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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隋遭灾

官场风气开始扭转，老天又来添乱。隋朝初
年蒙古大草原上大旱，使突厥人畜渴死、饿死、病
死近三分之一，塞北草原严重荒漠化，可谓寸草不
生、赤地千里。给突厥以沉重打击。加之隋朝给
其“断贡”，更使突厥困境雪上加霜。突厥人就又
大肆侵扰隋朝边境，抢掠妇女、牲畜和粮食，给隋
朝边境地区造成极大伤害，也造成隋朝与突厥旷
日持久的互相攻伐。

这股旱魔逐步侵袭南方。这早有预兆。钦天
监观天象和各地的征候及记载说明天气有干旱的
迹象。正月初一又出现日食。这些让文帝非常担
心。于是，正月初六到太庙祭祀祖先，祈求祖先保
佑百姓、保佑大隋基业。初八又到长安城的南郊
举行祭天大礼。祈祷苍天放过黎民百姓，大隋国
泰民安。

但现实是残酷的。从开春老天就没下过透地
雨。地里的庄稼蔫里吧唧的，个个就像睡不醒、长
不壮的孩子。种夏粮的勉强收了点，种秋庄稼的
几乎颗粒无收。祸不单行，大批的蝗虫从西面遮
天蔽日而来，吃杂草、吃树叶、啃庄稼。老百姓修
庙宇祭神拜请观音娘娘及诸位神仙捉拿蝗魔；为
捉拿蝗虫，老百姓在田里挖掘深壕，傍晚挖好到早
晨蝗虫就填满了壕沟；老百姓放火烧蝗虫、敲碗盆
用噪声赶蝗虫、用彩旗、彩布驱赶蝗虫、放鸡鸭鹅
到地里吃蝗虫，好多鸡被活活撑死……。这些措
施都无济于事，田地还是被蝗虫吃得寸草不生。

隋文帝和大臣们也是心急如焚。老百姓已是
无米下锅，开始吃草根、啃树皮、吃庄稼秸秆，出现
了饿死人的事件；招待外国使者的驿站里也已无

隔夜粮，市面上出现了一匹布换一斤粮的怪事。
更要命的是与突厥对垒的前线部队由于粮食送不
上去，出现了断粮的事件，部队开始选羸弱的瘦
马、运输辎重的骡马、骆驼充饥，突厥人叫嚣要趁
隋朝灾荒灭此朝食。

李崇战死

这时，噩耗传来。一天，文帝正在宫里看奏折，
侍卫从外面领来三名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人进
来，说是幽州总管李崇的部下来向文帝奏报。幽州
总管李崇因弹尽粮绝，在与突厥的战斗中牺牲了！

平定东北高宝宁几个月后，阴寿去世。文帝
委派李崇接任幽州总管。李崇是开国元勋李穆的
侄子，颇有威名。他到任后，“奚、霫、契丹等慑其
威略，争来内附。”突厥东面可汗是沙钵略的弟弟
处罗侯，高宝宁覆灭时，他无瑕救援，非常沮丧。
隋军收复营州后，东北少数民族纷纷归附大隋，大
大改变了该地区各民族的势力布局，处罗侯感到
很大的不安和威胁，所以就大举进攻幽州。

李崇坚守幽州不出，突厥处罗侯无可奈何。
处罗侯又不甘心，就将幽州层层围困。而隋军只
能固守待援。隋朝由于遭灾，筹集粮食缓慢，加之

突厥断其粮道，几次运粮都被突厥截获，幽州三千
官军和城中两万多口百姓已经开始断炊，形势越
来越紧迫，附近又无援兵，幽州成了一座孤城。城
墙几经冲击，已然颓败，难以据守。万般无奈，李
崇只能白天守城，到了晚上，就利用夜幕做掩护偷
袭敌营，夺取六畜以续军粮。隋军困难，突厥人也
被打怕了，没有想到抢劫偷掠的行家成了被抢的
对象。所以每到晚上，突厥人就严阵以待，如临大
敌，不让隋军有机可乘，搞得突厥也是疲惫不堪。
在反复不断的战斗中，突厥对李崇及其部下肃然
起敬，用高官厚禄一再招降李崇，李崇不为所动，
只是苦守待援。每次偷袭突厥都要死伤部分官
兵，隋军越来越少，伤兵越来越多，最后只剩下百
十号伤兵。李崇知道这次凶多吉少，已无法守住
幽州，就勉励大家尽力突围，向朝廷报告这里的真
实情况，自己则只身冲入敌营，手刃敌兵多人。突
厥知其不可屈服，又不敢与其近身拼杀，就下令放
箭，把他射得犹如刺猬，最后才轰然倒下。

