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嫉妒成仇和离间挑拨的杀伤力（下）

□ 郭文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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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青青到永城

（五）
“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齐国

将领田单，其用兵之道获得司马迁先生太史
公曰式的点赞：兵以正合，以奇胜。善之
者，出奇无穷。奇正还相生，如环之无端。
夫始如处女，适人开户；后若脱兔，适不及
距：其田单之谓邪！

但回味 《田单列传》 中的出奇制胜之
策，关键还是田单利用嫉妒而玩转离间计起
了大作用。

背景是燕将乐毅率五国合纵之兵攻打齐
国，所向披靡。后指挥燕军直捣齐缗王老巢
临淄，齐缗王逃亡到莒（ju）城被手下大臣
杀害。乐毅在齐国攻城略地势如破竹，就剩
下即墨、莒县两城顽强抵抗。千钧一发之
际，不见经传的临淄市政助理田单，凭“铁
笼裹车轴”的逃亡智慧被推上前台，在即墨
火线被推为将军。

田单不负众望，首先抓住当时燕国新立的
燕惠王与乐毅不合、燕国大臣嫉妒乐毅的机
会，釜底抽薪，实施离间计，派人到燕国散布谣
言，说齐国君王都死了，就剩下两座城久攻不
下不是别的，实际上是乐毅打算联合兵力在齐
国称王。所以齐国人不怕乐毅，就怕燕国再派
别的将领来，即墨城很容易就会攻破。

年轻的燕惠王信以为真，就下令召回乐
毅而派骑劫上阵。离间计成功，田单又连施
反间计，让骑劫率领的燕军割齐军俘虏的鼻
子、挖齐军城外的祖坟，以此激发齐军同仇
敌忾的高昂士气。同时，田单还故意示弱行
贿，在心理上瓦解燕军斗志。时机成熟，田
单巧布火牛阵，“凿城数十穴，夜纵牛，壮士
五千人随其后。牛尾热，怒而奔燕军，燕军
夜大惊。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军视之皆龙

文，所触尽死伤”。一举击溃燕军，乘胜追
击，齐国失地得到收复。

最终，流落民间、隐姓埋名的齐缗王的
儿子法章被迎立入临淄称襄王，齐国转危为
安，田单被封为安平军。当然，其间也有一
个宁肯自杀也不肯被燕军利用的齐国画邑人
王蠋所激发的精神力量起了一定作用。

（六）
《鲁仲连邹阳列传》中的两个人物鲁仲连

和邹阳，一个是战国时期齐国人，一个是西
汉时期齐国人。司马迁先生之所以同篇归
纳，一个重要原因大概是他俩都有口吐莲花
文采斐然的才能。

善于重磅策划、看重节操而不喜欢当官
的鲁仲连似乎更厉害一些，有两件事让他扬
名立万。

一是舌战魏国使臣新垣衍，秦军退兵五
十里。说的是秦国长平之战重伤赵国元气、
接着重兵围困赵国都城邯郸的背景下，本来
派兵相救的魏国因受到秦国威吓中途止步，
又想买好而悄悄派客将军新垣衍游说赵国，

要赵国打掉门牙咽到肚里、委曲求全拥立秦
王称帝，兴许秦国一高兴会退兵。此时鲁仲
连正在赵国游学逗留，马上通过赵国平原君
面见新垣衍。两人从秦王称帝的危害聊起，
新垣衍的观点是“十个仆人服从一个主人，
不是力量和智力胜不过他，而是畏惧他”，所
以只有顺从强秦才能保身。鲁仲连先从合纵
魏、燕、楚、齐助赵抗秦说起，分析强秦称
帝“权使其士、虏使其民”的危害，并针对
新垣衍认可梁国就像秦国奴仆的说法而怒斥
道：“我能让秦王烹煮梁王！”接着用当年商
纣王对待九侯、鄂侯、文王的案例和当年齐
缗王不可一世巡游鲁国、邹国吃闭门羹的案
例，分析拥立秦国称帝带来的后果。鲁仲连
一番鞭辟入里、振聋发聩的说辞让新垣衍无
地自容，“不敢复言帝秦”。围困邯郸的秦国
军队听说后，主动退兵五十里。

