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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小小

笔随随

书架新新

杂俎绿城绿城

吕蒙正是北宋名臣，他小时候父母双亡，沦为乞
丐，其凄凉悲惨几乎无人能比，所以，后人常常用“穷过
吕蒙正”来比喻一个人穷困潦倒。吕蒙正在困境中发
奋读书，后来做了北宋的中央高层干部。吕蒙正感慨
世事，曾写了这样一副对联：“旧岁饥荒，柴米无依靠，
走出十字街头，赊不得，借不得，许多内亲外戚，袖手旁
观，无人雪中送炭；今科侥幸，吃穿有指望，夺取五经魁
首，姓亦扬，名亦扬，不论王五马六，踵门庆贺，尽来锦
上添花。”

吕蒙正在京城开封刚进入中央部门工作的时候，
有个家里有点钱的公务员在背后指着他说：“这小子是
乞丐出身，他竟然也能在中央政府部门工作？真是搞
笑！”吕蒙正听到了这句话，却假装没听到。当时，吕蒙
正的一个下属就气愤地对吕蒙正说：“一定要追查此
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在背后说你的坏话。”然后，就要
去调查那个公务员的官位和姓名。吕蒙正急忙阻止
了，吕蒙正的下属仍然愤愤不平，问他为什么不追究。
吕蒙正笑了笑，说：“若是追查此人，知道了他的姓名，
一定终生不会忘记，恐怕就会成为彼此一生的怨恨，倒
不如不知道来得干净。再说，即使我不问他是谁，是干
什么的，对我又没有什么损害，还是不追查为好。”听了
吕蒙正的这番话，下属很佩服他的胸怀和大度。

从此，吕蒙正就让自己忘记了这件事。其实，吕蒙
正是把怨恨拒绝在了心灵之外。俗话说：“恩情易忘，
怨恨难消。”人们很容易忘记恩情，却难以消除心中的
怨恨，哪怕是别人对自己一点小小的不满，也会终生难
忘。吕蒙正为了不让自己记下别人的怨恨，便装作看
不见、听不着，这是一种大智慧的表现。

人的一生中，该忘记的是怨恨，该记得的是感恩。
做一个记恩不记怨的人，会让自己获得更多的快乐。
后来，京城开封的人们听说了吕蒙正忘记怨恨的事情，
纷纷赞叹他的宽容和雅量。

黄金炒家夏克明是金融圈的怪才，他纵情酒色、
放浪形骸，以与地下炒金公司疯狂对赌为生计，身家
过亿。国企总裁牛守礼慕名而来，他见证了夏克明点
石成金的操盘功夫，处心积虑地以名利和义气为诱
饵，将夏克明当作他的印钞机。夏克明约会初恋情人
米安琪，无意中发现自己竟然得了失忆症。噩梦之
后，夏克明出现了幻视症状，疯狂地举刀自戕。年轻
漂亮的女医生柯小薇精心呵护夏克明，历尽艰辛帮他
找回了失去的那段童年记忆，他的病症逐渐好转。

牛守礼因夏克明桀骜不驯不肯听命于自己，暗设
陷阱，骗得夏克明倾家荡产。绝望的夏克明彻底恢复
了记忆，新仇旧恨他要一起算，就此走上了一条绝
路。夏克明煞费苦心地伪装成精神病人，面对老警察
睿智犀利的审视，他能逃脱法律的制裁吗……故事酣
畅淋漓，给人一种蹦极般惊心动魄的快感和冲击力。

吕蒙正忘记怨恨
王吴军

《操盘手的伊甸园》
王佳琦

上了车，他给母亲打了个电话，
说儿要回家见娘了。娘又惊又喜，问
儿是不是在部队立了功？他告诉娘，
儿立了三等功。原来那年他参军，娘
对他说，在部队好好干，像你爹那
样！他就向娘发誓，不立功就不回来
见娘。如今儿真立功了，娘乐得合不
拢嘴，连声说，好！好！又说，这事要
是你爹能知道，他该有多高兴啊！他
就说，爹能知道，爹一定能知道。

爹是个老兵，转战南北十多年，立功无
数次。有一年爹带着新兵进行投弹训练，
突发意外，爹为保护战友，光荣牺牲。那时
他尚年幼，妹妹还在襁褓中，部队领导问她
有什么困难，娘擦干眼泪，摇摇头。娘硬是
一个人把俩孩子拉扯大。儿子到了当兵的
年龄，娘毫不犹豫地把他送进了部队。

