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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韬武略袁可立
明朝晚期，在东南沿海某地，三名世家子弟

想要招募乡勇，抵御倭寇。没想到，遭到仇家举
报，说他们通海叛国，密谋造反。应天巡抚好大
喜功，立即坐实罪名，将三人下了大狱。

案件惊动了朝廷，被责令重审。苏州推官
挺身而出，接过这个“烫手山芋”。经过仔细查
证，他终于弄清了真相，当即为三名世家子弟洗
刷了冤屈。当含冤者从死牢中被释放之时，晴
朗的天空中突然响起几声炸雷。此案便被当地
人称为“雷鸣案”。

审理“雷鸣案”的苏州推官，就是袁可立。
河南睢州人，四朝元老，是明代后期著名的能臣
廉吏。

万历十七年(1589 年)，27岁的袁可立就任
苏州府推官。所谓推官，就是专掌刑名的基层
官员。别看只是个七品芝麻官，袁可立却干出
了大名堂。

当时，主政苏州的高级官员，一个是应天巡
抚李涞，一个是苏州知府石昆玉。为官清正的
石昆玉因整治地方豪强而触怒了李涞，李涞反
诬石昆玉有罪，具折弹劾，并将石昆玉逮捕入
狱。对二人的是非曲直，袁可立心知肚明。血
气方刚的他立即上书为石昆玉辩诬，并担任“石

李案”的主审官。案子审结后，袁可立当众大声
宣读判词。李涞羞愧难当，自请去职。七品芝
麻官扳倒四品大员，此事在苏州坊间传为美谈。

更猛的事情，还在后面。浙江湖州有两家
权贵，一个是曾当过礼部尚书的董份，另一个是
当过皇帝老师的范应期。两人虽赋闲在家，却
纵容子孙和家奴侵夺百姓田产，鱼肉乡里。监
察御史彭应参秉公查办，却被万历皇帝削职为
民，很多官员受到牵连。此举激怒了当地百姓，
一时间民情汹汹，告状不止，大有酿成民变之风
险。这就是明史上鼎鼎有名的“湖州案”。

这桩令浙江官员避之唯恐不及的案子，最
终又落在了袁可立头上。因为是异地办案，袁
可立这次没有硬碰硬。他很有策略地做了两件
事：一是把百姓揭发董、范的诉状分发各县审
理，亮明官方“不私袒护”的态度。并在查实董、
范两家侵占民田的事实后，依律责令其退还；二
是对参与闹事的百姓，惩办首恶，其余不予追
究。由于袁可立巧妙应对，软硬兼施，这桩震动
朝野的大案很快得以平息。

几桩大案办下来，袁可立名声大震。不久，
他就被擢升为山西道监察御史。离开苏州之
时，百姓箪酒相留，哭送百里不绝。后来，袁可

立进入苏州名宦祠，与海瑞、于成龙、林则徐等
清官同列，是明清五百年间入祀苏州名宦祠唯
一的七品官员。

当了御史的袁可立，胆气愈发雄壮。有一
次，他巡视京都西城，恰遇太监仗势杀人，而文
武百官都不敢问。袁可立查清事情的来龙去
脉，立即将其逮捕，并将罪状钤章张榜公布。当
晚有人拿重金到袁可立门上说情，劝袁可立：

“此弄臣，奈何窘之？”袁可立不为所动，愤然答
道：“吾知有三尺，何知弄臣！”“杀人者抵，吾知
为朝廷守法而已。”遂将说情者赶出门外。最
终，这位太监被袁可立正法。自此，京城人都称
袁可立为“铁面御史”。

袁可立的高光时刻，当属登莱巡抚任上，御
敌建功之时。天启二年，山海关外的明军接连
惨败，整个辽东几乎全陷于后金之手。在百官
噤口、明王朝大厦将倾之际，年逾花甲的袁可立
应运而出，成为明末抵御外敌的擎天一柱。

袁可立以不同凡响的战略眼光，提出了著名
的“七条建议”，不赞同将全部力量投入辽西与后
金在陆战中分胜负。而主张以登莱为基地，以海
制陆，海陆互为犄角，“出奇兵，以图制胜”。这是
当时形势下最适合明朝的“辽东战略”。

