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寒 山
《诗经·豳风·七月》云：七月在野，八月

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适逢七
月，办公室立于南郊之故，蟋蟀甚多，窗台上、
桌椅下，尤其门后堆放拖把处，简直就成了蟋蟀
们的营地。每年秋后维修人员例行盘点线路，甚
至能从灯罩里清出它们的尸体，至于它们是如何
跑进去的，不得而知。既有飞蛾扑火，想来这秋
天的蟋蟀赴灯也不足为奇了。虽为不速之客，但
既入我屋，我自以礼相待。最初它们似乎心有芥
蒂，极其小心翼翼，从不在我们跟前蹦跶，鸣声
也收敛，确定了我们对其毫无加害之心后，便

“放肆”开来。时不时便能看到它们的身影，偶
尔跳到键盘上，碰巧我正在打字时便停下来，与
之对视片刻；有时不巧刚好跳进我的水杯里，
杯壁光滑，杯底有水，任凭它是跳跃高手也再
逃不出去了；有时跳进铜钱草盆里，圆圆青叶
如同擎盖，乃小憩绝妙之境。

无论日夜，都能听到它们的鸣叫，有时是
单纯性地叫一声，试探性地，梦呓般旋即而
止。有时却是对歌，此起彼伏，你一声我一
声。有时是大合唱，极远又是极近的，极缥缈
又是极具体的。上午叫声窸窣，中午也并不多

闻，下午叫声欢畅，临下班之际更甚，像是为
了庆祝整间办公室即将成为它们的乐园而欢
呼。偶尔加班，那叫声尤绝，闭上眼睛，夜风
从窗口吹进，鬓发厮磨，蟋鸣绕耳，恍恍然如
沐户外田野。

蟋蟀之声是翅膀震动所为。初中时读鲁迅
的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油蛉在这里低
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当时不甚理解鲁迅先
生为何用这样的比喻，了解了蟋蟀的发声原
理，便忍不住为其书中的描写点赞。有时工作
太烦琐，不知如何梳理之际索性就什么也不做
了，静下心来聆听蟋蟀之声。听多了，便也听
出了名堂，不同的音调、频率，意思也不同。

白天，蟋蟀的叫声多是百无聊赖之际的随
意吟唱，无甚意义。入了夜则大不相同，蟋蟀
会发出长节奏的鸣叫，“唧吱吱、唧吱吱……”
既是警惕同性“走开，这是我的地盘”，又是撩
拨异性“快来，我在这儿”。当有同性不识时务
贸然入侵，它便发出威严而急促地鸣叫“吱”，
先礼不成，必然后兵，于是两只蟋蟀甩开大
牙，蹬腿鼓翼，开始一场恶战。直至分出胜
负，败者无声逃匿，胜者自鸣得意。

蟋蟀好斗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它是上古

昆虫，至少存在了上亿年，自古便为人饲养。
据记载，家养蟋蟀始于唐代，兴于宋，盛于明
清，当时上至皇亲贵胄，下至平民布衣，都喜
欢斗蟋蟀，更有甚者“万金之资付于一啄”。蟋
蟀、油葫芦、蝈蝈号称中国三大鸣虫，其中蟋
蟀能位列第一，与其深厚的文化韵味不无关
联。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
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据说古人
玩蟋蟀也讲究三重境界，一是“留意于物”，二
是“以娱为赌”，三是“寓意于物”，也是最高
境界，多为文人雅士所为。

我对玩蟋蟀并无兴趣，只爱蟋蟀之声。蟋
蟀又名促织，杜甫 《促织》 中“促织甚微细，
哀者何动人”。幼时我在乡间长大，花丛月下总
吱吱，正是秋声欢唱时。秋天乡野蟋蟀随处可
见，没有比它更顽皮的小孩，但它偏又是这田
野里最出色的歌手，它在秋夜吟唱，把秋天最
美的诗章都谱写入曲，唱给大地草木、日月星
辰、江河湖海，唱给同类，唱给一切愿意驻足
倾听的生灵。小时候，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我
常被它们吵得睡不着，便索性竖起耳朵倾听。
有时听着听着竟会流泪，竟觉得那唱词是蟋蟀
写下的情书，因无处投递，才谱成曲唱给了我。

我对办公室的蟋蟀一直心存欢喜，直到它
们啃食了我的多肉，这既让我生恼又起怜，心
爱之物遭破坏，恼自不必说，怜的是办公室在
五楼，可供它们果腹的食物并不多，它们定是
不得已才为之。最后，怜战胜了恼，毕竟，它
们曾无数次倾情邀我听它们的演唱会，却从未
向我索要过一次门票。

