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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彦谋反
上柱国郕国公梁士彦讨伐尉迟迥时任行军总

管，战无不胜。灭掉尉迟迥后梁士彦被提拔为相
州刺史，负责尉迟迥原根据地的善后、安抚、稳定
工作，表现出隋文帝对他的极大信任。梁士彦也
不负隋文帝期望，把相州治理的井井有条，稳定了
局势。后来，梁士彦渐渐恃才傲物，眼高于顶，遭
到隋文帝的极大反感。加之，在平定尉迟迥叛乱
时，收受尉迟迥的钱财，虽未被证实，但初期部队
作战进展不利，韦孝宽指挥不动却是事实，这件事
在隋文帝心中留下了巨大阴影。隋文帝猜忌他，
就把他召回长安，放在自己身边。

上柱国杞公宇文忻与隋文帝少年时就交情深
厚。他善于用兵、足智多谋，又有威望，且在平定
尉迟迥时也有收受贿赂之嫌，他带的队伍也是延
迟不进。被隋文帝猜忌，后来受到谴责，被免除右
领军大将军职务。

舒国公刘昉引隋文帝辅政，原想弄个小丞相当
当，并想大权独揽，架空隋文帝。但理想很丰满，现
实很骨感，小算盘被隋文帝识破，结果只给了他个
司马，心里不爽。后来平尉迟迥时，前线诸将步调
不一，隋文帝欲遣刘昉去任监军，刘昉以未曾当过
将军为由而推辞，隋文帝非常不高兴。尉迟迥起事
后，王谦、司马消难纷纷叛乱，隋文帝深深忧虑，废
寝忘食，忙得不可开交。可作为司马的刘昉本应为
隋文帝分忧，但刘昉像没事人一样照常游玩纵酒，
不尽司马之责，丞相府的事务，多被耽误遗漏，这让
隋文帝十分反感，对他日渐疏远。等到隋文帝受
禅，将他进位柱国，改封舒国公，闲居无事，不再给
他实职。刘昉自以为辅佐隋文帝登基有功，后被疏
远，心中十分不安。后来京师闹饥荒，隋文帝命令
禁酒，刘昉却让其妻妾租赁房子，当垆卖酒，大发国
难财，被御史弹劾。隋文帝念其旧功，不予治罪，但

更加厌恶疏远他了。上次他参与废黜高颎、苏威
案，他像泥鳅一样溜掉，把全部的责任都推到卢贲
和张宾身上，得以侥幸脱险，隋文帝念其拥戴有功，
没予追究。他这次又和梁士彦、宇文忻等沆瀣一
气。梁士彦、宇文忻与刘昉都被隋文帝疏远，心怀
不满，闲来无事，多次相互往来串通，密谋起兵造
反。起初，梁士彦想率家丁在隋文帝去庙里烧香时
发难，但由于准备不足，没能实施。

宇文忻想让梁士彦于蒲州起兵，自己在长安
做内应，梁士彦的外甥裴通参与了他们的密谋，悄
悄地告发了他们。由于经常在梁士彦家里聚集，
刘昉与梁士彦的小妾生情私通，梁士彦全然不知，
竟和刘昉亲密无间，这也算是他们计划破产的预
兆吧。接到告发，隋文帝装作不知，把这件事掩盖
下来。任命梁士彦为晋州刺史，打算观察他们的
动向；梁士彦被任命后，非常高兴，对刘昉等人说：

“这是天意让我们成功啊。”
他又奏请朝廷任命仪同三司薛摩儿为晋州长

史，隋文帝也答应了他。后来，梁士彦等人与公卿
大臣一起朝谒，正当下跪时，隋文帝命令左右侍卫
人员拿住了他们。开始审问他们时，梁士彦、宇文
忻、刘昉三人矢口否认，死不认账。这时，薛摩儿
被捕获带到。隋文帝就命令他与三人在殿堂上当
面对质，薛摩儿全部招供了梁士彦等三人谋反的
始末，梁士彦大惊失色，对薛摩儿狠狠地说：

“是你害了我！”
过了十来天，梁士彦、宇文忻、刘昉三人都被

处死，他们的叔侄、兄弟免死除名为民。
隋文帝对他们的反叛十分伤心，这都是他的

肱骨之臣啊，一旦朝廷有事，谁可信赖？真是欲壑
难填啊，他们三人有地位、有势力、有钱财，还不满
足，竟要掌控朝廷，篡夺皇位！隋文帝越想越气，
越想越感到朝政的不稳，必须强力震慑。这天早
上，隋文帝身穿白色服装亲临射殿，命令百官大臣
用箭射从梁士彦他们三家没收来的东西，让他们
三人臭名昭著，让文武百官从中吸取教训。这极
大地震撼了大臣们的心灵。

