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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草菅人命
“草菅人命”中的“菅”是一种多年生野草。

这一成语的意思是把人命当作野草。指统治者
轻视人命，任意杀害。多用于形容封建官吏草
率处理案件，使无罪者屈死。

典故出自《汉书·贾谊传》：“其视杀人，若艾
草菅然。”

贾谊，洛阳人，汉文帝时的著名文人。自小
聪慧好学，极有才华；被文帝召为博士，后又担
任过太中大夫的官职。当初文帝本欲重用贾
谊，而周勃竭力反对，说了不少坏话。因此，贾
谊不但没升官，反而被降了职，谪为长沙王太傅
（老师）。政治上的不得志，使他以屈原自喻，写
下了著名的《吊屈原赋》等文章。《贾谊传》记载
说：“谊既以谪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
吊屈原。谊追伤之，因以自喻。谊为长沙王太
傅三年，有鹏飞入谊舍，止于坐隅。鹏似鸮
（xiāo），不祥鸟也。谊既以谪居长沙，长沙卑湿，
谊自伤悼，以为寿不得长，乃为赋以自广。后岁
余，文帝思谊，征之。至，入见，上方受釐，坐宣
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谊具道所
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罢，曰：‘吾久

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乃拜谊为梁
怀王太傅。怀王，上少子，爱，而好书，故令谊傅
之。”

汉文帝把贾谊召回宫中，要贾谊担任梁怀
王刘揖的太傅。梁怀王是汉文帝最宠爱的儿
子，文帝指望他将来能继承皇位，所以要他多读
些书，希望贾谊好好教导他。贾谊踌躇满志，
说：“夫三代（夏商周）之所以长久者，以其辅翼
太子有此具（这种办法）也。及秦而不然。其俗
固非贵辞让也，所上（尚）者告讦（揭发人家阴
私）也；固非贵礼义也，所上者刑罚也，使赵高傅
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
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入，忠谏者谓之
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刈）草菅
然。岂惟胡亥之性恶哉？彼其所以道（导的意
思）之者非其理故也。”（《贾谊传》）主要的意思
是说，辅导皇子，教他读书固然重要，但更重要

的，是教他怎样做一个正直的人。假使像秦朝
末年赵高教导秦二世胡亥那样，传授给胡亥的
是严刑酷狱，不是杀头割鼻子，就是满门抄斩，
所以把胡亥教坏了，胡亥一当上皇帝就乱杀人，
看待杀人就好像看待割茅草一样，不当一回
事。这难道只是胡亥的本性生来就坏吗？胡亥
所以这样，是教导他的人没有引导他走上正道，
这才是根本原因所在。”他决心不负文帝盛望，
把梁王刘揖教导成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将来成
为一个好的帝位接班人。

贾谊到都于睢阳的梁国上任，担任了梁王
刘揖的太傅，悉心辅导梁王刘揖，决心使自己在
文帝面前表示的态度不落空。

梁国是西汉时的一个诸侯国，刘邦曾封彭
越为梁王，建都定陶。彭越为梁王时，今商丘的
大部分地区属梁国。定陶为“天下膏腴之地”，
彭越占居，刘邦不放心起来，于是便以彭越谋反

为名，诛其九族，封次子刘恢为梁王。刘恢在位
立十六年又被徙为越王，吕后掌权时，封其侄吕
产为梁王。吕后死后，太尉周勃铲除诸吕，首先
被斩首的就是吕产。同时，梁国又废为郡。因
为睢阳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十分重要，汉文帝
时又置梁国。刘揖（？—公元前169年）是汉文
帝第四子，《史记》作刘胜，汉文帝继位，封他为
梁王。刘揖好《诗》《书》，汉文帝爱他超过其他
儿子，文帝把将来继位的事寄托在他身上。梁
王五年一朝。刘揖在位十年，在一次上朝时中
途因堕马而死，谥号“怀”。刘揖无子，国除。第
二年，刘武徙为梁王。