《诗经·唐风·蟋蟀》中“蟋蟀在堂，岁
聿其莫”，意思是劝人勤勉，莫负好时光，亦有

“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人生得
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之意。现代社会
让人享受的方式越来越多，甚至出个门，候车
厅的座椅都自带按摩功能。但是我始终觉得，
人世至享仍是那些最古老的享受，都与自然有
关，或耕风钓月，或莳花弄草，或涉溪听泉，
或闲话桑麻。在工作日，能有那么一个下午，
我能放下工作什么也不做，只是静静地聆听蟋
蟀之声，且并未因此而遭受领导责罚，既幸运
又奢侈。我想我就是这样的人，宁做“不思进
取”的闲散穷人，也不做“力争上游”的忙碌
富人。无论多少年，我生命的底色上都会保持
着这样一份能安静地聆听别的生命，也使别的
生命愿意聆听的纯真。

蟋蟀在堂

利玛士马上正色道：“是！那……我们什么
时间走？”

“马上，啊，对了，你手下那个罗被我藏起
来了，好像听你说过，这个人已经跟了你很久
了，你应该还有用吧？”戈巴忽然想起了被自己
藏起来的罗豹。

利玛士一愣：“罗豹？”
戈巴道：“对，就是你当年保护下来的那个

土匪！你好像告诉过我，这个人不但有很好的功
夫，而且还和官府有着刻骨仇恨？”

利玛士这才想起自己近段几乎是在生死之间
徘徊，差点把这个人给忘了，经戈巴这么一说，
他的眼前当即浮现出几年前的一个夜晚——

也是在这间经理室里，一个蒙面人乘暗悄悄
从窗外爬入，四顾无人后就摸黑撬案上的抽屉。
抽屉被撬开后，他胡乱翻着，翻出的字纸撒落了
一地。

终于，他翻出了一沓钞票，就着窗上微弱的
光看了一眼，立即贪婪地塞进了怀里，然后又继
续翻了起来。

突然，他觉得什么东西顶在了自己的头上，
同时，一道手电光照在了他的脸上。

“胆子不小哇！一个被通缉的土匪居然跑到
洋行偷东西来了！”一阵不太熟练的中国话在他
的身后响起。

蒙面人扑通跪倒了：“洋大爷，小的再也不
敢了，求求您饶了小的这一次吧！”

室内亮起了灯光，利玛士和几个荷枪实弹的
法国水手把他死死地按到了地上，脸上蒙着的黑
布也被扯了下来。

利玛士手中的枪指着他的头冷笑道：“哼
哼，洋行连续被盗，虽然没有丢失重要的东西，
但我们已经察觉你还会再来的，所以就布好了这
个局，想不到你这次竟敢偷到我的办公室来
了！”看他不动，就又吩咐道：“先把他关起来，
天亮后送到官府！”

“不不！您千万不要把我交给官府，我和官
府不共戴天，交过去我就没命了！”蒙面人跪在
地上，把头磕得如捣蒜一般。

利玛士冷笑一声道：“我知道你怕官府！罗
豹，一个被官府通缉的土匪！”话音未落，一张
画有画像的海捕文书重重地摔在了他的面前。

罗豹捡起一看，顿时瘫倒：“就这么落到他

们手里，我死不瞑目哇！大哥！你的仇我是报不
了啦，我恨哪！”

利玛士有些意外：“你恨什么？”
罗豹头捶着地嚎道：“我恨我自己！可我更

恨官府，恨陈星聚！”
“啊？”利玛士沉吟了一下道：“告诉我，你

为什么要恨你们自己的政府？”
罗豹见有转机，忙答道：“洋大爷你们也许

不知道，我的哥哥就是被他们杀了，如果不是我
跑得快，怕是连我这条小命也保不住了！”

利玛士的口气显然缓了下来：“啊？那你现
在？”

罗豹此时倒横下了心道：“我活着就是为了
杀了陈星聚，为我哥哥报仇！”

利玛士冷笑一声道：“呵！口气还不小，可
就凭你现在这个样子还想报仇？”

罗豹脖子一梗：“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只要
让我得到机会，他陈老倌……”

利玛士截住了他的话道：“这……如果我不
把你交给官府，你会为我出力吗？”

罗豹一愣，瞬间回过神来：“洋大爷，只要
你不把我交给官府，您就是我的再生爹娘，
我……”说着就伏地不起，又磕起头来。

利玛士伸手把他扶起道：“不要这样，起
来，我告诉你，我可以不报官，而且还可以把你
留在我这里帮我做事，但是你必须无条件服从我
的安排，如果有任何违抗，你的性命随时掌握在
我的手里，明白吗？”