明熹宗龙颜大喜，全部采纳了袁可立的建
议，称赞他“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冲于千
里，文武为宪于万邦”，当即任命袁可立为登莱
巡抚，统领山东半岛边防要务。

袁可立到任后，募兵练勇，整饬军纪，洞察
敌情，夯实海防，多次挫败后金对明朝海疆防线
的侵扰。在袁可立的悉心治理下，登莱海防销
锋卧鼓，固若金汤。不仅如此，袁可立还巧用毛
文龙，策反刘爱塔，率部主动出击，跨海收复辽
南金州、旅顺、皇城岛等要塞。并与辽东明军、
天津明军互为犄角，对后金形成包围之势。此
时的努尔哈赤和他的八旗劲旅，完全被压制，只
能就地蜷缩，东挡西突，疲于奔命，再也无力西
窥。袁可立在辽东战场横刀立马，战功赫赫，后
人把他与袁崇焕、袁应泰并称为“辽东三袁”。

可惜，明末国势颓败，党争不断，栋梁之材
竟成了牺牲品。袁可立被罢职后，登莱防线土
崩瓦解，大明王朝的厄运开始了。

崇祯六年（1633年）心力交瘁、万念俱灰的
袁可立病逝于睢州，终年 72岁。崇祯皇帝谴使
至睢州祭葬，首辅孔贞运为撰墓铭。书画大师
董其昌为《袁可立像》题了八个字：“忠诚干国，
正直立朝”。

季节的双手将春风的口袋解开了，于
是，这带着暖意，携着芳香的风便肆意奔跑
了起来，在山岗，在谷涧，在田野。

春风奔跑过后，山青了，水明了，田野
里的禾苗长高了。但是，表现最为热烈的
是那红的、白的、黄的、粉的这些色彩斑斓
的花朵。在稠密的枝头，她们热热闹闹，挨
挨挤挤地绽放着自己的芳华，演绎着重重
叠叠的花事。

迎春花是报春的第一使者，她用那金
黄的颜色，在向人们昭示一个温暖季节的
到来。她的枝条没有高大威猛的身姿，她
那柔软的藤条，纵横交错缠绕在一起，往往
是很低调地或站或卧或趴在地上，所处的
环境大多是岸边、沟底、地头，甚至是山旮
旯里最不起眼的地方。但她最知感恩回
报，只要春风轻轻一吹，她便勇敢地向严寒
挑战，即使漫天飞舞的冰雪向她扑来，也阻
挡不住她在万木丛中率先绽放的速度。你
看，她四个小巧花瓣，十几朵连接在一起，
一丛丛，一簇簇，开放在挺拔的枝条上面。
远远看去，黄澄澄的一片。她们互相紧紧
连着，在冷风中傲然开放。天气渐渐转暖
时，她在微风的吹拂下，抖动着微小的身
躯，招呼着天地之间的草木，叫它们快快发
芽长叶。她唤醒百花，催促它们赶紧相继
开放。一场场春雨过后，草坪嫩绿，树木青
葱，百花争相吐艳，万物生机勃勃。在这繁
花似锦的时候，迎春花却完成了她的使命，
她那黄色的花瓣，在暖风中被吹落了。黄
黄的花瓣，一瓣一瓣地飘落下来，回归田
野，化作泥土，用自己柔软身躯，滋润花的
根部，静静地等待明年春风的再度吹来。
迎春花的飘落，多少给人以伤感，但这真正
让人体会到了“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
更护花”的浓浓诗意和纯高境界。

桃花的粉艳染红了农家小院，燃烧了
天边的云霞。

这是一方上百亩的桃园，怒放的桃花，
把这一方天地染得赤红赤红，天空像是喝
醉了酒的汉子的脸庞。弯曲的虬枝上，绽
放的桃花很像高贵的公主的衣裙，又像是
一个个害羞的小姑娘的脸蛋，粉红粉红的，
又带有一些朱红。这桃花样子各不相同：
有的全开了花，一朵比一朵开得要美，好像
在参加选美大赛一样；有的才展开了两三
片花瓣，好像一个刚睡醒的小娃娃；还有的

