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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自己抛洒了那么多的钱财和心血之后，
换来的，就是她已经怀了别人的孩子这一残 酷的现
实吗？不，不能就这么便宜了她，我泠麦蒿是这样
被人耍来耍去的冤大头吗？

突然，泠麦蒿眼前一亮，前天到春柳家去的情
景闪现在他的眼前。那时，春柳正拿了一柄木杈，
在翻晒棒子皮。虽然当时春柳没有跟他搭腔，甚至
都没正眼瞧他一下，可他记住了春柳那细 弱苗条的
腰肢，随了手中木杈的上下翻动，风摆杨柳般掩不
住的魅力，深深地刻进了泠麦蒿的脑海中。不对，
这其中有诈，肯定有诈！他咧嘴笑了，哼，丫头片
子，想骗我，你们还嫩点！一天的功夫，就生出那么
大的肚子来，骗谁呢？哼！

想唬我，做梦去吧！
想到这，泠麦蒿扔掉手中的半截烟，急步奔向车

库。不到十分钟，那辆塞满各种补品和烟 酒的红色桑
塔那，已穿过蒲桥镇有些高低不平的街道，爬上了大堤。

泠麦蒿把车停在堤上，看着滩里小路上时走时
停的春柳和燕子，他并不急着去追他们。点上一支
烟，他不紧不慢地吐着烟圈。如一条将猎物玩弄于
掌中的狼一般，他并不忙着去画句号，那样，未免太

缺少味道了。高兴去吧，得意去吧，看最后的胜利
到底属于谁。你一个黄毛丫头，想轻易逃出我的掌
心，有那么便宜吗？心里的火忽忽冒上来，此时，他
真恨不得将春柳狠劲地搂在怀里，把她化成水，把
她一口吞进自己的腹中。

眼见着她们接近了房台，泠麦蒿才猛地发动了
汽车，把油门加到最大，一眨眼，大堤到房台那段短
短的路就被他的车轮辗了过去。

燕子和春柳两个人刚拐进胡同口，泠麦蒿的汽
车也恰好停在了她俩的面前。

两个人一时都呆住了。一路上她们只顾说笑
打闹，对身后追上来的汽车，竟无半点察觉。

倒是远在河边瓜田里的春柳爹狗剩和他的狗
大黑，在泠麦蒿的汽车刚下堤的时候，就已经发
觉。准确地说，最早发现那车的，是大黑。

自从泠麦蒿用猪头肉把它喂熟了之后，大黑每
每闻到汽油味儿就兴奋，以至于到了认汽油味而不
认人的地步。那回狗剩浇水的桶漏了，他回家换
桶，留下大黑在园里看瓜。一个骑摩托车的小毛头
摘了好几个生瓜蛋子走，大黑不但没跳没咬，还对
着那远去的汽油味儿直摇尾巴呢。

大黑跑到正蹲在瓜田里细细瞅着那一个个蜜
瓜咧着嘴笑的狗剩跟前，兴奋地叫着、跳着，咬 住狗
剩的裤角，一下下地朝着房台的方向拖。正在算计
着一个瓜能卖多少钱，这二亩瓜加起来又能卖多少
钱的狗剩，还没从他的小算盘里走出来。待猛地明
白了大黑的意思后，他手搭凉棚朝大堤那边望过
去，见那辆甲虫样的红色轿车正朝房台驶过来。顾
不得洗一把手上的泥，他一瘸一拐地随了大黑朝房
台奔过去。

三路人马几乎是在同一个时候到达了春柳家
的门口。

面对着突然冒出来的汽车和从车里钻出来的
泠麦蒿，春柳和燕子一下子懵了。春柳下意识地搂
紧了燕子的胳膊，惊恐地望着面前的这个男人，想
不出他要怎样。她怕冷似地紧靠住燕子，却是 一句
话也说不出来。燕子冷眼瞧着泠麦蒿，静等着他下
一步的举动。

大黑却是早抢先一步跳到了泠的跟前，时而用
头蹭着他的裤子，时而抬起两只前爪，围着泠麦蒿
跳着、叫着，频率极高地摆动着尾巴。泠麦蒿速度
极快地丢给它一包东西，大黑更起劲地摇着尾巴，

跑到一边去了。
“看看，我猜得准不准，大清早起来，水瓮里就

直直地竖着根草，我说有贵客来吧，你还不信。”春
柳爹狗剩对刚走出家门的春柳娘说着。春柳娘只
是有些怯怯地笑笑，并不说什么。 这个大小事情都
依着男人的女人，从不多说一句话。