第二十六章 兄弟争位闹灵堂
宠妃“押客”充朝廷

宣帝驾崩
五八二年，正月初五这一天，南陈的陈宣帝突

然旧病复发，卧床不起。这可急坏了太子陈叔宝
及始兴王陈叔陵、长沙王陈叔坚，诸王子、公主，接
到宫里的通知都各怀心事，急匆匆赶往宫内侍疾。

他们进得寝宫，只见大臣们都在手忙脚乱地
进行抢救，艾灸、针砭、汤药全部用上。经过一阵
忙碌，陈宣帝慢慢地平静下来，脸色渐渐平和。王
太医让大家远离，自己在床头边上给宣帝诊脉，王

太医一会儿眉毛舒展，一会儿眉头紧蹙。王太医
诊完脉已是大汗淋漓、脸色蜡黄。众人屏住呼吸，
静听王太医的裁决。王太医自己像大病初愈，摇
晃着身体走离宣帝的床头站下来，太子和王子们
围了上去。

“父皇怎么样？”
“父皇不要紧吧？”
王太医沉吟片刻说道：

“圣上暂时无碍。他是旧疮伤复发，加之偶染
风寒，邪气入里。能否恢复，得看他自己的造化。
微臣也会尽心尽力。但宜早做准备，以防不测。”

众人听得出王太医话中的意思，不免都十分
伤心，有的已是泪流满面，几位年龄小的王子、公
主哭出了声。

这时右仆射毛喜、吏部尚书、太子中庶子袁宪、
太子通事舍人司马申、长沙王陈叔坚被陈宣帝叫到
床前，陈宣帝左手握着毛喜的手，右手握着袁宪的
手，眼睛看着陈叔坚和司马申，声音暗哑的说：

“朕的儿子尚且年幼，阅历不足，请几位辅佐
他。希望你们像对待朕一样对待他，如果有错尽
管纠正，朕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朕的几个尚
且年幼的王子、公主也请三位爱卿设法保全，朕的
后事就拜托三位爱卿了。”

说着流下了两行老泪。
毛喜说道：

“圣上春秋鼎盛，不要多虑。希望圣上安心养
病，尽快好起来。至于说您的后世，恕臣不敢奉
诏。”

宣帝缓缓地说：
“别安慰朕了，朕知道自己的身体，旧疮伤加

新病很难痊愈。自己戎马一生伤累太多，身体损
耗过度，实难复原。几位爱卿如能辅佐太子，确保
大陈江山永固，朕也就死也瞑目了！”

三位大臣与长沙王陈叔坚商量后，觉得宣帝

身体一时半会不会有大碍，但想恢复也是非常困
难，为防不测，做出三项规定：一是封锁宣帝病重
的消息，加强宫内外的警戒；二是王子、公主轮流
侍疾，当值的在宣福殿值班，不当值的在宫内静
候，但都不许离开皇宫半步，一日三餐宫内供应，
不许与外部接触；三是随身携带的兵器都要交出，
由侍卫统一保管。三人将意见请示太子后，向大
家宣读实行。

宣帝的身体江河日下，初五病重，到了初十，
宣帝驾崩在宣福殿。陈叔宝身为太子，应该顺理
成章地顺利继承皇位，但不成想兄弟之间发生了
一场大火拼，使陈叔宝继承皇位披上阴影。

叔陵谋反
原来陈宣帝共有四十二个儿子，其中次子陈

叔陵为彭贵人所生。陈叔陵“少机辨，徇声名，强
梁无所推屈。”与常人有大不同。十六岁时，被封
为始兴王，授使持节都督江、郢、晋三州诸军事。

“政由己出，僚佐莫预焉。”有奇才，却恃才傲物。
他在地方任职期间，性情严苛，征求役使没有节
度，至令诸州镇闻其将至，皆震恐股慄。陈叔陵精
力旺盛，夜常不寐，燃烛达旦，专召僚佐侍坐，谈论
民间琐细事情，戏谑无所不为。不喜欢饮酒，每次
聚会，总准备些佳肴珍味，昼夜吃嚼不停。他为政
亦不大视事。其中有犯有笞罪的人也被关进监
狱，一连几年不加审讯。因其残暴无礼，州县没有
人敢上报朝廷的，所以宣帝也就不知晓。反而因
为会伪装，博得宣帝的欢心，引以为能，连连升级，
为扬州刺史，最后入治东府，都督扬、徐、东扬、南
预州四州诸军事，相当于丞相了，可谓权倾朝野。
陈叔陵生活糜烂，爱好发掘古墓，遇到著名人物的
坟墓，就令左右挖掘，取其石志古器，乃至尸骨体
骸，持为玩物，藏于私库中。府内民间青年妇女，
略有姿色，即强纳为妻妾。 （待续六十一）

