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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感念中的时光
林子陷入阒静
原野走向空旷
冰河沉向梦境
季节沉思中苍茫
走过记忆中的温暖

水果摊鲜艳、芬芳
炊烟轻轻在房舍上弥散
麻雀跳跃于空地
雪拍打着地面
拍打着行人的笑容和肩膀

落满掌心
落满近处也落满远方
阳光温情安恬
倾洒在窗户和街路
一些融入大地
一些裹挟着心灵歌唱

走过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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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会上，老师开门见山地
问，你们真正了解自己的孩子
吗？有的家长点头，有的摇头，
还有的点点头后，又摇了摇头。

老师说，前不久，在一次趣
味班会上，我问了孩子们一个问
题：假如到了晚上，家里的灯突
然熄灭了，你怎么办？每个孩子
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我们先
来分析一下孩子们的答案。

有的孩子回答说，叫爸爸修呗。
家长们都笑了。老师说，这样回答的

孩子，说明他的爸爸很能干，是家里的顶
梁柱，也是孩子心目中的“英雄”，这样的
家庭，亲子关系比较和谐。但也说明了这
个孩子依赖性比较强，平时遇到问题，出
了什么事，都会首先想到自己的父母。如
果这个爸爸在每次灯熄灭了的时候，也教
会孩子自己去更换，那就更利于孩子的成
长了。

有的孩子说，灯坏了，家里黑了，那我
们就睡觉吧。

家长们又笑了。老师说，这个孩子是
随遇而安型的，你可以说他是消极等待，
也可以说他心态非常好，能够适应不同的
变化，遇到挫折时能够沉得住气。在浮躁
的社会，不焦不躁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优
点。

有的孩子的答案是，灯坏了，没关系，
我们可以点蜡烛啊。

老师说，这样回答的孩子，内心中往
往有一种积极意识，善于应对突发情况，
而且有一种创新的精神，总是有能力将看

起来的坏事变成好事。这样的孩子，即使
现在学习成绩不是特别好，但将来长大之
后，在错综复杂的社会中，往往能够应付
自如，而且会颇受人欢迎。

有的孩子说，灯熄灭了，赶紧请物业
来帮忙修理一下嘛。

老师说，这个孩子，善于合理地寻求
帮助，而且能够找到正确的，也是有效的
办法。

有的孩子回答说，家里的灯坏了，我
们就搬到旅馆里去住一晚。

家长们再次笑了。老师也笑了，她
说，我估计这个孩子的家里，一定真实地
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这样的孩子，对新环
境的适应能力比较强，一点也不惧怕外部
环境的变化，有时反而乐于享受因变故而
带来的变化。今后到外地上学，会很快适
应。

有的孩子说，一个灯熄灭了，那就开
别的灯啊。

老师说，我很欣赏这样的孩子。我的
问题是，家里的灯突然熄灭了，你怎么
办？这个孩子，他注意到了，我并没有说，
家里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一个灯熄灭了，

打开另外的灯，这是最简单，也是最有
效的办法。这样的孩子，思路往往比
较开阔，看问题常常能够另辟蹊径，找
到与众不同而又简单可行的办法。

最后，还有个孩子是这样回答的，
灯坏了，我就到森林里去捉萤火虫来
照亮房间。

家长们忍不住哄堂大笑。
老师若有所思地看看家长们，说，

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孩子的答案很可笑，
太不切合实际了？但我一点也不觉得这
个孩子的回答是可笑的。相反，我认为这
虽然不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但却是最具想
象力、最富浪漫情怀的想法，这样的孩子，
往往很感性，多愁善感，我觉得她长大之
后，很有可能成为一个诗人、作家。事实
上，她已经表现出了这方面的潜能，她的
作文，是我们班写得最好的。

老师说，孩子们的回答，可谓五花八
门。其实，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孩子
们的回答也没有对错、好坏、优劣之分。
我之所以将这次班会拿来与大家分享，是
想让我们的父母明白，每一个孩子都有自
己的天分，有各自的长处，无论你的孩子
给出了怎样的答案，它都只是一个小窗
口，一个帮助我们了解自己孩子的窗口。
在孩子的座位上，有一张纸，上面记录着
的，就是你的孩子的回答。