二是投射燕将一封信，直接瓦解一座
城。背景是齐国田单巧施反间计、巧布火牛
阵大败燕军后，乘胜收复燕军占领的齐国城
池，但攻打聊城时遭到没有退路的燕军顽强

抵抗，一年多没有攻下。鲁仲连于是写了一
封信，箭射到城内。这封致聊城燕将的书
信，从“智者不倍时而弃利，勇士不却死而
灭名，忠臣不先身而后君”立论，劝说燕将

“规小节者不能成荣名，恶小耻者不能立大
功”，旁征博引，洋洋洒洒，感天动地。守城
燕将手捧书信哭了三天，进退两难，犹豫不
决，最后崩溃自杀。聊城顿时瓦解，田单顺
利收复。

也许鲁仲连深谙功成名就遭人嫉妒的真
谛，他的上述两次大策划嬉笑怒骂间都收到了
胜过百万雄师的威力，但他对后来的封官授
爵、酬谢感恩都看得很淡，事毕“悄悄地我走
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
片云彩”，因此没嫉妒，也没有伤害。

（七）
到了西汉时期的邹阳，遭遇却不同，投

奔我商丘梁国孝王刘武门下，在四方豪杰云
集的背景下表现得出类拔萃，与羊胜、公孙
诡并肩齐名。但很快就遭到严重的嫉妒，并
由嫉妒上升到了伤害，梁孝王听信谗言诽谤

将邹阳下到监狱。
因文采出众遭妒入狱，又因文采过分出

众而自救。邹阳以亲身经历在狱中给梁孝王
写了一封信，其飞扬的文采和思辨，将嫉妒
和信任、阿谀奉承与披肝沥胆的故事说得透
彻无比，简直惊天地、泣鬼神。

“女无美恶，入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
朝见嫉。”邹阳信中名言警句乱闪，如“白头
如新，倾盖如故”“偏听生奸，独任成乱”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制世御俗，独化于
陶钧之上，而不牵于卑乱之语，不夺于众多
之口”等，令人拍案叫绝。

更有活学活用活辨析的典故，初步统计
多达 30个，分别是卞和献宝、李斯竭忠、箕
子佯狂、接舆避世、比干剖心、子胥鸱夷、
樊于期自杀助荆轲刺秦王、王奢自杀退齐存
魏、苏秦不信天下、白圭战亡六城、司马喜
髌脚于宋、范雎摺肋折齿于魏、申徒狄自沉
于河、徐衍负石入海、百里奚乞食于路、宁
戚饭牛车下、鲁国逐孔子、宋国囚墨翟、子
之之心、田常之贤、商鞅之法、大夫种之
谋、孙叔敖三去相而不悔、于陵子仲辞三公
为人浇园、荆轲沉七族、要离烧妻子、文王
猎泾渭载吕尚归、鲍焦忿于世、县名胜母曾
子不入、邑号朝歌墨子回车等。

邹阳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的雄文最终打动
了梁孝王，自洗罪名，邹阳出狱被尊为上卿。

见闻曰：嫉妒成仇，害人害己；离间挑
拨，得志一时。历史如此，历来如此。廉颇
老将战胜自我嫉妒、负荆请罪演绎出的“将
相和”，鲁仲连超越嫉妒机会、恪守“吾与富
贵而诎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之高洁
志向，光耀史册，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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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几位童年时代的小
伙伴退休后终于难得一聚了，晤
面后孩提时代掏鸟网鱼捉蚂蚱的
趣事成了谈得最多的话题。童年
的记忆里，我们村中有一口老
井，井究竟有多老，就连我80多

岁的爷爷也说不清楚。围绕着老
井，乡亲们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我也在它身边度过了充满憧
憬的童年。随着岁月的流逝，我
喝着老井的水在家乡读完了小
学、初中和高中，从偏僻的乡村

