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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闲品

♣ 贾国勇

当清官遇上劫匪

郑州地理

♣ 卞卡

我的村子我的梦
我的村子很古老。离开村子前去祠堂祭

祖，但见正祠廊柱上镌刻着残存的楹联上副：自
洪洞迁荥地八百余载。这表明，老祖宗是从山
西洪洞县迁徙到古荥阳的。村子在黄河北岸，
离邙山最东端家乡人常说的“邙山头”约二十华
里，家乡解放前一年，我入读本村小学，学校挂
的牌子是“广武县盐店镇姚村国民学校”，似可
证明，“荥地”即今日的广武镇，同祠堂廊柱上残
联所写相吻合。

村子距黄河直线距离十华里。历史上，我们
那一带被称为黄河故道，意味着黄河泛滥后曾在
那里滚动，水退后，低洼的地方水流不走，留下片
片沼泽，水深的地方聚而成坑，雅称为池塘。据
说村里的几个池塘，就是那样逐渐形成的。

客观地讲，历朝历代统治者中也有“良吏”，
想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知从哪朝哪代开
始，为防止黄河水再度淹没我们那一带的村子，
他们聚群力而修筑村寨，同我村并行的几个村
子，都有了宽厚高大的寨墙。再往后又修了蜿
蜒数百里苍茫浑厚的黄河大堤作为屏障，承载
着历史，雄踞在那里保黄河安澜。

打我记事起，村里的寨墙已残缺不全，西边
和北边变成了不高又不宽的土岭，而且有几个很
大的豁口，只有南边和东边的寨墙还相对完整。

据村里一代一代老辈人口传，原来的寨墙不仅高
大宽厚，四边都有寨门，水来了，堵寨门可阻水进
村，盗匪袭扰，从寨门和寨墙上都可围剿。

往前推不知多少年，村内大户人家把寨墙
分成了若干段，分而治之。这样做当然有弊端，
而好处是有了“家”的寨墙就有人专门管理，使
寨墙不再遭破坏。

乡亲们勤劳而务实，那些有了一段“自家”
寨墙的人家，在寨墙和寨坡上栽了许多树，经多
年侍弄，都长得高大粗壮，多做盖房修屋时的梁
檩椽。与此同时，他们还在寨墙上栽植了几个
果园。从春三月开始，春风化雨，满寨墙的树开
始由嫩绿、浅绿变深绿，郁郁葱葱，像绿色苍龙，
缠绕在寨墙上。果园里的花也次第绽放，白的
花，红的花，黄的花，紫的花，姹紫嫣红，同满寨
墙的绿相辉映，把村子装点得很美。

因为树多，便有很多鸟来栖息，最多的是乌
鸦、喜鹊，还有布谷、啄木鸟，以及俗称“吃杯茶”
的鸟，有时甚至能见到披满华丽羽毛的鸟，有人
说那是凤凰。它们在树上搭建了许多窝，夏天鸟
窝被绿叶遮掩着，冬天树叶落了，鸟窝裸露出来，
黑乎乎一片，在风雪中迎鸟儿起起落落。

鸟儿成了乡亲们的伴侣，清晨，天刚蒙蒙
亮，鸟儿便开始歌唱，有独唱也有合唱，歌声有

的清脆，有的婉转，有的还拖着花腔。乡亲们从
鸟的歌唱中醒来，开始忙碌的一天。傍晚时分，
鸟儿归巢了，一群一群的，一边鸣叫，一边在村
子上空盘旋。炊烟从一个个农家小院升起，颜
色淡淡的，如果没有风，就在村中轻轻弥漫。鸟
儿在炊烟中悠闲地飞翔、鸣叫，把一幅画悬挂在
村子上空。这样持续一个多时辰，天色渐渐暗
下来，鸟也陆续归巢了。再往后，寨墙模糊了，
院落模糊了，月光下的村子显得蒙眬，接着鸟睡
了，劳碌一天的乡亲把柴门掩了，除了偶尔的几
声犬吠，整个村子沉寂在静谧之中……