“这个人？”戈巴是第一次听利玛士说起他
收服罗豹的经过，但他更想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什
么来路，知道他会在将来能为他们的计划中起什
么作用，“他真的可靠吗？”

戈巴的话一下子把利玛士从回忆中拉回到了
现实，急回道：“他原是顺昌九龙山的土匪头
头，因为他们的巢穴被官府破了，他的哥哥就是

被陈兴聚给杀了，他侥幸逃跑，隐姓埋名流落到
了这里，靠偷盗度日。后来他竟然偷到了我们洋
行，被我抓了。我看他还机灵，身手又好，还和
官府有着杀兄之仇，觉得他对我们有用，就把他
收留了下来。我们如果想在中国有所作为，非常
需要这样的中国人为我们卖命！”

戈巴点头道：“对，你说得很对。我们和中
国人的战争非常需要中国人的帮助，即便是将来
我们占领了这个庞然大物，也需要在中国人中间
培植我们需要的势力来控制这个国家。一个能死
心塌地、为我所用的中国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呀！”

“也就是因为看中了他这一点，我才……这
个人是个惯匪，心狠手辣，对沿海一带又十分熟
悉，即便是到了台湾对我来说也是十分有用
的。”利玛士继续说道。

戈巴道：“那就好，你就把他带走吧。”他顿
了一下又道：“你的任务情报部门想必已经给你
布置了，你在那里安顿下来后要立即建立自己的
工作基地，你在那里的工作直接由情报部指挥，
你需要的所有设备已经给你安排好了。啊，对
了，把你们送走以后，我也要去做我的老本行
了，又能驰骋在大海之上，想想就让人兴奋哪！”

利玛士一惊：“怎么？将军要去指挥法兰西
的骑士为我们的国家开疆拓土了？”

戈巴狞笑道：“哼哼！越南战场的步步紧逼
尚不足以让清政府就范，我们提出的条件他们仍
然在用各种借口推托，并且要组建新的水师来与
我们抗衡。呶，我现在帮助他们建造的舰船很可
能就是用来对付我们的，所以，国会要组建我们
国家的远东舰队，海军部已经任命我为舰队的司
令，眼前我的任务就是监视他们在马尾筹建的南
洋水师，必要的时候把他们一举摧毁，然后再开
往台湾海峡！而你，必须先行一步，我们庞大的
舰队需要……”

利玛士兴奋了：“这么说我的任务之一将是
在那里为将军供应你所需要的燃料咯？”

戈巴笑了起来：“哈哈……先生真不愧是优
秀的法兰西骑士，我相信我们的合作将是非常愉
快的！”

“当然，我们的合作不是一直都很愉快吗？
为了你我共同的，不，为了法兰西又一支伟大的
远征舰队的建立，我们是不是现在就应该为我们
的将军重新回到舰队的指挥台上干上一杯呢！”

利玛士边说边亲自把两个酒杯里斟满了酒，
并递给戈巴一个。

“干！”
两个酒杯“砰”的一声碰在了一起。

领了新的差事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陈星聚来到北京已经
快三个月了。

从接到琉球密使并秘密陪送进京，一路上担
惊受怕自不必说。他知道密使之所以是密使，并
且是秘密接迎，就是因为琉球王国自前明万历年
之后先后两次被日本入侵，二百多年间，日本人
从未停止过对琉球的觊觎，只不过是根据中国的
盛衰而进退而已。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走上了
军国主义的道路。日本维新政府一成立，就向历

来地位相等的邻国——琉球下达了“大政官
令”，妄称要将琉球王国纳入日本版图。明治天
皇亲政之后，乘琉球王派王子伊江等前往东京恭
贺之时，竟突然下诏，宣布将琉球王室“升为琉
球藩王，序列华族”，第二年，又下诏命琉球受
日本内务省管辖。自日本第一次占领琉球并退兵
之后，琉球已经二百多年不设军队了，若不仰仗
大清朝廷的保护，他们根本没有能力与人口、实
力均超其数百倍的日本抗衡，因此，他们只好承
认日本和中国一样，都是他们的宗主国。也就从
那个时候，琉球便成为所谓的“日清两属”了。

