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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 71 岁的画家王绪三，是商南县城关街道东
岗村人。1975 年从西安美术学院毕业回到故乡后，
他到县文化馆从事群众美术辅导工作，曾任县文化
馆副馆长，副研究员职称，现为陕西省美术家协会会
员、商洛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王绪三为人朴实，正直厚道，工作勤奋，谦虚好
学。在时光的长河中，他淡泊名利，坚守着画坛的一
方圣土，不断创作反映社会生活、表现祖国壮美山河
的绘画作品，近百件作品在国内外展出，荣获金、银、
铜等各类大奖 50 多次，被选入《中国画百家》等 20
多部画集，个人传略被收入《中国美术家大辞典》等。

退休后，王绪三回到怡静的家庭小院里，一边享
受着天伦之乐，一边在自己的画室里坚持绘画创
作。幸福的日子和生活的快乐，让已步入花甲之年
的画家对生活满怀美好的憧憬，然而人生无常，病魔
却悄悄地向他袭来。2020 年 10 月，一直身体健壮
的他突然得了急病，虽经医院抢救治疗保住了性命，
但右手胳膊失去了功能，从此成了残疾人。

“腿坏了拄着拐杖还能走，胳膊坏了就真要了我
的命？”对前来看望他的亲朋好友，王绪三总是心情
沉重地说着这句话。

日子照旧一天又一天地往前走，王绪三整天整
天地坐在画室里唉声叹气，看着挂在墙上的自己过
去的画作、堆在墙角的宣纸、摆满桌面的画册及画
笔颜料，他在心里问自己：“难道这辈子我就这样
完了？不能再作画了？”痛苦挣扎了几个月之后，
他突然想道：自己右手不能动不能画了，可以用左
手来写字、作画呀！这个想法像在漆黑的夜晚点亮
了一盏灯，给了他的生命照进了一道强光，让他颓
废沉寂的心田陡然涌现出希望和激情。“我要和疾
病作斗争，我不能认输，我要用左手画出祖国江山
的锦绣风景，用书画表达一名老党员对党对祖国的
无比热爱。作画就是我的快乐，有了它，我可以多
活 10 年、20 年……”

用左手写字作画是一件很难的事，但是有了这
种念想，就有了克服一切困难的心劲和力量。他站
在画桌前，先练习用左手捉笔、写字，坚持一个多月
后，捉笔比较熟练了，还能像模像样地运笔写字了，
他又开始练习用左手作画。一天又一天的时光，在
他忘我地练习握笔的过程中溜走了，他左手握画笔
的功夫终于有了进步，几个月之后，他已经用左手握
着画笔开始作画了，只是画得很吃力，绘画的速度也

比较慢。但是，看到自己用左手写的条幅和作的画
后，他感到很满足，很开心，相信这样坚持下去，时间
长了，自己的左手也会写出好的字，画出好的画来。

两年来，身体残疾的王绪三坚持用左手作画，把
自己对艺术生命的体验刻画在浓墨重彩之中，将自
己对祖国美好山河的挚爱之情融入每幅作品之中，
已创作出近百幅书画作品。2022 年春，他左手创作
的国画《人勤春早》还参加了长安画院的画展。他的
画作有花卉、人物、虫、鸟，但以画祖国锦绣山水见
长，笔墨苍古厚重，不流于俗。观赏其画，如饮百年
陈酒，回味绵长。

荔枝是一种原产于我国南方的水果，尤以岭南地区
（即两广及海南岛一带）出产的为佳。它的果期在夏季，果
实呈紫红色或鲜红色，果皮有鳞斑状突起，剥开果皮，里面
是半透明凝脂状的果肉，晶莹剔透，鲜嫩多汁，带有独特的
清香，入口爽脆甘甜，令人唇齿留芳，回味无穷。

