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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航冰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

而亲不待。”这两句劝人尽孝要
及时的箴言，出自于 《孔子家
语》。小时候从父亲那里听到过
这两句话后，随着年龄的增长
和阅历的增加，理解得也逐渐
深刻。

父亲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
大学生，是个孝子，母亲也是
孝顺得出了名的儿媳妇。我出
生时爷爷就病故了，在我的记
忆中，父亲省吃俭用，筹木
料、砖瓦，翻新家中的老屋，
让奶奶住进窗明几净的新瓦
房。小时候随父母返家，每次
都会带好多好多奶奶爱吃的东
西，且经常给她买新衣服。在
我记忆中，奶奶进城生活以
后，妈妈下班后总是急着回
家给奶奶做好吃的；父亲常常
有空就给奶奶洗脚、按摩、捶
背……

记得那年春节，奶奶住进
了市中心医院，父母把我放在
外公家，也住进医院轮流侍候
奶奶。后来，当医生告知我们
奶奶的生命只有一年时，我看
到父母经常背着奶奶啜泣，那
种无助和悲痛，至今我还记忆
犹新。奶奶病逝，爸爸哭得死
去活来；妈妈也依照家乡习
俗，披麻戴孝，头顶厚厚的孝
布，送奶奶入土。

2008 年，我考入大学，对
孝道的理解更深刻了些。大
一大二时，想到父母花这么多
钱供我上学而自己节衣缩食，
为减轻父母的经济压力，也为
了尽孝，我便把每月的生活费
控制在 500 元以内。父亲给我
打钱的存折上，每学期都能剩
有两千余元，用作下一年的学
费。

大三大四时，对“孝”的
理解更深了一层。我想，物质
上满足父母的需求是“孝身”，
但更重要的是“孝心”。我们都
知道，父母最大的愿望，就是
自己的儿女衣食无忧。可怜天

下父母心。我的父母也开始为
我的工作而奔忙。为了不让父
母为我的前程操心，让他们顺
心、悦心，让他们为儿子而自
豪，我准备考公务员。寒冷的
冬天，同学们还在酣睡时，我
已经起床，在没开放暖气的教
室里，穿着母亲给我做的棉
裤，独自苦读；酷热的暑假，
我常常待在未装空调的外公书
屋里默默学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
我考上了公务员。我用第一个
月发的工资，给父亲买了他中
意的剃须刀，给母亲买了她喜
欢的衣服。我想，满足父母物
质上的享受，只是尽了做儿女
的义务，是守了自己的本分，
而更好的孝敬则是不给父母添
麻烦，让父母放心、安心，因
此，必须行正道、扬正气，让
父母感到欣慰。我先从最基层
做起，堂堂正正做人，明明白
白做事。我步步走来，在群众
中留下好口碑，在同事中留下
好人缘。

孔子曾说：孝敬父母不易
做到“色难”。就是说，不给父
母脸色看，最难做到。父母生
我们、养我们，是无条件的；
他们爱我们，也是无条件的。
他们只管付出，不图回报，我
们在他们的背上爬过，在他们
的怀里睡过。他们为我们一生
操劳，曾汗流浃背，也曾泪流满
面，我们岂能不给父母好脸色？
这是举手之劳的事呀！一不用
借，二不用买，三不用交学费
学。我现在非常注意自己的言
行，底线是不能惹父母生气。

我的父母都已年过半百，
每当我看到父亲英俊的脸上写
满岁月的沧桑，苍黄爬上了他
的发梢，便会心生愧意，感到
尽孝不够；每当我看到母亲俊
俏的面庞减少了颜值，额头的
皱纹染上了生活的风霜，便会
心感愧疚，深感孝心颇差。父
母健在，身心健康，是我的大
幸，也给了我尽孝的大好机会。

孝敬父母时不我待

■何淑丽
电视剧 《芈月传》 中，秦惠

文王含恨离世，皇后为给儿子争
得太子之位，迫不及待地把芈月
的儿子赢稷派到燕国做质子。芈
月随同前往，从此开始在燕国一
段凄惨的生活。这些经历，对芈
月来说，是必须的。

我们来看当上太后的芈月与
樗里子的一段对话：“我虽出生王
族，却一直被人踩在脚下，一无
所有，我不墨守成规，也不怀挟
偏见，我能掷决生死，也能一笑
泯恩仇。”能说出这番话的人，定
有阔大的心胸与超人的见识，芈