日本这样的行径均是暗中进行，对同样是琉
球宗主国的中国是隐瞒着的。琉球则是忍辱负重
两面应付，并未对外声张；然而，日本人却没有
停下吞并琉球的脚步，继续不断施加政治、军事
压力，胁迫琉球断绝与中国的宗属关系。琉球的
尚泰王却在这个问题上拒绝了日本的无理要求，
他在答复日方的信中写道：“忘却中国累世之
恩，失却大义……”并表示“愿对两国奉公，永
久勤勉”等。实际上，眼下的琉球，已经完全被
日本人控制，琉球国尚泰王室已经完全失去了自
由，只是因为日本还没有把此事向国际社会公
开，所以遇到大清皇帝亲政这样的大事，清廷照
例还是要通知琉球王国，而他们按惯例则是要派
使团前来朝贺的。此次所谓的密使，实际上就是
琉球以商量朝贺大清新君亲政为由来到中国求救
的。

陈星聚把琉球密使陪护到了北京，就有了专
人接待。双方的会谈是在极秘密的情况下进行
的，陈星聚则是没有资格参加会谈的。这样一
来，他就有机会去探望已经多年未见的表叔韦金
榜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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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禁其事 先明其理

定公问曰：“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
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
语八佾》 记载，君王任用臣子要符合礼的规
范，臣子侍奉君主要用忠心。当这些理念被一
个早年丧夫的母亲教给儿子的时候，便为儿子
的未来铺就了一条忠贞孝廉的光明大道。

翻开《资治通鉴》，吴元济以蔡人董昌龄
为郾城令，质其母杨氏。杨氏谓昌龄曰：“顺
死贤于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从逆
而吾生，是戮吾也。”官军围青陵，绝郾城归
路，郾城守将邓怀金谋于昌龄，昌龄劝之归
国，怀金乃请降于李光颜曰：“城人之父母妻
子皆在蔡州，请公来攻城，吾举烽求救，救兵
至，公逆击之，蔡兵必败，然后吾降，则父母
妻子庶免矣。”光颜从之。乙未，昌龄、怀金
举城降，光颜引兵入据之。

唐朝董昌龄的母亲杨氏，蔡州人。董昌龄
常为泗州长史，世居于蔡州，自幼丧父，受训
于母亲董杨氏，累事吴少诚、少阳。唐元和九
年(公元 814 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后，其
子吴元济据淮西叛乱，占据了蔡州。在这个时
候，董昌龄做了房县的县令，正是吴元济的属
下。他的母亲就悄悄叮嘱董昌龄说：“大凡一
桩事理，是顺天理的就可以成功，倘若是逆天
理的就要失败，你可要仔细思量一番，痛下决
心弃暗投明才好。”董昌龄深知母亲心思：吴
元济叛乱是不智、不仁、不孝、不明，归顺是
最妥帖的归宿。于是，董昌龄决定带母弃官而
去，寻求明君，偏偏淮西地带庄稼获得大丰
收，吴元济加赋税暴征兵，地方民不聊生，百
姓流离失所。为保一方平安，董昌龄决定留下
来斗智斗勇，力保房县民众平安。吴元济自然

恼羞成怒，把他调到郾城去做县令，同时，把
董杨氏扣作人质留在了蔡州。临行前，杨氏复
诫曰：“逆党欺天，天所不福。汝当速降，无
以前败为虑，无以老母为念。汝为忠臣，吾虽
殁无恨矣！”用白话讲就是，吴元济这个反
贼，欺骗皇上，你应当立刻归降朝廷，不要因
为我连累你，就不去归降了。你如果做了忠
臣，我就是忠臣的母亲了，这样我就是死了，
也没有怨恨！李光颜带兵来攻打郾城，董昌龄
就去投降，宪宗皇帝得知大喜，让董昌龄做了
郾城县令，并且兼任监察御史。董昌龄说：

“这都是我母亲的教训，我哪里有什么功劳
呢？”宪宗听了赞叹着称异，后来封董杨氏为

“北平郡君”。

立善之方 断恶从善

从公元814年至817年，唐宪宗在宰相武
元衡和大臣裴度的支持下，发兵进讨吴元济。
因为在淮西和河北同时用兵，战线过长，战事
拖延了几年，收复失地依然看似遥遥无期。公
元817年4月，董昌龄的郾城投城，让吴元济
十分恐慌，将亲兵及蔡州守军全部调往北线，
以增援部将董重质防守的洄曲。淮西军的主力
和精锐都被吸引到了北线，这就为西路唐军平
叛制造了绝好的条件。让平叛收复失地有了历
史性的转机，为李塑雪夜入蔡州的突袭成功做
了铺垫。8月27日，裴度至郾城，以该城为驻
所。此前，诸道兵马皆有中使监阵，干扰军将
指挥，裴度奏请皇上撤销了这一虚职，使各路
官兵都能专心从事军事，遂有战功。

有了宰相裴度的亲临郾城，北线督战，战
事出现转机。10月，李愬于雪夜攻入蔡州，一
举俘获了吴元济，取得了淮西之役的全面胜
利。董昌龄的投城，既稳定了大唐基业，又成
就了其忠孝美名，阻断了吴元济倒行逆施的恶

