发
展与应用也逐渐呈现星火燎原之
势。世殊时异，如今，它更成了我们
日日离不得的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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