狗剩几步来到泠麦蒿跟前：“快家来喝茶。”狗
剩拉住泠麦蒿的手，往家拽。“又花钱干啥 ？”望着泠
麦蒿手上的大包小包，狗剩的脸变成了一朵菊花。

“春柳这两天身体可能不大好，让她补补身
子。这烟和酒是孝敬你老人家的。”

“你看看，你看看，净让你花钱，又不是外人，还
花这么多钱。”

泠麦蒿搬完车上的东西，转身面对着静立在一边
一言不发的燕子和重新变得苗条婀娜的春柳 ，一丝
狡黠的笑，挂在他的脸上：“春柳，你身子不方便，要注
意休息，注意保养。不管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也不
管你发生什么事，我都一样爱你！孩子生下来，我保证
和疼我那三个孩子 一样疼他！咱这里也没有外人，当
着你俩和二老的面，上有天，下有地，我要是说半句假
话 ，出门掉黄河里！”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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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立冬回村里来，是想接儿子去城里上学的。

儿子景宝出生后，就一直在老家跟爷爷奶奶一起
生活。景宝明年就要读一年级了，立冬想让他进
城，先适应一些日子。

景宝进城的事，本来是说好的。景宝爷爷奶
奶不舍得他走，但他们知道，不能误了孩子学习。
他们只能忍痛放手。衣服、书包等景宝的物品，是
提前一天都收拾好了的，但是，立冬走的时候，却
是自己开车走的。

邻居们都看见了，景宝没有随他的爸爸立冬
进城。

邻居们还听见，立冬临走的时候，跟他的爸爸
和儿子都吵了架。

立冬的爸爸在村里一直是受人敬重的一位老
人。老人文化水平虽不是太高，但他说话做事从
来都是按规矩来。不管遇到啥事，他都能以理服
人。别人能吵起来、骂起来甚至动起拳头来的事，
在他，从来没有过。邻居们有啥过不去的事，也都
喜欢找他商量。这样的忙，他从来不拒绝。久之，
村人们在他身上也学了不少东西。邻居之间吵架
的事，越来越少。邻里和睦，尊老爱幼之风在村里
盛行。哪家遇到什么事，街坊们都主动自愿去帮
忙。外村的人，都羡慕这个小村的风气好。

从不跟人吵架的一个人，咋跟儿子吵起来了呢？
立冬气哼哼的，车子在街上开得飞一样快，街

边上几只正在悠闲地觅食的鸡，被惊得扑闪着翅
膀，咯咯咯惊叫着四处飞奔。

正在街上闲聊的几位街邻，都一下瞪圆了眼
睛。他们扭过头，看到的，是飞驶而去的那台黑色
奥迪车尾部扬起的尘土，雾一样，渐渐远了。

立冬初中毕业后就一直在城里打拼，从最初
的建筑工地的小工，饭店的洗碗工，一直做到了现
如今的酒店老板。

在这个只有几百人的小村里，提起立冬，街坊
们都说他有出息。以往，村里人还从没见立冬在
村街上开车这样不管不顾地“猛”过。

今天，立冬是咋了呢？

二
小村坐落在一条小河的边上。小河的名字叫

青草河，河面不很宽，但常年有河水流淌。
夏天，青草河是孩子们的游泳场，村里孩子们

的游泳课，都是完成自青草河。
冬天，河里结了冰，河面又成了孩子们的溜冰

场。青草河不宽的冰面上，重重叠叠了孩子们数

不清的足迹，道不尽的欢歌笑语。
春天，花开了，红的、黄的、白的、紫的，各种颜

色，各个形状的花儿，开满了青草河两岸。花儿们
在蓬勃地生长着的青草间，或骄傲地昂着头，或有
些羞怯地躲藏在青草叶子的下面，透过草叶的缝
隙，有些好奇又有些胆怯地悄悄张望着外边这个
多彩的世界。间或，会有一个或几个孩子跑过来，
蹲下，或惊喜或温柔地与其对视，窃窃私语。那朵
有些胆怯的花儿，获到了温暖、鼓励和滋养，微笑
着，它仰起头，缓缓地、坚决地努力往上伸展着腰
肢。终于，它的笑脸从青草丛中露了出来。自信
地扬起头，迎着太阳，迎着孩子们欣喜的目光。

