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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顺天应人
“顺天应人”这一成语的意思是：顺应天

命，合乎人心。旧时常用于颂扬建立新的朝代。
语出《周易·革》：“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

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事大矣哉。”意思是：
像天地自然的变革生成春夏秋冬四时一样，商
汤领导的革新天下人的命运，顺应天理和天时，
呼应人民内心的愿望。“汤武”：商汤又名成汤，
他在伐夏的动员演说中曾说“我很威武”，因此
又有“汤武”“武王”之称。

“汤武革命”说的是商汤伐夏的故事。夏
朝末年，商部落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部落，首
领商汤是一个有远见卓识而又十分仁义的人，
他看到夏桀暴虐残忍，喜好淫乐，民心渐失，觉
得是灭夏而拯救天下的好时机，便采取了一系
列强商弱夏的措施，在内政外交上作了积极的
准备。首先，他想方设法发展经济，对内实行
勤政薄敛、体恤民情的政策，使人民生活安定，
物资积累日益丰富；其次，对诸侯仁义，常常帮
助有难的邻邦；另外，他不拘一格选用人才，对
有才学而奴隶出身的伊尹不但不岐视，而且大
加重用，破格提拔为右相，在伊尹和左相仲虺

的辅佐下，一边用仁德感召诸侯，一边用武力
剪除夏王朝的羽翼。“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
放而不祀”（孟子《滕文公下》），说的是商部落
的邻居中有个忠于夏桀的葛国（今河南宁陵县
北），那时候人们十分迷信鬼神，把祭祀天地祖
宗看作是部落和国家的头等大事，而葛伯却不
祭祀。汤派人去责问葛伯，葛伯回答说：“我们
这儿穷，没有牲口作祭品。”成汤送了一批牛羊
给葛伯，而葛伯却把牛羊全部杀掉吃了。汤又
派人去责问，葛伯说：“我没有粮食，拿什么来
祭祀呢？”于是，汤派青壮年人帮助葛伯耕田，
派老弱孤寡给耕作之人送酒送饭。不料在半
路上，葛伯把那些酒饭全都抢走，还杀了一个
送饭的小孩。葛伯的做法，激起了公愤。人们
看够了葛伯的无赖，纷纷建议商汤出兵征伐，
商汤就名正言顺地征服了葛国。

从此，商汤的名声越来越大，夏桀暴政下
的人们对他“心向往之”。远者怀之，近者来
之，投奔他的人络绎于道。商汤又先后攻灭了
韦（今河南滑县东）、顾（今河南范县东）等夏的
属国，又击败了昆吾国（今河南濮阳东南）。

经过多年的经营，商部落的力量日益壮
大。伊尹建议商汤停止向夏桀进贡，以试探夏
桀的实力。夏桀果然大怒，征调“九夷”等天下
诸路兵马，准备讨伐商汤。伊尹一看夏桀还能
调动九夷的部队，认为灭夏时机还不成熟，马
上劝商汤向夏桀请罪，恢复向夏桀进贡。于是
夏桀就放弃了对商汤的征伐。

一年后，夏桀的横征暴敛更逾于从前，以
致朝政日非，并且诛杀重臣，重用佞臣。诸侯
怨声载道，夏桀众叛亲离。九夷中的一些部落
实在忍受不了夏桀的残暴，向成汤示好。商汤

再次试探性地停止向夏桀进贡。这次，夏桀的
指挥棒完全失灵，九夷之师大都找借口拒绝征
召。商汤和伊尹认为伐桀的时机已经成熟。
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商汤正式兴兵讨伐夏
桀。战前他召开了隆重的誓师大会，发表了讨
伐夏桀的檄文，说：“并不是我要造他的反，而
是上天认为夏桀的罪恶太大了，命我讨伐他。”
这一檄文使大家认为是天要灭夏，极大地振奋
了士气。之后，成汤选良车七十乘，敢死战士
六千人，联合各部落军队，采取大迂回战略，绕
道夏都以西，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突袭夏都。
夏军仓促应战，同成汤的军队在鸣条一带（今
河南封丘附近）展开大决战。夏军将士本来就
不愿为昏庸腐败的夏桀卖命，此时乘机纷纷逃
散。最后，商汤推翻夏朝，建立了商朝。

后来，《周易》中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
乎人”，“顺天应人”就成了成语。《新五代史·唐
臣传·苏循》中有：“独循与张祎、薛贻矩盛称梁
王功德，所以顺天应人者。”“顺天应人”亦作