暗夜惊昙
——告诉您一个不一样的大隋王朝

◎杜吉民

连连 载载

古老的诉说，多少年来传承印刻下了生命的裂痕。我分明听见了，那孤独的石桥上悠
远的传唱，那些感人肺腑经典的旋律铿锵有力，源远流长。我在明月下，听到那如梦如幻的
余音恋恋，多少岁月的洗刷，越洗越痴心。

每当我踏上家乡的土地，一定会感受着尧舜耕作于历下跳动的脉搏，感受着中华民族
最浑厚的呐喊，感受着家乡那片大地浸润的血汗，感受着家乡最淳朴的执著与坚韧，感受着
家乡人所经历的苦痛和无奈。

一个个童年的成长，一个个生命的降临，一个个家庭的延续，家乡就在这个生生长长中
留存着。花落尽，仍待蝶来觅，人离乡旧恋乡归依。那些离离合合就在家乡的岁月中轮换
里。往昔的歌谣仍旧传唱，只是歌谣仍在，传唱的人却今非昔比。纵使离开家乡，天涯海角
遍踏也不如尘归故土。藤蔓缠绕着树儿，一圈一圈地缠痛了我的心。久在异乡，总是会思
念家乡，怀念家乡的一草一木，一桌一椅，一声鸡鸣，一声狗吠。家乡是一首永远也写不完
的诗，念不完的情，世界上所有关于家乡的思念，都可以变成一首绝妙动人心的诗。人在异
乡总怀念家乡的味道，依恋情怀，一抹泪痕，两行春雨，我与家乡苦恋，顿时泪满眼眶，滚烫
的泪珠夹杂着雨，淋湿了脸颊，浸透的是那颗苦恋家乡炽热的心。

曾记得，家乡的村东头，有一棵老榆树，据村史记载，老榆树有500多年的历史，榆树，
顾名思义，象征年年有余。老榆树十分粗壮挺拔，主干粗大要三四个人手拉手才能拥抱过
来。它的叶子碧绿，根深枝茂，树干像把利剑直插云霄，村上人又称它为“树魂”。在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前，老榆树承担着贸易往来的商业功能，往来的贸易行商者总是喜欢在村口的
古树下，或是歇脚休息，或是叫卖货品，他们来了，整个村就热闹起来了，他们走了，村子里
便安静了许多。在老榆树下，人们进行着物品交换，妇女用的针头线脑、疙瘩扣，儿童喜欢
的玻璃球、手皮筋、捻捻转，老汉用的烟袋锅、烟袋嘴、老头乐，老太太用的发罩、发卡、还有
那缠脚的裹腿，就连小孩吃奶的嘴，也应有尽有，总给家乡注入新鲜活力。

老榆树也是家乡的名片，是一个村子文化的象征。每当夕阳西下，外边来说书、唱戏、
玩杂耍的，都要在老榆树下搭台表演，只要锣鼓铉子“咚咚锵”，全村的人就都沉不住气了，
他们放下手中的活计，个个奔走相告，恐怕“掉”下一个人似的，男女老少都聚集在老榆树
下，享受着文化大餐。

冰雪消融，春天来了。小喜鹊一大早站在树枝上“叽叽喳喳”，大公鸡好像在小喜鹊面
前有意显示它的雄风，昂着头、伸着脖子、放开嗓子地鸣啼，声音顿时传遍全村，打破了清晨
的宁静。路边的小草也渐渐露出了头，好奇地看着有点冷清的世界。风虽然还有点凉飕飕
的，凉意中带着一丝丝的暖意。踩了一冬雪花的鸭鹅们终于有机会跳进河水中痛痛快快地
洗洗澡了，它们“嘎嘎”叫着兴奋追逐，它们快乐的季节来了。阳光吝啬地露出一会儿，就又
躲到阴黑的云层后面去了，细雨淅淅沥沥地下着，那雨是无声的，似乎怕惊动了谁似的，怕
惊醒小草的梦，却又悄悄呼唤即将换绿装的杨柳树，纤细的枝条也舒展了许多。正如唐代
诗人贺知章的“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杨柳树是春天的信使，每当春回大地，万物还在沉睡中，杨柳树就最先感知春风
吧！谁都想知那春雨是甜的，顽皮的孩子们伸出舌头尖，滴一滴雨水，舔一舔雨水，
带一丝甜味，怪不得春天的万物都喜欢春雨，喜欢在雨中伸展枝叶，欢迎春雨的到
来。