刘揖的死使贾谊受到了很大打击，自责没
有尽到太博的责任。想起以前自己说过的关于
老师的责任的话，就十分悲痛，因此终日郁郁不
乐，常常哭泣，一年多后就死了，死时才33岁。
而贾谊那段关于太子老师责任的精彩论述留传
了下来，“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被提炼成“草菅
人命”这一成语，也被人们用来形容反动统治阶
级杀人的凶残狠毒。例句：“像某人这样的官，
真正是草菅人命了。”（清代李宝嘉《官场现形
记》第四十七回）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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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古柿树的前生今世

题记：刻录一世光阴，沉淀一段文化，承载一生记忆。让世代铭记古树留下的信仰道义，古树才能根植沃土、四

季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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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清润先生系民权高
中离休教师，耕耘教坛数
十载，桃李芬芳。适逢老
先生101岁华诞，拟五言排
律一首敬献。

华堂展寿卷，宾客鼓乐喧。
仙寿百有零，传奇润诗篇。

曾经寒窗苦，亦历稼穑艰。
胸中墨无数，脚下路万千。
一朝起风云，满目望前川。
回首品萧瑟，何曾意阑珊。
三尺杏坛阔，数枝桃李繁。
忠恕家传久，根深叶蔓延。
智者乐陶陶，仁者寿绵绵。
祝愿长安泰，彭祖步南山。

在绍兴，访鲁迅故里。这一带已开发成了一个规模
颇大的景区，包括三味书屋、鲁迅祖居、鲁迅故居等。

参观的时间不超过一个小时。事实上，很多名人故
居，看来看去都差不多，无非是那些修旧如旧的房屋、庭
院，以及真假难辨的家用摆设之类。还好，鲁迅故里的情
况不大一样，因为他那篇著名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早已把这里描绘成了令人神往的天地。

我们的参观路线刚好相反，先看三味书屋，最后看百
草园。中间穿过了多少相似的房间、多少大同小异的廊
宇，出来以后就记不得了；而三味书屋和百草园，则定然
要让人心有所动。

三味书屋不属于周家，它是鲁迅的老师寿镜吾先生
家的房子。寿家的宅院也不小，三味书屋只是寿镜吾在
家里设的一间教室而已。这里离鲁迅家很近，从12岁开
始，鲁迅在这里读书约5年。作为“私人教室”，它的面积
不大，据说是30多平方米。里面陈设的桌椅，据说也是当
年的原物。鲁迅刻了“早”字的桌子也摆在那里。看了桌
椅才知道，在这里就读的学生并不多，朗朗的书声与想象
中应该有些差距了。原来，寿镜吾先生是个自我要求很
高的人，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每年只收8名学生。作为一
家“民办学校”的负责人，而且是在当地颇有声望的私塾
教师（鲁迅语：“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寿老先
生竟然不利用这些优势打起“大扩招”的主意，多收些“束
修”以改善自己清贫的物质生活，这真是令人肃然起敬！

寿老先生像博导带博士一样教小学生，他的学生数
量有限，“桃李遍天下”之愿怕是难以实现的。然而，偏偏
他又是最幸运的：当时之世私塾先生不计其数，有多少人
教出的学生数大大超过他，获取的“办校费”远远胜于他，
可是，他的学生数量虽然未必多，但仅凭一个鲁迅，就足
以让其他同行黯然失色。因为当过鲁迅的先生，而且是
鲁迅尊敬的老师，人们也把寿老先生记住了。作为老师，
最大的欣慰不就是这样吗？

百草园在正宗的鲁迅故居，也就是“周家新台门”。
绕到此处时，天公不作美，从小雨变暴雨。游人如织，室
内参观，哪怕建筑面积再大，也总是显得拥挤逼仄。我早
已无心留意室内摆设，想的只是尽快一睹百草园真容。
尽管它是屋后的露天场所，而且是没有硬化的泥土地，这
种天气实在不适合参观，可是，到了这里，再大的雨也挡
不住人们的好奇心。游客们一个挤一个，冒雨走进这座
小园。