秋季的青草河边，更多了些收获的喜悦。苇
絮长长的穗子，在风中悠然舞蹈着，低吟浅唱。蒲
棒大大小小的棒槌，骄傲地昂首挺立着，如一个个
等待检阅的士兵。河边拐弯处，有一片平缓的沙
滩。沙滩不大，不到半个篮球场的样子。滩上的
沙子也不细。其实，那真算不上一个沙滩。但在
那片小小的滩里，却蓬勃地生长着一种植物——
红柳。这是一种耐贫瘠又耐盐碱的植物，从没有
人专门为它松过土，浇过水，更没人为它施过肥。
但一年又一年，青草河边的这一片红柳丛，却一直
顽强地生长着，抽枝散叶，到了秋季，甚至还开出
了一串串浅紫色迷人的花儿。

从秋末到冬初，是人们到河边来收割红柳的
日子。哪家缺少一只筐篮了，哪家要给孩子编个
鸟笼子了，哪家男人要送自家女人一个盛放针头
线脑的新笸箩了，他们自然就会想到河边的那片
红柳林。

按照自己新编物件所需柳条的量，他们把柳
条割回家。不够了，再到河边去割几根。万一剩

下了，谁家需要的时候，就送过去。
河边的那片红柳林，没有主人。村里的所有

人都是它的主人。还没有哪个人会多割一些红
柳，或多编几个筐篮什么的送给亲朋，或拿到集市
上去卖钱。村里人差不多都有编筐篮的手艺。如
果哪个真想多编几个物件送人或卖钱，他们会专
程到十几里地外的黄河滩里去割红柳。

青草河边生长着的红柳，只供村里人自己使
用。没有什么明文，也没有哪个人规定过。谁也
不知道到底是从何年何月开始，这个不成文的规
矩，就一直在这个小村里实行着。没有人专门提
到这件事，也没人把这事当成一件什么大事。但
人们都自觉、认真地遵守着。在他们看来，这件事
就像到了晚上要睡觉，早晨要起床一样自然。

红柳成熟的季节，人们并没有一窝蜂地抢着
到河边去收割。前一年家里新添置了筐篮的人
家，会先依着没添置物件的人家去收割。每个人
的心里，会自动地排一个顺序。直到初冬到了，需
要的人家新编的筐篮已经用上了。这时，如果河
滩里还有剩余的红柳，对旧筐篮可换可不换的人
家，才会把河滩里剩下不多的那些红柳收割回来，
编成自己需要的物件。

没有人多收割红柳。但他们也不允许那些红
柳浪费了。虽然不是啥好东西，离黄河滩区近的村
子里的人家，都是割了红柳来当柴烧的。但小村的
人，从来都是让红柳变成一件件环保又耐用的物品。

许是青草河边的红柳也知道自己在村里人心
中的份量吧，它们用力地去生长着。青草河边的
红柳丛，与别处的红柳长得确实不一样。那每一
根枝条，又长又韧，还特别顺滑。到了秋季，夕阳
下的红柳林，周身散发着迷人的红光，远远望去，

火一样，如一簇盛开的花。

三
景宝爷爷的弟弟，也就是景宝的二爷爷家，与景

宝家对门。二爷爷特别喜欢景宝，景宝也喜欢到二
爷爷家去玩。那天二爷爷带景宝到青草河边去玩，
他对景宝说：“等红柳熟了，爷爷给你编个鸟笼。”

景宝很高兴。景宝虽然没有养鸟，但他非常
喜欢二爷爷编的鸟笼。带着皮的红柳是红色的，
去掉皮的红柳雪白雪白。二爷爷的手真巧，那么
小小的一只鸟笼，二爷爷用红白两色红柳，编出了
各种好看的图案。