站在高处，能够享受到太阳高照的直射，有着令人暖心的感受，春风吹来把宁
静的气氛转换成欢快的场景，就这样，也就会过得潇洒愉悦，一缕缕炊烟入鼻滋润
着心肺，或者鸟叫风散，起身整理羽毛出巢扑虫觅食。男人们推车担挑，把土杂肥
送到地里，准备春耕。少妇们穿着长衣长袖，把白嫩的肌肤裹得严严实实，拨开蓬
乱的长发，在自家院子里忙来忙去，忙个不停。老汉们到地里耕作，镢头落地有声，
铿锵有力，冬小麦汲取着雨露挺动生长。石桥下的河水微微流淌，水滴声清脆悦
耳，响声不绝。

走在沿河宽敞的堤坝上，习习的微风轻拂着脸庞，是那样舒心和清爽，田野里
拖拉机的轰鸣声忽隐忽现，如同飘荡在天际的时代交响乐，动人心弦。街道两旁的
梧桐树，在雨中身姿婆娑翩跹起舞，仿佛慈祥的老人在动情地向人们述说着昨天的
故事。极目望去，原野含情，犹如一幅天然的水墨丹青，是那样朦胧而迷离。寂寞
的黄昏，彩霞布满太阳周围，金色太阳光照射在河面上，迎着那阳光的方向看去，光
线零零碎碎地斜射在碧波上，河面上铺满一层闪烁的碎金子。倒映在水中的树影、
天上的云彩和小鸟，都被一群野鸭子翻起的波纹搅碎，碎成斑斓的光点。那水中的
青蛙声，树枝上的蝉鸣声，阵阵合奏，婉转悠扬。

夏天到了，石榴花渐渐开放了，绿叶衬着红花，美丽极了。远望，它像一片熊熊
燃烧的烈火，又像黄昏时落下红艳艳的晚霞。让人如痴如醉，流连忘返。

夏夜，往往是最无聊的，那可恶的蚊子夜袭团，总趁你不注意，毫不留情地丢下
一些红红斑斑的大包，又疼又痒。即使听着妈妈讲“司马光砸缸”“孔融让梨”的历
史经典故事，也丝毫阻止不了我烦躁，心里一直不能平静。失眠是痛苦且快乐的，
有人说过，当失眠的时候，那人将会在别人的梦里出现，托着下巴，我的思绪不由得
飞向太空，谁会在我梦里相见呢？是放牛的王二小，还是“小白菜，心里黄，三岁两
岁就没了娘。从小跟着爹爹睡，光怕爹爹娶后娘。娶了后娘三年整，有了弟弟比俺
强。弟弟吃面俺喝汤……”想到这些，突然感到心酸起来，我紧紧用手捂住嘴巴，怕
哭声惊动妈妈，不敢再想下去，不知不觉，眼皮渐渐粘在一起，慢慢进入梦中。

睁眼醒来，天色大亮，我竟发现枕头上湿了一大片，两眼皱巴巴的，我感到有些
莫名其妙，到底梦中发生了什么事，一切都是迷惘的，令人莫名其妙的感觉，让相思
留在梦中，慢慢地散去吧……

家乡的秋夜是一首诗。那古朴的气息，颇有诗意：“云露春天月漏光，中庭立久
却归房。小窗离冷未能卧，挑尽残灯秋夜长。”夜色沉沉，蛩鸣阵阵，窗外弥漫着桂
花的香气。在这美好的秋夜，半卷墨香，几首古诗，一段时光的清欢，在人去的旅途
中寻找我的安身之处。在中国书法界长年累月的奔波，远离家乡的平静，千万不要
忘记那盼儿回家的眼神，父亲的背影总是那么高大坚强，几十年的风吹雨打，磨去
的是他的容颜，但那股韧性是永远也磨不掉的，那是如山的父爱。以前在父亲的庇
护下，我茁壮成长。每次总是向您索求，一切都不曾说声谢谢，甚至还不谅解和怨
恨，总是在您面前说三道四，却不曾知您劳累。生活像一把无情的刀，改变了我们
的模样。我逐渐长大了，而您却老了。您那一头乱发，黝黑的皮肤、那不经意爬上
眼角的皱纹，用那双布缠住老茧的大手握起锄头，时间幻化成红土在瞳孔中旋转，
日夜操劳，最终会换来更多的是无休止的劳作和奉献。母亲最自豪的是我们，最操
心的也是我们，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是由母亲手把手教的，我也曾因不遵循母亲的教
诲而感到高兴，换来的是母亲更多的付出和她那满头的银发。

