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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绍兴八年（1138）五月的一天下午，丽水县丞赵

学老正和攒典商量事情，知县薛良朋施施然走了进来。

“叩见大人。”赵学老和攒典赶紧给薛良朋施礼。

“免礼，免礼。”薛良朋挥挥手说，“赵大人忙着

呢？”

“没事，没事。大人请坐。”赵学老一边把薛良朋让

到首座，一边揣测他的来意。知县在县衙大堂后的中

间廨署办公，县丞廨署在东边，典吏廨署在西边。平时

有事，薛良朋都是让师爷过来叫他的，此次纡尊降贵不

请自来，肯定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赵学老暗暗地使了

个眼色，攒典寻个借口避了出去。

“赵大人知道吗？新任处州知州到任了。”薛良朋

慢条斯理地说，“今日上午本县去拜见了他。”

“哦，知州大人⋯⋯”赵学老半欠着身子，等薛良朋

把话说下去。新知州到任，处州下属知县前去拜访，实

属正常。但薛良朋上午拜访，下午就到县丞廨署，赵学

老觉得他应该有别的事情要跟自己说。

“知州是扬州的王褆大人。”薛良朋皱了皱眉说，

“不知赵大人听闻过他没有？”

“是不是政和年间的丽水知县王褆大人？”赵学老

问。

“对，就是他。”薛良朋感慨地说，“二十年前知丽水

县，二十年后知处州。”

王褆于政和年间（111-1117）任丽水县知县，铁腕

治县，令行禁止，使命必达，令县衙上下风气大变，胥吏

们不敢偷奸耍滑。王褆为人贤明而诚笃，仁爱而宽容，

关心民生疾苦，赋役均平征取。通济堰渠被社坑山水

砂石堵塞，王褆采用助教叶秉心的建议，采石桃源山，

亲往督运，作石函渡山水。又修斗门，疏浚堰渠。西乡

百姓立祠纪念。

“知州大人非常关心西乡水利。”薛良朋微笑着说，

“西乡不仅是丽水县赋役首要地，也是处州赋役的关键

所在。”

知县薛良朋这样一说，赵学老明白他来找自己的

原因了。处州其他属邑远离州城，山水阻隔，天高皇帝

远，惟丽水县与州城交集，在知州的眼皮底下，知州又

曾任丽水知县，何况他又是一个令约政严的人。

“大人有何吩咐，但请明示。”赵学老站起来说。

“赵大人辛苦一趟，去西乡仔细巡一巡堰渠。”薛良

朋也站了起来，“回来后拟一份文告给本县。”

“下官职责所在，当责无旁贷。”赵学老当即应承

说。作为县丞，职掌常平、农田水利以及催理税赋等，

上任后，他曾去过西乡，也了解通济堰渠自王褆治理

后，一直风雨无虞。但既然知县吩咐，自己当殚精竭

虑，提供一份细致的报告，让他去向知州王褆汇报。

翌日，赵学老收拾好一应物什，与攒典乘船前往西

乡。临近中午，船靠碧湖埠头，赵学老弃船上岸，到乡

绅纪仪怦家歇息。纪仪怦家在碧湖街道，丽水县衙的

官吏到西乡，都憩息在他家里。纪家宅院广阔，纪仪怦

父子在西乡享有人望。赵学老此前来过纪家，与纪氏

父子相处甚洽。

“纪老哥，又来叨扰了。”赵学老亲切地对纪仪怦

说，“此番奉知县大人令巡堰，或许耗时较长。”

赵学老就将巡堰的计划讲了一下。前次来西乡，

他已大致了解通济堰灌溉体系，一条干渠，纵贯西乡，

自西南堰头至东北下圳；四十八条支渠，三百二十一条

毛渠，密布万亩田畴；其间有大概闸六座，小概闸七十

二座。此次，赵学老准备从通济堰坝出发，走遍所有的

干渠、支渠和毛渠。

“赵大人请放心，老朽定将此事安排妥当，犬子也

可陪侍大人左右。”纪仪怦虽年届花甲，但行事举止仍

风风火火，他让管家去通知叶姓通济堰堰首来议事，又

叫儿子纪规中准备出巡的船只。

“赵大人，父亲大人，干渠走水路便捷，支渠、毛渠

徒步行走，费时耗力。”纪规中建议道，“可否考虑车轿

代步？”

“可行，可行。”纪仪怦点头说，“路宽处以车轿代

步。”

“不知大人是否会骑马？”纪规中又问，“敝乡无马，

却有家驯的毛驴，可供代步。”

“纪老哥，令公子可谓考虑周详。”赵学老祖籍河南

开封，自小就骑马代步，“舟船、车轿、毛驴，三管齐下，

又有令公子作陪，本丞无忧矣。”

正说话间，叶堰首到了。他和纪仪怦一样，为西乡

乡绅。堰首职责是朝夕巡察所有堰堤、概闸和督管各

项堰务。县丞职掌农田水利，是堰首的顶头上司。

“叩见赵大人。”叶堰首进门就给赵学老下跪请安。

“免礼，免礼。”赵学老俯身搀起叶堰首，把奉令巡堰

的事情告知他，并把纪氏父子的安排详细地说了一遍。

“纪兄如此谋划，周详得当。”叶堰首沉吟了一下

说，“只是让令侄随巡，会不会太过车马劳顿？”

“犬子课读经年，有意宦途。”纪仪怦笑着说，“一介

书生，当了解民生百态，方能为民做事。”

