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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笑燕

一粒酣然入梦的种子
置身于缝隙里的墙根
马缰已风化不见

明月曾与你共饮茉莉
寒枝落进发亮的马槽
凛冽如你，即便沉睡千年
也能从空空的杯盏里
拔地而起

归 途
于一方天井之中
仰望头顶日月星辰
一行白鹭掠过天空，飞向堤坝

听屋外风吹雨打竹林
沏一缕茗香细嚼慢品
二月兰对着樱桃含情盛开

卸掉脚下的风火轮
连同这一路所求
拨动手里的转经筒
默默念出，心底的六字箴言

西月城（外一首）

归云拥树失山村 何海霞/绘

今年儿童节前，孩子充满期待，早早就要求
我给她准备一个礼物，我欣然答应。几十年以
来，国家飞速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
变化，生长在这个时代里的孩子是无比幸福的，
物质和精神生活都极为丰富，童年的生活多姿多
彩。在无限感慨的同时，不禁想起了我的童年，
时光如梭，虽然过去了二三十年，但那些童年的
很多趣事记忆犹新，恍如昨日。

捕蝉是暑假常做的一件事情，每年夏季，蝉
的鸣叫便会响彻树间，它们清脆的嘶鸣声常常引
得我们驻足观望，以致萌生了捕蝉的想法。后
来，看到年龄相仿和大一些的孩子们用面筋去捕
蝉，我也仿效，但都失败了，没有捉到一只蝉。从
此，便放弃了这种捕蝉方法，改用一种装水果的
小网兜，先用铁丝串住网口，然后再绑在一根长
长的竹竿之上，这样便制成了捕蝉工具。

捕蝉的过程是紧张和快乐的，寻着蝉鸣声，在
浓密的枝叶之间发现蝉之后，便举起捕网慢慢地
靠近蝉，蝉很敏感，一旦发现有物体接近它便会停
止鸣叫。这时最考验耐心，只能以极慢的速度推
进，动作稍稍快一点就会惊走蝉，待到较近的距离
时，以飞快的速度罩住蝉。这种捕蝉的方法成功
率高，一两个小时能捉到十几只，后来小伙伴们也
纷纷仿效，这是我童年很得意的事情。

烤山芋是童年时代很喜欢的美食。孩提时代
的村庄里，家家户户都会种上一两亩山芋，既可作
为粮食，又可以喂养家禽家畜，还可以熬制山芋
糖。山芋的产量较高，每到秋天，各家都会收获堆
积如山的山芋。有时候父母亲做饭，让我在灶台
下面帮着烧火的时候，我就会挑选两三个山芋放

进灶膛里烤红薯吃。烤的过程很讲究火候，要根
据火势的大小把握住时间，烤的时间长了，会有焦
糊味，影响口感；烤的时间短了，半生半熟，也不好
吃。需要每隔一会从火中拨出山芋观察，一旦烤
好了就拿出来。烤好的山芋剥去烧焦的表皮，香
气四溢，口感软糯香甜，是百吃不厌的美食。

捅马蜂窝是童年时代惊险又刺激的事。家
家户户的房前屋后均种了很多树，多种多类，高
高低低，马蜂会在浓密的枝叶之间或屋檐下筑巢
安家，繁衍后代。马蜂是一种很危险的昆虫，脾
气暴躁，易攻击人畜，夏季马蜂忙着产卵繁育，频
繁地飞来飞去，最易蜇人。小伙伴几乎都有被马
蜂蜇过的经历，大家对马蜂又怕又恨。每当听说
村庄某处发现了马蜂窝，被马蜂蜇咬的痛苦经历
就会让大家恨得牙痒。