只是一个小花苞，她们鼓得好像轻轻一碰
就会爆破一样，像一个还在熟睡中的胖娃
娃，很可爱。

园中，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正在挥舞着
铁锄劳作。他双手紧握长长的锄把儿，将
锄板贴着地皮往前一抿，紧接着将锄头伸
入土中，用力往后一搂，树下的土就变得松
软松软的。闲暇时，小伙子总是倚着桃树，
把铁锄竖在胸前，偷偷向前张望，他在张望
什么呢？啊，原来前方有位正在绘画桃花
的姑娘。姑娘在纸上画满了桃花，那纸上
绽放的桃花，比枝头的还要鲜艳。一张画
完成了，姑娘抿着粉红的小嘴，尽情地在自
我欣赏。突然一阵春风吹来，一朵桃花落
在了姑娘的画纸上，姑娘捡起这朵花撒向
了空中。这朵花随着风，在空中画出了一
朵粉红的弧线，然后，轻轻落在了小伙儿的
肩头，顿时，小伙儿的脸庞涨红了，红得像
那盛开的桃花一样。

杏花的绽放给人两个世界的感觉，一
个是粉红的，一个是洁白的。粉红的世界
让人想起了“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
出墙来”的著名诗句。洁白的世界让人想
到了漫天飞雪，想到了“圣洁”“高雅”这些
词语。

我的家乡位于太行山东麓的山区，这
里杏花的品种大多是白色的。春风吹过，
一夜绽放的杏花会将川谷和山岗漂白，整
个山乡都会笼罩在一个洁白的世界里。

去年白露后，我和几个好友踏着金风
玉露，前去拜访一个老朋友。这是太行山
脚下的一个普通小院。进门后第一眼看到
的便是一棵杏树。此时，枝干粗壮，叶子肥
硕油亮。主人介绍说，每年春风一吹，满树
素蝶纷飞，真像一位身披洁白婚纱的新娘，
亭亭玉立，她的芳香氤氲着小院和这座小
楼，就连家人的衣服缝里都塞满了花的香
味；她又像瑞雪披挂，琼花玉枝尽显风采。
如遇一场春雨，琼花便纷纷扬扬飘落，这就
是传说中的杏花雨吧。洁白的花瓣，撒落
一地，有的还飘上窗台，飘进屋里。每天看
着这洁白的玉蝶，真有春风十里、馨香满怀
的感觉啊！主人说到这里，双眼眯成了一
条缝，眉毛都跳动了起来。

春风劲吹，花事重重。在这重重花事
之中，我们真真切切体会到了日子的多姿
与多彩，更能感受到岁月的馨香和丰盈。

人与自然

♣ 桑明庆

花事重重

荐书架

♣王 蔚

《艺术家们》
艺术发展与社会变迁的恢宏图景

《艺术家们》是冯骥才近些年创作的高
峰。小说以几位青年艺术家的生活和事业为
轴，展开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艺术家的生活和
创作历程，呈现了同时期艺术发展与社会变
迁的恢宏图景。这部长篇小说是冯骥才酝酿
二十年、精心修改七稿、跨越五十年的心血之
作，也是他表达个人美学理想、展现艺术心得
感悟的澎湃之书。在艺术和物质都极度匮乏
的年代，几位青年艺术家的创作生活悄然起
步；在新时期，纯粹的艺术激情和探索引领了
时代和他们；而当市场化大潮袭来，他们又不
得不面对新一轮的心灵考验，苦苦地寻求突
破，自我救赎。

《艺术家们》是一部承载了冯骥才很大艺
术野心的作品。小说描写了当代艺术近五十
年的发展历程，是一代艺术家的生命史、心灵
史、艺术追求史，同时也是时代变迁的真实见
证。对几位艺术家不同命运的书写，既为小说

增添了理想主义的色彩，也让小说的艺术张力
陡然增强。人物塑造历来是冯骥才小说写作
的长项，在《艺术家们》这部小说中，他的这一
长项得到了充分发挥，楚云天、洛夫、罗潜等个
个形象鲜明。小说对商业浪潮冲击下艺术界
的乱象的书写，对艺术家复杂的内心世界的解
剖，则充分体现了作家的批判精神和自省意
识。在当代，除了同时活跃在文学、艺术、文化
遗产保护和教育领域的冯骥才外，很难有人能
够驾驭这个题材。