参军来到了祖国东北的边防前
哨，再后来脱了军装走进公安机
关。而老井却慢慢地被遗弃，被
填没。时光荏苒，一晃几十年过
去了，对于老井的记忆我非但忘
不掉、抹不去，反而随着年龄的
增长而愈发清晰深刻。作为老井
养育过的后代，那清澈甘甜的井
水像母亲的乳汁一样，不但哺育
我成长，而且一直净化着我的灵
魂。

这口老井坐落在我们村的正
中央，井口的周围是用青砖围成
的，井口的上面架着榆木做的辘
轳，上边缠绕着粗粗的线绳。那
时水位很浅，有时伏在井沿就可
提出水来，遇到雨季水面上漂浮
着驴粪蛋和杂草。村民家里没有
自来水，一到做饭时辰，中年妇
女都提着木制水桶到这口井里提
水。盛水的工具也发生了变化:我
记事时用的是木桶，后来我上初
中时用的是铁桶，再后来用上了
自来水。村民考虑到土井既不安
全又不卫生，担心幼童玩耍时不
慎掉进井里，干脆从村外拉土将

养育了说不清多少代人的这口老
井填平了。

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井台南
侧那棵枝繁叶茂的黑槐树，恰似
一个偌大的遮阳凉亭，特别是三
伏盛夏，乡亲们从地里干完活回
来，从井里摇上来一桶凉水，用嘴
贴着桶沿，“咕咚，咕咚“一阵狂
饮，凉爽甘冽，浸透肺腑，燥热顿
消，别提有多惬意了……

我记得，这口老井原来水位
较浅，夏秋时节雨量充沛，井里
的水伸手可及。有时村民趴在井
沿上就可用碗将水取上来。后
来，由于气候变化，雨水越来越
少，村内常年不断水、鱼虾游
弋、荷花怒放的那个坑塘如今早
已干涸了，村后那条淙淙流水、
青蛙吟唱的小河断流了，就连田
间打的几十米的深井也抽不出水
来了，村中的用水全都由国家的
安全饮水工程提供，童年时代捕
鱼捉虾逮野兔的天真烂漫只能像
远古的梦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我还记得，我们村中的这口
老井不但养育了祖祖辈辈几十代
人，还为我们村培养了一代又一
代的“能人“和“秀才”。还是
在我刚上小学的时侯，一天晚
上，92 岁高龄的曾祖母告诉我:

“咱门口这口井的水可是神水
啊，喝了这口井里的水，人都比
别村的人聪明，东院的你大伯就
是喝这井水长大的，你看，他从
小上学就聪明，从小学到大学都
是尖子生，后来当了官，咱这一

门人上学都聪明，外面都夸咱们
村是秀才村哩！”后来证明，曾
祖母的话是千真万确的。

老井的冬天也别有韵味。冬
日早晨，井口上面不断冒出缕缕
白雾，如同掀开了蒸馍的笼屉，
往井里一看，你会发现老井内壁
的缝隙里长着绿莹莹几缕青草，
草叶向上昂起，郁郁葱葱，充满
生机和灵气。

村里的这口老井给我的童年
带来了不尽的欢乐。那时候，我
最开心的就是在大人捧着水桶喝
水时在后面调皮，长辈们喝着凉
水，我在身后往水里投掷泥块，
气得长辈们将水倒掉，重新从井
里提水。村民围坐在井旁的槐荫
下，中间放着一桶水，他们一边
纳凉，一边谋划着金秋时节的收
获，嘴上叼着烟袋锅，满是皱褶
的脸上露出了一副得意的神情。

村中的这口老井有讲不完的
故事，它饱经了岁月的沧桑，也
见证了村民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过去农民向国家交“皇粮”到
现在国家给农民发放种粮补贴;从
过去家家住的土坯房到家家住进
小洋楼;从过去的挑水喝到现在的
自来水。随着岁月流逝、历史变
迁，村口老井终于完成了它的历
史使命，而后悄无声息地荡进了
历史的尘封里。