“顺天从人”。唐代韩愈《进顺宗皇帝实录表
状》说：“及嗣守大位，行其所闻，顺天从人，传
授圣嗣。” （42）

■刘秀森

源于商丘的成语典故源于商丘的成语典故

当你老了，我爱你依旧
金秋时节，菊花飘香，不知不觉间，重阳节就要到了。

重阳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之一，古时就有孝老敬老的传
统，而现代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占据了我们陪伴父母的时
间，但无论如何，再苦再累，也要挤出时间去陪陪父母，来
感恩他们的养育之恩。哪怕从点滴小事做起，常回家看
看，一起聊聊天、散散步；或者和父母照张合影照，这或许
是你影集里为数不多的一张合影；或者趁着父母在身边，
做一顿他们爱吃的或自己拿手的饭菜，然后陪他们一起慢
慢吃，看到他们的笑脸，一定是幸福的。重阳节将至，你最
想跟父母以及家里的老人说些什么呢？你最想为他们做
些什么而让这个重阳节过得最有意义，最让他们开心呢？

一年一度的重阳节在即，看同龄人有带父母旅游的，有
为父母买各种各样礼物的，有直接给父母送钱财的，而惭愧
的是，女儿除了陪伴，却无一送给您——我亲爱的父亲。

母亲病倒已九年多了，我知道这些年，您过得很苦很累，
和母亲健康时相比，简直是炼狱般的生活。您满头的白发、
刀刻的皱纹及时而茫然的神情像是写满了无助、无奈和孤
独，只是女儿却未曾安慰过您。

还记得母亲刚病倒时，您极力反对我们姐弟筹钱带她去
郑州做康复锻炼，理由是白花钱，瞎折腾，不会有多大效果
的。为了说服我们，您说您身体很好（您冠心病、高血压的
历史已多年），可以独自照顾母亲，推她去野外看风景，去赶
庙会，去田里劳作，还可以扶她走路，给她锻炼肢体。最后，
我们执意去了省城医院，留您在家帮着打理弟弟的养殖场。
而我们只顾照顾母亲，已无暇去关心您。

母亲出院后不久，能搀扶着走路了。为了让我和小弟安
心工作，您开始学着照顾母亲，喂饭、洗刷、练走。只是一直
以来未做过家务的您仿佛很不习惯，衣服的污渍总也洗不干
净，且有一股浓浓的汗味；农活一忙就把母亲丢在轮椅上半
天不管不问，有时睡着冻感冒了，有时裤子尿得湿漉漉的；
喂饭时饭食冰凉了还不知加热一下——母亲牙口不好，吃饭
极慢；扶母亲练习走路走不几步就没了耐心……这让我很郁
闷，抱怨您照顾母亲不够用心。对此，有时您会长叹一声，

起身极不情愿地去弥补自己的疏忽，有时直接不予理会，依
然我行我素，继续忙手中的农活。

亲爱的父亲，在我的心中，您形象一直很高大魁梧，说话
做事雷厉风行，一点不打折扣，更无惧无畏。不曾想，您却
惧怕女儿，更没料到，女儿无心说的那些话，随性做的那些
事，竟给您带来如此大的压力和伤害。

静心想想，已七十岁的您，本该是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
而您却九年如一日地照顾我的母亲，分担着我们的忧愁，且
从未有过怨言。您的“三高”症日益明显，但您从不让我们
带您去医院，总是去小诊所自己拿药吃，您和母亲仅有的一
点养老金也舍不得花，总省给我们的孩子上学用，自己连一
件像样的衣服也舍不得买，我们买了送您，您就翻脸训斥，
有时还硬逼我们去退。您总在为我们着想，作为女儿我非但
不体谅，还置您的心情和感受于不顾，女儿实在不孝啊！

想起在母亲失语的这九年多里，我们不理睬您的唠叨，
而母亲又不能陪您说一句话，您的日子是多么单调和凄苦
啊！父亲，女儿今晚写下这些，不求您的原谅，只想在今后
的日子里，好好陪您度过每一天，您无须再小心谨慎了，女
儿会像小时候一样听您的话，更会好好珍惜您的每一句唠
叨，珍惜当下的幸福，并尽量抽时间多照顾母亲，减轻您的
负担，让您过得轻松一点。最后，祝您重阳节快乐，女儿爱
您！

不知何时，父亲竟然留起了长发。他的发质粗硬，根根
直立，远远看上去像戴了一顶厚厚的帽子。父亲似乎不喜欢
这个发型，时常坐在太阳地里使劲地挠头。

母亲埋怨他，抽空不会去剃剃头吗？父亲不服气地反
驳，你以为我不想吗？哪里有正经剃头的理发店啊？父亲的
抱怨不无道理，尽管他居住在乡下，可是原有的剃头匠人都
已经消失，被大街上各种各样的美容美发厅所取代。有一
次，父亲大着胆子进了一家美发店，准备理个短发，再刮刮
脸。美发店里的理发师是一群时尚的男女青年，他们忙着给
那些女客户烫发、染头，把父亲遗忘在了角落里。父亲耐着
性子一直等了好久，可闲下来的理发师似乎都不愿接待这个