这部小说最可贵的就是真实地写出当代
艺术历程，写出这个艺术历程中艺术家们是
如何去追求实现自己的艺术个性。小说最后
一句话是“你给我带回来的还有明天”，这句
话不仅是楚云天的情感表白，也是冯骥才对
中国当代艺术的一种乐观的期待，也是他对
艺术家的自由精神和艺术个性的一种热情的
呼喊。

朝花夕拾

♣ 刘传俊

故乡那片黄土地
耕播时节，一犋黄牛弓背伸脖拉一把犁

子，在牛把式发出的“喔喔”“嘚嘚”“咧咧”“哒
哒”的号令下，迈动踏地有声的四蹄，一趟趟奔
走在故乡的黄土地里。实在太累了，就立于地
头，稍微打个站，“呼哧呼哧”喘几口粗气，再继
续低头负重拉犁。这块地与邻近的那块地，这
个村庄与另一村庄地里的景象如出一辙。此
时的黄牛，多像长年累月躬身奔忙在希望田野
上的我的父亲。

新犁过的黄土地里，一个土筏紧挨一个土
筏，依次排列，渐序加宽，宛如海面，望无际涯，
微微起伏着黄土地独有的脉络。近前摸摸像犁
铧面一样的土筏子，潮乎乎滑溜溜的，细腻柔
软。那扑鼻的泥土气息，在触摸间即刻浸染了
身心，乃至灵魂。泥土的绵长幽香，在宽厚仁慈
的田野里漫游着，飘逸着。每个地块，每道垄
沟，每条河流，每棵小草，每片树林，每个村庄，
每一个男女老幼，无不舒畅地呼吸着泥土的芳
香，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我曾像一条猎奇好动的虫子一样趴在黄土
地上，一遍遍寻找，一次次窥探，总想破译黄土
地捧出粮食的密码，但始终无解。起身向远处
望去，地表氤氲着一层金色的雾幔，那是太阳投
射的光芒。光芒静静地抚摸着黄土地，黄土地
上的褶皱一闪一闪，扑朔迷离，深邃无穷，愈端
详愈感神秘莫测。

黄土地犁够一遍，再横耙竖耙斜耙数遍，农
人们就根据农作物生长的习性，先挥舞榔头打坷
垃，再用铁锨折叠成窖窖畦畦，趁墒情赶节令，将
芝麻棉花谷子高粱等作物的种子播种到黄土地

里。种子破壳出土了，发芽了，长叶了，起莛了，
笑迎和畅惠风沐浴温润雨露，茁茁壮壮，充满生
机。农人不管是锄地间苗拔草，还是翻秧整枝打
叉掐顶尖，或站或立或蹲或低头或弯腰，天天与
黄土地交友谈心，举案齐眉，相敬如宾。

富于感情善解人意的黄土地，压根就知道
农人的所思所盼所愿，不分昼夜，不计阴晴，面
对狂风暴雨，电掣雷鸣，毫无惧色，敞开胸怀均
一一笑纳。继而积蓄能量，攒足劲儿为作物提
供丰盛的养分，促使作物生长、养花、灌浆、抽
穗、成熟，将农人描绘的愿景呈现在视野里。

农人视黄土地为知己，年年辛勤打理，季季
将汗珠子浸透到黄土地的心坎上。不露声色的
黄土地，牢记施恩者那片深情厚谊，孕育出丰饶
的五彩缤纷的食粮。你看，夏季灿灿生辉的麦
浪，秋季原野里金黄的谷子，涨红了脸的高粱，
笑逐颜开的棉花，节节高的芝麻，饱登登的黄豆
绿豆，黄澄澄的玉米棒子……不就是对忘我付
出的农人的丰厚回报吗？