我离开村子已多年，世事沧桑，村子发生了巨
大变化，格局远非我心目中昨日的模样。欣喜的
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强劲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
使得人们的思维和观念发生了质的飞跃。尤其是
近十年来，郑洛新一体化远景联动发展规划的推
进，几座黄河大桥的建成，使我村到郑州从原辗转
需一天缩短为不足一小时；平原新区的迅速崛起
等，一幅幅画面不再是人们心目中的憧憬，而是呈
现在面前的生动现实。人最讲实惠，世世代代穷
怕了的乡亲莫不如是。偶尔回家，我发现乡亲们
的精神面貌变了，中年和青年人最为突出，一派见
多识广的样子。他们不再拘泥于过去的“一亩三
分地”，而是充满对未来生活的畅想与期盼。在村

里走动，见不少人家盖了两层楼房，有几家门口停
有小轿车、面包车，村中几家饭店生意蛮好，说明村
民消费能力在提高。尚不能说他们已经富了，但
同过去相比，差距显而易见。我所见到的乡亲，大
多脸上都布满阳光，笑容灿烂……

说来有趣，我最近竟做了一个梦，昨日的寨
墙，寨墙上的树，树上的鸟窝，满天飞的鸟，鸟的
鸣唱，果园里的花，池塘里的芦苇，农家小院里
飘出的炊烟，全在梦中出现了，而且同我儿时见
到的景象十分相近。这难道是我的一抹乡愁？
如果是，这个乡愁凝聚着我深沉的情结，浓得化
不开的思念令我沉醉！

土生土长的农村人，一旦有机会，总会离开
自己的村子。只是，不管走多远，村子总是自己
的根，只要在村子里长出记忆，就不会忘记在村
里曾经行走的足迹，还有那些熟悉的乡亲们的音
容笑貌，甚至他们之间发生过的爱恨恩怨。生命
与认知往往同时存在。因为有了这个梦，我的灵
魂重又回到了我的村子，尽管寨墙没有了，池塘
消失了，成群飞翔鸣叫的鸟不见了，但一个充满
活力的村子又出现在我的面前。梦醒之后，我问
自己：我的认知该是怎样的呢？我的梦在回答
我。同时，我相信还会有另一个梦，这个梦说不
准会与今日全新面貌的村子连缀在一起。

岱岳春晖岱岳春晖（（国画国画）） 闫天友闫天友

我办公室内，瓦灰色陶瓷盆里长着两株小树，
高者粗若擀面杖，矮者粗如大拇指，并排而生。蓬
勃枝叶洋溢旺盛活力，肥厚的叶片绿油油，瀑布一
般泼洒开来。窗外的小南风徐徐吹来，随着枝丫
摇摆、叶片颤动，丝丝光亮在叶面上跳跃，仿佛优
美的旋律在空间回响。繁忙的工作，与亲人般相
生相伴的小树为伍，满含青春激情的内心充实恬
淡，有时浪花涌起，有时沉醉静谧。

树木同人一样，一生都要经历风霜雨雪，饱尝
生命的严寒酷暑，但从不怨天尤人，埋怨命运的不
公，而是抗压负重，积极向上。10 年前，我搬新
家，朋友送了棵平安树，放于阳台上慢慢生长，后
来，根部又长出一棵小苗，一大一小兄弟树在阳台
上汲取阳光，过着清贫的生活。前年5月，两株小
树从家移到我新单位办公室窗外的露天大阳台
上，以细密的枝叶来遮挡夏日猛烈阳光的照射。
经历一个夏天和秋天太阳曝晒，树体迅猛生长。
隔窗相望，心有默契。办公累了，抬眼看看青葱的
小树生机盎然，顿觉内心欢喜充实。树木一定隔
窗打量着飘着墨香的办公室，看着忙碌公务的我，
接打电话，翻阅文件，时时沉思，在纸上耕耘，浇灌
梦想，“相看两不厌，日日长相守”。