夏日的午后，趁着大人们午睡之时，大孩子
们偷偷地呼朋引伴，鼓动大家一起去捅马蜂窝，
大家无一例外地同意。大孩子扛着长竹竿带领
我们直奔马蜂窝，找到蜂窝后，用竹竿拍打马蜂
窝。蜂窝受到攻击，马蜂倾巢而出，成群结队，密
密麻麻，向我们袭来，大家四散奔逃，等跑得远远
的时候，才敢回头看看有无马蜂追来。那时候，
只是觉得捅马蜂窝非常危险，过程充满刺激。现
在想想，破坏它们的家，是件比较残忍的事。于
我们，于马蜂，都不是一件好事，所以长大懂事
后，再也不拍马蜂窝了。

岁月流转，带走了青春芳华，把风霜的痕迹刻
印在我们的脸庞，青丝之中已有几缕华发。转眼
已是不惑之年，那些童年时代顽皮又充满乐趣的
往事深深镌刻在心底，成为一生永不褪色的回忆。

闲话童年趣事
□王体明

管仲，名夷吾，字仲，春秋中叶颍上（今安
徽颍上县）人，中国古代著名政治家、军事家、
经济学家，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38岁出
任齐国相，在位 40 年，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
五霸之首。

发展实业 富国强民

孔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
之力也。”

公元前685年，管仲在鲍叔牙的推荐下，
担任齐国相。当时，齐国内部面临财政危
机，外部战乱不断。对内，管仲大刀阔斧改
革，如改革土地制度，实行按土地分等征税；
发展盐铁业，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掌控货币
铸造，调剂物价等，有力促进了齐国的经济
发展。

管仲主张发展手工业、商业和对外贸易，
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由于齐国靠近大海，
具有优越的煮盐产盐的条件，且具有丰富的
冶铁资源。管仲深知经营盐铁利润丰厚，主
持齐国国政后，主张由官府对盐铁进行控制，
实行盐铁专卖制度，民制、官收、官运、官销。
既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政府不必加税而国
用足，又促进民间盐铁的生产，保障人民生活
和生产需要。

对外，管仲打出“尊王攘夷”为旗号，以诸
侯长的身份，号召诸侯国拥戴周天子，提出

“尊天子以伐不敬”。公元前 656 年，齐桓公
召集鲁、宋、陈、卫、曹、许等国一起讨伐楚国，

指责楚国不向周天子纳贡。
管仲反对武力征战，主张亲近邻国，建立

互信关系，然后择乱而征，保证师出有名。管
仲对于诸侯采取“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
以武”的政策，使诸侯“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
其仁、畏其武”，在“买鹿制楚”的故事中可见
一斑。

公元前 651 年，齐桓公召集各路诸侯在
葵丘会盟，周襄王也派代表参加。齐桓公在
位期间，共9次召集诸侯会盟，葵丘会盟是最
盛大的一次。周天子承认齐桓公的霸主地
位，标志着齐国的霸业达到了顶峰，成为名副
其实的春秋霸主。

以法治国 德法并重

自夏朝以来的统治者都把礼治作为治
理国家的主要手段，以礼约束治下臣民的
思想和行为。西周时期礼治与法治相结
合，周礼具有法律作用，但仍高于法治。管
仲率先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思想和理念，认
为法治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的保障，礼治是
法治的补充，相辅相成，开启了从礼制向法
治的转变。

管仲强调立法者要以身作则，君主要率
先垂范，立法自正。只要领导者带头遵纪守
法，身体力行，遵守禁令，民众自然就能遵守
禁令，社会秩序就会大大改观。管仲认为法
律对于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必须做到“法律
平等，贵贱共守”。“正法直度，罪杀不赦，杀

戮必信，民畏而惧。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管仲重视刑法的威慑力量，强调要法律公
正，制度明确；杀有罪，不宽赦；执行刑罚一
定说到做到，民众就会畏惧。权威明示于
众，法律就不必一再重申。只有这样才能

“发令立行”。
受到周礼熏陶和影响，在强调法治的同

时，管仲也重视礼治，认为可以用礼的规范
来弥补法治中的不足。管仲主张礼治不必
废刑法，法治不必废礼义，二者兼施并用，相
辅相成。

关注苍生 以民为本

“齐国百姓，公之本也。”管仲始终把人民
作为立国之本，他结合齐国的实际，推出一系
列惠民改革，最为著名的是《管子》中“九惠之
教”。政策规定，在城邑和国都设置“九掌”官
吏，负责官吏，随时了解民情，落实爱民之策。

