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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司马姓的由来及贡献（3）

司马喜（生卒年不明，一作司马熹，又作
司马憙，中山铭文作司马赒）有子司马谈（约
前 165—前 110），为汉初五大夫，是一位了不
起的历史学家，有广博的学问修养，曾任西汉
王朝太史令（亦称太史），掌天文、历法，撰写
历史。

司马喜有子司马谈，博学多识，其总结春
秋战国时期学术思想发展史的具有较高学术
价值的论文，至今仍是史学界研究先秦思想
史、哲学史的珍贵文献。因替西汉名将李陵
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早年
立志撰写一部通史，在任太史令时，接触到大
量的图书文献，广泛地涉猎了各种资料。武
帝元封元年（公元前 110年），他随同汉武帝
赴泰山封禅，途中身染重病，留在洛阳。他奉
使西征的儿子司马迁在完成任务后赶往泰山
参加封禅大典，行到洛阳，见到了命垂旦夕的
父亲。据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当
时正在弥留之际的司马谈谆谆嘱咐司马迁：

“我们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舜

夏禹时就取得过显赫的功名，主管天文。后
来衰落了，难道要断送在我这里吗？你继为
太史，就可以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我
死后，你一定会做太史；做了太史，你千万不
要忘记我要编写的论著啊！况且，孝，是从侍
奉双亲开始的，中间经过事奉君主，最终能够
在社会上立足，扬名于后世，光耀父母，这是
孝中最主要的。天下称颂周公，是说他能够
歌颂周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召的遗风，
使人懂得周太王、王季的思想以及公刘的功
业，以使始祖后稷受到尊崇。周幽王、厉王以
后，王道衰落，礼乐损坏，孔子研究、整理旧有
的文献典籍，振兴被废弃了的王道和礼乐。
孔子整理《诗》《书》，作《春秋》，直到今天，学
者们仍以此为法则。从鲁哀公获麟到现在四
百多年间，由于诸侯兼并混战，史书丢散、记

载中断。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贤明的君
主、忠义的臣子的事迹，我作为太史而不予评
论记载，中断了国家的历史文献，对此我感到
十分不安，你可要记在心里啊！”

司马迁低下头流着泪说：“儿子虽然不聪
敏，但是一定把父亲编纂历史的计划全部完
成，不敢有丝毫的缺漏。”

司马谈虽然未能动手撰写通史，但为司
马迁作《史记》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确
立了部分论点。司马迁《史记》中的《刺客列
传》《郦生陆贾列传》《樊郦滕灌列传》《张释之
冯唐列传》诸篇之赞语，即为司马谈的原作。

司马迁（前 145年—不可考），字子长，出
生于黄河龙门的一个小康之家，年幼时在父
亲的指导下习字读书，十岁已能阅读诵习古
文《尚书》《左传》《国语》《系本》等书。汉武

帝建元年间，其父司马谈到京师长安任太史
令，他被留在龙门老家，持续着耕读放牧的生
涯；稍稍年长之后，迁离龙门故乡，来到京城
父亲的身边。此时他已学有小成，父亲指示
他遍访河山去搜集遗闻古事，网罗放失旧
闻 。他遵父嘱，二十岁开始游历天下 ，从京
师长安出发东南行，出武关至宛。南下襄樊
到江陵，又渡江，溯沅水至湘西，然后折向东
南到九疑，窥九疑后北上长沙，到汨罗屈原沉
渊处凭吊，越洞庭，出长江，顺流东下。登庐
山，观禹疏九江，辗转到钱塘。上会稽，探禹
穴。还吴游观春申君宫室。上姑苏，望五
湖。之后，北上渡江，过淮阴，至临淄、曲阜，
考察了齐鲁地区文化，观孔子遗风，受困于
鄱、薛、彭城，然后沿着秦汉之际风起云涌的
历史人物故乡，楚汉相争的战场，经彭城，历
沛、丰、砀、睢阳。在睢阳期间，他对商丘历史
进行考查，连民风民俗也不放过。后来离开
睢阳，经大梁（今河南开封），回到长安时任太
史令的父亲司马谈身边。因为父亲司马谈的
缘故，他得以仕为郎中（帝王侍从官的通
称）。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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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秀场

日月湖之桥

日月湖的桥有五座
月湖两角，一座曲波桥，一座应天桥
中间连着烟雨桥

应天桥是个汉子，也有书卷之气
似乎能听到书院的读书声
烟雨桥是个少妇，却有刚烈之风
仿佛还在诉说着前世风雨
要说美，当属曲波桥
回廊婉转巧夺天工
疑是江南再现

由北向南
日湖右首上有大乔、小乔二桥
果真是一对好姐妹
铜雀春深，倒是锁住了风景
盈盈水波映玉人
大乔牵着小乔的手
管它江山姓刘、姓孙、姓曹
站在时光里，看尽梁园三百里风光
从此不闻风云变幻