行，更让郾城这块土地少去了血流成河的战火
之苦，从此，董杨氏，这个母亲；郾城，这个
地名，不时被人记起。

积善成德 必有余庆

董昌龄之所以美名流传，在于他身后站着
的那个睿智贤良的母亲：董杨氏。

细数历史，春秋时期有大文学家孔子，三
岁丧父，他的母亲从怀胎时就眼睛不看不好的
东西，耳朵不听不好的声音，口中不说不谦逊
的话语，崇尚先贤“和平与快乐的美好”，她
的教育与传授，成为一种传承“仁与礼”的行
动，成为世代母亲教育典范的象征，成为教育
子女的最佳指南，培育出了中国最著名的教育
家、思想家；战国有“孟母三迁”的历史佳
话，成为天下母亲教育子女的样板故事；西汉
有王陵的母亲，东汉有赵苞的母亲，先后相继
舍弃自身性命来成全儿子的忠义。从中不难看
出，一代贤人的成就是因为他们身后站着一名
伟大的母亲。

《了凡四训》 中说，人做到“立命、改
过、积善、谦德”这四点，那么福气、运气，
自然会降临，而要做到这些，务须受诸如美、

德、良、善、真、诚等全面的教育，这是一个
明理、养德、启智的过程，不可轻视。回头再
品董杨氏训儿，仿佛董杨氏正微笑着凝视郾城
这片土地，她的智仁、忠廉和宁死也要留得清
名在人间的气魄，是母亲们学习的榜样，也为
郾城这块土地增添了厚重的内涵。

立善立德 重在教育

教育是立国之本，是强国之基。教育帮助
我们个人认知自己，帮助这个民族认知自己，
只有通过不断地接受教育，才有可能掌握自己
的命运，立下鸿鹄志，参与打造脚下的这片土
地，为我们的祖国做一份贡献。

作为母亲，董杨氏即便在最困苦的岁月、
最艰难的日子里，对于教育的执念也不抛弃，
时时把孔子的教育理念拿出来训导儿子。

同是母亲，作为生活在郾城这片历史文化
气息厚重的土地上的女性，我们更应该汲取传
统文化精髓，自强不息，强己、强人、强我们
脚下的这片土地。

董杨氏训儿，这个演绎在郾城大地的中华
美德教育典范，激励着我们不停地学习、再学
习，擘画出美丽的人生延长线。

董杨氏训儿
■谢安顺

一

秋日桦林树间行，颠簸路径赏神龙。
四千江水当分界，悠然农家看北红。

二

小村小院篱笆墙，极目龙江向远方。
鸡黍果瓜前后面，边陲农舍自风光。

三

黄馍咸菜小米粥，来客垂涎品不休。
绿色农家生态饭，降压减脂血难稠。

北红村(三首)

■薛文君

孩童——莲子

从莲蒂处，探出头
打量未知的空间，纯洁，是最好的定义

少年——风筝

天空住着美丽的梦，蓝色的门窗，蓝色的床缦
挣脱，细如发丝的牵挂
去找寻属于自己的——那朵云

中年——蜗牛

剪去了轻盈的翅膀
背上厚重的壳，紧贴生命的温度
迟缓而又坚韧地爬过，一段完整的光阴

老年——蝉壳

从黑暗到光明，从爬行，到飞翔
日子越翻越薄，薄成生命的载体，装进又掏空
一切的真与假都抛于尘埃，回归一瓣莲花的心

人生组章

■鲁锁印

听马斯奈的《泰伊思冥想曲》

沉重得几欲窒息，命运总是被烦恼捉弄
繁乱的欲望里扒开一道缝隙
终于享受到清澈的气息
历相思之苦才知道爱的甜蜜
过喧嚣之旅方觉安静的魅力
这是人生的真谛，本是一颗平凡的坚果
匍匐在神和自然的面前，才是最好的皈依

听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

久违的阳光照进来，内外都是暖洋洋的
生出一些慵懒，秋天也是这般的可爱
让我想起恋爱的季节
亲爱的，我将随着慢板的节奏入眠
并在梦的花园与你相遇

听大提琴演奏《往事》

在琴弦的折光里，父亲在河堤上散步
他慢悠悠地缓缓而行，唯恐走得太快
会落下比他更迟缓的母亲
堤边上盛开着梨花和白玉兰
梨花和玉兰也是一对情侣，共同盛开在春天里
末尾那低沉的滑音提醒，父亲已在秋天里永恒
我的悲伤便如滔滔河水，把这美好的往事淹没

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