难忘那口老井难忘那口老井
□□ 王甫海王甫海

三月轻风麦浪生，
黄河岸上晚波平。
村原处处垂杨柳，
一路青青到永城。
这是明代诗人李先芳写的一

首七言诗，诗的题目为《由商丘
入永城途中作》。阳春三月，黄
河两岸的广阔平原上，到处长着
绿油油是麦苗，微风吹来，绿色
麦浪翻滚。傍晚，站在黄河岸上
看到平静的水面，村庄和原野上
到处轻拂着杨柳，从商丘到永城，一路上所见到的是青青
麦苗、丝丝杨柳，是那么的富有生机和活力。可以想象，
那时候的黄河还没有泛滥，也没有向北改道。景色好，诗
人的心情更好，所以随口吟出，即成佳句，令人过目难
忘。

2018年 7月 25日，我随“庆祝改革开放 40年商丘成
就百版大型主题报道”采访团来到永城，看到一本宣传画
册上面印着这首古诗，随即抄记下来，然后穿越到明代，
与嘉靖名士李先芳产生了一丝共鸣——那时候从商丘到永
城的景色都那么好，400多年过去了，现在永城市的景色
该比李先芳所见到的好上几倍、几十倍。

当日的天气与陪同采访、接受采访的主人一样热情，
晴天到多云，29～38°C。站在沱南生态广场的人工湖音
乐喷泉旁边，望着高低起伏的水柱，不知不觉中汗水从前
胸后背把衣服浸湿，几乎所有人的上衣都紧紧贴在身体
上。当时真想一个猛子扎进湖里去，即使成为落汤鸡，也
比这被“汗蒸”、“烤肉”的滋味要好一点。

但是，当参观游览了日月湖公园和沱河植物园之后，
身上的热气和心中的暑气就渐渐消失了。据同行的永城市
委宣传部负责人介绍，日月湖公园原为煤矿开采的土地沉
陷区，建设公园之前，耕地无法恢复，生态环境遭到破
坏，在这种情况下，永城市委、市政府为解决采煤沉陷问
题而开始了日月湖工程的建设，把沉陷区建成为集休闲娱
乐、健身游玩于一体的生态公园。2014年9月，沱河日月
湖生态水利风景区被水利部评为国家级水利风景区；2017
年2月，成为省级湿地公园建设试点。日月湖工程的建设
对改善生态环境、提升城市品位、发展生态旅游及实现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仅实现了“一湖托
两城、生态惠民众”的目标，成为市民、游客与大自然亲
密接触的首选之地，而且吸引了众多考察团前来参观学
习，永城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的经验已经分享到许多地
区。

除日月湖工程外，近年来，永城市充分利用水资源、
自然风光、城市风光、历史文化景点等资源优势，大力开
展城市生态修复治理工作，还建设了还金湖、沱河湿地公
园、运河治理等工程，形成了“两湖四带一湿地”城市生
态圈，走出了一条生态支撑、转型发展的绿色崛起之路。

当我们乘坐观光车穿行在沱滨植物园的时候，仿佛走
进了花的海洋。园里引种栽培的植物有 1000多种，达到
100万株，是目前永城市最大的植物园。看到人们在这里
消夏乘凉、游玩娱乐，真是羡慕不已。为便于市民游玩，
园里建有景观带、儿童乐园等设施，还有铺设好的健身步
道。

以前只听说永城的生态文明建设步伐超前，今日一
见，果然名不虚传。就像一位作家朋友说的那样——在永
城，步步皆游园，处处是风景，四季有绿，三季有花。一
位外地的客商更是把永城称为“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永城先后被评为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生态
宜居城市，真是实至名归。