虽然光阴逝去百年，眼前的情景依然告诉人们，百草
园，其实就是一个普通菜园。作为城中菜地，它的占地倒
也不算小，据说在3亩左右，当然不仅仅是鲁迅一家所有，
而是新台门周氏族人共有。这块土地也是幸运的，因为
它属于鲁迅，所以，至今仍是裸土，至今仍种蔬菜，至今仍
以它最本质的面貌生存在遍地被水泥裹得严严实实的现
代都市。若非如此，这块菜地估计早被种上身躯高大表
情冷漠的楼房了。

尽管“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
红的桑椹”已不在，鸣蝉、黄蜂、叫天子（云雀）、油蛉、蟋蟀
们也无处寻，可是，裸着的泥土，还是足以勾起人们的怀
旧之情，而这，何尝不是最好的纪念？其实，我们的记忆
中，也不乏属于自己的百草园，可是，在岁月的无情冲刷
下，在城市化的快速进程中，我们还有足够的空间来存贮
回忆吗？

雨越下越大，撑一把小伞根本不足以阻挡风雨，到后
来，脚下甚至是蹚水而过。走出来时，衣鞋都湿透了。参
观的人太多，地方又不够大，天气偏偏还这么差，自然影
响游览的质量，甚至影响观光的心情。可转念又想，作为
一名没做过多大官、没发过多大财的思想者，历经数代仍
有这么多人怀着不同的心情从不同的地方赶来一睹其遗
踪，不正是说明了先生依然活在人们心中？这就是思想
的张力、文化的活力，它绝非寻常的权势、财富可以比拟
的。如此一想，拥挤的烦恼、淋雨的不快，都不值一提了。

我的老家是河南省虞城县寓贤集村，它地处黄河大堤
南边，自然风光优美，土地肥沃，人丁兴旺。全村共5800
人，有范、孟、李、焦……共33个姓，和睦相处，团结互敬。

寓贤集曾为古寨，开东西南北4个寨门。一集六庙，隅
首处有土地庙，南门里有火神庙，集西南有关爷庙，西门外
有牛王庙，东门外有天帝庙，北门外有祖师庙。

《论语》的“宪问篇”里有“子路宿石门”的记载，其实是
孔子的大弟子子路在此讲学，传播儒家思想和儒家文化基
因，重教育兴家园，代代相传。石门就是石门村的意思，全
村4座寨门都由巨石砌成的大门。光武帝建武四年（公元
28年）在属地梁国虞县官员的主持下改为寓贤集，此后该
村兴旺了许多。

清朝，康熙皇帝授予大学士范士岩蓝底金字，长丈二、
高五尺的大型牌匾《英伟标奇》，悬在楼院（范氏家族的大
院，其中有楼房，故叫楼院）门楼的正上方，格外醒目。走
过门楼是客厅，此厅无蚊蝇。相传李闯王过黄河，住此大
厅，蚊蝇乱飞，闯王手书一纸曰：“蚊蝇不得入内。”真龙天
子，没有空话，从此以后，此处再无蚊蝇。

解放后，火神庙变成了南庙学堂。学堂的兴建，为寓
贤集子孙上学读书深造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相继有多人
考上名校，特别是1964年恢复高考，全县参加高考的学生
共180人，高考录取者不足40人，而仅寓贤集就中榜4人。

1995年虞城县志编纂委员会以清光绪二十一年《虞城
县志》为善本，整理编纂出近代一本《虞城县志》，共490
页，相传并有记载：“东待邻西待宾，中间夹着一个石门
村。”东待邻是寓贤集北地有一个待邻寺，在寓贤集的西边
有一个待宾寺。待邻寺讲的是“编笆接枣，锯树留邻”的故
事，待宾寺讲的是“空壶留友，剪发待宾”的故事。