“纪老哥说得对。”赵学老由衷地点点头，西乡水

利，为县、州民生所系，更是他职责所在。

“赵大人，小生有个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纪规

中迟疑地说。

“但说无妨。”赵学老鼓励道。

“通济堰渠水系，西乡民众了然于胸。州、县诸位

大人，皆来自外地，一旦有险情，某处某概，报上去也不

甚了然。”纪规中边思索边说，“诸位大人公务繁忙，西

乡地域又广，亲临踏勘全域殊为不易。可否借此次巡

堰，画出水系图，刊刻石上，另拓印备份纸上，供大人们

日常参详。”

“好主意，好主意啊。一图在手，胸有丘壑。”赵学

老闻言沉思了一下，不禁笑逐颜开。在来碧湖的船上，

他一路在想，此次巡堰，向知县递呈的文告要怎么写。

纪规中的这个点子，可谓一劳永逸，或者说，事半功

倍。以后州、县官员了解通济堰水系，或者堰首向州、

县报告险情，只需按图索骥，即可一目了然。

绍兴八年（1138）七月初一，历经两个月，赵学老完

成通济堰灌溉水系踏勘，并画出通济堰的水利网络形

状，标明湖、塘、概所在，竹枝状干渠、支渠、毛渠以及

石函、叶穴、斗门、沿途村庄等，将图刻石立碑于堰头

詹、南二司马庙。另将图拓印备份交州、县馆阁保存。

明洪武三年（1370）十一月，经历元明之交战火，

庙、碑不存，幸拓图留存，丽水县知县王弼、县丞冷成章

重修庙宇，并刊刻通济堰图，图碑保存至今。

宋绍兴十六年（1146），赵学老升任江苏丹徒知县；

绍兴三十一年（1161），擢任浙江秀州通判。

赵学老绘刻通济堰水系碑图
纪江明（松阳）

亲爱的方惠娟，今天是你从公司退休的

日子，但我更愿意看成是你在职场这所大学

光荣毕业的日子，你就是我们最可爱的学

姐。回望我们二十多年共事的岁月，仿佛弹

指一挥间，却又历历在目。

犹记得，当年我步出校门、入职第一天

心怀忐忑地坐在办公位上时，你第一个出现

在我面前，笑容洋溢地伸手说：“认识一下，

我叫小方。”我有些腼腆地伸出手，一瞬间，

被温暖而有力地握住，而你脸上的笑容也越

发灿烂。我心中的不安刹那消散，像被一股

暖流充实起来。我还不知该说什么，你又爽

朗地说：“有什么事需要帮助，尽管找我。”

此去经年，伴随一位位新人入职，我也

如你当年那般笑着向新人们伸出手：“认识

一下，我叫小张，有什么事尽管找我哈。”我

想把你给我的安心与温暖持续传递下去。

也许新老职工之间的深情厚谊，就是在这样

简单问候中悄然建立，又源远流长。

犹记得，当我遇到文档处理难题时，你

总是将你的经验和方法毫无保留地传授于

我，也总是苦口婆心地提醒我：“靠山山会

倒，靠自己才能站住脚。”但我不解其意，总

是依赖你。一个盛夏的午后，我临时接到一

个紧急任务，其中要对一个包含多重格式套

用的文档进行修改补充，但那天的文档只要

我一有改动，它就出现乱码，正焦急万分时，

得知消息的你从外面匆匆赶回，来不及擦去

额头上的汗珠便坐到电脑前研究起来。你

一边查阅资料做笔记、一边尝试修改、一边

寻找解题思路，过了一小时，终于当最后一

个回车键敲下后，你如释重负吐出一口气，

扬眉笑道：“搞定了。”

第二天，你拿着自己整理的解题笔记给

我上起了课，甚至还找来类似的案例让我进

行实操，直到我能独自顺利完成案例文档的

修订后，你这才满意地笑了。那一刻，我从

你的笑容里仿佛看到我的成长，我才真正领

悟“授人与鱼不如授人与渔”的道理。渐渐

地，你培养起我独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这对我来说是无价之宝，终身受益。

犹记得，2005 年之前公司每逢筹备重要

会议时，准备会议资料都会成为我们的一道

难关，而你又每每带着我们一起熬夜打攻坚

战。在如今只要点点鼠标就能轻松完成的

事，在当年却因为复印机价格昂贵还没普

及，印刷主力只有一台慢吞吞、脏兮兮的油

印机。印刷好的几十页文稿在走廊地上一

字排开，每页都堆成了约 30 厘米高的一叠，

大家弯着腰将其依次按页码收拢装订成数

百份会议资料，通宵熬夜，累得腰酸膝软。

你看得心疼，却自己默默加速再加速，

一个人装订的量比我们所有人都要多。同

时，你又琢磨着如何一起提高效率，你很快

想到将资料从地上搬到大桌台上，虽然路远

了点，但腰弯少了，再通过合理“排兵布阵”，

设置起手动“流水作业”，通过大家协作，大

大提高了整体效率。结束后，你的“老毛病”

又犯了，又教我们做一通事后总结。我问

你：“不累吗？”你却说：“我乐在其中呀！”我

想，这就是榜样的力量。

还有很多很多难忘的画面在我心中犹

记，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职场岁月悠悠，感谢

有你相伴！愿你从职场“毕业”后开启新的

人生旅程，继续发挥热量；我们也会如你坚

守好岗位，直到退休那一天。

致惠娟
张蕊（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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