月的政治才能和智慧有天赋的成
分，但还要有非同一般的经历，
才能成就她如此的气魄，流放燕
国的经历，正好成就了她。

芈月贵为楚国公主，她认为
自己一无所有，可是我们知道，
她衣食无忧，从小认识的黄歇更
是屈原的得意弟子，葵姑对她的
照料也是无微不至，当年的芈姝
对她也是袒护有加……比起那些
真的一无所有的人来说，她是一
无所有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当她到了燕国，受到诸多苦

楚之后，她才发出感慨：原来以

前所受的苦，比起这些来，真不
算什么。

她们被流放到蓟城，从先前
的锦衣玉食到现在的布衣素食，
从原来的宝马香车到如今的徒步
奔波，从豪华宫殿到破旧小屋，
且随时有性命之忧。

芈月是如何做的呢？坦然面
对人生的大起大落。她们把贞嫂
破旧的小院收拾得井然有序，生
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在贫贱的生
活中依然保持一颗乐观向上的
心。这种磨砺，使本来就聪颖异
常的她更明白人生疾苦，并笑然
处之，为她以后执政三十多年且

有所作为奠下了根基。
生活上的困苦还可忍受，更

须忍受的是精神上的折磨。流放
之初，被护送的一个小小将军刁
难，千辛万苦到了燕国，以为苦
尽 甘 来 ， 却 不 想 有 更 多 的 磨
难……精神的折磨，她用坚忍、
豁达、乐观欣然承受，人生的每
一次风雨，对她来说都是历练。
正如孟子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
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
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
乱其所为……”

芈月本非一般女子，燕国的
经历，又让她体验了另一种生存

状态，与她原来的生活形成了强
烈的对比，而伟大的人物，大都
诞生在有着强烈对比的环境中，
如果没有这种强烈的对比，她便
不能明晰地看透事情的真相，不
能彻悟人世间的道理，不能磨砺
出钢铁般的意志。这样看来，在
蓟城的遭遇反而是一种成全。

我们每个人，自然也有自己
艰难和悲苦的那一段。只是处在
人生低谷，我们并不能完全明白
其中的道理，如果能跳出来，看
到眼前的苦难和折磨，只是为了
成就日后更完美，我们的脚步或
许会更轻盈和从容些。

芈月为什么会被流放燕国

■李世营
生产队丢了半袋麦子。遗失

的麦粒从仓库门口顺溜到了梅花
屋前，突然就没了踪迹。

队长先是提审了二牛的嫂子
梅花，梅花就认了。之后梅花就
挂了偷粮贼的牌子，在队里游行
示众了两天。梅花的小儿子铁蛋
没日没夜的哭声撕裂了二牛的
心，二牛望望泪眼迷离的铁蛋：
铁蛋不哭，娘马上回。