旧传，一家植枣，枝延邻居，邻即编笆接其下，恐落者
为家所取也，枣家即去树以安邻。俗遂有“编笆接枣，锯树
留邻”之语，村有此名。旧志载《备遗》今入《古迹》：按待邻
村一名留邻院。有殿宇佛像，后毁。明景泰间，乡民程山
重修。嘉庆十六年，山主程达又重修，易名大林寺。然旧
碑载“大金国，归德州虞城县大林寺”。则寺肇于金，已有
大林寺之名。至名留邻院，不知起于何时，姑存以俟考。
清光绪二十一年，范思溥倡众重修。待宾寺，在县城东北
15里，石门村西边，旧传陶侃，母家贫，客至剪发易酒肴待
宾，后遂以寺名。但陶侃系江西鄱阳人，又未士宋地，此为
传阅有误。今其寺已废。陶侃，西晋大将军，田园诗人陶
渊明的曾祖父。

今日的寓贤集乘国家“美丽乡村”建设的快车，发展喜
人。村里村外一新的水泥道路，一排排路灯，绿化按县政
府要求整改，养老院，文化中心，健身器材应有尽有。每当
华灯初上时，这里与城市没什么区别。广场上跳舞大妈，
跳呀，唱呀，跳出了社会主义好，唱出了新时代、新风尚。

声音：尽快为古柿树找个“家”

现年74岁的付永华是村民眼中的“秀才”，谈起这棵
古柿树，他如数家珍。这位作品曾登上省市报刊上的“笔
杆子”动情地说：“古柿树历经风雨沧桑，陪伴一代又一代
村民从荒凉走向繁华，从贫穷走向富庶。它见证了一个村
落的发展和变迁，承载了村民的乡愁和记忆。唤起人们保
护古树的意识，让人们从古树上汲取更多的精神营养刻不
容缓。”如今他居住在广州儿子家中，暮年之际，他曾利用
两年的时间，走遍了附近村落收集古树信息，撰写成《你不
应该忘记的那些古树》手稿，其中就包括古柿树和原付大
庄小学正东那棵老杨树。“搬了几次家，手稿也让我弄丢
了。”在听说那棵需几人搂抱合围的杨树被伐时，付永华坐
不住了：“再不保护起来，古柿树也难免遭此厄运。”

商丘市政协委员、《话说三农》杂志社社长、商丘市三
农促进会副会长王宝明说：“《全国古树名木普查建档技术
规定》有界定，古树一般指树龄在百年以上的大树，应该被
列入保护范围。古树名木是自然界和前人留给后代的珍
贵遗产，是不可复制的‘活化石’，如果我们不加以保护，听

天由命，造成的损失将无法弥补。
商丘市政协委员、广州三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傻女婿”无公害农产品创始人付海杰，是保护古柿树
的发起人。谈起保护古柿树的初衷，他说：“古树是村庄的
根，古树是村庄的魂。在外漂泊打拼了这么多年，每次回
到老家，我都要去看一看古树。它见证了一代代村民生命
的轮回，记录着我们村庄历史文化的变迁，承载着在外游
子的乡愁……我到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古树，它们身上
都有保护的编码。发起保护古柿树的活动，目的就是给它
一个身份，给它找到一个‘家’。让我们全村人，尤其是后
人能了解柿树的历史，传承柿树留下的正能量。为众人抱
薪者，不可使其冻死于荒野。食不果腹的年代，古柿树给
我们‘一碗饭’吃，现在它年事已高，我们有义务把它保护
起来，这也是一颗知恩报恩的心。”

坐落于该村的虞城县顺达纸管厂里，付大庄村党支部
书记焦生运正在车间忙碌。他信心满满地说：“我们已有
保护古柿树的初步计划。村里几位在外创业的年轻人热衷
公益，想为家乡做点好事。走得再远，这里才是他们的根。
就像那棵老柿树，根植大地才能枝繁叶茂。”（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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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味书屋到百草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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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寓贤集

我爱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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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朱清润先生101岁寿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