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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江林: 岐山人，南京

大学历史学院党委书记、研

究员，编著有《岿然砥柱立

中流——冯玉祥》《护国英

雄蔡锷》等，散文《卖牛》曾

获《光明日报》征文一等奖。

村里的旺财哥，一生忙创业，
但几次失手。

旺财的媳妇叫琴琴，耳背、口齿
不清，但心眼好，一身力气，干活儿
比男人还行，给旺财育有一女一儿。

旺财一辈子，都想甩掉穷帽
子，很早就知道创业，最早养过蜜
蜂。那时旺财住窑洞，离我家不远。
一天旺财到我家，端着烟锅抽烟，

悄悄给我父亲说 ：“叔，蜜收了，去
尝尝。”我耳朵尖，不离父亲，父亲
只好牵着我的手一起去了。到旺财
家，旺财的爸妈客气地给父亲让座
让烟，我靠炕沿儿站着。不一会儿，
旺财端来一只平底碟子，碟子里有
一层黄色的蜂蜜，拿来两个热馒
头。父亲拧下一块馒头蘸蜜尝了一
口，说 ：“嗯，对着呢，甜得很！”旺
财的父亲端着烟锅笑眯眯地张着
嘴，就等父亲这句话。父亲给我馒
头，让我也尝稀奇，那味儿真甜！
那是我第一次吃蜂蜜。

村里实行责任制那年，很多人
搞副业种苹果树，旺财没有犹豫，
当即决定种苹果。几乎用上他家全
部土地，共七亩。为了种好苹果，旺
财专门用架子车装上生产队废弃
的大油桶，套上大青骡子，从十里
开外的县城拉大粪回来肥地。起
早贪黑，一忙就是个把月。苹果树
的确长得好，根深叶茂，旺财又会
修剪，第三年就挂上硕大的秦冠
苹果，当年收入 7000 元。接下来几
年，家里还盖起了两层洋楼。此后
几年市场不景气了，村里好几家都
遇到销路不畅问题，苹果价格一跌
再跌，跌到一斤几毛钱。最后几毛
钱都没有人要。地总得打粮食呀，
苹果不挣钱，粮食没地种，日子咋
过？旺财没有办法就将碗口粗的
苹果树全砍了，恢复种粮。前面的
付出全打了水漂。

旺 财 发 财 致 富 的 梦 一 直 不
曾破灭，后来又选择种洋葱。那
年，洋葱籽丰收，旺财的地里收获
三四百斤，价格炒到 120 元一斤，
旺财没卖，想等个好价位再出售，
没有想到后来价格一路回落，每
斤卖不到 20 元，把好好的洋葱籽
硬是放瞎了，最后全部倒掉，旺财
一病不起。

现在，网络发达，信息通畅，加
上政府关心，不管是种苹果的、种
洋葱的，还是种粮食种菜的，都会
有个公正合理的收成，但旺财哥没
有赶上这个好时代。我与四弟聊
到旺财，四弟说 ：“旺财在村里勤
劳是出了名的，村里人到现在还念
叨他的勤劳呢。当时为给苹
果树浇水、打药，脸、手、
脚褪了几层皮。旺财的
失手，还是因为信息不
灵，对市场估计不足。”

旺财的儿子现在开车跑运输，
生意不错，已有了下一代，琴琴嫂
虽说白发苍苍，但身体还硬朗，在
家帮着带孩子，一家人生活美满。
我有时候想，那时的信息要是像现
在这样畅通，旺财的生活一定会是
另外一个样子。

（肖像作者  陈亮）

万古甘棠沐清风
◎于萍

乡情（外一首）
■曹生海

擦亮时间的长度
沉重的脚步被水泥路捧着
铮亮的瓦房把破旧的老屋挤在身后
清澈的小河依旧拥抱着一个村落
辽阔的黄土地接纳了翠绿
 
信天游的歌声在葱郁中婉转
果香飘荡在莫大的空间
爷爷奶奶的坟茔上举起一棵棵松柏
在风中摇曳 向我亲切地招手
 
一群陌生的小娃娃
好奇地打量着一个中年人的到来
年迈的大叔大妈惊异中喊出我的乳名
一行行泪水打开了彼此之间久别的念想
故乡的名字被我攥得紧紧不放

韭菜
院落的一角长满韭菜
它们按时开花按时结果
绿韵始终撑起一个天空
时间被她们剪了一段又一段
每长高一次日子就被剥离一节
 
母亲的生活与他们有关
比如一碗面 一碟菜 一盆汤 一顿饺子
儿女们的身体里始终长着
一茬又一茬韭菜
 
如今 母亲常常用断字断句的方式
坐在小凳子上与韭菜唠嗑
倾诉着她们彼此的一切
母亲的头发被时光磨白
韭菜的火焰日日燎原
微风吹动着母亲颤抖的腿
而韭菜的波纹依旧清晰如初

同学时光
■老茧

同学的你我，曾经一起轻狂
度过了一生最美的时光
毕业以后，天各一方
背负着各自的人生追逐梦想
一路风雨，故作坚强
生活的磨砺让我们变了模样
 
啊！同学，你还好吗
面对着有点失落的迷茫
你是否已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面对着生活的摇晃
你是不是还会选择重新起航
在我们的回忆里、想念里
有一份温暖来自故乡
来自我们的同学时光
 
同学的你我，曾经一同彷徨
告别了青涩懵懂的向往
背起行囊，远走他乡
彼此渐渐习惯了遗忘
为了那青春的约定再次登场
半生跋涉，仍未投降
今天的相聚让我们如愿以偿
 
啊！同学，你还好吗
面对着有些无奈的感伤
你是否已找到了自己要靠的墙
面对着余生的时光
你是不是已不再会选择张扬
在我们的回忆里、想念里
有一份温暖来自故乡
来自我们的同学时光