冬日一次大意，差点酿成大祸。去外地公差，
一周后归来，树叶被冻得惨淡萎缩，失去绿意。那
一刻后悔至极，急忙搬入屋内，尽管室内温暖，依
然回天无力，树叶不再碧绿。整个冬天，心境如枯
黄的叶子，萧瑟悲凉，为自己的疏忽内疚，为壮美
生命遭受屠戮悲伤。找来修枝的剪，截去冻死的
树枝，以期冀萌芽。枝柯剪后，剩下的光溜溜树
体，像两个感叹号，静静立于室内一隅，如我沉寂
的心影。

日子阴冷，一寸一寸被北风慢慢吹走。春天
来了，户外的树木陆续吐出了嫩芽，日渐浓郁，室
内的小树仍然不见动静，毫无生命复苏的迹象。
也许是寒冷已掠走了它的生命，也许是委屈太重，
像斗气的孩子，迟迟不肯原谅我的过失。

等，一等再等！在漫长的等待里，心里依然抱
着的希望被苦涩反复浸润，泛着疼痛。春天就在
这苦痛的等待中，在尘世喧嚣沸腾的繁华里，走过
了大半。

忽一日，几粒嫩芽爆出树干。最先从小树的
上部钻出，墨绿色的嫩芽米粒一般，芽尖小巧奇
特，状如蟹眼，顶尖弧形，泛着亮光。

啊，树没有死，活着，发芽了！压抑不住内心
的惊喜，也按压不住涌动的诗情：

“假如忍受不了冬天的磨难/就见不到苦苦等
待心仪的春天/ 从身体内涌出的叶片/是苏醒的
呐喊”。

这孤单瘦弱的树木，吐出的不仅仅是绿意，更
是生命的倔强，嘹亮的号角。慢慢旋起的绿色音
符，在室内飞翔，浪花般生动温润。

只要生命不死，就会绿意葱茏。沙棒，这奇特
的木本，是我见过的最顽强植物。30年前，我在
腾格里沙漠实习。漫天黄沙一望无边，沙丘起伏
绵延叠加，满目苍凉。空气干烈闷热，让人喘不过
气来。没有坚强的心理，在这样环境里待不下
去。我们背着工具，沿着沙地垂头丧气走下去。
在一座沙丘上，发现了一丛葳蕤茂盛的沙棒，树干
丛生，枝柯细若藤条，细碎的叶片油光发亮，令人
心神一振。在高温的炙烤下，荒芜的沙漠把绿色
生命的顽强锻打得铁骨铮铮，豪气四溢。坚韧的
气息在广袤的天地蔓延，如汩汩雪水悄悄渗透，隐
入辽阔的图腾之中。

那时，在杨陵镇生活求学，杨陵镇当时隶属陕
西省咸阳市武功县，是关中盆地一块富饶之地，如
今成为杨凌国家农业高效示范园区。关中盆地属
于黄土高原，地势起起伏伏，绵延的山峁丘陵把大
地装扮成焦躁的黄皮肤。这里气候干燥，降水稀
少，植物稀缺。起伏高隆的土塬上，时时生长着三
两株稀疏瘦弱的树木，头顶蓝天，根扎大地，潇洒
脱俗，惊天动地，展示着生命的无奈、决绝、果断、
顽强和勇敢。渭水灌溉区域，绿色的庄稼托出一
片片翠绿生机，绿得苍劲有力。周末，我们结伴去
渭河游玩。在渭北高原，渭河匆匆奔流，不舍昼
夜。奔涌的河水裹挟松散的泥沙顺流而下，把河

水染成赭黄，稠如汤汁。沿河滩涂，丛生着一望无
际的芦苇，碧绿青葱，生机勃勃，像极了穿着绿军
装的年少的我，活力充沛而胸宽若天，尽情书写少
年的浪漫豪迈，期盼用绿意铺展未来。