二牛走进大队部，说准了偷
粮的时间地点，承担了所有偷粮
的责任，队长就放了梅花，把二
牛关进了仓库。

病卧床榻的娘在等梅花。梅
花回来，娘就合眼去了。

二牛回来，娘已经安详地躺
在床上。梅花哭，二牛哭，铁蛋
也哭。

二牛的大哥大牛原是村里的
教师，遭梅花举报进了窝棚。梅
花自己支撑着办了娘的后事。二
牛不傻，没一句话，黑绷着脸。

梅花举报大牛，哥进了窝

棚，二牛恨得牙齿咬的嘣嘣响，
办完娘的后事，就离开了家。

二牛走的那天，天极冷，雪
很大，风搅着雪花，二牛抡起斧
头，砍断了院子里的梅子树。梅
子树倒下，扑落一地红，鲜红鲜
红的梅花，映红了地上的一片白
雪。

看着断了的梅子树，梅花哭
坏了双眼：二牛，我的傻兄弟！

梅子树是大牛、二牛和娘的
念想。

大牛有个瘫痪在床的娘，还
有个多几分憨傻的十五六岁的弟
弟二牛。梅花贤顺勤快，她能嫁
给大牛，是全家人的福份。

大牛和二牛从后山移到院子
一棵梅子树。在牛家人眼里，梅
子如果是梧桐，梅花就是她家的

凤凰。这个家要靠梅花撑起来。
大牛在窝棚，二牛走了，娘

去了，梅子树也倒了。梅花的心
疼得欲碎。

二牛去哪了？没娘的孩子
啊！梅子心里一直愧着。

一年没回，两年没回。一年
又一年，梅花终没等上二牛。
梅花去世的那年冬天，二牛回
了。院子里的梅子树下，剩下大
牛和二牛。

二牛，你走的这些年，你嫂
子一直念着你。她说，二牛实
在，看起来傻，心眼好。二牛会
回来的。

那年，梅花举报我，是为了
我每月那五元的薪水，家里的生
活靠它。为了那五元钱，为了家
里的生活，是哥逼的她。二牛心

头一颤，眉头蹙了蹙。
那夜，你偷的那半袋麦子，

嫂子知道你是为了这个家。可那
是公家的。你嫂子认了，她不想
你一辈子落个不清不白的名声。

你离家那些年，每年入冬快
到春节，家门口都会送来半袋麦
子。梅花和我知道，是你二牛悄
悄回来过。那些年，每到那几
天，梅花都要煮上一份热腾腾的
饺子给你留着。二牛不言语，依
然紧绷着脸。

那天晚上，天太冷，是梅花
把娘背进自己的小屋，在床上给
娘暖发冷的身子。娘说，今年入
冬，好冷，恐怕难挨过这个冬
天，好久没吃过麦面饺子，好想
吃一碗麦面饺子，哪怕是闻一闻
饺子的面香味。这辈子，她也满

足了。梅花思索了好久，刮下面
盆内残存的麦面粉，给娘包了五
个咸菜饺子。娘闻了闻，知足地
笑了，用手指指铁蛋，铁蛋扯着
要吃，碗碎了，饺子散落地上。
铁蛋重重挨了两巴掌……

说到这，大牛笑了。梅花替
自己尽了孝道，娘去的时候，毕
竟尝到了麦面饺子的香味。

一阵风掠过，摇曳着发枝后
日渐茁壮的梅子树，那一树的梅
花，随风发出哗哗的响声，在阳
光下闪出夺目的光。二牛却哭
了，泪眼滂沱中，铁蛋把一碗热
腾腾的麦面饺子端到二牛面前。

泪眼朦胧中，二牛觉得梅子
树上的那一树梅花，就是嫂子梅
花年轻时的笑模样，洒落的片片
红梅竟成了嫂子洒下的热泪。

二牛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夜梅
花嫂子屋飘出的麦面香饺子香
味，当时，他以为是嫂子在半夜
偷吃麦面饺子！

