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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

闲情偶寄

■刘秀森

源于商丘的成语典故源于商丘的成语典故

诗风词韵

信陵路遐想
■刘 伟

苍茫的尘烟里
一条路
信陵君的辚辚车马碾过
以仁义之名
智取的一种信仰
在战马的嘶鸣中
栉风沐雨
穿越刘秀勒马回头的千年陈香
奔向一个叫作赵国的城邦
侠肝义胆的禀性
氤氲着梨花的芬芳
被研磨成了精神的基因

浸润在民族的传统里
丰富的历史
味道荡气回肠
硝烟
书简
峨冠博带
荷锄的老者
舂米的村妇
伴着暮归老牛的踢音
定格在
古道西风瘦马的传说中
弥漫着现代气息的路

在信陵君的俯视里
叩问经年

向疾强梁
“向疾强梁”中的“向”通作“响”，回声之

意；“强梁”即强干果决。整个成语是说遇事
果决，行动极快，像回声那样迅疾敏捷。典故
出自战国末年宋国人庄周在他的著作《庄子·
内篇·应帝王》中讲的一个故事。

《应帝王》表达了庄子的为政思想。庄子
对宇宙万物的认识基于“道”，他认为整个宇
宙万物是浑一的，因此也就无所谓分别和不
同，世间的一切变化也都出于自然，人为的因
素都是外在的、附加的。基于这种认识，庄子
的政治主张就是以不治为治，无为而治是本
篇的中心。在庄周看来，什么样的人“应”成
为“帝王”呢？那就是能够听任自然、顺乎民
情、行不言之教的人。

庄周在《应帝王》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阳子居（指阳朱，战国时代倡导为我主义的
哲学家）见老聃，曰：‘有人于此，向疾强梁，物
彻疏明（通达明敏），学道不勌（“倦”字的异体
字）。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于圣
人也，胥（通作“谞”，智慧的意思，这里指具有
一定才智的小官吏）易（改，这里指供职办事）
技系（系累），劳形（使身体劳苦）怵心（心里感

到恐惧、害怕）者也。且也虎豹之文（纹，这里
指具有纹饰的皮毛）来田（打猎），猨狙（猕猴）
之便执斄之狗来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阳子居蹴然曰：‘敢问明王之治。’老聃曰：‘明
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出自自己），化
（教化）贷（推卸，施及）万物而民弗恃（依赖）；
有莫举（称述）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
于无有者也。”

阳居先生研究政治，在庄子讲的这段故
事中，他拟出三条标准衡量一个国王是否英
明。但他心里却吃不准，于是便去请教大师
老子。他问老子：“如果有这样一个人，他办
事既敏捷又果断，见识既广博又通达，学习既
勤奋又踏实。他兼有这三条长处，总可以和
英明的国王相提并论了吧？”老聃告诉他说：

“在圣人看来，你说的这种人很像是在衙门里

供职的一个小吏，他有一技之长，办事迅疾敏
捷、强干果决，工作劳累，干什么事情都想尽
快把它干好，心情紧迫。然而，他那一技之长
恰恰像一条绳子，把他捆绑在办公室里了，想
调调不走，想辞又辞不掉，因为工作做得好，
想不受表扬也办不到。他这样一直忙到病
了，死了，才给自己松绑。君不见，虎豹因为
有绚丽的皮毛，可以供人铺床、垫座，所以才
被人猎取。猿猴因为会攀跳，可以逗人快乐，
所以才被人捉去。狗因为会追踪狐狸，所以
被牵，捕物迅猛，才招致绳索的拘缚。像这些
动物，它们都有自己的长处，也可以和英明的
国王相提并论了，是吗？”阳居听了，猛然醒
悟，说：“敢请老师谈谈英明的国王怎样治理
天下。”老聃回答说：“英明的国王，是用无为
治天下的。他这样治天下功绩卓越，在天下

的每一个角落，都能找到他的功劳，都能证实
他的伟大。而你若是一一调查的话，好像所
有的成绩都应该归于百姓，而不应该归他。
他就是用这个办法，让人忘记他个人的伟
大。其实，百姓家家温饱，是他暗中赐予的鸿
福；百姓人人善良，是由于他幕后的教化。他
让国民自豪而忘记他，国民敢这样拍着胸脯
说：“看！天下这么好，靠的不是国王，而是靠
我们自己，靠咱们大家！”他是天下人欢乐的
第一源泉，让百姓整天乐呵呵的，无忧无愁，
只饮水而不思源。他不必让国民去报答他，
也让国民没有歌颂他的念头。他不制定死板
的政策和法令，总是顺从自然，让天下随着自
然的变化而变化。他游心于非现实的逍遥王
国，这个王国在云之外，在天之涯。