景宝的爸爸明天就要带他回城里去了。这
天，二爷爷带着景宝朝河边走去，他要割一些红
柳，给景宝编鸟笼呢。

可是，还没等他们走到河边，二爷爷突然停下
了脚步。

景宝抬头看看二爷爷，二爷爷脸上的表情，是
景宝从未见到过的。

景宝顺着二爷爷的目光看过去，他看到了以
前生长着大片红柳的地方，变成了一片空地。

“红柳呢爷爷，咋没了呢？”景宝仰起头，问二
爷爷。

二爷爷没有说话。
不知过了多久，二爷爷牵着景宝的手，慢慢走

到河边，走到那片曾蓬勃地生长着红柳的地方。
二爷爷弯下腰，用手细细抚摸着红柳茬上冒出来
的水珠。

二爷爷和景宝往回走的时候，走的很慢很慢。
二爷爷直接去了景宝家，他和景宝的爷爷说

了河滩里发生的事。两个人不停地吧嗒着旱烟，
谁都没有说话。

四
开始，村里人都不肯跟爷爷说出实情。
到了第二天早晨，也就是景宝爸爸就要回来

的时候，一位老奶奶才跟爷爷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老奶奶一再叮嘱爷爷，千万不要生气：“也不

是啥值钱的好东西，没了就没了吧。”老奶奶说。

“这不是值不值钱的事！”爷爷气得胡子都翘
了起来。

原来，青草河边上的那些红柳，是景宝爸爸的
朋友专门开车过来割走了的。他的那个朋友，在
城里开了一家农家乐。

“红柳呢？你把河边的红柳弄哪去了？都给
我弄回来！你这是偷！”爷爷从来没有这样生气
过，景宝看着爷爷的样子，吓得躲在了一把椅子的
后边。

“你说啥呢爸？啥好东西呀？难得人家能看
上。”嘴巴上叼着一支烟的立冬，咧嘴冲爸爸笑了
一下，“别说的那么难听，还偷？几棵破红柳，你说
是谁家的？”

“是大家的，全村人的！你不声不响地就带着
人全割走了。这不是偷是啥？你说，是啥？”老人
气得身体不停地抖。

“你知道啥叫偷吗？这些破红柳，是公还是
私？”立冬斜眼看着面前的老人，目光中，闪着不屑
的光。

“爷爷要给我编鸟笼，红柳都没有了。就是
偷，这就是偷！”景宝仰起小脸，冲爸爸喊道。

“小兔崽子，敢跟老子顶嘴！”气急了的立冬，
抬手给了儿子一巴掌。

景宝抬头看着立冬。景宝眼睛里含着泪，但
他没让自己哭出来。景宝对立冬说：“爷爷不是你
老子吗？”

立冬看着面前的景宝，一下愣在了那里。
“景宝不能跟你走。你这样的人，不配当景宝的

老子。”老人拉起孙子的小手，爷孙俩朝门外走去。

五
爷爷起了个大早，他要到十几里地外的黄河

滩里去割红柳。
前一天，爷爷专门去了趟镇上，他花 200 块

钱，雇了一辆小货车。他要把从滩里割下来的红
柳运回到村里来，放在河滩里曾生长着红柳的地
方，让需要红柳的人，自己到河滩里去拿，就像以
往那样。

景宝牵着爷爷的手。他也要跟爷爷一起到河
滩里去割红柳。

“瞧这爷孙俩，越来越像了。”村街上的人，望
着这爷孙俩的背影，说。

“可不吧。爷爷和孙子，哪有不像的理呀！”另
一个邻居说。

初升的斜阳下，手牵着手的爷孙俩的背影，长
长地，印在刚刚醒来的村街上。

作者单位：区文联

我的家乡很有文化底蕴，素有”闻韶古镇”之称。我
热爱自己的家乡，也珍惜我的家庭。“勤奋节俭，外财不
发”，是我的家训。

小时候，我的爷爷奶奶是靠做小馒头养家的，那时
把小麦磨成细细的面粉是很辛苦的事情。我至今依然
记得老东屋里用石磨一遍一遍磨面的情景，又仿佛听到
了那单调乏味的嗡嗡声；伴随着屡屡炊烟，打开一层层
笼屉，随着白雾飘散，露出了白花花的小高脚馒头，散发
着诱人的清香。这是一家人的生计，全家人整日辛苦劳
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我从小跟着奶奶长大，跟奶奶有深厚的感情。老人
家一生勤俭持家，干净利落，86岁寿终正寝。去世后，我
含泪写了一篇“难忘祖母”的纪念文章在报刊上发表。
老人家和善待人、勤恳节俭的处事风格，至今影响着
我。她经常教育子孙，“庄稼有草不耪，会影响收成，家
穷是因为懒”。我考上大学每次离家，她都告诫我：“咱
家不富裕，要节省，该花的花，不该花的不花。”