西北多风，冷峭犀利。风一起，地面的黄土被
揉碎旋起，漫天飘洒，整个世界混混沌沌，仿佛一
个巨大的圆球，被风推着，搓来揉去，滚滚而过。
冬天的夜晚，渭北高原漫天彻地刮着白毛风，扑在
人们的脸上头上。衣领上、眉毛上，会结出白色冷
冰冰的晶体。这时候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凛冽的
气候、刺骨的寒风早已刮得人皮肤生冷，再加上饥
饿，食不果腹，能量不够，从心里到体外俱是寒凉
冰冷。人们躲进窑洞，点燃秸秆草根，生出热量驱
除寒冷。烟雾蒸腾里，袅袅烟雾带着烧煳的麦秸
秆味飞出屋外，在大西北浩瀚苍凉的夜空里氤氲
飘荡。从高原上流下来的渭河水，裹着大地的伤
感，挟着营养，焦黄黏稠，哗哗向东流去。仿佛虚
弱疲惫的产妇，拖着蹒跚的步履，磕磕绊绊。冷冽
苦痛，这方山川大地承受磨难，山是黄的，地是黄
的，河流是黄的。树！树！这苍茫单调的土地，对
树木的渴望，对绿色的呼唤，格外迫切、与日俱
增。种子要冲破阻碍，破土而出，小草要挺起腰
身，甚至要推起巨石，树木要站立起来，顶天立地，
都要付出超乎寻常的艰辛，历经磨难。

绿叶，也是生命的担当。有一个悲壮凄美的
故事：一位身患重病的美丽少女绝望地蜷缩在病
房的床上，心怀悲伤，她感到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
了。姑娘时常望着窗外树上的叶子发呆，把叶片
看作生命，她感觉叶子掉落之日，就是自己生命消
逝之时。少女的故事被画家知道了，为了拯救这
个花朵般的生命，画家画了一枚叶子，在一个风雨
交加的夜晚，挂在了树上。一天又一天，树叶扛过
了寒冬，姑娘在春天到来的时候，终于悟出了人生
的意义，顽强地活了下来，而画家却因淋雨重感冒
患肺炎而死。一个灵魂用生命挽救了另一个生
命，这多像壮美的芳草，岁岁枯岁岁荣。这，也许
就是生命的奉献。

“好大一棵树，绿色的祝福，你的胸怀在蓝天，
深情藏沃土。”这大气激昂的歌曲，写树木也是写
生命，写像树木一样的人。我在林业部门工作 20
多年，深有感触。为了大地的生态环境优化和经
济发展，务林人攀爬于荒山秃岭，工作于荒漠戈
壁，如果没有一颗赤诚之心，不怀忠贞之义，是不
可能做到甘于寂寞、勇于担当的。夏天顶着烈日，
冒着酷暑挥洒汗水，冬日迎着寒风踩着冰雪，穿行
于山峰沟壑，跋涉于河谷岗丘。测绘丈量，设计绘
制，栽植苗木，如抚养孩子一样培育树木成长。一
天天一年年，苗木不断成长，树干长粗，枝叶茂盛，
形成绿色的海洋，在大地上起伏，蔚为壮观。伏牛
山黄石庵自然保护区，是南水北调的核心水源地，
为了保护好 19.3万亩山林，一代又一代务林人长
年隐于深山，献了青春献子孙，过着艰难的生活，
在清贫里坚守忠诚。树木涌动激情的翠绿叶片，
就是务林人无私奉献的青春。树木不断长高长
粗，人却一天天苍老，直至秋风吹落。