管仲下令在城邑和国都设置“掌老”的
官，解决老年人的后顾之忧。规定家有年龄
在 70 岁以上的老人，可免除一个儿子的征
役，掌管老人的官要每年三个月给老人送
肉；家有 80 岁以上的老人，可免除两个儿子
征役，掌管老人的官每月都要给老人送肉；
家有 90 岁以上的老人，全家免役，每天有酒
肉供应。这些人死了，君主供给棺椁。还劝
勉他们的子弟平时细做饮食，询问老人要
求，了解老人的嗜好，满足老人的要求，这是
九惠之一。其余八惠包括“慈幼”“恤孤”“养

疾”“合独”“问病”“通穷”“振困”等。
管仲推行“九惠之教”全面解决“惠民、利

民、恤民、安民”问题，让百姓老有所养，少有
所托，残有所救，病有所医，创造了和谐的人
际关系和良好的社会环境。

广搜民愿 调查国情

“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
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
也。”管仲的意思是君主站在天下人的角度观
察，就没有看不见的；站在天下人的角度倾
听，就没有听不到的；站在天下人的角度思
考，就没有不理解的。能够集中天下人的聪
明智慧于一体，才会有是非曲直的明辨力，就
不会被蒙蔽。

《管子·七法》中在制订计划和策略时，需
要有数量上的根据，否则，要做一番大事是不
可能的。“不明于计数而欲举大事，犹无舟楫
而欲经于水险也。”连统计数据都搞不清楚，
却想去做大事，就像是没有船只而去走水路，
这是很危险的。

管仲拟定了极其详细的国情调查提纲，
《管子·问》所列问题共69项，都是有关基本
国情国力的调查项目。其中属于人口方面
的有 37 项，约占全部项目的三分之二；经济
项目25项，约占全部项目的三分之一。这些
调查项目主要是数量指标，同时辅之以品质
指标，体现调查研究中数字和情况相结合的
特点。

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雄才
□杨家伦

荀子曰：“父者，家之隆也。”意思是说，父
亲在一个家庭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男人。
孩提时，我就不太能理解父亲，总觉得父亲不
务正业，不顾家，整天喜欢和三朋四友混在一
起，再加上父亲有“重男轻女”的思想。所以，
和父亲的关系一直就那样淡淡的。

随着年岁渐长，自己也为人父母，才慢慢
觉得，父母生养孩子真的很不容易。但是在
我心目中，总觉得母亲是这个世上最伟大的
人，对于父亲依然还是不能理解。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是生产队长，官不大，
父亲却为之操碎心。每逢农忙时节，队里需要打
水，为了保证用水相对公平，父亲一视同仁，不会
因为至亲好友而区别对待，为此没少和亲戚吵
架，我们兄妹也因此受不少气。但是父亲的耿直
谁也说服不了，只要他觉得对的事，他就会坚
持。有时为了能及时开票打水，父亲总是自己垫
付水费，说是农忙时节，人家没空取钱。

我不能理解父亲对别人的事很上心，却
从不操心家里的事情。队里哪家要申请低
保，或者需要残障鉴定，都是父亲帮忙操办。
记得队里有一户人家孩子有点智障，天长不
能鉴定，需要到滁州，无奈这家人都不识字，
家里确实很困难，父亲就自己掏钱垫付带孩
子去滁州。可是我们兄妹三人的家长会他却
很少参加，我们兄妹读书好坏他也不管。

后来，我们兄妹都工作了，每次回家都劝
他别当队长了，从春忙到冬一年也没有多少
报酬，劳心费力，真的没必要。可是村里书记
不同意，说只有父亲才能处理好队里的大小
琐事，队里人也不同意，说别人不管事。父亲
今年七十一岁了，依然还当着生产队长。

