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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前 《出师表》 中对刘禅
说：“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
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
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
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
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
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
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
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
也。”他还要求刘禅“亲贤臣，
远小人”“开张圣听”“陟罚臧
否”，并“临表涕零，不知所
云”，对这个不成器的阿斗皇帝
的感情既饱含父子之情，更充满
君臣之义。在辅佐刘禅期间兢兢
业业，勤勤恳恳，事无巨细，无
微不至，将全部精力用在蜀国的
治理上，以自己的忠诚无私，使
蜀汉“上不生疑心，下不生流
言”，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拳拳之心可见一斑。

担当。为天下担当。“格物
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是儒家对士大夫担当精神
的一种根本要求，“以天下为己
任”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担当精
神的一种最高的表现形式。当天
下大乱，生灵涂炭，国家四分五

裂，人民陷于倒悬，时代呼唤大
一统之时，诸葛亮勇敢地站出
来，肩负起“兴复汉室”“一匡
天下”的历史使命。为蜀汉担
当。当刘备病逝，关张赵马黄这
些老帅死的死、老的老，蜀国既
无良将、又缺谋臣的情况下，当
时有句话叫“蜀中无大将，廖化
当先锋”，诸葛亮仍然坚守“兴
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政治承
诺， 在前 《出师表》 中诸葛亮
对刘禅说：“愿陛下托臣以讨贼
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
告先帝之灵。”为属下担当。诸
葛亮与司马懿在街亭对战，谋士
马谡自告奋勇要出兵守街亭，诸
葛亮心中虽有担心，但马谡自以
为熟读兵书，并愿立军令状，最
后诸葛亮勉强答应。因缺乏打仗
的经验，又不听部下劝告，马谡兵
败失街亭，导致第一次北伐失败。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后，作为主帅，
主动承担了责任，上疏刘禅，请
求给予自己贬官三等的处分。

律严。首先管好自己。《三国
志·蜀书·诸葛亮传》 说蜀国

“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甚至
“罚二十以上，皆亲揽焉。”但诸

葛亮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
则，从未有过出格的事。他在
《便宜十六策》 中指出“上之所
为，人之所瞻也。夫释己教人，
是谓逆政，正己教人，是谓顺
政”，“理上则下正，理身则人
正”。在他看来，只有严格要求自
己，才能上行下效 。马谡失街
亭，他上疏后主刘禅“请自贬三
等，以督阙咎。”诸葛亮还鼓励部
下指责自己的过失。《三国志·杨
顒传》 记载，杨顒曾直言劝谏其
要多考虑大政方针，不要埋头于
文牍，“亮谢之”。杨逝，“亮垂泣
三日”。其次管好家人。他还提出
为政要“先理近，后理远，先理
内，后理外”。诸葛亮对自己的亲
属要求很严。他在给哥哥诸葛瑾
的一封信中说，诸葛乔 （诸葛亮
的侄子） 本应当回到成都，但是
现在将官们的子弟都得去参加押
运粮草，我认为乔儿应该和他们
同甘共苦。现已派他带领五六百
兵，同将官的子弟们一起在深山
峡谷中押运粮草。其三赏罚严
明。《诸葛亮传》评曰：“诸葛亮之
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
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

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
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
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
赏，恶无纤而不贬。”他敢于不避
皇亲国戚、亲随故旧、托孤重臣，

诛刘封，杀彭荣，斩马谡，黜来
敏，罢廖立，废李严等，受处罚
者皆无怨言。李严是地位仅次于
诸葛亮的蜀国高级官员，统领蜀
国内外军事。但后来诸葛亮发现
李严“尚为小惠，安身求名，无
忧国事”，甚至“横造无端，危耻
不办，迷惘上下”，“以危大业”，
便立即上表刘禅，将他废为平民，
流放到了梓潼郡 （今四川梓潼
县）。正如《三国志》作者陈寿说
的：诸葛亮“刑政虽峻而无怨
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淡泊。诸葛亮54岁时写给他
8岁儿子诸葛瞻一篇 《诫子书》。
原文如下：“夫君子之行，静以修
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
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
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
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
精，险躁则不能冶性。年与时驰，
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
悲守穷庐，将复何及!”诸葛亮在
《将志》中谈到“见利不贪，见美
不淫”。据《襄阳记》记载，黄承
彦为沔南名士，与亮交往甚密。一
次他对亮曰：“闻君择妇，身有丑
女……而才堪相配”。诸葛亮爽快