早些日子回到老家，秋色斑斓，天空高远，丰
收之后的大地空旷辽阔。村头，两株高大白杨树
耸入云天，粗褐的树皮皴裂纵横，铁打一般，树叶
墨绿，不见一丝枯黄。那是我 12 岁时植下的小
树。三十年风雨，三十载岁月。如今，它们成为村
庄的标识，不断抚慰伤痕累累的人生，输送源源不
断的营养，让我在苍凉人世奔波忙碌里惦念不已。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过去，祖国大地多
少寸木不长的荒山秃岭，如今成为碧波万顷的壮
丽山河。林茂粮丰，生态一步步优化，枯竭的山泉
又汩汩奔涌，浪花飞溅；断流的河水重又激流奔
腾，卷雪飞云。林海响涛，百鸟啁啾，禽飞兽走，山
川大地共同奏响自然与生命的绚丽壮歌，这是梦
想的奔腾，理想的激扬。张开双臂，像鸟一样在绿
色荡漾的大地上空展翅飞翔，是梦想，更是洋溢不
尽的诗意挥洒，是生命豪迈激昂的腾飞！

在苍凉人世里行走，人就是一棵树，扎根大
地，汲取营养，挺直腰杆，抗击风霜雨雪，丰硕的树
冠蓄满绿意，氤氲着诗意，飞扬梦想，书写出生命
的壮美。

人与自然

♣ 杜思高

生命的绿意

荐书架

♣ 樊晓哲

《去家访》：把孩子与父母的路重走一遍

五年跨时空的家访经历，让黄灯从讲台上
走下来，跟随自己的“二本学生”，长途跋涉返回
他们从小长大的老家，和学生一起重走他们上
学要走的路，倾听他们操劳生计的父母的心声，
寻问他们发小的现实处境，辨认那些从祖辈传
递下来的家族暗码。《去家访——我的二本学生
2》正是通过这些原生家庭场景的细密呈现，带
领读者耐心了解这些年轻人究竟是如何成为二
本学生的，这里面的每一步是如何落实的。二
本学生成长过程所包蕴的复杂社会肌理，正是
我们所有人共同拥有的现实。

黄灯在《去家访》中延续了她在《我的二本
学生》创作中的真诚和恳切，她不仅了解学生成
长过程中的微小细节，也会同步关切自己学生
同龄小伙伴的现实命运，了解他们做生意的甘
苦，以及辗转于大都市和小城市之间的无奈与
挣扎。《去家访》中出场的，除了学生以及同龄人

指认和回顾自己的成长，一起向黄灯诉说青春
迷茫的，还有学生的爸爸妈妈。

这些学生的父母，大多有城市打工的经历，
婚姻也多有跨省的结合，是有了孩子以后，才快
速成熟，担当起一个新家庭的建设责任。异地
的陌生感，新生命带来的身份感，以及家庭运转
的现实感，几乎同时丢给了新父母。这个父母
的成长也有很多的艰辛、犹豫、喜悦以及无奈。
与黄灯讲述自己孩子成长经历的同时，父母也
跟黄灯讲述了自己的彷徨和努力。黄灯都一并
用心聆听与记录。要了解学生走过的路，就要
全面了解一个家庭走过的路。

在这一遍又一遍脚踏实地的走访中，黄灯
既贴近了自己的学生，也贴近了家长，并在更深
的意义上贴近了自己。《去家访》因此既呈现了
当下年轻人的成长轨迹，也展示了教育的现状、
更贴近了当下中国的广大现实。

灯下漫笔

♣ 吴建国

金龙献岁

癸卯兔年即将过去，将迎来甲辰龙年。因
为龙是多种动物的复合体，意味着龙是万兽之
首，万能之神。龙，对每个炎黄子孙来讲，有其
至高无上的地位和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精
神，历来被人们所崇拜和敬仰。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龙史悠久，龙
图甚多。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石块与
陶片堆出土一个清晰的 S 形龙图，龙首部位
放着一个野猪头骨，这就是目前发现最早的
龙的形象，距今已有 8000年历史。在河南濮
阳西水坡一处距今 6500年的古墓中，发现墓
主身旁有一具用白色蚌壳摆塑的龙图案，被
称为“中华第一龙”。辽宁阜新查海遗址的原
始部落中，也有一条 19.7 米的红石块砌成的
龙，距今有 7400年的历史。陕西宝鸡北首岭
遗址出土有距今 7000 年的蚌塑龙纹。在甘
肃出土过绘有鲵纹的彩陶、山西出土过玉龙
和蟠龙纹彩陶等。