也只有二牛知道。那个夜
晚，二牛从仓库偷来半袋麦子，
路上洒下的麦粒，是他故意留下
的。

麦面饺子香

■张国绍
小四儿这孩子，是我看着

长大的。
我们这条街，出混混，也

出人物，一茬又一茬，就像韮
菜似的。

但小四儿混出名堂，混成
人物，却令人始料不及——最
起码令我始料不及。

小四儿个头儿不高，其貌
不扬。小时候爱哭，哭起来鼻
涕像扯粉丝，一把一把地越扯
越长。

可是，突然有一天，小四
儿名震江湖，成长为我们这条
街有史以来最最厉害，级别最
高的一个狠角色。

小四儿出名后，还在这儿
住。

以往我出来进去，一门心
思想着单位里的事儿和家里的
事儿，不太注意小四儿。自打
这孩子成名后，我便留意观
察，然而街头巷尾，却又看不
见人家的影子了。

但小四儿的英名，却好似
滚滚春雷，轰隆隆不绝于耳。

比如昨天，单位的司机小
马说，小四儿将大膘哥给揍
了，而且揍得还不轻，打断了
好几根肋骨。

大膘哥是谁？小一拨儿的
可能没听说过。

想当年，水利大院经常放
野场子电影，时常有三五个结
伙的小流氓，喜欢围着漂亮姑

娘转，吹口哨、打俏皮，甚至
动手动脚。

大膘哥只要威武地咳嗽一
声。有人听见了，只要轻轻的
说一声，大膘哥来了！小流氓
们人再多，也一定会抱头鼠
窜。

有一天傍晚，我下班儿经
过西街口。看见当地名流王全
发的豪宅前，像看大戏似的，
里三层、外三层，黑压压地一
大片男女在围观。

一打听，原来小四儿带着
一帮小弟，前来找王全发讨要
自己的准老婆。

王全发的千金叫金凤，貌
美如花。自古美人儿爱英雄，
金凤搭上了小四儿。

王全发是企业家，当地名
流，还是政协委员。把自己的
宝贝闺女嫁给小四儿，拴住日
头也商量不通。所以王全发便
将金凤软禁了起来，禁止与小
四儿见面。

于是，这才上演了小四儿
围攻王家大院，抢妻夺妇的一
场大戏。

警察来了。问问又走了。
小四儿与金凤大婚。
宾客如云，高朋满座，交

通中断……有细心人数了数，
各色高档小轿车儿，共计一百
六十六辆……

王全发拒绝参加婚礼。
来的，都是小四儿的故友新
朋……

鸡毛上天

■马承钧
五月，我偕友南下“字圣故

里”河南漯河，亲身领略这座内
陆重镇的人文魅力与前世今生，
感慨颇深。

漯河是东汉文字学家和经学
家许慎的故乡，我们直奔城东召
陵区的许慎文化园。进得大门，
宏阔华美的仿古殿宇式建筑凸现
汉代风格，姹紫嫣红的花儿飘来
悠悠芬芳，令人发思古之幽情。
走近六书广场，一尊六七米高的
金丝楠木许慎雕像扑入眼帘，凸
现“字圣”庄重的非凡气势。导
游说，金丝楠木为我国特有珍惜
稀缺树种，此雕像是热衷传统文
化的漯河实业家李凌云先生去年
捐赠的“镇园之宝”。

蓦然想起，去年 11 月 1 日第
三届许慎文化国际研讨会就在此
举行，来自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
汉语学者齐聚漯河，围绕“许慎
精神与当今世界”主题展开热烈
讨论。开幕式上，漯河市荣膺

“中国汉字文化名城”桂冠，并举
行许慎木雕像揭幕仪式。

那天，著名语言学家、中华
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全国人大
原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做了专题
演讲，他以专家视角评价许慎崇
高的学术地位，阐述了他在文字

学、经学领域的显赫成就和中华
文化史上的重大意义，称许慎是

“在中华文化传承关键时期涌现出
的一波巨大浪涛”、“一颗耀眼的明
星，是漯河和中原的骄傲”、“许慎
文化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他的

《说文解字》收录了九千多个小篆
字体，对后人研究隶书之前中华文
字的演变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据悉，这次国际研讨会使许
慎文化园名声大振，嘉宾如云，
有 32 位台湾学子专程前来观摩，
认真聆听了“许慎与中华传统文
化”名家论坛。他们说：“此行我
们更加深入了解了许慎文化的内
涵，深刻体会到《说文解字》的
高深智慧和博大气韵！”

漫步在许慎文化园，见其设
计别具匠心。沿袭传统的中轴对
称布局，六书石柱、汉字大道、
字圣殿、叔重堂、说文馆、字形
牌坊、许慎墓等依次排开，魁星
亭、蟾桂山、字形释义、部首方
阵、字源石等小品错落有致，意
蕴十足，非常吸人眼球。以博物
馆规范体制建造的叔重堂和说文
馆，通过文图和实物形象地再现
了许慎生平事迹和历史贡献，令
人感怀。最惊艳的是80米长的汉
字大道，它以精美考究的石刻和
铜铸工艺，将汉字发展十个阶段

篆、隶、草、行、燕、楷等不同
书体完美呈现，堪称一部浓缩的
汉字发展史，赢得观者啧啧称
赞，纷纷拍照。

我们拜谒了古柏环绕的许慎
陵墓并献上鲜花，此地属召陵区
姬石镇许庄村。但见墓冢高约五
米，周长三十多米，墓前立几通
碑石，一块是清顺治年间 （1656
年） 郾城知县荆其惇重修所立墓
碑，一块是康熙年间 （1707 年）
知县温德裕所立的“汉孝廉许公
之墓”碑，另一块是光绪年间
（1876 年） 知县王凤森撰文修建
的“许夫子从祀文庙记”碑。松
柏在熏风中微微晃动，倍觉庄严
肃穆。导游说，许庄村北原有许
慎祠，明代时有祭田 120 亩，斗
转星移现已不存，如今村民多为
许慎后人。

改革开放后的1985年，甫成
立的许慎研究会新立一座“重修
许慎墓碑记”，栽下松柏百余株，
还在郾城区海河路西段重建了许
慎祠堂。2008 年 9 月，许慎墓被
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
以此为核心筹建占地十万平方米
的许慎文化园。2014年春，这座
集文物保护、许慎文化博览、汉
字文化观光于一体的许慎文化
园，升级为国家4Ａ级景区。