“超龄”客户。最后父亲只得自己洗了头，让他们理了一个看
上去颇为时尚的发型，从那以后父亲再不愿进理发店了。

父亲怀念以前集会上的剃头师傅。那时候在乡村的集
会上，随处可见摆着剃头挑子的剃头摊子，一个烧热水的简
陋炉子，一个高脚凳子，旁边再挂一个磨刀子的磨刀布，就
是如此简单的一套家伙什儿。最关键的是剃头师傅的好手

艺，一把刀子被他使得出神入化，刮头刮脸都不在话下，不
过五角钱就把你收拾得清清爽爽，利利落落。

母亲让我带父亲去理发，倔强的父亲瞪大了眼睛执意不
去。看着父亲为理发伤透了脑筋，我网购了一把电动理发推
子，对父亲说：“你要不嫌我理得难看，我给你当理发师。”父
亲高兴地连声说：“理吧，理吧，老头了啥难看好看！”一个冬
日暖暖的午后，母亲为父亲围上一个大围裙，我却有些紧张
地拿着嗡嗡响的电动推子迟迟不敢下手。父亲给我鼓劲儿，

“推吧，推光！”我硬着头皮，像一个笨鸭子被赶上了架。父亲
茂密的头发被一簇一簇地推掉，露出了花白的头发茬子。

终于给父亲理完了头发，我紧张地出了一身汗。母亲忙
着为父亲掸去碎头发，父亲则望着镜子里的自己呵呵地笑起
来：“剃得不孬，不孬。”

从那以后，我就成了父亲的专职理发师，每隔几周我就
会带着家人抽空回老家看看，顺便为父亲理上一次发。岁月
静好，在一个个暖意融融的午后，总有一段属于我们父子俩
的温馨时光。

我想握紧您的手

■宋欣杰（夏 邑）

“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
忆青春……”每一次听《当你老了》这首歌，
心里总有一种难以名状的苦痛，总有一种依
依不舍的情怀。时光无情，带走了父母的青
春年华，一晃，父母都老了……

玉米该收了，父母仍如往年一样去了田
里掰玉米。好多人都用收割机去收玉米了，
可父母执拗着就是不用。收割机轰隆隆地
在玉米地里左冲右突，收得快，但收不干净，
时常会有玉米粒掉落在田里。“好好的粮食
糟蹋了，可惜呀。”父亲叹息道。其实，父母
不是心疼那俩钱，是怕收割机收不干净，撒
落的玉米粒让他们看着心疼。我们回家帮
着收秋，掰下的玉米棒子一小堆一小堆的，
父亲用编织袋装了，一袋袋竖在田间。该装
车了，父亲抓起袋子角，顿了顿想提起来扔
到三轮车上，却没有成功。父亲有些沮丧，
捶着腰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唉，真老了，连
一袋棒子都搬不动了。”父亲的话里透着伤
感，我赶紧安慰他说：“你还以为自己很年轻
啊，以后这些出力的活让我们来吧。”

干惯了重活的父亲尽管不服老，但是毕
竟抵不过岁月的磨砺。曾经轻松扛起百十
斤粮食的肩膀如今失去了重心，曾经坚实的
双臂如今也是青筋暴露，脚下也失去了昔日
的灵活。“唉，这干点活就会气喘，难道我真
的老了？”父亲坐在板凳上歇息，一脸的无奈
而又有些不甘心。我看了不由得一阵心酸，
父母老了，曾经为我们遮风挡雨的大树虽已
不再枝繁叶茂，但他们在年迈时仍然坚持为
我们撑起一片晴空。岁月不饶人，父母终归
有老去的那一天，作为儿女，怎会忍心让他
们还为儿女操劳。

“让我们来吧。”放心吧，儿女不会让您受
苦受累。我想握紧您的手，陪您慢走人生路，
让您安享晚年。想想父母为我们的付出，我
们理当好好地回报父母，“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待”，切莫留下这样的憾事。

重阳节，写给父亲

为父亲理发 ■张海洋（柘 城）

■史久爱（民 权）

家校交流有新规，你怎么看

为规范家校网络交流平台的管理，减轻
广大家长、学生过重工作学习负担，日前，青
海省西宁市城西区教育局出台《家校网络交
流平台“五要五不要”管理规定》，其中规定
作业、成绩排名等不要发；批评、表扬不发；
拉票评比不发；一般性通知等，原则上不点
赞、不回复，避免“拍马屁群”的出现；与工作
无关的商业性质的广告或商品营销不发，严
禁教职员工成为“微商”，避免“广告群”的出
现……你对这样的管理规定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