对龙的记载最早见于甲骨文、金文中。在
甲骨文中，“龙”字形如巨蛇，头很大，张着巨
口。在金文中，“龙”字从“巳”，而“巳”字就是
古代的“蛇”字。看来，在当时造字人的眼中，
是龙蛇不分的。《说文解字》对龙是这样描述
的：“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
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本草纲目》
曰：“龙，其形有九：头似驼，角似鹿，眼似兔，耳
似牛，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似鹰，掌似
虎。”《三国演义》中描写的龙是：“能大能小，能

隐能升；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
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

龙，是我国十二生肖中唯一在自然界不存
在的动物，但它源于中华民族古老的精神图腾
崇拜，在人们心中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和深远的
影响。龙是人们创造美的象征，长期以来形成
一系列的“龙”文化，特别是在雕塑、绘画、陶
瓷、青铜器、建筑以及工艺美术、歌舞影视、婚
丧礼仪、服饰冠履等生活中接触到的物品，随
处可见龙的形象。著名的历史文物有：天安门
华表上的蟠龙、故宫和北海的九龙壁、曲阜孔
庙大成殿的盘云龙石柱等，造型生动，气势雄
伟，构成了博大精深的龙的造型艺术体系。

龙的文化在民间也有广泛的基础，流传
有“画龙点睛”“叶公好龙”“鲤鱼跳龙门”等故
事，戏曲和诗词中提到龙的频率更多。我国
有很多山川地貌、风景名胜，是以“龙”字命名
的，如黑龙江省、浙江龙泉、安徽绩溪龙川、山

东烟台龙口、杭州黄龙洞、江西龙虎山、香港
九龙等。与“龙”有关的节日有“二月二，龙抬
头”，至今，每逢喜庆节日，民间的舞龙灯、赛
龙舟等娱乐活动仍为百姓所喜爱。至于龙的
成语更是不胜枚举，如：龙颜凤姿、龙腾虎跃、
望子成龙、生龙活虎等。龙的文化除了在中
华大地上传播继承外，还被远渡海外的华人
带到了世界各地。

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龙被奉为主宰雨水
之神，平时住在水里，春分时节登天化雨滋润
禾苗。龙以兴云布雨、司水理水为职，消灾免
祸，以天下人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衣食无
忧、安居乐业为祈盼。《山海经》云，播种、秋收
等农耕时分都要“乘雨龙”。《词源》也讲：“龙是
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善变化能兴云雨利万物的
神异动物。”宋代诗人陆游《龙挂》中道：“上帝
有命起伏龙，龙尾不卷曳天东。壮哉雨点车轴
同，山摧江溢路不通，连根拔出千尺松。”龙魂
似水，源源不断地流淌在祖国的大地上。

龙是数千年炎黄子孙智慧的产物，凝聚
着华夏人民的生命追求和感情寄托。作为中
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标志，龙文化得到世代传
承和弘扬。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早已融
入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中，成为凝聚民族感情
的凝固剂、情感纽带和精神归依。它从心底
唤起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鼓舞人们昂扬
进取，在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进程中，发挥着
积极作用。