以前母亲在家时，父亲就是个“甩手掌
柜”，除了割麦栽秧时帮忙做做农活，其他事
一律不管。母亲的辛苦我们都看在眼里，对
父亲一直是不能理解，这个情形一直到母亲

给弟弟家带小孩才开始改变。刚开始，母亲
不在家，父亲基本不会做饭，都是这家吃到那
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母亲在弟弟家一待就
将近十年。十年的时间，父亲从最初的啥事
不会做到啥都会做，甚至烧的菜比母亲烧的
还好吃，菜园里的菜侍弄得比母亲在家时还
精神。记得有一次，亲戚送了我一些鸭蛋，以
前都是母亲腌，想到要洗还要用泥糊，我直接
就放弃。父亲说他带回家腌，我不以为意。
半个月后，父亲送了 10 个煮好的鸭蛋过来，
父亲腌的竟然比母亲腌的更胜一筹。剥开蛋
壳，就发现蛋黄颜色鲜艳，油花丝丝地向外溢
出，令人顿生食欲。

母亲节那天，父亲一个人在老家，我便想
着回家陪陪父亲，老家的路不好开车，到家门
口才发现，我家的路口被拓宽了。之前有一
次回家，我只是不经意说过一句：“路口有点
窄了，转弯有些困难。”没想到父亲竟然就把

路口拓宽了。到家时差不多才八点左右，大
门关着，打电话给父亲，他说在家里呢。原来
父亲在院子里晒衣服。看到我回家，他掩不
住内心的喜悦，带着我家前屋后地参观他种
的菜和花，竟然还栽了我喜欢的葡萄树。

家里收拾得利利落落，我视频连线了弟
弟，也让妈妈看看家里的情形。父亲很郑重地
对弟弟说，从电视上看到某某因为贪污被关起
来了，让弟弟一定不能拿人家好处，需要钱，他
们存的钱可以给他用。听着父亲拿着手机和
弟弟聊天，看到父亲不再挺拔的背影，我开始
理解父亲了。原来父亲的好管闲事和吝啬小
气，包括“不务正业”都是可以被接受的。

“日子无比寻常，父亲一天一天慢慢地老
去，而我却莫名心疼起他来。”这是人到中年的
我日记里的文字，我分明感触到了父亲“向善
而行、向心而暖”的隐形动力，或许并不那么明
晰，但是于我，却是往后余生无法抹去的记忆。

理解父亲
□王咏梅

□陈 浩

路过麦田 我看到金黄的麦子
那么饱满茁壮
我蹲下来仔细看你
我看见了这风吹过的麦浪 随风起舞
后来你成了人民的食粮
滋养哺育了千千万万的生命
人民的行动都有你精神的影子

旁边的路灯很明亮
前段时间电线杆还很旧
以前都是低矮的水泥桩
下一时间你就换了新装
像一颗闪耀的玻璃球
通彻照亮这黑暗的路
成了一个绚烂的夜

路边有盛开的玫瑰
艳红 亮白
我路过忍不住去欣赏你
还有行人折下你的痕迹
于是你走进了千万人家的玻璃瓶
你的芳香留在中国的无数角落
留下喜悦和欢笑

一个夜晚 我望向窗外
天上下的银线小雨
慢慢变成硕大的鸡蛋一样
夹杂着闪电和雷声
像一首磅礴高昂的曲子
然后慢慢停下 慢慢轻缓
陪着你度过了这个寂寞的夜

我不经意间遇见你
不经意间感受你
不经意间记述你的变化 美丽
我庆幸这些遇见成为你的见证
成为你微乎其微的旁观者
也成了这漫漫岁月你的守护者

遇 见

本版责编：陈姝妤
Email:qingliuwenxue@126.com

□魏玉军

渐暮的大地

渐升的月亮

渐明的灯光

渐消的鸟语

渐起的虫吟

还有

渐行渐远的你……

薄 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