他在电话里问娘最近身体可好，娘说，
身体棒着呢，吃啥啥香，干啥有劲。每次，
娘都是这么说，并一再叮嘱他安心当兵，别
挂记家里。

有时，他觉得很愧疚娘，对娘说，您把
我们兄妹俩辛辛苦苦拉扯大，如今到了儿
该孝敬照顾娘的时候，儿却不在娘身边。
娘生气了，说，娘能吃能跑要啥照顾？可不
能胡思乱想，你在部队好好干，给娘脸上添
光，就是对娘最大的孝顺。

一路上，他望着车窗外，美丽乡村风景

如一幅长长的画卷吸引着他的眼睛，他不
由心生感慨，为自己是一名和平守卫者而
感到自豪。

到家了，母子紧紧拥抱，久久凝望：母
亲老了，头发白了，也更慈祥了；儿子黑了，
瘦了，也更精神了。

母子俩有说不完的心里话。母亲一遍
又一遍抚摸着儿子胸前的军功章，喃喃道，
真争气，真争气。

忽然，母亲擦了擦眼泪，说，你看，光顾
了说话，坐了一天一夜的车，你一定饿了
吧，娘给你去煎荷包蛋。

他最喜欢吃娘煎的荷包蛋了，又香又
嫩。小时候，娘除了打工，还喂养了几只母
鸡，他和妹妹经常都能吃到娘煎的荷包
蛋。可他却从未看见娘吃过，问娘，娘总是
说，娘已吃过了，你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你们多吃。现在回想起来，娘是自己舍不
得吃，都给了他们啊。他不由心头一热，对
娘说，娘，从小到大都是您为我们煎荷包

蛋，今天也让儿为娘煎一回荷包蛋。
娘忙说，娘不吃，娘有……娘话说

了一半，突然咽了回去。
娘，你说啥？
没、没啥。娘是说，如今生活好

了，娘有的吃，啥时想吃就吃。
那不一样，今天是儿第一次为娘

煎荷包蛋，您一定要尝尝，您不吃，儿
也不吃您做的饭。
娘只好答应，笑着说，娘吃就是了，娘

吃就是了。
荷包蛋很快煎好了，他看着娘吃着自

己亲手做的荷包蛋，心里甜甜的。
这时，手机铃声响了，是部队打来的，

说有紧急任务，让他迅速归队。他不安地
跟娘说了，娘就说，军令如山，这点道理娘
懂，你快回部队去，啥也别挂记，放放心心
地走。

回到部队后，他给娘打了电话，是妹妹
接的。他问，娘呢？妹妹吞吞吐吐，欲言又
止。他追问，娘怎么啦？妹妹说，娘病了。
他说那天走时娘还好好的，怎么病了？妹
妹说大概是吃了你煎的荷包蛋，娘有胆囊
炎好几年了。他埋怨道，娘真是，有病为啥
不说？妹妹说，娘怕你担心，怕你分心，怕
影响你进步，不敢说，一直瞒着你，娘就是
想要你争气……

他听到这儿，禁不住热泪盈眶……

宽阔的江面突然一暗，那是吝啬的夕
阳急不可待地收回了最后一抹残红。外
滩，识趣地投入了夜的怀抱。

没了黎明市民晨练的闲适，没了白昼
游客的熙攘，照说，入夜后的外滩该是安
歇的时候了。然而，此刻的外滩，却比白
天更多了一份暗藏的闹热。不信，你瞧：

52幢由巴洛克式、哥特式等不同建筑
风格构成的“万国建筑博览群”，在灯光的
映照下，水晶宫般熠熠生辉。古典文明和
现代时尚气息，在此完美地融合在了一
起。一边是醉生梦死的缭乱红尘，一边是
和静清寂的江流，它们宛如得道的老僧
般，宠辱不惊地屹立江边，一任时光荏苒。

在长堤上或凭栏远眺或悠然漫步的
人们，是在夜色中寻思着当下的生活，还
是在贪恋这份江风拂面的舒爽？抑或正
触景生情般缅怀着自己如烟的过往吧。

那些在树影下深情拥抱的情侣，释放
出阵阵热辣辣的急促喘息，与暖黄的灯光
混杂交织，无遮无拦地弥散在夜空中。如
斯情景，总令人感动莫名，仿佛被人在柔
软的心坎哈了一口热气似的。夜色中的
外滩，是如此的情意绵绵。

岸边，静静地停泊着两艘现代战舰，
高耸的炮台和雷达在夜色中依然显得分
外醒目，连甲板上“334”“539”的编号也清
晰可见。它们的雄姿却让我情不自禁地
想起了一个至今提起仍倍感愤怒的词