返回广场，游客争相在许慎
像前留影。仰望大气古朴的金丝
楠木雕像，我满是敬重、感激与思
忖之情。这位两千多年前的学者平
生淡泊名利，却为汉字文化宵衣旰
食耗费心血，其精神本身就是一
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啊！文化园将
参与、趣味、互动融于一身，终成
汉字文化研究、国际文化交流和爱
国教育基地，功不可没啊！

我感叹，因为一部《说文解
字》，作者被尊为“字圣”、“文宗
字祖”；因为它是我国第一部系统
解释汉字的字典和全球第一部文
字学专著，又独享“许学”、“说文
学”美誉；因为许慎的不朽贡献，
漯河被封为“中国汉字文化名
城”；因为这一切，五年一届的国
际研讨会更将许慎文化和中华文化
推向世界——人文魅力就是如此强
烈壮观，穿越时空，历久弥新！

记得台湾中央研究院陈鸿森
研究员曾言，《说文解字》不仅代
表汉字文化的发展与传承，也是
反映历史文化社会进程的伟大经
典。高雄师大教授郑卜五则说，
许慎文化在台湾也很吃香，岛内
文字研究部门和国文系、中文系
学生，没读过许慎 《说文解字》
就不算懂得中文。他说：在重建
中华文明的当下，理应让许慎文
化深入民心，通过这种熏陶让文
化传承走得更远。

行走在春暖花开的漯河市
区，城内以许慎命名的街道、学
校、建筑及文化设施比比皆是。
风光绮丽的沙澧河畔，就有许慎
塑像和 《说文解字》 宣传橱窗。
听说漯河还兴办“说文解字群英

会”、“汉字听写大赛”、“汉字英
雄”、“许慎文化进校园”等活
动，学生和市民频频亲历许慎文
化熏陶，大大提升了人们的文化
自觉和文化自信。

漯河地处中原之中，因为拥
有“许慎故里”这张耀眼的城市
名片，成为海内外有识之士心仪
的文字圣地。来漯前在法国留尼
旺孔子学院执教的朋友对我说：
其实汉字对老外并非像传说的那
么难学，因为老祖先许慎早把汉
字的规律教给了我们，但如今大
家淡忘了，所以《说文解字》亟
待普及。他说，他就在学生中大
力宣讲《说文解字》，有机会一定
去漯河看看。我说，漯河是许慎
文化大本营，汉字文化大观园，
你来此必定大有收获。

告别漯河，车依次经过太行
山路澧河大桥和沙河大桥，两岸
风光迷人，岸边草地上有三五少
年在捧书阅读，令我欣欣然。忽
又想起，在电脑大力普及、书写
日益式微的今天，不少人只会按
键打字而不再手写，提笔忘字已
成人们的新常态，数千年一笔一
画的汉字书写正面临窘境。我对
文友说，生活品质改善是社会进
步，忽略汉字书写却绝对是人文
精神的倒退，正如大作家王蒙先
生所言：“遗失传统文化的精髓和
汉字原形，我们就成了数典忘祖
的新文盲！”仅从这一点看，重温
许慎精神和他的《说文解字》，仍
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普世价值。正
是——沙澧河畔谒许慎，字圣功
德遐迩闻。今日欲铸中华梦，文
化传承最铭心。

许慎与中国汉字文化名城

■吴小妮

蓝天下你的金黄呼啸而至
微风里你的气息荡气回肠
这是四季中
登陆大地最恢宏的一章黄钟大吕
这是二十四节气里
全民族目光里最神圣的图腾

世上没有哪一种花
弱小得看不清它容颜
近乎于抽象的小白花
却带给时光深不可测的喜悦

大地最耐看的风景
是金色麦浪
一往情深的香
与你血脉经络根须相连
无论是你的
喜怒哀乐 诗酒花茶
都要从它纯粹的内心得到浣洗

世界上最灵秀的文字
也是金色麦浪
我们徒步一生 就是为了
阅读它浅显而深奥的哲学内涵

或许你高居摩天大厦
或许你无缘亲近土地
但你不会失去
与麦子的联系
让我们把麦子的恩情收藏
来年你会乘风扬穗……

麦子

麦子熟了 吴小妮 摄

●微小说

●影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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