这一故事表达了庄子的为政思想。庄子
对宇宙万物的认识基于“道”，他的政治主张
就是以不治为治。

由于庄周《应帝王》中的“有人于此，向疾
强梁，物彻疏明，学道不勌。如是者，可比明
王乎”的话，后来“向疾强梁”便成了成语。

例句：他聪明能干，办事向疾强梁，是个
不可多得的人才。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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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安奎

远远地望去，商丘古城的基
调应该是墨色的，一如它几千年
厚重的历史一般，城墙上密密麻
麻的砖棱石角，浸润着一种被风
雨侵袭、烟火熏染的黑，鲜活明润
逼人眼。到了风雨如晦、乌云密
布的天气，古城露出一种冷漠和
悲凉，但这反而更加引人入胜了。
漆黑而深邃的门洞，俨然成了一条
进入历史深处的隧道，人们急匆匆
地向里奔去，一探究竟。

但古城也有活泼的时候，到
了绿杨烟外晓寒轻的春天，透过
密密折叠的翠叶，遥望古城，古城
满怀惬意，仿佛穿上了一件青色
的新袍，露出一副老夫聊发少年
狂的天真。最妙的是，从几枝杏
花桃花的缝隙中打量古城，古城
变得妩媚起来，那沧桑的墨色竟
然温柔了许多，变成了淡妆的眉
色，分外明丽多情。

寻觅一条小路，从侧面拥抱
古城和城湖，腰线丰盈的湖水满
怀爱意地依偎着城池，堤岸上一
株柳树，柔韧的枝条被微风吹开，
幸福地飘浮着，像极了在河边沐
发的美女。一条浮桥，如琴弦的
音阶一般，蔓延到湖中的一座小
岛，倘能走上去，敞开心胸横迎一
片汪洋，定是很灿烂的事情。而
细听“哗哗”之声，那是波浪在深
情地舞蹈，她温柔的脚趾时而富
有节奏地轻触这岸边的礁石。

南湖的千亩清波，碧绿透亮，
如大家闺秀的秀目一般，充满涵
养、意味深长。水中零星点缀着几
座小岛，小岛打破了湖的寂寞，增
加了水的母性。小岛形状各异，但
均花草茂密，如一个个顽皮的孩
子，城湖用一片澄澈之心，将小岛
安抚得干净、守秩序，自己也更显
风致了。到了酷暑时节，旷野的好
风掠过湖面，裹挟着阵阵清凉，让
人心旷神怡。水面上五彩缤纷，煞
是好看，不时涌动的白点，那是湖
上的志愿救援队的队员在练习游
泳，橙色的色块，那是环卫工人正
坐着小舟收集垃圾。小岛上飘扬着
的那面国旗，也分外明艳美丽了。

从城湖南岸拾阶而上，是青
石板铺就的十八里城郭，城郭如
一枚精致的玉镯，牢牢地箍在城
湖的秀美臂腕上，城池是方的，城
湖是圆的，城郭也是圆的，人们在
方方圆圆中来回绕着，体味着古
城的规矩和先贤的智慧。刚走上
城郭，十几株参天的古桐树便来
相迎，几百年了，他们处变不惊，
安之若素，如卫兵一般守卫着古
城。黑色粗大的枝干写满了不惧
风雨的英勇和安贫乐道的朴实，
让人尊敬和亲切。老树依然开着

新花，到了初夏时节，枝头飘香，
沁人心脾，而石板路也被一层落
蕊铺满，软绵绵地踩在上面，引人
甜蜜地回味。

古城南湖东西两面分别耸立
两片建筑，其西是张巡祠，其东为
应天书院，张巡祠大气磅礴如苍
鹰一般，傲然于一片软光浮华之
上。望着祠殿外壮丽的夕阳，默
念着张巡“接战春来苦，孤城日渐
危”的诗句，总感觉那份血红别有
深意，它既炙热又凄凉，饱含着英
雄的悲壮决绝，又浸染着欲说还
休的无奈和不舍。相对于张巡祠
的壮硕，应天书院则更显文雅精
致，如书生一般彬彬有礼，门外宋
徽宗用瘦金体所题的牌匾，低调
奢华，显出皇家学院的气派。书
院四周碧波围绕，芳草掩映，远离
尘嚣，真是一个让人清修养心的好
所在。偶然从里面飞出的燕子仿
佛也悟到了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
要义，显得满腹哲思，气度非凡。

沿着城郭，移步换景，不知不
觉已来到东城。相对于南城景物
的繁密，东城要简练清爽许多。
大片的留白空出了广阔的天地，
让人的呼吸一下舒畅许多，低沉
的心意登时勃发起来，在东门大
桥上凭栏，湖面的氤氲湿气汇合
着天地的倒影让人如临仙境，远
方的城湖变得更加诗意豪放，朴
实的城墙则愈加飘渺梦幻。此
时，城内的建筑多被遮挡，不容看
见，而城楼则赫然在目，隐约听到
有人在那横笛吹箫，就着苍烟落
照、晚霞鸥鹭，不禁让人心绪满
满、黯然销魂。城楼之外还有两
三处高阁楼台，依稀可见画栋和
珠帘，不知可否有佳人正在登高，
临远怀念心上之人。