家长们低头读自己孩子的回答，陷入
沉思。

老师最后说，我愿拿其中一个孩子的
回答，来与我们的家长共鸣：假如一盏灯
熄灭了，我们就打开另一盏灯吧。

母亲走了，是在她度过了第 94 个生
日，迈入 95 岁高龄的时间，安详悄然地
走向另一个世界。

母亲是平凡的，既没有诱人的丰盈
家产，也没有引人注目的显赫地位，甚
至连工作单位都没有。母亲的一生是
在料理家务。

但是，母亲是有文化的，更是有信
仰的。母亲的启蒙学校是民国时期的
河南省立第六小学（新中国成立后该校
更名为开封市第六小学），母亲最后的
学历是开封市育才会计学校。也是因
母亲有文化又有专业知识的缘故，在新
中国成立初期，母亲曾有多次被国家机
关录用的机会，却都被她拒绝了。或许
是因为孩子多，不忍心离开相夫教子的
岗位吧。父亲当时在一家省直机关任
职，每日起早贪黑，相当劳累，自然，家
务重担全落在母亲身上。

其 实 ，母 亲 是 一 个 很 有 能 力 的 女
人，据姥爷讲，在他兴办的企业中，母亲
是他最得力的管账理财助手。

是金子，放在哪里都发光。在父亲
工作的机关家属大院，母亲被公选为家

属委员会主任，又被公认为勤俭持家的
楷模。当时我们已弟兄五人，全家七
口，全依靠父亲工薪维持生活，母亲却
能将日常家务料理得井井有条，孩子们
衣着干干净净，光鲜合体……

更为使我对母亲无限崇敬和挚爱
的是，当父亲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
离开了工作岗位，回到父亲的祖父已离
去的故乡——巩县（今巩义市）农村开
始做一个农民时，母亲依然没有失去对
生活的信心和对人生的信仰，她劝父
亲，说眼下天阴啦，但是迟早会天晴的
啊！要相信太阳终究会出来的……母
亲和父亲是带着三个年龄尚小的弟弟
从城市回农村的，离开城市时，我在初
中读书，母亲对我说，看来你爸爸许诺
供你上大学的梦是不成了，你中学毕
业，到工厂做个好工人，也挺好……

我 想 象 不 到 ，在 那 个 连 饭 都 吃 不
饱 ，精 神 又 遭 受 压 迫 和 歧 视 的 岁 月 ，
母 亲 怎 样 宽 慰 父 亲 、照 顾 小 弟 弟 们 ，
并使他们有勇气和毅力，走出那泥泞
又 坎 坷 的 路 程 ，那 是 21 个 寒 暑 ，7000
多 个 日 日 夜 夜 啊 ！ 当 父 亲 的 右 派 分

子被平反改正时，已是年逾花甲的老
人 ，还 怎 能 复 职 工 作 岗 位 ，只 能 无 奈
离休罢。

令人欣慰的是，在这之前，弟弟们
已靠自己的奋发图强学得的一技之长
先后飞翔起来，飞出了那个穷乡僻壤，
那个令人窒息的氛围。当然是靠母亲
的刚强和柔韧，更有母亲的智慧和远
见，支持儿子们练就各自的硬功。

母亲爱说，我唯一的财产就是我的
五个儿子，我相信，他们都是正干的。
说这话时，母亲的面庞就涌现出一种含
蓄的骄傲和悠然的自豪。

是的，母亲的儿子不论岗位轻重，
才能高下，都行走在正道上。

母亲走了，再也回不到我们身边，
但是母亲的优秀品质和神圣信仰，将永
远成为我们世世代代的传家宝，母亲传
授我们的兴家立业的“良药”将永久效
力于她的子孙后代：

父慈子孝家和善
兄宽弟忍八宝丹
夫良妻贤平安药
和睦乡里顺气丸

翻阅汉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积十五
年心血写成的《史记》一书，就会发现文中记下不
少官职名称。其中有文官、武官；有执法官、外交
官等。官职名称之多、之复杂，确是值得研究的。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封建王朝自上而下都形成了
一个比较完整的统治机构，这种机构一直沿袭了
几千年。

古时，相当于丞相之位的高级官员称“司徒”、
“令尹”、“上卿”、“太尉”、“左徒”、“御史大夫”等。
掌管朝中人事大权的官谓之“中正”；最高执法的
官称“廷尉”；担任秘书或秘书长职务的官称“中书
令”（皇帝的秘书）、“长史”；当朝监察部门的官员
称“司过”；负责外交事务的官为之“大行”、“大鸿
卢”等；掌管京城地面事宜的官吏谓之“内史”；管
理参政大权的官称“大司农”、“少府”等；掌军中行
政事务的官称“军侯”、军法官为之“军司马”，管军
马粮草即后勤供应的称“厩将”；专管巡城捕盗的
官吏为“中尉”。当然，这与当代军衔制中的“中
尉”是不一样的；管理国家畜牧业发展的官谓之