地答应了。他在给刘禅的《自表后
主》文中写道：“若臣死之日，不
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
下”。他在临终，“遗命葬汉中定军
山，因山为坟，塚足容棺，敛以时
服，不须器物”（见 《诸葛亮
传》）。在与李严的一封信中，曾
谈及个人生活，“今蓄财无余，妾
无副服”。诸葛亮廉洁自律，高风
亮节，成为千古之楷模。当然择
妻也好，轻财也罢，教子也好，
薄葬也罢，这种淡泊宁静的生
活，都是为了心中那个治国安邦
定天下的远大志向！在 《戒外生
书》中诸葛亮谆谆告诫：“志当存
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
滞”，淡泊是为了胸怀天下，宁静
是为了有所作为。后来诸葛亮的
儿子诸葛瞻、孙子诸葛尚皆慷慨
捐躯，被称为“三代英烈”。诸葛
亮的 《诫子书》 对后世的文人士
大夫影响很大，特别是“非淡泊
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
句名言，可以说浓缩了诸葛亮一
生的经验结晶，后人将这两句话
简化为“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
远”，常常书之于座右勉励自己。
清代的张之洞也有一篇类似的

《诫子书》，主旨是劝勉儿子勤学
立志,修身养性要从淡泊宁静中下
功夫,最忌荒唐险躁；曾国潘的
《诫子书》 则教育儿子慎独则心
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
习劳则神钦。历史上还有很多清
廉有为的官吏无不以诸葛亮为楷
模，如宋代包拯、明代于谦等，
事例之多，不胜枚举。清代的于
成龙任两江总督时，每天只吃青
菜，江南人呼为于青菜。他死后
堂后仅有几斛瓦瓮米，几盎盐
豉；左宗棠青年时就以诸葛孔明
自居，以清廉自守。

诸葛亮淡泊宁静的廉洁品格光
耀古今，对今天的领导干部来说，
在浮躁喧闹的社会中保持一颗淡泊
名利的心，才能常怀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才能认真做好自己
的本职工作，尽心尽力为百姓做实
事、做好事，也才能仰无愧于天，
俯无愧于地，内无愧于良心，外无
愧于责任。（完）

由于版权关系，《廉语金典》
一书连载到此结束。从下期起，
本报将开始连载作家八月
天的长篇小说《中原狐》，
敬请读者垂注。 20

连连 载载

一句话，一个人，一段历
史，一束思想，一种文化，一个
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源泉。

——《廉语金典》

♣ 李志胜

惊蛰雷扑地

出家人禅修的佛法，虽是出世之法，
但与世法并不违和。越是修为有方的得
道真僧，越是与俗众一样，爱说家常话，从
不故作高深，更不疾言厉色、盛气凌人。
他们知白守黑，安常若素，六根清净，具有
悲悯仁心和化百炼钢于绕指柔的定力。
真僧的家常话，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体
悟，家常而不庸常。

同样，江湖好汉众多，但高手过招，也
从不拔刀相向，兵戎相见。不战而屈人之
兵，才是真正的强者。当然，这得有攻坚
克难的过硬实力，才能寓“小桥流水”于

“大江东去”，具“云深不知处”的仙风道
骨，一如群峰仰泰山而尊崇。

佛门为人乐道的公案，最让人匪夷所
思者，乃佛是什么？答案竟然“佛是干屎
橛”。庄子也说过“道在屎尿”。把风马牛
不相及，甚至把佛、道和污秽相提并论，并
不是简慢佛法亵渎神圣。在佛道看来，妄
想执念是生死烦恼的根本。与初唐诗僧
王梵志说生死大义的偈子“城外土馒头，

馅包在城内。一人吃一个，莫嫌无滋味”，
有异曲同工之处。真僧也是普通人，通过
家常话的解读、点化、透析，说明清修就是
远离杂念、清净自身。而佛道之精要，则
蕴于大俗大雅中。

陶行知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
草去”的平民教育家，他办的南京晓庄师
范为后人垂范。“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
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
不算是好汉。”“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
问。禽兽不如人，过在不会问。智者问
得巧，愚者问得笨。人力胜天工，只在每
事问。”他用平民化语言阐释其教育理
念，強调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敏思多
问，学以致用。这和先师孔子“有教无
类”“每事问”及今天倡导的素质教育，精
神是相通的。

著名剧作家沙叶新，不仅善说家常话
且很幽默。他这样介绍自己:“我，沙叶
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暂时的；剧作
家，永久的；某某理事、某某教授、某某顾

问、某某副主席，都是挂名的。”说到体重，
“一日三餐，都由妻子精心饲养。婚前毛重
105斤，如今150多斤，一身肉都是妻子精
心饲养的成绩。饮水思源，我是见肉思妻
啊。”是不是很俗的家常话？