听完报告，文帝及在座的所有人都十分震惊、
痛心，有的侍卫和宫女失声痛哭。李崇是多么忠
勇的一个人啊，这是隋朝开国以来牺牲的最高级
别的将领，他承受了多大的痛苦和压力啊。文帝

强忍悲愤问道：
“你们部队突围出多少人？”
“就剩我们三个了！”
说完晕了过去，其余两人也瘫倒在地。

调粮入京

文帝立即召集高颎、苏威、李德林、虞庆则、杨
雄、杨尚希等大臣商量对策。

文帝沉痛地说道：
“粮食问题已危机社稷，黎民挨饿，流离失所；

前线将士流血流泪又挨饿。甚至有些官员的家
属、仆人也出现了浮肿的现象。黎民食不果腹，是
朕之过也。天灾可能酿成人祸。从现在起我们要
防民变、防突厥、防饿死人。各有司要各司其职，
加强对贫困百姓的救济，加强社会治安保卫，防止
激化矛盾。朕觉得要抓紧解决粮食来源问题。首
先，从关中、山东、河淮抓紧运粮，最好是走水路，
这样时间短点，也可水陆并进，尽量缩短运输时间；
打开国库给百姓放粮，关中各州县都要建立粥棚，
但要留足供给军队的粮草，哪怕腾空国库；要不惜
一切代价给军队运粮，保证我们的将士能吃上饭；
把国库的金银、布匹拿出来到陈朝卖粮食，不要心
疼钱，钱没了我们可以再挣。关中各县要有序组织
老弱病残能走动的到关东、山东、河淮就食，上述地
区要搞好接待工作，各县区的粮库也要打开，并发
动地方绅士捐粮。一句话，不能饿死人。”

民部尚书苏威说：
“咱们国库里已没有多少粮食了。”
“那就有多少放多少、运多少，抓紧时间从山

东、关东、河淮地区运粮。要优先给前线军队运粮，
从上述地区征调的粮食可直接运往急需的部队，而

不要再进京入国库，以节省时间和运输成本。”
李德林说道：

“圣上圣明。臣以为也可将国库的粮食腾空，
直接运往前线，将山东、河淮地区的粮食运往京城
救济灾民、充实国库，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供给部
队粮食，我们在后方的人员节衣缩食，想点办法容
易对付些。”

文帝对李德林的建议大加赞赏。他又对虞庆
则说道：

“虞爱卿，你可安排长孙晟出使突厥，探查动
静，示好许诺，在保证国家安全的前提下撤回部分
军队。打仗打的是粮草，朕知道，向前线运送一斤
粮食，要消耗十斤粮食。所以，战端一起，打的是
国库啊，现在我们正值天灾困难时期，咱们忍一
忍，等国库充盈些后再收拾这群狼崽子也不迟。”

文帝对李崇为国捐躯大加表彰，追赠李崇为
幽州公，由其儿子继承，并将其子提拔为仪同三
司。奖励大量的布匹、金银财宝。对其厚葬，亲自
出席李崇的葬礼，以表彰其忠勇。

文帝下诏，西起蒲州、陕州，东至卫州、济州沿黄
河十三州招募壮丁运米。又在卫州建造黎阳仓，陕
州建造常平仓，华州建造广通仓，由水路依次转运，
漕运潼关以东地区和汾州、晋州的粟米供给长安。

尽管调集了不少民夫、车船，但由于运米要水
陆倒运，费工费时，运粮的速度还是不够。于是文帝
下诏，令左庶子宇文恺率领民工开凿渠道，自新都大
兴城向东直到潼关，共三百余里，名叫“广通渠”，这
宇文恺可真不含糊，用了不到一个多月的时就开凿
完成，完工后引渭水入渠。这条水渠大大缩短了运
输距离，减少了装卸环节，提高了运粮效率。也为以
后漕运、通商提供了极大便利。 （待续五十三）

暗夜惊昙
——告诉您一个不一样的大隋王朝

◎杜吉民

连连 载载

日月更替，岁月流转。一个甲子的轮回，对于我来说，还
没有来得及体验太多的感怀，但是缘于《新济阳》报的一篇文
章，我被“偶遇”了一位60年的老战友，牵动了内心的感触。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办公室有人敲门，一位戴太阳
帽的老人应声进来，中等偏高身材，微胖，精神矍铄。按照
惯例，应该是来办军休业务的，但是负责该业务的同志们
都不认识，是生面孔。“老同志，您找谁”有同事问，“我找王
东”老人发话了，“我是看到王东在《新济阳》报写的文章，
想来交流一下的”我一时有点反应不过来，也有些诧异，以
为可能是《新济阳》报副刊的文友们，一位未曾谋面、未有
联系、年纪大些的笔友老师，于是求证道，“您的大名
——？”“李光沛”我的大脑迅速搜索，作者队伍里好像没有
这个名字啊。