——租界，还有中华民族那段惨遭蹂躏的
屈辱历史……不过，无论遭遇多少坎坷曲
折，无论流淌多少辛酸血泪，自强不息的
中华儿女，从未曾屈服过任何外敌的侵
略。历经几代人的奋发图强，中华民族，
再次傲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灰暗的江面，渐渐变得炫目起来。打
着各种醒目广告语的彩船，在江中慢悠悠
地游弋着，将黛青色的江水，勾上了一抹
艳红，如花似绸一般。甲板和船舷边上影
影绰绰的红男绿女，又在窃窃私语着怎样
的人间情话和绵绵心思呢？或许，他们只
是在凝神静听着微波粼粼的黄浦江，讲述
着数百年前纤夫们在江滩踩出的那条蜿
蜒曲折的纤道、十里洋场曾经的纸醉金迷
和烽烟岁月里发生在上海滩那些波诡云
谲的家国传奇吧。

对岸的东方明珠、上海中心等地标建
筑，华灯璀璨，但与江面上的闹热炫目相
比，顿显黯然失色，同外滩近在咫尺却隔
江相望，与星空更是遥不可及，泛着曲高
和寡般的冷清。倒是同稍远处一身“钢
骨”的外白渡桥，相得益彰。望着桥上川
流不息的人车，有关这座桥的“前世今生”
仿佛老电影一般，在脑海中悠悠漫过……

然而，更多人，只怕还是因影视剧中
曾出现过的跟此桥有关的画面，比如《上
海滩》里的爱恨情仇、《太阳帝国》里的民
族灾难、《情深深雨蒙蒙》里的柔情缱绻、

《大城小事》里的温婉可人……才会争先
恐后地到此一游吧。

那些雄姿英发的江湖儿女们的侠肝
义胆，腥风血雨的人生路，不知令多少少
年儿女心潮澎湃，被那些神话了的英雄梦
灼烧得热血沸腾、夜不能寐。外滩的夜
色，注定会浸泡在故事里。

谁在年少时未曾有过英雄梦呢？长
大后方知，是非功过，由人评说。功名利
禄，转瞬成空。英雄梦也好，英雄冢也罢，
在历史的长河里，神马皆浮云。名垂史册
固然令人羡慕，但那样的风流人物，毕竟
是少数。更多的，平平淡淡才是真。

在我看来，努力工作，让每一天尽量
充实，然后健康快乐地陪着家人，尽情享
受余下的闲暇。这样的平淡，何尝不是另
一种令人艳羡的幸福？！知足常乐，即便
此刻，只是静静地看着窗外的江景，抑或
来上一场穿越古今的神游，日子，已了无
遗憾。

战火弥漫的烽烟岁月，早已东流入
海。和平的新世纪传奇，正在黄浦江畔悄
然上演。

此刻，居高临下，夜色中的外滩将黄
浦江拢成了一方月牙形的墨玉，流光中的
气息，温润清新；此刻，我只想在这沁人心
脾的气息中，安然入眠，让新上海滩的故
事，在梦里继续。

夜晚的外滩，迷魂！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
一居士，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庐陵（今江西吉安
市）人。曾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熙宁五年七月
二十三日病故，葬于开封府旌贤乡。

为文从简，率先垂范。欧阳修在翰林院任职
时，一次，与同院三个下属出游，见路旁有匹飞驰的
马踩死了一只狗。欧阳修提议让他们分别来记叙
一下此事。第一个人说：“有黄犬卧于道，马惊，奔
逸而来，蹄而死之。”另一人接着说：“有黄犬卧于通
衢，逸马蹄而杀之。”最后第三人说：“有犬卧于通
衢，卧犬遭之而毙。”

欧阳修听后笑道：“像你们这样修史，一万卷也
写不完。”

那三人于是连忙请教：“那该如何说呢？”
欧阳修道：“逸马杀犬于道，六字足矣！”
三人听后，不禁对自己的冗赘惭愧，深为欧阳

修的字字珠玑所折服。
快马追稿，精益求精。据记载：有一次欧阳修

替人写了一篇《相州锦堂记》，交稿后，他细细推敲
了一下，觉得有两句有些欠妥；可那人已经走远了，
便派人骑快马将稿子追回，做了修改。这不还和原
稿一模一样吗？来人接过改稿，草草一读，很是奇
怪：仔细读后才发现，全文只是将“仕宦至将相，富
贵归故乡”增加了两个连词“而”字；他反复吟诵

“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后，不禁拍案叫
绝。原来，改句中意义虽未改变，但是语气由急促
变为舒缓，似潺潺的山间流水，多了一份抑扬顿挫
的音乐美。