“公生明，廉生威”六字早已经是
官员们引以自戒的座右铭。在日常生
活中，“威”字一般被解释为“威信”“权
威”，也可以解释为“威猛”“威慑”之
义。在某些特定的情景下，清廉确实
可以为诚信背书，可以为道德背书，可
以德服于民，可以取信于众，可以震慑
于匪，可以安邦于国。在电视连续剧
《于成龙》中有这样一段故事：闻听刘
君孚等人在东山寨起事，纵兵掠劫，于
成龙以向死之心独自进东山寨劝降。
面对东山寨副寨主黄金龙、何士荣的
鼓噪，以及“猪队友”湖北黄州府同知
屈振奇的背后插刀，于成龙身处险境
几乎无脱身可能。危急时刻，正是于
成龙的清廉之名做了诚信背书，才让
刘君孚深信不疑，最终制止了一场社
会动乱的危机。

有人说官就是官，无论多么清廉；
匪就是匪，无论多么仁义。官与匪犹
如冰火永远不能同炉，于成龙怎么能
因为清廉之名取信于刘君孚。其实，
在封建社会，有很多人是因为受不了
欺压，实在生活不下去了才被迫当了

“匪”的。这些匪，如刘君孚般都会坚
持着自己的原则，不残害百姓，对老
百姓拥护的清官廉吏当然也要尊敬
三分。在浙江省淳安县至今还流传
着《海瑞智破丁香案》的民间故事，说
海瑞到淳安县上任的路上，曾经被一
名 劫 匪 劫 至 山 寨 ，当 海 瑞 自 报 姓 名
后，劫匪不仅放了海瑞，还向海瑞承
诺：他敬佩海瑞为官清廉，如需他出
力，送一书信上山即可，他会鼎力相
助。在侦破曹家丁香园女尸案时，这
个劫匪应海瑞之邀，施展飞檐走壁之
功，夜入曹家搜取《奇方大全》以及人
乳 药 汤 等 物 证 ，找 到 熬 人 乳 汤 的 厨
师，保护了受害者曹丽静，助海瑞彻
底侦破了案件。

古人称清官有“七德”，其一是正
气，二是勤政，三是谏诤，四是执法，五
是爱才，六是律己，七是家教。有此七
德，不仅让天下百姓归心，同样会让劫
匪佩服得五体投地。乾隆三十四年
（1769 年），刘墉因父亲的缘故被重新
起用，授予江宁知府。他为政公正清
廉，声名远播，百姓叹服刘墉的品行，将
其比为宋朝的包拯。乾隆三十七年
（1772 年），刘墉在江宁知府任上调任
陕西按察使，一路上轻装简从，沿水路
直奔陕西。没承想途经汉口一段的长
江水域时，被水匪王十三劫持到匪船之
上。本想着劫持了一位朝廷大员能发
一笔大财，没想到打开刘墉随身携带的
行李箱却是囊中空空，仅有诗书几卷。
特别是听到眼前的这位官员就是鼎鼎
大名的清官刘墉时，土匪王十三立即下
跪磕头认错，亲自护送刘墉走了三十里
充满危险的水路，还送了刘墉一封绿林
旗帜，确保其路途平安。

中国的传统文学中，经常见到劫匪
订立“四不抢”的江湖规矩：“残疾人不
抢、节妇孝子不抢、寡妇独子不抢、清官
还乡不抢。”细观“四不抢”的个中含义，
讲的是仁义道德。如果一个人不讲仁
义道德了，即使是做了劫匪也会被人瞧
不起。清官是仁义道德的标杆，抢劫清
官无疑和天下人作对。唐代诗人李涉
任国子博士，是个有名的清官。有一次
他和书童乘坐客船赶路时遇到大风，只
能靠岸停泊找客栈投宿。没想到在岸
上遇到了劫匪。劫匪拦住他们去路后
便问：“来者何人？”书童赶忙道：“这是
李涉先生啊！”听说是李涉，劫匪非常高
兴，说：“久闻先生大名，希望能够题一
首诗。”于是，就有了李涉的《井栏砂宿
遇夜客》一诗：“暮雨潇潇江上村，绿林
豪客夜知闻。他时不用逃名姓，世上如
今半是君。”这首诗也成就了清官和“劫
匪”的一段生动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