看我有些发愣，同事小陶赶忙先请老人坐下，斟上茶
水。

我把椅子从写字台里侧移出来，尽量与老人面对坐近
一些。“您好，我就是王东，您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

老人呷了一口水，“嗨，没啥事，就是看到你在济阳报
上写的那篇文章《梦回‘兵窝子’》，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
忆。”老人解开外套扣，从内衣口袋取出叠得齐齐整整的

《新济阳》报，扬了扬，没容我有所动作，他又装回原处，虽
然离得有段距离，也仅仅是闪了一下，但是报纸那熟悉的
版式、战士武装奔袭的压题照片，我都看在眼里。“我也在
莱阳当过兵，1965年12月入伍的，先后在团卫生队、解放
军 145 医院（驻莱阳）工作，1967 年底随部队赴江西参加

‘三支两军’，代号6011部队。”老人接着说，“我就在城区
住，今年81虚岁了，1969年3月退伍后，在济阳教育上工作
到内退，之后又在法院系统工作多年。你是1989年4月入
伍的吧，我也认识你同年的几个战友，我们曾经在一个营
房当兵啊，26军76师226团。”

老人很健谈，像抖包袱似的，一股脑把自己介绍清楚

了，末了还捎带上了我。呦，老人还提前做了了解我的功
课。是这样啊，我明白了，眼前这位，是名副其实的老战
友。我仿佛看到他年轻时，意气风发的样子。

这一番直白，是当兵人的秉性，我认定要直接称这位
李光沛同志为“老战友”了。

看到是位老退伍军人，办公室的几个同事也加入到聊
天中，饶有兴趣地提一些问题，别人时不时好奇的插话，也
没能扰乱他的谈话，老战友话语有劲，记忆力好，完全不像
常见耄耋老人的谈吐。一路聊着，中间所有的话题，几乎
都由他引起。虽然话题来回跃动，一会被引开，但他很快
又能转回来，到他这，没有想不起来的往事，没有记不清的
姓名，也没有想不准的数字。我静静聆听着老战友的述
说，感到我对老部队的认知太少了。

老战友继续着他的谈话，那时部队的概况、莱阳的地
理、交通甚至民生的境况，都是不为我熟知的，说到莱阳农
学院、莱阳梨、山芋头等等，这些是我俩的共同话题，有些
朦胧已久的印象，经老战友提示，我立时就有了真实的感
知。他又说起同年入伍的战友，江西省军区后勤部原部长
张乃贵（已故），县针织厂原厂长张端歧，还有其他几位，我
大都熟识，是我的前辈、长辈，这些给了我更多同聊的话
题，我随着他的思路去怀想、追忆。提到这些人，老战友他
唏嘘、感慨，同时眼眶里多了些什么，有些闪亮的，也许他
未察觉。我起身给他续了续水，平复一下激动的心情。

稍许，老战友给他的一位战友现场通了电话，“我在王
东这里啊，我们正在聊当兵的事”一霎，心情转好，像意外

得到一块大白兔糖奶的孩子，高兴地就差手舞足蹈了，听
话音，就好像是和我相交多年、再熟悉不过的战友一样，听
得出来，有兴奋、甚至自豪，我的心绪也被感染着。看着老
战友侃侃而谈的神态，我在想，正是有眼前这位老战友，还
有其他一个个的当兵人，让莱阳这座小城有了兵形、兵味，
成了名噪一时的“军事重镇”。

一张报纸，竟让俩素不相识的老少战友意外相遇，一
点都没有违和感地谈论着让别人羡慕的话题，一头回望历
史，一头聊着现实，我心灵的空间，被整整60年的沉淀填
充着，其他一切似乎都停滞了。80多岁的老战友，还念念

不忘自己的军营，不忘自己的战友，我也想，数十年后，一
定会有一个年少的战友陪我聊那些往事，那时候，我们的
国家一定无比强大。尽管脱去了戎装，过起普通老百姓的
生活，每日应对柴米油盐，但是还是得有这样的情怀，因为
祖国需要，人民需要。 作者单位：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题记：勤政廉洁，法官者，源于民
众。徽章闪，法袍神圣，开庭威勇。卷帙
翻飞槌起落，文书叠出裁争讼。治凶顽，
让正义伸张，经年梦。