夕阳的余晖已铺满了湖面，
粼粼波光中闪耀着灿烂的光辉，
白色的鸥鹭在水上沉思，突而又
展翅高飞，宁静的湖面被他们的
擦水和振羽之声打破，继而又迅
速恢复平静 。慢悠悠的，不知何
时，城湖上飘来几叶唱晚的渔舟，
它们满怀喜悦地摇曳着，让人的
心也跟着摇曳起来，夕阳不再炙
热，旁边布满了灰蓝色的云，周围
的景致陆续暗淡下来，古城的灯
火却热闹起来，三五成群、连绵不
断地睁开了眼。远远的，浓重的
市井烟火气已经飘来，城里满是
美酒和笑脸，走进去便足够排解
乡愁、安慰旅思了。

大气端庄的古城，巍峨不朽
的古城，美不胜收的古城，让人收
获满满的古城，远远地打量你，反
复体悟着一句话：城破城修便是
历史，进门出门即为人生。

我是 1976年出生的人，老家在豫东平原华
商之都商丘临河店乡大沙河之畔，那是一个不
足 300人的小村子。

我记事时正是人民公社时期。我们生产队
里有了第一辆手扶拖拉机，是我父亲去买的。
我父亲是村里的会计，每年买生产资料都是他
经手，那时还没化肥，一般买大饼肥、大粪等。
春播季节田间休息时，农机站司机叔叔曾抱我
到驾驶室玩，那时候的我开心极了。

夏收时间紧，收割回来的麦子来不及打碾，
只能先摞成大的麦垛，等秋收秋种工作完成后
农闲时再集中打碾。偌大的一个场里，好几对牲
口拉着石碾子碾麦子，几十个壮劳力围着场边休
息，赶牲口的人就唱豫剧《打金枝》和唱歌，一人
来一段，我最初的文艺熏陶就来源于此。

深秋是收获水果的季节，我村周围都是果
树，村边有梨树、杏树、柿子树，村北有一个大苹
果园。每到下半年七八月份梨园丰收，农机站
就把梨子拉往外地卖。在人民公社时期，适龄
儿童都去上学，学生平时就是专心念书，也不用
干农活，只有到了农忙时节，学生都有农忙假，
有一定劳动力的高年级学生都要参加劳动。村
里的劳动力都是统一调配，合理计划，因干活强
度不同，工分拿的也不同。大家集体劳动，年终
集体分红，场面很是壮观。劳动能力强的人，年
终分红比较多，也很有干劲。劳动能力低的，也
不会饿肚子，只不过没有什么结余。

三中全会以后，全国掀起了农村改革的风
暴，我们那里是 1982年开始包产到户的。牛、
羊、驴、骡、马都分到各家了，磨房、水井、果园等
被分产到户承包了。很多家庭总会有个放羊
的，早起晚归，一天两次，放羊收拾柴火，顺便照
看分给自家的树木。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改革大幕，分
产到户后，那时还吃不饱，吃好面馒头还得到过
年过节，我和哥哥在家捡红薯片，每天比赛看谁
捡得多，父母奖励我们油条、白面大馒头吃。村
里录音机、电视机很少，那时还没通电。过了几
年，村里才有了黑白电视机。

包产到户后，哥哥上初中、参军，我正好跟
着母亲干农活，家里的大小农活我都干得很顺
手。有一次交公粮，我帮一个老人把 1000多斤
的小麦扛到粮仓最里面，加上自家的 1000 多
斤，累得我回家咳嗽了好几个月。我参军后，父
亲是一脸的不高兴，他想让我在家里干农活，毕
竟 10 多亩地，靠我母亲和他干起来是有点费
劲。

因为靠天吃饭，广种薄收，肥料不足，产量
太低，交完公粮，留完种子，家里每年粮食都剩
不多，靠种粮发不了家。每年都靠到粮店干活
往外运粮食，到年底分红，因为有领队，包工头
扣了之后，到手里钱就没几成了，所以分配不
均，农村不稳定因素就产生了。记得有一年我
家被偷盗两次，年初羊被盗了,年底猪和鸡又都
被盗了。我在外边工作几十年，自己已是自顾
不暇，也没有能力帮助村里做点什么，心里有些
许内疚！

改革开放，让我搭上了快速车，经济开放
了，敢闯敢干了。改革开放，让我搭上了税费改
革的二班车，取消农业税还有补贴。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豫东大地遍地开
花，描绘着这绚丽的画卷。商丘的城市规模拉
大了，成了中原双十字交通枢纽。短短的几十
年，变化相当大，农业基本实现机械现代化，农
村信息通了，路畅了，咱们的衣食住行也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与改革开放

■彭 勋

遥望古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