荔枝，古称“离支”“荔支”，即割去枝丫之意。荔枝不
耐储藏，不易保鲜，据《本草纲目·果之三·荔枝》载：“离枝
……按白居易云：若离本枝，一日色变，三日味变。则离支
之名，又或取此义也。”荔枝在我国有 2000 多年的栽培史，
关于荔枝最早的文献记录可见于西汉司马相如《上林赋》
中“荅遝离支”句。

荔枝味道甘酸相宜，性温，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 和优
质蛋白质，既可开胃，又可入药，自古以来为人们所欢迎。
唐代张九龄在《荔枝赋（并序）》中对荔枝大加赞叹，誉之

“味特甘滋，百果之中，无一可比”。北宋大文学家苏轼晚
年被贬惠州时，常食荔枝，写下了不少与之有关的诗句，极
尽赞美之能事，其中尤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
人”二句最为脍炙人口。

当然，关于荔枝最著名的诗句莫过于唐代诗人杜牧
《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其一》：“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
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首诗不仅
让荔枝这种水果家喻户晓，而且为其增添了一抹浪漫传奇
的色彩，后世更是以“妃子笑”作为一种荔枝品种的名字。

唐玄宗李隆基遣人将荔枝不远千里运送至长安，为
的是博杨贵妃红颜一笑，要将最珍贵的果实送给最珍爱
的人，成就了一段帝王与美人的千古传奇。然而，不知大
家想过没有，荔枝特别不易贮存，从岭南到长安，沿途数
千里之遥，加之古时道路崎岖曲折，而荔枝成熟在夏季，
那时又无飞机、汽车等运输工具以及制冰冷藏等保鲜技
术，即使一路快马加鞭接力传送，也需数日，它是如何保
鲜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古人曾有考论。近读清人吴应逵《岭
南荔枝谱》，其中就记载有岭南荔枝怎么保鲜运送到长安
的方法。据《岭南荔枝谱·杂事》载：“阮福曰：‘考新旧《唐
书·地理志》，东西川土贡无荔支，而独著其名于岭南。又

《唐书·礼乐志》载南方进荔支事，若是蜀产，当曰西方，然
则开元所贡者，为岭南所产无疑矣。又杜子美诗曰：忆昔
南海使，奔腾进荔支。又云：炎方每续朱樱献，皆是岭南贡
荔支。子美亲见其事，更为确实。’”

（阮福）又曰：“昔人有七日至长安之说，殆妄也。白居
易《荔支图》序云：其实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四
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此果三日后色香俱变，岂有七昼夜
汗马之上而尚可食者？况自广州至关中数千里，即飞骑置
堠亦不能七日即至也。当如汉武移植扶荔宫故事，以连根
之荔栽于器中，由楚南至楚北襄阳丹河，运至商州秦岭不
通舟楫之处，而果正熟，乃摘取过岭，飞骑至华清宫，则一
日可达耳。”

其文第二段大意是：阮福指出，古人有将荔枝在七日
之内从岭南运至长安的说法，这大概是错误的。白居易在

《荔枝图》序中曾说，荔枝的果实从树上采摘后，一天颜色
变化，二天香味变化，四五天之后色香味全部都没有了。
荔枝采摘之后三天色香俱变，怎么可能用快马经过七天时
间运到长安之后还可以吃呢？况且从岭南广州到关中长
安，长达数千里之遥，即使沿途广设驿站，频换人马，也不
可能只用七天时间就能送达。应当是采用类似于汉武帝
在扶荔宫移植荔枝的做法，将荔枝树种植于器物中，从湖
南一带运送到湖北的襄阳，再通过丹江用船运到商州的秦
岭山中不能通航的地方，这时荔枝刚好成熟，于是采摘之
后，翻越秦岭，通过快马运送至华清宫，这样就能保证成熟
的荔枝在采摘之后一日内送达。