据事实，规慎用。求情说，难为动。
守初心使命，道远肩重。浊水污泥纤不
染，清风两袖常歌颂。法制兴，社会大和
谐，中国风。

——《满江红·冰心颂廉》
法官的追求
是永不倾斜的天平
方方正正 有棱有角
刚正不阿 堪做柱梁

廉洁 就像一棵松
在万木凋零的冬日
依然挺拔苍翠

廉洁 像一朵莲
出淤泥而不染
濯清涟而不妖

廉洁 像一湖水
清澈见底 微波粼粼
让人赏心悦目

廉洁是律法的宗旨
告诫我们
抱负坚决 坚持准绳

廉洁是父母叮咛
启示我们
忠实守纪 洁身修性

廉洁是几沓厚厚的卷宗
承载着当事人的信任与期许
廉洁是承载着法院人的信仰与守望

公生明 廉生威
以廉洁之笔书写的裁判
像那春日细雨
滋润百姓群众的心田

廉如皓月 洁如清风
聆听着正义之琴的悦耳天籁
用诗意书写法律的荣光

以廉洁为底色勾勒公平正义的天堂

看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
都有他和她的身影
在办公室里仔细查看卷宗
在调解室里认真询问情况
在审判庭里慎重做出判决

廉洁的种子在我们心中 发芽
公正的果实在辛勤耕耘中 成长
坚守廉洁 衡量真理
法务工作者能永远战胜黑暗的灵魂

听 廉洁勤政 情系群众心声
那是炎炎夏日埋头看卷时汗珠滚落声
那是凛凛寒冬实地走访时大风呼啸声
那是 当事人的一句句感谢声

从词条间的法条韵律开始
述说着真理与公正
严肃的审判 过往的岁月
廉洁守护者心中永远有火热的信念

法官不懈地追寻着道义的脚步
审判中的法槌诉说着故事
一起化作诗歌中的流光 闪耀着光芒

法治之路漫长而艰辛
我们决不退缩 决不屈服
以法为笔 书写法官们的荣耀
向公众展示法治的辉煌
为新时代的建设添砖加瓦

正义的光辉笼罩着神舟大地
廉洁之梦在司法的田野中开满
用公正的天平衡量真相
给每一个案件当事人以正义的交代

愿廉洁的火炬燃烧永远不衰
这一艘法律的巨轮会驶向更宽广的

天地
让廉与法相结合 和谐的旋律
让公平正义的旌旗永远飞扬
让法治的理念四海传扬

作者系区法院退休干部

一九四五年
鲜血
曾经把这里浸染
黄河在钢枪上咆哮
浪花咬住子弹的硝烟
杨忠县的红灯笼摇碎平安

芦苇荡被鲜血填满
浅滩上伸出手臂万万千
二十岁的掌纹里
攥紧那刺刀的冰寒

枪声撕开夜的静
八路军行军快如电
河岸边豺狼哀嚎凄惨
也杀不尽心中怒火滔天

此刻
济阳的月光
已被战火烧成银红
此时
仁风的土地
已被硝烟罩笼

老船夫的号角没入了河床深
处

耳边回荡着手榴弹的轰鸣
黄河之水吞噬了叹息与怒号
显露出黎明前的狰狞

弹壳散布于河畔
碰撞出清脆的响声

晨曦的微光中
红旗猎猎迎风
胜利的号角
响彻在鲁北大地的上空

八十年后的今天
我站在
杨忠县驻地的遗址上
风从黄河故道卷来
轻抚烈士墓碑上
镌刻出岁月的峥嵘
那些年轻的名字
正在某个黎明
长成渡口的白杨树
护卫着大地的安宁

此刻
济阳的麦田波涛汹涌
每一缕麦芒都在呐喊

“永不褪色的信念，
永远年轻——”
黄河的波涛声
犹如未完的号角
在每位济阳人的血管中
激励着我们
砥砺前行

《新济阳》遥牵战友情
◎王东

黄河涛声里的回响
◎王萍萍

勤政律法 冰心颂廉
◎司文华

虑惊

汹涌澎湃潮水涌，
疑似海啸将要生。
惊倒渔民忙避险，
海市蜃楼虑惊魂。

错觉

墙角一老翁，
沐浴暖阳中。
疑似佛一尊，
近前有鼾声。

春韵

岸上柳枝吐新芽，
水中鱼跃显身段。
春风吹醒动植物，
生机盎然待要发。
一扫冬日万物谢，

迎来鸟语花枝俏。
新的一年复又来，
万类逢春重安排。

春之俏

忽如一夜春风起，
遍地嫩芽待要发。
万物更新花千树，
鸟鸣蝇飞叫春来。
反青麦苗绿葱茏，
一派生机列成行。
当代农夫健步来，
满脸喜曰乐开怀。

组诗
◎李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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