礼贤下士，从善如流。宋庆历五年，欧阳修被
贬滁州任太守时，所写的散文名篇《醉翁亭记》《丰
乐亭记》脍炙人口，因此文而使滁州之山水闻名遐
迩。为便于他闲游山水，琅琊寺附近的好友智仙和
尚带人在山腰盖了座亭子。竣工那天，欧阳修前去
祝贺，将此亭取名为“醉翁亭”，并写下了散文《醉翁
亭记》。写成后，欧阳修把文章张贴于城门，向大众
征求修改意见。当时喝彩声一片，只有一位樵夫说
开头太啰唆，欧阳修不解，樵夫说：“你自己到琅琊
山看看得了。”他到那里一看，恍然大悟，便提笔将
开头“环滁四面皆山，东有乌龙山，西有大丰山，南
有花山，北有白米山”等一串文字改为“环滁皆山
也”五个字。如此一改，则文字精练，言简意赅，境
界全出。

慧眼识才，提携后人。欧阳修堪称千古伯乐。
张载、程颢、吕大钧、包拯、韩琦、文彦博、司马光等
旷世大儒的成才出名，都与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尤其是“唐宋八大家”中，宋代的王安石、苏洵、苏
轼、曾巩、苏辙均出自他的门下，而且都是以布衣之
身被相中，被选拔而斐然于文坛的；在等级观念森
严的封建社会，能做到这一点，委实不易。

村头小景（国画） 张继强

话说欧阳修
曹世忠

荷包蛋
王 辉

夜外滩
刘宏伟

恒云醉卧千重树（国画） 柳恒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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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
年之际，军旅作家王树增的巨著

《抗日战争》问世。从相关史料
的收集和阅读开始，到《抗日战
争》最终完成，历时六年。其
间，王树增尽可能实地勘探战
场，多方查阅文献、甄别史料。

《抗日战争》属于王树增“战争
系列”作品之一。全书共计三
卷，以恢宏篇幅描述了发生在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该
书以重大历史事件及相关人物为
经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
视角出发，全面真实地记录了中
华民族赢得的这场伟大胜利。本
报选取第一卷的第五章、第十二
章、第十三章连载。

——编者

第五章 八路军上来了
第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被

处决的时候，喊出这样一句话：
“不讲理的阎锡山万岁！”车到小
东门大校场，李下车距预铺红毡
还有两三丈远，就被一枪打倒。
据执行人、阎锡山的警卫营连长
康增谈，因为前几年枪毙十旅旅
长蔡荣寿时，一枪打倒抬回家

去，还活了多半天才气绝，所以
这次阎锡山特别指示，当场击毙
后，执行人须守尸一小时，才许
家人收尸。李服膺是中日全面开
战以来，第一个因丢失防区而被
处决的军长。

李军长丢失的防区是山西
北部的天镇。

平绥路上的南口、张家口
相继失陷后，板垣征四郎的第五
师团集结于怀来，东条英机的关
东军察哈尔兵团集结于宣化，继
续向南攻击山西的企图显而易
见。只是，中国方面暂时还无法
判断其作战方向和计划。

日军进逼山西无非有两种
可能：一是在冀西北部与晋东北
部交界处的蔚县、广灵发动佯
攻，主力沿平绥路西进攻取大
同，切断中国军队山西与绥远间
的联络；二是在晋东北的天镇方
向实施佯攻，主力攻取广灵，切
断中国军队山西与河北间的联
络。然后，两路兵力即可协同向
南直插山西的腹地。

中国军队第二战区制订了
兼顾两种可能的作战计划：“本军
以利用山地歼灭敌人之目的，以

主力配置于天镇、阳高、广灵、
灵丘、平型关各地区，以一部控
制于大同、浑源、应县附近，以
策应各方之战斗，相机转移攻
势。”——这个计划的要点是：
无论日军的主攻方向在哪一边，
都以局部的死守待援、东或西面
的紧急增援，形成夹击日军的战
场态势。

为此，司令长官阎锡山将
第二战区部队部署如下：

杨爱源部第六集团军第三
十三军独立第三旅和第七十三师
布防晋东北的广灵；第三十四军
第二三旅布防广灵以西的浑源，
第一九六旅布防浑源西南方向的
应县，第七十一师在应县西南方
向的岱岳（山阴），新编第二师
在平型关以西的砂河。

卫 立 煌 部 第 十 四 集 团 军
第八十五师控制平型关以西的
大营。

傅作义部第七集团军第六
十一军第一一师固守晋东北的天
镇，第二旅布防天镇西南面的阳
高，独立第七旅布防大同以东地
区；第三十五军新编第六旅固守
兴和，新编第五旅布防隆盛庄，