日月湖梅花

月湖的东北角，有一小梅林
分明是有着灵气，甚是香艳
这样的梅绕着日月湖有六处
其他的三三两两视为点缀

爱梅者，皆爱其傲骨

梅妻鹤子倒得世间清净
而这里的梅
宛若女子，生得玲珑剔透
却是冰雪之心
偏偏爱雪里傲然盛开
都说宋人爱梅，这梅花
仿佛从宋朝一直开到
今天的日月湖

水 鸟

日月湖的水清冽
树从梦里醒来
潜水目、野鸭子、小蜂鸟……
怀有诸多念想
在这里安家筑巢守望未来

那些水鸟极其幸运
清水滋养，日月庇佑
与人类一次又一次擦肩
不陌生且友好

事实上，心怀天下的人
开放的不仅是一个园子
他的家很大，容得下万千物种

日月湖，遇见的荷

应天公园、日月湖北，有一方水域
被木质的小路织成格子状
荷花盛开在格子里，呈玲珑之势
欲欲而飞的姿态

洁白如玉的荷、粉色的荷
紫色的荷、盛开的荷、含苞的荷
都暗自生长，随风而舞，不艳不俗
我无力赞美，因为
赞美词已经过于泛滥、过于媚俗
远不及荷的一个回眸

其实，荷更喜欢开在自己的世界里
清新而洁净，她站的位置
就是她的命运，轻与重随缘
格子里不曾谨慎，天地间不事张扬
尽管他们观得轻薄，荷心里的那个我
一重再重，因她是荷

日月湖组诗
■田爱平

小时候，在我的记忆中，
父亲俊朗而温柔，记得他每次
出差总是给我捎回一些头饰
或漂亮的裙子，母亲也总是嗔
怪父亲过于偏爱我，那时虽然
不曾经常见到父亲，但是每每
父亲回来给我们捎来各色礼
物，我们姊妹便觉得甚是幸福
快乐，而我是最快乐的一只

“蝴蝶”，在院子里翩翩起舞，
笑声溢满小院。每到睡觉前，
我小心翼翼摘下那粉紫色的
蝴蝶结，放在床头，有时竟然
梦见自己真的变成了一只蝴
蝶，飞到几百里外的父亲身
边，听他讲“天文地理”“人文
景致”……也就是从那时起我
便有了“蝴蝶情结”，以至于
40岁的我还是如此。

而关于父亲的一切，我们
最多的是从母亲简单的叙述
和电台里听到的。每次母亲
向我们谈起父亲的时候满眼
的骄傲和荣耀，那个时候母亲
似乎忘记了一个人带着 6 个
孩子的辛苦和操劳，难怪父亲
到现在的每次家庭会议总要
说一句：“军功章有你的一半
也有我的一半！”他用最直接
最老套的的一句话表达着他
对一个与他相濡以沫 50年的
女人的感激，也向子女们传达
着经营“幸福家庭”的质朴理
念。我也渐渐明白：一个和谐
家庭的背后需要彼此的包容
和体谅，更需要对婚姻的责任
与担当。所以才华横溢的父
亲为了我们放弃了繁华都市
的生活，放弃了当年地委大院
工作的气派与舒适，毅然回到
了豫东小城，后又主动回乡带
乡亲们寻致富之路。3 年的
乡下工作，他带领乡亲们植树
造林、利用当地沙土的特质，
大量种植花生。他还说：“要
想富，先修路。”在资金短缺的
情况下，他积极筹款，骑着一
辆二八自行车往返县城 120
里，回来腿酸疼得从自行车上
下不来，乡亲们眼含热泪，声
音哽咽：“倪书记，您哪能受了
这般苦啊……”我记得在父亲
下乡扶贫的时候，我随父亲去
农场，老乡把刨出的花生装好
给我们，那时我觉得花生特别
好吃，因为这里有父亲的心
血，而每次父亲都会让母亲把
钱悄悄塞到农户木桌底下，还
总忘不了跟我们说上一句：

“农民挣点钱不容易！”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一

个不会流泪的男人，他总是那
么乐观、坚强。哪怕是最深的

痛，他也是埋藏心中，从不表
露。而父亲返城那天，我分明
看到了他眼含泪花，乡亲们拉
着他的手久久不肯松开，他指
着那片桐林说：“好好看护它
们。”那几百棵桐树父亲曾一
棵一棵地栽苗、浇水、施肥直
至茁壮成长，他是在爷爷留给
他的自留地做了实验，豫东风
沙大，他要想办法防护并让老
百姓受益致富。 同样在他回
城后，他把那片桐林留给了政
府，把那份牵挂和不舍也留给
了乡亲，他说：“泡桐花开的芳
香不仅沁人心脾，那里还有焦
裕禄的精神！”