吴应逵（生卒不详），字鸿来，号雁山，清广东鹤山（今
鹤山市）人。乾隆六十年（1795）举人，博学工文。道光年
间，曾受聘参加《广东通志》重修及《鹤山县志》纂修。著作
颇丰，有《雁山文集》《岭南荔枝谱》及《谱荔轩笔记》传世。
其中，《岭南荔枝谱》共六卷，纂辑于道光年间。阮福（公元
1801 年——1875 年），字赐卿，一字小芸，号喜斋，清仪征
人，居扬州。官至甘肃平凉知府，候选郎中。通经学，尤好
金石考据。著有《孝经义疏补》《两浙金石志补遗》等，其

《普洱茶记》一文使普洱茶名遍天下。
文中“飞骑置堠”的说法，可见于北宋苏轼的《荔枝

叹》：“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汉武移植扶
荔宫故事”载于西汉司马相如《上林赋》，汉武帝时曾建扶
荔宫于上林苑中，用于栽种荔枝等南方佳果和奇花异
木。当然，荔枝喜温喜湿，北方寒冷干燥，荔枝不是枯死，
就是不结果，汉武帝移栽荔枝的试验无疑是失败的，否则
后世也就不用南荔北运了。“丹河”无疑是指丹江，丹江在
今湖北省十堰市所辖县级丹江口市（清为均州）注入汉
江，而清代均州隶襄阳府（今湖北襄阳市），故文中曰“襄
阳丹河”。“商州秦岭不通舟楫之处”则当指龙驹寨（今丹
凤县城），众所周知，丹江在旧时自龙驹寨以下始通舟楫，
南来北往的货物皆在此水陆换载，故龙驹寨成为闻名遐
迩的水旱码头。

阮福在引用《新唐书》《旧唐书》等相关记载，论证唐
代开元年间所贡荔枝出自岭南后，又引用杜甫《病橘》及

《解闷十二首·其九》中的诗句为佐证，继而指出，岭南的
荔枝要确保及时运送到长安，应当是事先将荔枝树栽植
于器物中，在果实临近成熟时，先整树运至湖北襄阳，再
通过丹江水运至商州，此时荔枝刚好成熟，采摘之后，通
过快马送抵华清宫（古时从龙驹寨至长安四百
余里）。如此器物栽植，整树运送，途中采摘，
水陆联运，方可保证成熟的荔枝在采摘之后于
一日之内运抵华清宫。

当然，关于唐代杨贵妃吃的荔枝究竟来自
哪里，学界尚有“四川说（经荔枝道）”“福建说”

“岭南说”等几种说法。三地之中，尤以岭南距
长安最远，北运的保鲜难度最大，故苏轼即认为

“此时荔枝自涪州（今重庆涪陵一带）致之，非岭
南也”，涪州的荔枝通过荔枝道（从四川穿越巴
山至汉中，由子午道至长安）北运长安最为便
捷，但岭南的荔枝品质是最高的。据唐代李肇

《唐国史补》载:“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
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而在《新
唐书》等史籍中也有岭南荔枝作为贡品的记
载。如若杨贵妃吃的荔枝真是来自岭南的话，
那么如何将岭南荔枝运至数千里之外的长安就

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而清代学者阮福的推论极具合理性与
可操作性。

总之，商州作为古代长安乃至西北通往东南一带最
便捷的路径商於古道上的重镇，是岭南等地物资北运长
安的必经之地，其坐拥秦岭之雄，东据武关之险，西扼蓝
关之要，通秦达楚，连南接北，更兼有丹江龙驹寨码头水
通襄汉之便利，在陇海铁路通车之前长期“百艇千蹄，商
贾如云”“鸡鸣有未寝之人，午夜有可求之市”，曾是何等
的繁华！唐代诗人王贞白《商山》诗曰：“商山名利路，夜
亦有人行。”在唐代，长安作为国都，商於古道到达了历史
上的极盛时期，君不见，有多少商旅学子、文人墨客、达官
显贵、贬官谪宦奔波在这条古道上，正如白居易《登商山
最高顶》诗云：“高高此山顶，四望唯烟云。下有一条路，
通达楚与秦。或名诱其心，或利牵其身。乘者及负者，来
去何云云。”

““ 一 骑 红 尘一 骑 红 尘 ””过 商 州过 商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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