“一城阅尽五千年。”央视黄金时段，数年每日推介，
其词可谓精准、高度、摄心、醒目。中华民族文化根脉、
大事元典层出不穷，足显商丘厚重突兀。

夫河南商丘，五千年异彩纷呈，岂止曾是商宋汉梁故
都？且不表“三皇五帝”，商丘有燧皇、炎帝、颛顼、帝
喾二皇二帝；“中华文明之火”，商人、商业、商文化始于
商都；孔子、老子、庄子故里盛名赫著。仅略述“弭兵会
议”，以宋国为盟主，在其都城商丘召开，加之“葵丘会
盟”、“九合诸侯”，堪称中外历史仅有绝无。最早的联合
国会议，议罢战休兵之策，定国计民生方略，通权达变恒
久芳，天下和顺彰千古，商丘功不可没。

大事因缘堪作典，商都总与善相应。利在当下益后
世，行持超绝俱德风。史上首届“弭兵会议”，春秋时代
宋国首倡，超乎寻常，圆满盛隆。公元前 574年五至七
月，宋国都城（今商丘）大典乐排空，编钟箜篌天籁音，
琴瑟琵琶鼓磬鸣，仪仗车马幡盖艳，冕毓晃耀弹冠庆，气
氛热烈声势宏。钟鸣鼎食排华宴，极尽宋国豪华呈，盟主
威仪气如虹。十四国君主，礼恭揖圆谦谦度，济济一堂温
雅风。无有高下，和平共处，开诚布公。议定休兵罢战，
以利国计民生。边界划定，互不侵犯，边民往来，和谐平
等。粮米丝麻交易置换，商品往来有无相通。水源共享旱
浇涝排，保民安宁以利农耕……功被当下，益遗后世，

“弭兵会议”善莫大矣，“春秋无义战”，暂止于仁义之君
宋襄公。宋都一聚，千百万生灵免遭涂炭，赢得空前敦
睦，和平共处。国丰民安，兵戈无用，强不凌弱，各得其
所，泱泱华夏，一派祥和。君子风范，“弭兵会议”，赢得
空前身后誉，诸史称赞有加，数千年华夏文明史，堪称后
无如是前无古。

春秋宋国，受天下之善，观天下之理，应天下之变，
促和止战着先鞭，正道浩浩乾坤路。华外玉鸡啼晓日，和
为德本万邦睦。豪英风云际会处，大道廓通天不负。天下
为公，讲信修睦，鸿猷手笔，殊功伟业金鼎铸。堪足以，
厚德载物报华夏，五千春秋妙华敷。休兵大善业，首善上
邦恪万古，光前启后伟业殊。

和平始都赋
——写在“弭兵会议”2592周年

□□ 谭体英

每到教师节我都会想起德仁。
德仁是一名乡下小学教师，也是

我早年在乡下生活的邻居。德仁姓
王，这个文雅的名字是他临上师范前
自己给起的，目的是做一个有德仁义
之人。德仁考上师范时可风光了，消
息传遍了十里八村，十里八村的乡亲
都知道德仁考上了大学。在当时，农
村好多学习成绩优秀的孩子都把德仁
当成了榜样。其实德仁考上的不是大
学，德仁上的是初中起点的中等师范
学校，简称师范，学的普师专业。师
范三年，德仁学习很用功。德仁毕业
时，文化课门门优秀、普通话一级乙
等、“三笔”字全是甲档。

一身“硬功”的德仁，放弃了跟
县长当秘书的机会，执意回到水塘小
学，成了水塘小学建校以来第一位科
班出身的老师。德仁上班没几天，赶
上了教师节表彰。表彰当天，胸前别
着大红花的德仁坐上了乡政府礼堂的
前排座位。德仁在表彰大会上发表了
回到家乡终身从教、终身奉献教育的
慷慨感言。

乡里表彰德仁的原因，是该乡整
整三年只有德仁师范毕业后回到老家
教学。表彰当晚，村支书把德仁和德
仁的寡母叫到家里，摆上四个好菜，
外加二斤响河老酒，没等星星满天，
老酒就把德仁醉倒了。当年种麦子的
季节，18岁的德仁和村支书只上三
年学的小闺女结了婚。