返城后的父亲一头扎进
了审计工作，这对新闻科班出
身的他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
战。工作起来的父亲是极其
严肃、认真的，哪怕我这个一
向被他娇宠的女儿，也总是安
安静静待在一旁。记不清多
少个通宵达旦父亲伏案疾书，
母亲总是悄悄起来给他披上
衣物。或许从小耳濡目染，养
成了我也是工作起来大有废
寝忘食的劲头，用父亲的话
说：“要工作就踏踏实实，要休
息就彻底放松。”在潜移默化
中我学会了劳逸结合。

听母亲说，父亲从事审计
工作不到两年的时间，他的一
篇《乡村需要审计 农民呼唤
审计》被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审
计署报告大会上提了出来，当
然更提到我们城市的审计。
当电视台要采访他的时候，父
亲坚定地拒绝了，他淡淡地说
那是他的工作所需，是他应该
做的，他说他热爱审计，干一
行就应该爱一行，把它干好。
这一干就是二十多年，他把半
生的心血都奉献给了审计事
业，也有人说他不值，起起落
落的父亲总是气定神闲，爽朗
地回答：“问心无愧就好！”在
他当职期间，严把整个区域高
级审计师和注册会计师的考
核关，他呕心沥血而成的《中
国内部审计准则实用手册》被
多家企业事业单位学习采纳，
父亲用另一种方式诠释了“术
业有专攻”的含义。

父亲的一生是起起落落
辉煌传奇的一生，也是过着粗
茶淡饭却又精神富足的一生，
他的精神常常荡涤着我浮躁
的灵魂，他用一身的浩然正气
书写着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他
用一生的光明磊落承载着一
个知识分子的坚定承诺，他的
这种精神将富足我一生！

■倪 宁

我的父亲

静水深流

还未到十二点，熙熙攘攘的菜
场一下安静了不少。遮阳伞难以
遮挡毒日头的热浪，没事的人们谁
不待在空调房内或电风扇下，很少
有人会在这个时候挤在菜场内买
菜。

西瓜的行情还算不错。车上
切开的大半个西瓜就是活招牌，又
红又沙的瓜瓤诱人驻足。没用一
上午，李正的西瓜已快卖光了。他
数了数车上的西瓜，还剩十三个。
都是顾客挑剩下的，卖相自然不
好。李正在心里盘算了一下，再待
一会儿，如果再卖不掉，他就要换
个地方。

闲下来的李正向瓜摊周围扫
了一眼，卖瓜的、卖菜的都有。与
李正相邻的，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
汉，皮肤黝黑，他手举着一把黑雨
伞，罩着怀中一个五六岁的男孩。
在他们面前的编织布上，摆放的是
一小捆一小捆的马齿苋，鲜嫩嫩
的，很诱人。

李正不明白，城里人为啥喜欢
吃马齿苋。反正他不喜欢，马齿苋
在李正的眼中就是一堆杂草，瓜田
里多的是，李正很乐意别人将它拔
走。难得老汉这么用心，将田中的
这种“草”弄到城里来卖。

“爷爷，我渴——”小男孩在老
汉的怀中扭着，小小的一张脸有
汗，有泥，一蹭立刻变成了花脸猫。

男孩接过老汉递过的水杯，喝
了两口，眼晴紧紧地朝李正这边望
着。李正明白，小孩肯定盯得是他
面前的西瓜。

李正看着有些不忍，将摊前的
大半个西瓜切开几块送到老汉的
摊前，招呼小男孩吃瓜。老汉急忙
起身，连说：“不不不。”

“不要钱，这是我送给他的。”
李正说。

“那不行，俺怎能白吃你的
瓜。”老汉从衣兜中掏出一张面额
十元的钞票递过来。李正不接，老
汉执意放在瓜车上。他说：“今天

卖了不少把菜呢，俺有钱。”
李正抓过这张钞票，在手指触

到的那一刻，他已经感觉到了——
这张是假币。“这是今天收的吧？”
李正不由得问了一句。

“是啊是啊，那人一下买了五
把，我还找了他五元哩。”老汉的脸
上浮着笑，可能还回味在遇到大买
主的情景中。

真是丧良心，居然连这样的菜
农也骗。李正听了老汉的话，不禁
在心里骂了一句。他体会过发现
收到假币时的愤怒、懊悔与失落。

李正那一刻作出决定，收下这
张假币。李正从钱包中拿出一张
五元的，一张一元的，一并递给老
汉。李正说：“行行行，我把瓜钱收
了，你看中吗？”

李正又将一个西瓜搬到老汉
的三轮车上，他说：“这个瓜有点
生，卖不出去了，我送给你吧。”

有风吹来，李正心里顿时一阵
轻松。

■宋欣杰

卖 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