黄土地出产粮食菜蔬瓜果，充填农人对生存的
渴望；黄土甘愿化为泥巴，满足农人惯常的必需。

那时，村村户户几乎是清一色的土坯房。
土坯从哪里来？地头田边，沟沟坎坎，取回来
的黄土大派用场。砌土坯墙修建房屋，垒院
墙，盘锅灶，垫院落，垫牛羊圈猪舍鸡舍，糊火
盆取暖……哪一项不与黄土有关。黄土在农人
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将自身作用发挥到了极
致。买不起烧制的瓷缸和瓦缸存放粮食，生产
队分了粮食担心被老鼠啃噬，智慧的母亲想出
一个办法，用黏性较强的黄土掺碎麦秸和成硬
泥巴，匠心独运地糊成泥巴缸，晾晒干后盛放粮
食。泥巴缸上下部位小，中间粗实，既盛粮多，
又便于盖上盖子保管。那缸盖子，也是用泥巴
糊的。母亲为使其光滑好看，边糊边用手掌蘸
水一遍遍涂抹抛光，恰似给插入花卉的花瓶上
彩釉般一丝不苟。那年新居落成，我在老屋内
倒腾物件时，发现老屋门后仍放置着一个多年
不用的泥巴缸。我知道它已陪伴母亲多年。母
亲去了，它已成为遗物。

当母亲别出心裁糊就的泥巴缸轰然破碎，
重回归于泥土的时候，心中有种敬畏之情在缭
绕。小时候，我曾在黄土地里拾麦穗、铲麦茬

根、捡玉米疙瘩、拔野菜、挖草根、割青草、溜红
薯和花生……成年后，与父老乡亲并肩在黄土
地里耕耘“刨食”度日。尽管黄土地变魔法似
的每季都有求必应，我还是想有朝一日脱离那
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环境，脱离那片黄
土地，过一种所谓的称心生活。机遇成全了
我，我真的远走高飞，到城市谋求一份不错的
工作并安了家。然而，随着时光的流失，年岁
的叠加，我对故乡那片黄土地有种久久不能释
怀的负罪感，诚挚地感怀那片黄土地起来。那
片黄土地，有我不舍的根和牵挂。是它，供给
我食物，滋养我的生命，让我度过生不逢时，与
饥饿抗争的难以泯灭的年代。那里，影印了我
立志改天换地，让高山低头，使河水让路，建社
会主义新农村的远大理想。也是那里，留下了
我天真无邪的笑语，刻记着母亲离世时我呼天
抢地的泣血哭声……

少小离家，恍然若梦；时过境迁，沧海桑
田。故乡早已物是人非，变化天翻地覆，耕作基
本实现了机械化。过去，我为寻求“新生活”，与
那片黄土地“不辞而别”，远远地躲匿而走。父
老乡亲们却一代又一代，至今仍在那里默默耕
耘，朝朝暮暮，日复一日。他们从没有生发过要
离开的奢望和更换另一种生活方式的贪婪念
想。他们无疑是那片黄土地的真正守望者，是
最值得敬仰的人。民以食为天，食以土为本。
土地逐渐萎缩，保护土地迫在眉睫，时不我待。
有时候，“脱离”也许是更本质意义上的贴近和
归来。归来时我有一种无法抵挡的跪感，为那
些守望者，也为黄土地……

“吃茅芽，屙套子，给恁老丈人编帽子。编
几顶？编一顶，几顶丈人也不领情。吃茅芽，拍
大饼，千军万马任我领……”一首童谣，让人忆
起简单久远的岁月。

茅芽，是茅草在春天处于花苞时期的花穗，
学名叫谷荻。它两头尖细，剥开后白嫩细软，又
甜又香，里面躲着春天的消息和味道，藏着几代
人简单快乐的童年。

当年，孩子们通过它真切地抚摸到了春天。
“三月三，茅芽露尖。”农历三月三前后，每

天上学时，早已约好的几个小伙伴，一起拐到西
北沟、后岭等地方搜寻着茅芽，抽两口袋，边吃
边去学校。半晌里，通常也会把它当成零食。
一层层地剥开叶子，露出一条软溜溜的雪白嫩
茅条，入嘴嚼一嚼，满口清香，像口香糖味道。

那个年代日子慢，尤其对小孩们来说，几乎
没啥时间概念。多数时候，一边抽茅芽一边嬉
戏打闹，不一会儿就抽一大把。然后，四脚叉开
平躺在草地上，头枕着书包，边说笑，边剥着茅
芽，边唱着刚从收音机上学的流行歌曲。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隐约听见了上课的
钟声，可还舍不得离开。等第二遍钟声又响起，
每个人才一骨碌爬起，挎上书包，脚下生风，慌
不择路，不顾一切地朝着学校疯跑起来。