“乘田”；县及县以下的地方官称作“令”或“令史”。
到了清代，文官、武官各分九品，并分别以服

饰上的九种动物图像表明官职的品级。
随着历史的发展，官职的位置及名称等相继

发生了显著变化。但是，整个国家的组织机构还
保持了旧有的轮廓，只不过是机构细密得多，庞大
得多罢了。

如意（国画） 李昊东

古时的几种官职
车道平

母亲的遗产
焦述

假如灯熄灭了
孙道荣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大勇若怯的统帅，他就是司马懿。
魏明帝青龙二年（234），即蜀汉后主建兴十二年，诸

葛亮率领十万大军最后一次兵伐中原，他兵出斜谷（在
陕西终南山。谷有二口，南曰褒，北曰斜，亦称褒斜谷），
于五丈原（今陕西眉县斜谷口西侧）扎下大寨。司马懿
作为统帅带着魏军渡过渭水背水扎营，双方相遇。

五丈原前临渭水，背靠秦岭，三面壁立，难攻易守。
司马懿到来后并不进攻，只是坚守在东边。因为司马懿
料定，诸葛亮远道而来，粮草供应困难，利在速战，只要
和他拖下去，胜利的天平就会向自己倾斜，所以司马懿
能战却就是不战。

苏轼《贺欧阳少师致仕启》中说“大勇若怯，大智如
愚”。 什么叫“大勇若怯”？看看司马懿就知道了。守而
不战，向对方示弱，这是司马懿“大勇若怯”的第一步。

但是，一个“拖”字，说着简单，实行起来却非常困
难。因为敌人在千方百计挑战你忍耐的底线，“大勇若
怯”有个坚持忍耐、接受时间考验的问题。

诸葛亮派将士天天挑战骂阵，咋难听咋骂，司马懿
虽然捂上自己的耳朵，装作没听见，但他捂不了数万将
士的耳朵。将士们都气炸了肺，纷纷埋怨主帅窝囊，并
到主帅大帐请战。没办法，司马懿只好也装作气愤不过
的样子，假惺惺地上表皇帝请求与蜀军决战。魏明帝对
司马懿的把戏心知肚明，即派遣大臣辛毗带着天子符节
以军师身份控制魏军不许出战。看，诸葛亮又来挑战
了，司马懿将甲胄穿戴起来，提枪上马，装作坚决要与诸
葛亮一决高下的样子，但是辛毗持节立于军门，不令出
战。一个要战，往营门闯；一个要禁，以圣旨喝停，如此
者三。二人的双簧演得惟妙惟肖，把魏军将士感动得热
泪盈眶，于是，全军急躁愤怒的情绪得以缓解。这是司
马懿“大勇若怯”的第二步。

时间一天天过去，蜀军眼看粮草将尽，诸葛亮急得
嗓子眼冒火。怎么办？这时候还管他什么君子不君子，
只好当一回小人了。出于无奈，诸葛亮派人给司马懿送
去一套女人的衣服和首饰，骂司马懿是女人，企图以嘲
笑和侮辱来激怒司马懿，诱他出战。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司马懿并没有生气。他微笑着收下女衣和首饰，连声
道：“替我谢谢诸葛丞相，劳丞相破费了！”然后，司马懿
拉住使者的手走进大营，亲热得就像一家人一样。“来
呀，酒席摆上，奏乐！”温馨的气氛让诸葛亮的使者未酒
先醉，很快就飘飘然起来。设宴招待诸葛亮的使者，这
是司马懿“大勇若怯”的第三步，其大智大勇简直令人叹
为观止。因为他知道，当敌人侮辱自己的人格时，说明
敌人已经技穷了。

在宴席上，司马懿亲自给诸葛亮的使者夹菜劝酒。
他像狡猾的狐狸一样向蠢如乌鸦的使者唱起了赞歌。
他不动声色地探询诸葛亮“起居及事之繁简”。使者告
诉他，诸葛亮每顿只吃一小碗米饭；士兵打二十军棍的
处罚，都是诸葛亮亲自审批。呵呵，食简事烦！由此，司
马懿判断诸葛亮的健康每况愈下，生命已经进入到了倒
计时，便更加坚定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针，坐等诸
葛亮“交粮本”。果不其然，诸葛亮不久便气病而死，司
马懿不战而胜。