我父亲是一名复原军人，当兵八年回村后，一直在
大队上为集体的事忙碌。他非常重视家庭教育，经常给
我们讲为人处世的道理，他常说，“人穷但志不能穷，人
活着，要有骨气；靠自己下力气挣来的最干净，靠歪门邪
道得来的，坚决不能要，小便宜不能沾，外财不发家”。
特别告诫我们：“做人要老实本分，不能撒谎。”

我至今记得这样一个心有余悸的场景：我刚上小学，
一天晚上，在吃晚饭前，哥哥因为撒了谎，遭父亲体罚，他
一巴掌扇到哥的脸上，大哥直接倒地，鼻子嘴巴都流着血，
为此，奶奶也看不过，埋怨说“孩子撒谎是该管教，可不能
下手这么狠”。父亲没有言语，只是低头抽烟。这件事，我
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对我的幼小心灵带来强烈震慑。

父亲的话，我早已入心入脑。参加工作后，碰到过
很多次生活中的小便宜，我靠着自己的诚实和本分做到
了坚决不要。记得有一次单位发工资，出纳多发了一百
元，我发现后立即退回。有次买水果，发货人粗心，多发
了一箱，经清点确认，我如数退还，小老板很感激，说“这
世界上还是好人多”。我自己常常反思，也经常告诫自

己：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又是基层负责人，如果我有这种
沾小便宜想法，把风气带坏，会给单位抹黑。生活中，吃
点小亏很正常。吃点亏没啥，只要同事们拧成一股绳，
什么困难都会克服！我用自己的切身体会有感而发写
了一篇“沾小便宜吃大亏”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来告诫
那些沾小便宜吃大亏的人。

《论语》之《里仁篇第四》，孔子说：“富裕和显贵是人
人都想的，但用不正当的方法得到，就不会去享受；贫穷
与低贱是人人都厌恶的，但用不正当的方法去摆脱，就
会深陷其中。君子如果离开了仁德，又怎么能叫君子
呢？”可见，孔子教导如何做人，不仅仅侧重于仁义，他对
利和欲如何获得，同样有精辟的阐述，想想看，这种观念
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父亲是一名有着五十年党龄的老党员。父亲在世时，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延续着“勤奋节俭、外财不发”的良好家
风。我入党二十余年了，儿子儿媳都是党员，茶余饭后，我
也常拿奶奶和父亲对我的教诲，教育我的孩子们，勉励他
们学习上勤奋刻苦，生活上节俭持家，工作上兢兢业业。
应该得的即得，不能有非份之想。吃亏是福，外财不发！

儿子还小的时候，我在一块小泰山石上，手书：“勤
奋，学习，节俭，思考”，放于他的床头，一睁眼就能看到，
提醒他也提醒自己时时记着，因为，这是我们的家风！

作者单位：区税务局

戴倓（tan），字静庵，清代人，父名缵（zuan）绪，世居济阳。雍正
五年（1727）丁未科，戴倓以其武功娴熟超人、才识广博明敏，考取了
武进士。随即被选派至陕西边境任武职。他一生戍马倥偬，转战南
北，军功卓著，最终升至副将。

初到陕西，正值边境有战事，军情火急，加急军令纷纷不断。忽
有命令征调他押送运输军需的骆驼，目的地是长城以外的鄂尔多
斯。那里风暴尘沙，且路途遥远。他冒着风险，不畏艰难，经历了千
辛万苦，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之后又调他去陕西、山西交界的西河
地区军马场掌管饲养训练事务。他养育的军马骠肥体壮，勇猛顽
强，深受各部队的喜爱。

由于戴倓做事任劳任怨，精明干练，完成任务出色，而被委派去
稽查台站。台站是清代专为军务而设的驿站，站内备有人役、马匹、
粮草、军械等等，还负责传递军事信息。稽查的内容是检查、考核站
内按规定、标准储备的人员、物资是否达标、合格，传送的军事信息
是否及时、准确等等。各站所处的环境、条件不相同，检查起来即要
跋山涉水，历经艰辛，又要认真、严肃不询私情。由于他的忠诚和责
任感，对各台站的稽查工作促进了战备和边防的正规化建设。上级
更加信任器重他，由守备升任了代理都司。（守备、都司都是清代武
职官员的职衔，相当现代营、团职）。