西班牙自行车赛有桩趣事。一选手
距终点300米时爆胎，只好扛车跑向终
点。奇怪的是，另一紧跟其后的选手并不
超越。爆胎选手得了冠军想把奖牌给这
选手，遭到婉拒，给出的理由是，“不想在
快到终点时超越一个爆胎对手取胜，那
太不道德了。”说得很家常，简单平实，但
和说“大风起兮云飞扬”等豪言壮语一
样，都是真汉子。比拼的是精神与品格。

著名历史小说家二月河，对基层知识
分子、文学青年怀有天然亲近感。他利用
自己名人身份和参政机会，为他们的权益
呼吁。他与出版署署长对话时坦言，现在
书价太贵，因而“对盗版书感情很复杂”。
在一篇文章中更是直抒胸臆：“谋到一定的
稻粱，有一份稳定的衣食，我还是想把心更

贴近一点破亡屋里的潦倒人。”还有比这接
地气、贴心暖心的家常话吗？

他们都是社会的“真僧”。这样的人，
这样的家常话，很多很多。不求深刻，只
求简单，朴素原来最有力量，一样可关注
人间灾难，世上疮痍，昨日疾患，今日毒
瘤，迸发谔谔之音，为之疾呼，大张挞伐。
读了成功教父的人生指南，可人生还是差
强人意甚至一塌糊涂。还是朴素的家常
话更靠谱更励志，更启迪智慧，能从中找
到攻略方向、精神力量，从而脚踏实地，回
归烟火人间。

所以，不在于说什么，讲多少，在于
持平常心、说家常话，要言不烦，点到为
止。高僧两袖清风，人淡如菊，那些凡夫
俗子想听的家常话，尤其入脑入心。能
让人从中悟出精要，自生慧根，做回自己
才最重要。

家常话中蕴有人生的大智慧。家常
话是大实话、明白话、童心未泯的话。话粗
理不糙，难听却醒世，有针砭时弊之效。

家常话蕴有大智慧
♣ 宋子牛

松间雅趣松间雅趣（（国画国画）） 王伟宾王伟宾

在我的印象中，雨水是伴着雷
声“成长”起来的。童年的天空下，
比现在城市的豪宅深院大不了多
少，只是那时银线般的细雨从房檐
上垂下来，仿佛天公家的小孩子在
撒尿。而此前呼噜噜、呼噜噜“奔跑
着”的响雷，则循着我们滚铁环的轨
迹，早跑得无影无踪了。

惊蛰旧称“启蛰”，是农历二十
四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标志着仲
春的开始。元·吴澄撰《月令七十二
候集解》：“二月节，万物出乎震，震为
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

此之前，密藏之虫逢立春适苏，
动而未出。惊蛰，雷声扑地，原先蛰
伏于地下冬眠的昆虫，相继被惊醒，
一如我早先睡得正香的童年，突然
被一声声呼唤所摇醒：去西南地逮
虫子了，去西南地逮虫子了！你这
懒虫……催促紧如雨点，我只好揉
揉惺忪的眼，下床忙找玻璃瓶去。

说起玻璃瓶，其实是废弃的墨
水瓶或药品瓶，白色的、褐色的，透
亮的、不透亮的都有，是我们往村
西南地树林里捉甲壳虫的主要装
载工具。当年，物资匮乏，人没啥
东西吃，鸡子也常挨饿。为了能让
家中的老母鸡多下蛋、多换柴米油
盐，我们在大人的指点下，趁不上
学时去村外的树根下逮那胖乎乎、
似还未睡醒的黑虫子。那被露水
打湿的快乐里，抑或暮色掩映的笑
声下，我们没曾想过，童年的胜利
果实竟然是以“苏动始振”的蛰虫
生命为代价的。

现代气象科学表明，惊蛰前
后，之所以“雷声扑地”，是因为这
时大地湿度渐高，促使近地面热气
上升或北上的湿热空气势力较强
与活动频繁所致。从我国自然物
候进程中看，由于南北区域跨度
大，各地春雷始鸣的时间也早晚不
一。譬如，云南南部在1月底就可
以听到春雷，而到了北京，初雷日
却在 4月下旬。从实践活动看，

“惊蛰始雷”的说法仅与沿长江流
域的气候规律相吻合。

惊蛰节气描述的雷声，将小动
物们一一惊醒，预示着春天的来
临。在我们这里，老人们常将下雨
打雷，归功于“神龙见首不见尾”的
龙传说、龙精神。龙是我国古代传
说中具有多功能的神异动物，不少
史书都记载了龙有兴云布雨的功
能。古代有盛德的帝王，多假托为
龙所生，或具有龙的特征。《述异记》
中云：“盘古泣为江河，气为风，声为
雷，目为电，喜为晴，怒为阴。”《河
图》曰：“大迹在雷泽，华胥履之而生
伏羲。”《山海经·海内东经》里有：