在高希希执导的电视剧《三国》中，扮演司马懿的表
演艺术家倪大红在谈到司马懿时说：“他比诸葛亮更懂
谋略，更懂心机，诸葛亮可以猜测司马懿的内心，而司马
懿则能猜透诸葛亮的内心，猜测与猜透是完全不同的结
果。”

如此大勇若怯的大智大勇之人，在中国历史上真的不多。

曾几何时，音乐是裴诗的生命，虽然一场意外令她废
了左手，再也拉不了小提琴，她却以全新的身份回到曾经
居住的城市，推出她栽培多年的小提琴手，又一次踏入了
这与自己绝缘的典雅世界。终于，她开始一步一步接近
计划中的目标：曾经最喜欢的哥哥，冷漠的盛夏集团二公
子，还有出现在旧照片上的模糊人影……

因为听了父亲演奏的小提琴曲，她一生都对那四根
脆弱又感性的琴弦有着说不出的情愫；因为看见那一摊
血，她从那以后只喜欢穿黑色的衣服。

这是一部你看了一定会流泪的爱情小说。作为一部
唤醒你内心坚持与梦想的励志文录，带你用眼去“读”，也
能“听”见千百年前巴洛克古典音乐并让你与作者一同走
遍世界各地，将你带入全新世界的导航地图。

大勇若怯司马懿
宋宗祧

《夏梦狂诗曲》
崔 琦

“正是。此人叫鲁俊逸，精明
强干，颇有胆识，身为甬人，却是
靠粤人发家……”

“甬人，靠粤人发家？”丁大
人重复一句，显然感兴趣了，微微
点头，“嗯，有意思！”

“老爷，”车康插上一句，“听
说姓鲁的牙口壮了，几番从两个
大鳄口中抢食，可总是吃到口边
就又缩回去了。”

“哦？”丁大人看过去。
“想必是有所顾忌吧。”
丁大人闭上眼去，随口蹦出

一句：“那就给他长点胆气，让他
试试牙口嘛！”

“奴才遵命。”
甬商新富鲁俊逸

单看宅院，就晓得鲁俊逸在
上海滩的枪势混得不错。

西江路甚是宽大。前些年法
租界向西扩张，法国公董局沿县
城北侧向西辟出这条主干道，东
西长约十里，宽不下十丈，堪比公
共租界中的南京路。

自开辟之日起，此路就成为
沪上权贵追捧的黄金地段，前后
不过几年，地价就如火箭般攀升
数倍。对寻常人来说，能在西江路

上拥有一间斗室已是奢求，鲁俊
逸拥有的竟是黄金地段里的一座
豪宅，南北呈条形，占地近二亩，
前后三进院子，西式建筑，中式园
林，南北通透，中西合璧，既赏心
悦目，又方便实用。

齐伯站在前院的空场地上
久久观赏，称赞不已：“啧啧啧，俊
逸呀，没想到你这事体做得介大，
盖起介漂亮的宅院，窗上这些玻
璃好像是镂花的呢！”

鲁俊逸引他走近那些玻璃，
又引他走进门庭里，指给他看大
理石地面，笑道：“是哩。那些玻
璃，还有这些大理石，全是意大利
进口的。人家的工艺好，我们这里
的匠人做不出！”

齐伯蹲下，摸摸大理石地
面，细审花纹，点头道：“嗯，做工
真是精致！”

“齐伯呀，”鲁俊逸笑呵呵地
看着他，扯入正题，“昨儿钱业公
所出点事体，一直忙活大半夜，没
顾上陪你哩。您这十多年一直不
肯来上海，这突然来了，想必有啥
大事体？”

“是老夫人。”齐伯缓缓应
道，“前日后晌，老夫人捎口信给

我，要我务必请你回去，越快越
好。我一看辰光，班船就要开了，
一时寻不到合意人，也是急了，这
就自个赶来了。”

“啥事体？”
“不晓得。听来人语气，老夫

人挺急的，要你马上回去。别是生
病了吧？”

“应该不会。”鲁俊逸微微皱
眉，“前日有人来，我还问起她来，
说是她身体矫健健的。再说，眼下
辰光，生意正忙，事体多，我怕走
不开哩。”

齐伯望着他，突然说道：“阿
秀回娘家了，你晓得不？”

听到阿秀，鲁俊逸的脸色旋
即黯淡下来，半晌方道：“晓得
了。”