走进荷塘
■李斐

走进荷塘 一池荷花
用正浓的开放
将千亩水塘 装扮得风情万种
撩乱了人的心弦

走进荷塘 每一朵
依心而开的花 在碧波云影间
用粉嫩的芬芳
褪尽过往烟火里郁结的迷茫

走进荷塘 荷开虽不语
却烂漫了整个世界
请允我把你植入心中央
让我今后的日子
弥漫荷开的韵味

旺财创业
◎孙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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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未见其树，先闻其名。
第一次读《诗经》，它是《唐风》

杕杜，它是《小雅》常棣，也是众所
周知的《召南》甘棠，还是周原先民
口口相传的棠梨。

遥想少时，在姹紫嫣红的四
月，我常跟祖母行走在箭括岭脚下
的乡间小路上，总能看见塄坎、沟
边一簇簇白色细密的小花，散发着
独特的芳香。这些静立于乡野间毫
不起眼的野梨树，就是甘棠。它喜
光、耐寒、耐旱，生于贫瘠的大地，
生命力却十分顽强。孩童往往喜它
色香如桂，苦它果品酸涩。然而，没
有人会因它的华而不实轻视它，因
为自周伊始，甘棠便受到万众膜拜
和敬仰。

在古老的周原大地，野生的
树种经过《诗经》着墨，历经千年
的演变，早已成为岐地的精神图
腾和廉政爱民的象征。正是凭借
这种精神，跨越古今三千年，部落
首领古公亶父带着族人从豳地而
来，授田筑室，而后经历代子孙
励精图治，终在岐地成就周王朝
八百年基业。

《国风·召南》是一株甘棠最
好的注脚。“蔽芾甘棠，勿剪勿伐，
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
伯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
所说。”这棵甘棠，人们舍不得砍
伐，舍不得剪折，经过千秋风雨，在

数代岐地人的精心呵护下，终于长
成枝繁叶茂的参天良木。

“蔽芾诗章留古今，召公仁政
得民心。甘棠剪伐犹知护，足见当
年遗爱深。”在纯粹的民歌和诗词
的索引里，不得不解读一个人，一
个古往今来的伟大政治家——召
公姬奭。

官方的典籍中有关召公的史
料非常少。周室初定，周公召公辅
佐少主成王，“自陕以西，召公主
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二公大
兴文教，天下大治。《史记·燕召公
世家》记载 ：“召公之治西方，甚得
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
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
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
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
之，作《甘棠》之诗。”

果然，他就如一缕万古清风，
把勤政爱民之德赋予天地万物，风
范与日月同在，口碑在民间长存。
召公察访民间疾苦，造福一方百
姓，即使千秋万代之后，岐人依旧
将思念寄托在甘棠的风骨里，他的
光辉大爱永远照耀着这方故土。

睹树思人，棠荫送爽，召亭甘
棠树下，就是召公听政处。正所谓，
甘棠开，清廉来。在甘棠的浓荫里，
召公巡行乡邑，决狱政事。就好比
现在的巡回法庭，搞送法下乡的
活动，规格还特别高，相当于司法

部领导下基层处理民间纠纷，达
到“各得其所，无失职者”的效果。
他公开、公平、公正，履职尽责，累
了就在树下歇脚、打盹、休憩，这
种体恤民情的法制理念和为民情
怀非常难得，确实开创了历史先
河。别说三千年前，就是放在现在
也是相当先进、难能可贵的。所以
说，老百姓对他的爱戴是发自内
心深处的，召公成为勤政爱民、清
廉务实的典范也是当之无愧、实至
名归。

溯源《周礼》，其中对官员的考
核要求六廉，即廉善、廉能、廉敬、
廉正、廉法、廉辨。也就是说善良、
能干、敬业、公正、守法、明辨是非
这些基本品格是一个官员必须具
备的，而且这些都离不开以廉为
首。由此可见，廉政文化在中华文
明史上源远流长。

“闻说天台有遗爱，人将琪树
比甘棠。”在岐山县刘家塬，也就
是现在的召亭村，我看
到 了“ 甘 棠 遗
爱”的牌匾，和
刘家塬全力打造的“甘
棠遗爱”文化遗址和廉政教育基
地，蝶变之后的甘棠清风园，是对
传统廉政文化精神的又一次弘扬
与升华。

诵 读《 诗 经 》里 千 年 的 咏
叹，“甘棠遗爱”是世人对召公
政绩的肯定与颂扬。蔽芾甘棠，
勿剪、勿伐、勿败，无非是想延
续召公遗留的棠荫，铭记无尽
的思念和永久的爱戴。这样
的声音与我在郑燮的诗
画中听到的萧萧竹声何
其 相 似，“ 些 小 吾 曹 州
县吏，一枝一叶总关
情。” 这是甘棠与竹音
穿越时空的共振，这是传统
文化与廉政精神的历史和鸣，
都是为官为吏者对民间百姓
的牵挂与关心，也是民众对清
官廉吏的敬仰与缅怀。

常言道 ：“公生明，廉生威。”
这句最经典的为官之道，阐述了为
官者，当以务实、为民、清廉为准 ；
为官者，当以重民、爱民、恤民为
本 ；为官者，更当以天下为公，政
治清明，廉政树威，才能干出一番
政绩，才能化为明月清风，永久地
铭记在民众心里，镌刻在浩浩史册
中流芳百世。

一代先贤圣迹，遗留区区只言
片语，却令万民敬仰 ；

一方甘棠遗爱，穿越浩瀚历史
长河，唯愿万古长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