“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面，鼓其
腹。”《括地志》标注：“雷夏泽在濮州
雷泽县郭外。”雷泽县即城阳县，在
濮州（今范县濮城镇）东南40公里，
今属山东鄄城县。

“雷打惊蛰前，四十九天不见
天”，惊蛰前打雷容易产生低温阴
雨天气，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惊
蛰闻雷米如泥”，说明如果雷在惊
蛰当天响起，那就不管你种什么都
能丰收。小时候，我那喜欢在土地
里“刨生活”的堂三爷常讲：惊蛰时
节地气通。惊蛰不耙地，好比蒸馍
走了气……

我国劳动人民，自古以来都很
重视惊蛰节气，把它视为春耕开始
的日子。春雷，是惊蛰节气的“前哨
兵”，亦是惊蛰时辰的“中军官”。惊
蛰雷扑地，就好像一个个魁梧、健壮
的兵勇，听号而行，闻令而动，谁能
说随后的“农耕战役”打不赢吗？

王老太半夜起来小解，拉开灯的
一瞬，瞥见了窗外模糊的身影，不禁惊
出一身虚汗。她知道是隔壁的哑巴又
来了。

灯影里，哑巴淡然一笑，转身离去。
王老太惊魂未定，大声吆喝一声：

你这哑巴媳妇想弄啥哩？要吓死我啊！
王老太斥责的话，哑巴或许压根

就没听见，那一刻她已经从墙洞里钻
回自家院里了。

第二天王老太想来想去，想不出
哑巴要惦记她的啥宝贝，最后忽然想
到半月前女儿给她买的那副银手镯。

王老太给儿子拨通了电话。王老
太的一双儿女在县城上班，早已成家
立业，日子过得风光滋润。十年前老父
亲去世，儿女们使尽了招数让王老太
去县城居住，最终也没拗过老人。王老
太认准一个理儿：身体还无大碍，去了
添麻烦，在家守住老宅，清静自在。

儿女们知道了事情的原委，立马
驾车回来了，车刚停稳，就上门去找
老三。老三是隔壁邻居，哑巴的丈夫。
当院里，话撂得叮当响：老人八十出
头了，正是安度晚年的时候，哑巴这
样不停地惊扰，万一吓出个好歹，谁
担当得起呢。

老三抱着膀子无奈地摇头叹气：
唉，我也真是管不了她。你们该咋收拾
她我屁都不放。

王老太的女儿和声细语地历数
曾经发生的事：前几年哑巴嫂子没少
给老人找麻烦，总在夜里从你家平房

翻进我家院子，鬼神一般夜游，谁看
见不受惊？何况老人呢。后来扯了铁
丝网，过不去了，可她又在院墙上挖
个洞，时不时过去，总有一天要把老
人吓出事的。

王老太的儿子说：“老三哥，你是
当家的，这事只能靠你解决，不想个办
法真不行了。如果家里有困难，我们可
以帮补你家一把。”

老三摇头嘟哝说：不是这原因。她
当时瞒着我偷偷用火柱撬院墙，我知
道时，洞已挖成了。也训斥过，打骂过，
不济事。她不是寻死不活，就是离家出
走，我真是没门，都没脸见人了。

王老太的女儿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老三哥，咱两家是世代的老邻居，
相帮相扶的交情。我家没少贴补你们
呀，老太太对你们也是掏心掏肺的好
吧？哑巴嫂子生老大时难产，是不是老
太太在场相助，把她们母子的性命从
鬼门关拉回来的？那年老二娃病急住

院，老太太拿出了一千多元的积蓄，啥
时候让还过？还有……”

老三蒙着泪眼勾下头：别说了，这
事都在我肚里存着呢。

老三是个老实本分的人，有些木
讷，年轻时家里穷，找不到老婆，只好
找了个哑巴，好歹也算成了一家人。他
们有一双不错的儿女，都上高中了。

王老太的儿子琢磨一阵子，也犯
起了难。如果把老三逼到死角，哑巴弄
出意外，这个家就散了。可问题不解决
不行。王老太的儿子说，要不这样吧，
把村干部叫来，写个保证协议啥的，以
后千万别让哑巴嫂子再胡闹了。

村主任被请来了。听完前因后果，
村主任吐出一口浓浓的烟雾，猛烈咳
嗽一阵：残疾人呐，想事也难免残缺不
全，不能和常人一样做事。说来说去她
是个残疾人，这事不能急，逼急了容易
出乱子，还有两个孩子的前程呢。写个
保证也不当事，干脆堵上不就完了。