“俊逸呀，”齐伯半是劝导，
半是解释，“讲句不该讲的，你别
是仍在为阿秀的事体生老夫人的
气吧！想想看，你有三年辰光没回
家了，这让老夫人哪能不想哩？”

鲁俊逸勾下头，没再吱声。
阿秀是俊逸妻妹，俊逸与

她姐姐阿芝结婚时，她还不到十
岁。阿芝在生女儿碧瑶时亡故，
俊逸挚爱亡妻，一直没有续娶。

阿秀年岁渐长，音容笑貌越来越
像她阿姐。俊逸是极重旧情的
人，早晚见到她，就如同见到阿
芝，对她关爱有加。阿秀对他先
是依赖，后是敬仰，再后生出情
愫。前些年里，二人书信频传，
俊逸魂牵梦萦，几乎每月都要回
老家一趟，为阿秀买这送那，只
差捅破最后那层纸。马夫人看在

眼里，急在心里，死活不允这门亲
事，在关键辰光棒打鸳鸯，不顾阿
秀苦苦哀求，硬是将她许配他人。
俊逸存此芥蒂，连续三年没再探
家，只在逢年过节时礼节性地捎
回些许贺礼。

对于这场过节，齐伯清楚不
过，轻叹一声，进一步解劝：“俊逸
呀，老夫人没把阿秀嫁给你，也是
迫不得已。你在乎的是情义，老夫
人在乎的是面子。大小姐那辰光
闹得惊天动地，街坊村邻不知生
出多少闲话。这又轮到二小姐了，
你让她的老脸面哪儿搁去？”

鲁俊逸正自寻思应对，厅中
电话铃响。

俊逸几步赶过去，拿起话
筒，听一会儿，道：“晓得了，这就
过去。”抬头看向齐伯，“齐伯，你
这先歇着，在院里好好转转，我得
去钱庄一趟。”

茂升钱庄坐落于老城厢里，
位置不错，生意繁忙。柜台前，客
户排成一条长龙，手摇各式扇子，
或说或笑，一边抱怨天气，一边耐
心等候。

鲁俊逸匆匆走进总理室，屁
股刚在一张黑皮椅子里落下，协

理老潘与跑街庆泽就走过来，哈
了腰站在案前。二人跟从俊逸多
年，皆是得力人手。

钱业大佬衣锦还乡
“是为麦基洋行那批货吗？”

俊逸掏出随身带的折扇，扇几下，
目光瞟向庆泽。

“是哩，”庆泽的腰稍稍直
些，两眼盯住俊逸，“一共七家报
标，四家为合庄报，三家为独庄
报。独庄这三家，我们算一家，另
两家是善义源和润丰源。各家标
底也都探到了，合庄报的没过十
五万两，善义源十六万，润丰源十
六万五，我们十六万三。”

“哦？”鲁俊逸合上折扇，眉
头拧起，“连善义源、润丰源也都
报了？”

“老爷，”老潘凑前一步，“这
批是德国货，质好色全，市场紧
俏，所以大家起争哩。”说着拿出
一张清单，“这是清单。”

鲁俊逸接过清单，眯眼看一
会儿，吸口长气，看向庆泽：“洋行
哪能讲哩？”

“在等我们庄哩。”庆泽嘿嘿
一笑，“里查德让江摆渡（compra-
dor，买办）负责标底，我把这人搞

定了，要他把几家独庄的标底暂
先押下，只报合庄的。麦基急等出
货，催问几次，他顶不住，这在催
我哩。”

俊逸闭眼，一会儿后睁开，
看向老潘：“有多少利，你算过
没？”

老潘伸出三个指头：“批销，
三万两打底；零售，六万两。”

俊逸再次闭目，陷入长考。
就在此时，老潘房间的电话

铃响起来，老潘回身去接电话，不
一会儿复走进来，望着俊逸，略作
迟疑，道：“老爷，是泰记车总管，
说是……说是要在我们茂升存银
十万两！”

“哦？”俊逸显然极是惊愕。
“奇怪，”老潘眉头拧紧，

“泰记与我们向无瓜葛，手中更
有惠通银行，有的是地方存钱，
这……”

俊逸眼珠子连闪几闪，盯住
他：“你敢肯定是车总管？”

“绝对肯定，他的声音我听
得出。”

俊逸长吸一口气，缓
缓吐出，转向庆泽：“庆泽，
你这就去，报十七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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