当几个人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地跑到教室
门口时，老师早拎着一根青竹竿，黑着脸守在了
教室门口。不过，多数时候他舍不得打，只是罚
我们交出茅芽。

我们极不情愿地掏出一把把茅芽，放在讲
台桌铺着的旧报纸上。茅芽被没收，一晌也就
吃不到一根了。课堂上也静不下心，不时地看
看讲桌上的一大堆茅芽，心里像小猫用舌头舔
拭，用爪子抓挠。

下课时，眼睁睁看着老师卷着茅芽走了，眼
巴巴地盯着一群小女生吃茅芽，小男孩们憋了一
肚子火:“吃茅芽，屙套子，给恁老公公编帽子。”

“给恁老公公编帽子。”“俺没有老公公，气死你。”
放学后，太阳还很高，孩子们便又背着书包

奔长有茅芽的地方而去。猫腰，瞪眼，左顾右
盼，在杂草丛里寻觅小茅芽尖尖。“这儿有！”“这
儿也有！！”“这边好大好大一片啊！！！”……憋了
一晌的小伙伴，大声叫嚷着，一边传递发现后的
喜悦，一边飞扑上去，边抽边往嘴里塞。

茅芽有胖有瘦，有长有短，颜色各异。上年
冬天，被小伙伴们放火烧过的地方，发出的茅芽
特别多，颜色褐红与嫩绿相间，略显矮胖短小。
水源充足的地方茅芽更嫩，更绿。

抽茅芽，得用心，类似抽蒜薹。一般就是
抽、提、拔、拉、薅、揪、拽的动作。不过，抽蒜薹
是“咯噔”声，而抽茅芽是“吱”声。抽不出来时，
同样都得剥开它。抽茅芽有讲究，半隐半藏，没
有完全露出地面的才好吃，完全长出来就味同
嚼蜡了。

只要用手指捏着茅芽的细杆，均匀用力，轻
轻一抽，它就发出“吱”的一声，成为你手中的小
宝贝了，那惊喜是无法形容的。一时间，“吱吱”
声不断，仿佛让人听到了春天的叫声。

抽得多，吃起来不心疼。通常会把剥好的一
条条嫩茅条放到左手心里连成圈，用右手猛拍挤
压，打出一张饼，比谁的大而圆。胜出者得意扬
扬地把它放进嘴里，狼吞虎咽吃起来，嘴里呜里
哇啦着:“吃茅芽，拍大饼，千军万马任我领”……

抽得少，吃起来格外吝啬。抠出三几根，小
心谨慎地剥开，把绵软细嫩的捻子放到嘴里，细
嚼慢咽起来。那份香甜满足，可不是现在孩子
吃着棉花糖、口香糖所能体会的。

抽茅芽，一般有半月时间。暮春时，茅芽变
成毛茸茸褐红色的狗尾巴状，几天后成了一束
束白花絮，丛丛片片在风中摇摆，如秋冬季节里
的芦花。

藏在茅芽里的童年，是那么开心快乐。究
其原因，或许就是因为简单，能充分释放孩子的
天性吧。

你坐在春风里
如一枚太阳
在露珠的怀抱翩跹
你走在春风里
如江南的女子
用婀娜的身姿
走出一阙唐宋小令

你蜗居在我心里
如一位书者
在纸上不停地游走
日复一日不眠不休
春日的阳光
不知道风筝的高度
却晒暖了冰凉的双手

每一声风中的鸽哨
都喊着你的名字
午后
捧起氤氲的茶
绿绿的离愁
烫伤了眼眸
以及以及
来不及躲闪的春色来不及躲闪的春色

雨水
当你被花朵诱惑
误入歧途 谁
喊你的声音
一声接一声
如风的波浪
在大地上

黑夜里
是谁将一滴泪
化作黎明前的叹息
在月光之上披一身清冷
如心头的霜
优雅又意味深长

雨滴轻落
屋檐下的燕子
匍匐在雨线上
五线谱一样深情
把门前的树林染成
一片青绿

远处流浪的白云
手持芦苇
站在家乡的河边
如一尊雕像
被春撞坏的肩膀
疼在谁的心上

♣ 苏小七

你坐在春风里
（外一首）

诗路放歌

唯有牡丹真国色唯有牡丹真国色（（国画国画）） 王文福王文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