以后，戴倓不断得到升迁。他先由镇羌堡代理都司改补为花马
池都司。由于他才智和见识聪敏，又熟悉边防情况，不久又升为王
泉营游击，再升为宁夏灵州营的代理参将并代理花马池副将。后
来，因成绩优良治军有方受到嘉奖。他由陕西调遣到湖南，先任岳
州参将，又升辰州副将。（参将、副将相当现代师、军职）

戴倓长期在军旅任职，对兵营事务了如指掌。他善于学习，懂

得很多历朝历代的军事知识。他治军有方，突出一个“严”字，培养
一个“勇”字，落实一个“胜”字。每到一地任职，他首先要整肃部
属。名额缺少的兵营必定补充兵员，达到满额；军纪松懈的，严肃整
饬，赏罚分明；铠甲兵器不坚利的，千方百计地购置或请工匠打造，
务使整齐、鲜明；攻守战术、技艺不精的，加强训练，必至骁勇善战。
在湖南岳州任上，他加大了对部队的整顿训练，使属下的军容军纪
和士气大为改观，应战能力多有加强。当总督举行全省大阅兵时，
岳州军队名获第一。

戴倓带兵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爱兵。因为他懂得兵民乃胜利之
本。他待士卒如骨肉，亲如兄弟。他虽威严，但日常没有粗暴高傲
的军阀作风。他能与士兵同甘共苦，关心他们的衣食住行。行军
时，他把马让给有病的士兵；吃饭时，他与士兵同喝大锅汤。金川战
役，调来陕兵参战。士兵们非常担心当地的瘴气有毒，可能危及性
命，都惶恐不安。戴倓为了稳定军心，慷慨解囊，拿自己的钱购买药
品，请郎中配制了防毒的药丸，发至每名战士手中。兵卒们有了定
心丸，士气高涨，个个奋勇争先，踊跃拼杀，迅速破敌获胜。

日常，人们有了危难和困厄的时候，他总是关怀备至，鼎力相
助。戴倓有同僚张某因病死于军中。张某无子，家境又困窘拮据，
家人无力将其尸体运回家中葬埋。他倾尽个人数年的积蓄，凑集百
两纹银作为吊仪赠给张家。同时，他倡导同仁也事捐赠，终使张某
的灵柩得以还乡。军中还有郑某过世，他也是这样办理的。

戴倓关爱士兵，情同手足；尊重同僚，同心协力。赢得了属下与
士卒的衷心恩戴，获得了同僚们的竭力佐助。整个军营上下和睦，
左右协调，大家亲密无间，和衷共济。在军界，他的声望愈来愈高。

戴倓重义气，讲公道，乐于扶人急难。他就任辰州军营 后，发
现所辖的两个典铺经营不正常，账目似有作假。他下令进行调查。
经过一番周密细致的稽查核对以后，发现掌权者营私舞弊从中谋
利，而且前任辰州协统并未发觉。他毅然追回了赃物，撤换了典铺
负责人，使整个军营欢欣鼓舞，助长了正气。他任职宁夏时，当地一
位县令董某因高高在上不深入下层，致使粮仓数万斤谷米糜烂。事
发后他胆战心惊，一筹莫展，坐等待罪。戴倓见他可怜，便倡议文武
官员一齐捐助，替董县令赔偿官库存粮。董某获得谅解，免遭了刑
祸。戴倓平生多次助人解难，被世人称为“真君子”“大丈夫”。

戴倓视军务为生命，平生兢兢业业，不辞劳苦。督军非常欣赏
他，准备奏明朝廷，荐举他担任更高一级的职务。不料他突然患病
去世，享年六十岁。朝廷深感惋惜，赠予武功大夫封号。

（根据钱明月文章《济阳前贤》整理）

荐读语：这是我区作家鞠慧新近创作的一篇小说。虽然是虚构的故事，却是现实生活的缩
影，真实再现了现实生活中的是非曲直、价值取向和做人做事的原则立场；故事折射的是一种文
明和谐家风的弘扬和传承，这个文明和谐的家风就是：诚实做人、勤恳做事、谦恭礼让、公允公
平。这个家风教化着民风、影响着村风。爷孙俩良好家风的执着和坚守，预示着良好家风后继
有人，也无疑警示那些不尊重社会公德，只想自己不顾他人的自私自利的品行和做法终究是没
有市场进而遭人们唾弃的。

廉洁文明家风

青草河边柳林红（小说）

◎鞠 慧

闻韶清风

戴倓：恪尽职守的武功大夫
廉洁文明家风

勤奋节俭 外财不发
◎邱 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