第二一八旅固守集宁，第二一一
旅布防归绥，第二旅和第二五旅
布防大同至丰镇间。

从北向南，第二九旅控制
在大同与怀仁间，预备第七十二
师控制在应县，第二一五旅控制
在雁门一带，独立第一旅控制在
平型关，第六十六师控制在太
原。此外，在山西、绥远与察哈

尔的交界处，骑兵军主力布防在
商都、尚义、化德一线。

第六十八军刘汝明部在蔚
县一带防御。

第 十 七 军 高 桂 滋 部 布 防
广灵。

司令长官部行营进驻雁门
关以西的太和岭口村。

但是，令中国军队没有想
到的是，东条英机指挥的察哈尔
兵团和板垣征四郎指挥的第五师
团，从攻击一开始就两路齐头并
进，令第二战区无法判断出到底
哪个方向是主攻。

九月三日，关东军察哈尔
兵团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在旅
团长筱原诚一郎的指挥下自张家
口以南的宣化方向出动，向驻
守天镇的中国守军第六十一军
发动猛烈进攻。李服膺军长指挥
的第六十一军刚刚从柴沟堡方向
南撤至天镇，各部队仓促间进行
了部署，也是一线式的防御阵
形：第二旅的四团据守天镇附近
的盘山制高点；第一一师占领盘
山以北的罗家山、李家山以及沿
平绥路两侧一直到北山瓦窑口一
线的阵地；第二旅三九九团驻守

天镇城防；第六十一军司令部
以及四一四团驻守天镇西南方
向的阳高县城。

日军显然把攻击重点放在
了天镇外围唯一的制高点盘山。
武器简陋的中国守军在察哈尔兵
团凶悍的攻击面前几乎没有还手
之力。日军重炮轰击和飞机轰炸
持续不停，第六十一军简单的野
战工事被反复摧毁，四团的高
保庸营藏身的掩体被炸塌，一
个营的官兵全部被压死在石洞
里。日军步兵轮番冲锋，日夜
猛扑，中国守军只能依靠弹坑
掩护自己，用手榴弹和刺刀抵
抗。后方的补给线和联络线被
切断，弹药上不来，伤员下不
去，支撑整整三天后，阎锡山
下令再守三天。四团团长李润
生请求增援，但李服膺军长手
里没有预备队，四团伤亡了五
百多人，其他各团也都伤亡在
千人以上。最后时刻，李润生
团长已无法控制部队，还活着
的士兵纷纷后退。盘山失守。

盘山失守的这一天，日军
第五师团于天镇以南的蔚县方
向开始了突进，其第九旅团攻

击广灵，第二十一旅团从广灵
西 面 迂 回 。 在 这 个 方 向 防 御
的 是 刘 汝 明 的 第 六 十 八 军 ，
该 军 竟 然 连 日 军 的 影 子 还 没
见 到 就 擅 自 撤 退 ， 致 使 防 线
如 无 人 之 境 。 汤 恩 伯 急 忙 命
令 高 桂 滋 的 第 十 七 军 前 往 填
补 。 高 桂 滋 派 出 的 一 个 团 以
急 行 军 的 速 度 赶 往 蔚 县 ， 距
蔚 县 还 有 五 里 的 时 候 得 到 消
息：蔚县已被日军占领。

战事已起，阎锡山的判断
是：日军的主攻方向是大同。
于 是 他 策 划 了 一 个 “ 大 同 会
战”的方案，即把日军主力引
进大同以东的聚乐堡，那里有
晋军已经建好的国防阵地，然
后调动强大兵力从南北两面对
日军实施夹击。为此，他给第
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下达了在
天镇阻击日军的命令：只要能
把日军迟滞在这一带，为调动
部队争取到必要时间，“大同
会战”计划就可以得到实施。
只是，不知阎锡山是否清醒，
能够迟滞日本关东军攻
击的中国军队，至少在
他的第二战区内不存在。 1

连连 载载

农家忙

往事悠悠记犹新，浑若老酒又重温。
焦麦炸豆夏继秋，绩棉纺线冬复春。
七月流火薅稗草，九月趁晴晒黄金。
兴修水利深翻地，一年忙闲总难分。

种棉记

营养钵里育幼苗，移来田中仔细瞧。
除草喷药防病虫，引水浇地巡沟槽。
整枝打杈控株型，施肥催花促新桃。
为有金风吐银絮，花朵棉朵竞妖娆。

打麦场

静影独立场院前，乡思萦怀如涌泉。
现代农机早当家，昔年石磙已赋闲。
金麦径直奔农家，银棉兀自上箔帘。
老屋摇身变井房，三亩热土作菜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