婚后，乡里连续多年的教师节表
彰都少不了德仁的名字，德仁成了全
乡同行学习的榜样。在孩子上小学那
年，德仁还当上了村小学的校长。这
时，同行们更羡慕德仁了。羡慕归羡
慕，德仁家的小日子过得并不宽裕，
德仁的工资每月只有八九十块钱，根
本花不到月底。德仁一家属于月光
族。即使不沾烟酒的德仁把工资一分
不少地交给老婆，见过些世面的老婆
也嫌少，两口子时不时发生些小摩
擦。小日子不平静时，德仁老婆老抱

怨不该嫁给德仁。但德仁管不了这
些，一心扑在工作上。村小学在德仁
的领导下，甚是红火，乡里每到教师
节评比学校，村小学都是第一。

现实总爱捉弄人，在德仁参加工
作第十年，命运跟德仁开了个不大不
小的玩笑。那年挨近暑假开学，德仁
因老丈人没有完成村里的计划生育任
务被连带免职，挨了处分，甚至乡里
连报给县里的教师节表彰指标也给德
仁撤了回来。没有县里的表彰，德仁
的晋级量化考核积分就低。连续多
年，费了好大劲的德仁都没能晋升上
小教高级。

当过教师的都知道，当不当校长
不太重要，晋级却是教师的命根子。
打这事起，德仁就蔫了。德仁开始喝
酒，喝得还凶。没钱买，德仁就拿粮
食到小商店换。为此，德仁老婆没少
和德仁吵架。

德仁和老婆的战争，随着德仁酒
量的增大逐渐升级。吵架时，德仁的
老婆常把离婚的字眼挂在嘴边。

另外，德仁不能想起教师节，每
年的教师节，德仁都是自言自语地往
死里灌，根本不顾老婆的打骂。

我师范毕业那年的教师节，德仁
又一次烂醉。中午，德仁被老婆一顿
暴打。晚上，德仁老婆就钻进黑压压
的玉米地跟人跑了。

没了老婆，德仁的日子艰难地熬
着。德仁不但要上课种地，还要带半
大的孩子，慢慢地德仁的酒喝得少
了，遇到同学聚会实在拗不过面子，
德仁对酒只是象征性地抿一抿。不怎

么喝酒的德仁，表面上也不再关注教
师节表彰和教师晋级的事了，一连好
多年都是这样。

日子越过越长，无奈越积越多。
有一年暑假开学不久，县里要求各学
校张贴出老师的基本信息，信息显示
德仁的工资在村小学垫了底。德仁发
现不但同龄老师的工资比自己的多，
甚至连自己教过的学生工资都比自己
的多，职称比自己的高，工龄比自己
的长。德仁找到乡里问究竟，乡里管
工资的主任板着脸说，“以后工龄没
机会改了，工资的差距大都在职称
上，想工资高只能靠晋级了，想晋级
必须有县里的教师节表彰条件。”德
仁听他一讲，脑袋“嘭”地大了。

德仁跌跌撞撞地跑到家里，用批
作业的水笔在一页教案纸上写下“工
资怎么跟教师节有关系？”鲜红的水
笔字显得如此狰狞。

此时，德仁的喉管开始燥热，脑
中往事开始飞窜，德仁多想再次体验
多年前那种被酒精燃烧的感觉。一
会，德仁好似产生了幻觉，堂屋门前
的老榆树在德仁眼里长粗许多。冥冥
中德仁想克制自己，可已晚。下意识
里，德仁发现屋角放置的玻璃瓶划过
一道刺眼的蓝光。蓝光闪过，德仁就
猛地扑向屋角，抓起玻璃瓶一饮而尽
……德仁走了，像天空中的孤鸟一样
无影无踪地去了，留给街坊一堆胡乱
虚构的故事。去年教师节，故友聚
会，有人说德仁不管活着还是死了都
没啥意思。其实想想，谁又能比德仁
更有意思呢?

教师节，想起一个人
□□ 有水有木

记 忆

从教默默数十载，
苦中有乐未曾哀。
真情一腔系学子，
双足终身立讲台。

潜心研读千疑释，
埋头耕耘万果摘。
新人辈出堪笑慰，
接力报国各展才。

老教师抒怀
□□ 郝齐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