老三说：我堵过两回了，她总是偷
偷扒开。最后那一回我把她嘴都打流
血了，她抡着铁锨和我拼命……

村主任搓搓多皱的脸：老太太有
啥贵重的东西拾掇紧吧，她不得手也
就不会去了。王老太的儿子说：东西事
小，行为吓人，这样下去迟早要把老人
吓出毛病的。

正在这当口，哑巴从外边回来了。
哑巴比老三小五岁，眼光活灵，长一副
周正模样，不说话真看不出她是个哑
巴。不是有点缺陷，她也不会嫁给老三
做老婆。

哑巴扫一眼这阵势，很快明白了
事态的端底。她像要急于表述什么，脸
色憋得通红，呜里哇啦比画起来，神情
急躁里透着诚恳，可惜谁都听不懂。

事情没有圆满解决，糊里糊涂散了。
三个月后，王老太果然出事了。
王老太是夜间从床上一头栽下来

的。黑影里的哑巴看到了那可怕的一
幕，她折回身拉起丈夫撞开了王老太
的屋门。老三给王老太的儿子和 120
打了电话。王老太的儿女赶回来的时
候，哑巴一手托着王老太，一手掐着老
人的人中。

王老太在医院抢救三天，最终闭
上了双眼。

殡葬王老太那天，身着孝衣的孝
子孝女跪在哑巴面前，重重地磕了三
个响头。

哑巴呜里哇啦说了一阵，一院子
人没人能听懂她的哑语。

♣ 叶剑秀

微型小说

黑影里的哑巴

诗路放歌

♣ 贺红江

春天里

春风远远地打了一个响指
从此晨间的头等大事，便是推开窗
看春如何挂在树梢
诞下一丛丛火红的小灯笼
在空中花枝招展

风吹过江南
吹过繁华的尘世与朴素的原野
在凤凰路165号小院
种植辣椒、茄子和黄瓜
还有你喜欢的薄荷、风信子和瓜叶菊
顺带还要培育葱、蒜和甘蓝
你会发现，在春天里
有种不完的心愿

人与自然

曾经的先锋作家、《时代》封
面上的叛逆少女春树；荣获黎巴
嫩纳吉·阿曼国际文学奖现代诗
女诗人二月蓝；亚洲诗人奖得主
图雅和君儿……近 30位先锋女诗
人联袂献礼，写给万千家庭的亲
子书。

《妈妈们的诗》选录了现代诗
女诗人的作品近 100 首。孩子气
的妈妈、爱做梦的妈妈、温柔的妈
妈、严肃的妈妈……她们都是诗
意的妈妈。在这本诗集中，诗人们
用诗的语言，描写着世界的美、孩
子的童真、情感的纯粹，以及她们
对生活、对梦想的期待。亲爱的孩

子，想不想听听妈妈们说了什么，
想 不 想 听 听 她 们 的 梦 和 她 们 的
爱，那就翻开《妈妈们的诗》，一起
倾听：——今天我午睡醒来/发现
女儿在书房/和她爸爸/玩石头剪
子布——一只蜜蜂/飞到我浅紫
罗兰色的围巾上/再过一阵风/它
就会飞到我的唇上——女儿/我
不想你/可是/窗外在下雨——妈
妈，你有没有觉得/白天就像奶油
冰激凌/夜晚就像朱古力冰激凌
呢/妈妈，我们一起吃吧/吃完了
白天吃夜晚……每个妈妈手里都
有一个魔法棒，只用用心，点一
点，孩子就有了精灵的奇思妙想。

《妈妈们的诗》：每个妈妈手里都有一个魔法棒
♣ 周莹莹

新书架

绿城杂俎

不要人夸好颜色（书法） 张洪涛

阳春三月，漫山遍野姹紫嫣红
在小城最美的时节
翻山越岭千里迢迢来看你

红彤彤，木棉花染红天际
山，还是那座苍柏翠绿的大青山
只因你们的爱，朝思暮守
才成为人们心中海拔最高的峰

其实，我最倾慕木棉花
粗犷的枝干挺立在悬崖峭壁
鲜红的花瓣，紧密地簇拥在一起
当风暴袭来的那一刻
不惜红颜，宁可粉身碎骨
也要为萌发的花蕊做最后一道屏障

烟雨蒙蒙，静坐碑林中
用心倾听那排山倒海的林涛波动
一片片花瓣轻轻的落地声
这一切，应珍惜人世间所有的美好

♣ 李秀森

木棉花开红似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