转眼间，时间已在我身上恰似流水一般度过了七十个年头，我也已经两鬓斑
白，老态龙钟。我不禁回忆起自己家乡过去的那些事。我在想，家乡的不断变故，
还有多少过去的痕迹和那永远抹不去的留恋，沧桑的岁月已流过。随着年龄的攀

升，我对那些不惜迢迢而来认祖归宗的人，也产生一种莫名的同感。子曰：父母在不远
游”。我们这一代人为了生计而违背古训，闯荡四方，成为时代的孤儿，我想自己终究不会
舍弃家乡去寻找自己的安乐窝。只有把家乡时时挂念，时时放在心上，才能回报家乡母亲
的恩情。

俗话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的老窝。”金窝银窝固然不错，但替代不了对家乡特有的
情感。无论是靠近我家那条窄窄的小路，还是那潺潺的河水，对我来说都是我生活的一部
分，因为它们从小就陪伴着我、和我在一起。河水仍在流，我也慢慢地在变老。它们都在我
的心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位置。那里有太多不清楚的回忆，那里是我更多的乡痴之处。

对于古人心中“沅江流水到辰阳，溪口逢君驿路长。远谪谁知望雷雨，明年春水共还
乡。”我们或多或少略知一二，这样并非矫揉造作的表露情感，只是情到深处自然的流露。
不曾离你远去，不曾体会到游子的归途之心，但却能感到淋漓尽致的养育情。

家乡是一个人间天堂，是一个世外桃源，它能让人修身养性，家乡的空气是那样的纯
洁，没有一丝的污染，家乡的村庄虽然不大，但是那里田野广阔，树林茂密，溪水清澈，是个
避暑休闲的好地方；同时也是百鸟和植物的栖息地，那里风景如画，犹如人间仙境。

过去的土墙土屋，如今已是高楼林立，街道宽阔。我穿梭在霓虹灯下的幻境中，再次采
访到家乡五彩缤纷，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的热闹景象，让我看见了家乡与时俱进的时髦，那
贯穿黄河南北的桥梁隧道，让我看到了家乡文化与经济的蓬勃发展。我不再单纯地走过每
一片莹莹草坪、簇簇花丛，不再安静地等待每一次日光倾城。月是怡人的，因为我从家乡的
气质里找到了一种催人励志的力量；是家乡的容颜貌迹或家乡生命里那种底蕴在呼唤着，
似水柔情的这片热土执着地守候着。

因为思念家乡，月光被注入了人类浓郁的感情，因为这是思乡之情，月亮弯的时候，弯
的是那思念；月亮圆的时候思念也圆。就像苏东坡深情地道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
圆缺。”人生在世没有那么一帆风顺，就如书中所录：“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
泪。”人生追求理想为梦境所踏上的荆棘之路“四海为家皆故乡”。家乡是思乡人心中寂寞
挥不去的情愫与胸怀，是寻求人生真谛的无穷动力。

家乡是一种情调，更是一种力量。家乡就是有着一种魔力，只有离乡背井的人才会懂
得离人的心，于是我读懂了家乡。这样的家乡情，这样一片执着于家乡的心，才能激发人的
勇气，唤醒人的柔情，坚定人的信念，触动着人的心扉。流水常伴青山，伯牙的《高山流水》
也只有子期能懂得，而我对家乡的痴爱与守望，又有谁能懂？

家乡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也是家乡的一部分。没有硕果的树是不完整的，没有白云
的天是空旷的。倘若人生是一首乐曲，那么家乡便是乐曲的伴奏。

家乡的水土风情养育了我，家乡在我心中就像母亲一样，令人魂牵梦绕。
家乡，让我终生痴迷，念念不忘。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书画研究院院长

见“书”思迁
王亚南

明代于谦曾言：“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因为有
书的作伴，仿佛化身为鹏，自在舒展长翮大翼；因为有书的陪伴，才
能将感性深埋于理性的土壤中，缔造花开阡陌的优美景象；因为有
书的指引，即使面对纷繁庞杂的世界，仍能在黑暗中找寻到一束
光，永葆心中的那份执着和纯粹。

“粗缯大衣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出自宋代苏轼《和董传
留别》。读书，不在乎身份地位，即使是粗布凡衣，仍能独当一面，
让世人看到自身的才华气质；读书，亦能够打破阶级世俗的限制，
功成名就，流芳百世；读书，无论经历何种世事变迁，仍能独立于人
世间，保留岿然不动的清醒认知。

“书味在胸中，甘于饮陈酒”摘自袁枚《遣怀杂诗》，读书像饮
酒，不明就里的人只会觉得苦涩，难以入喉。而品酒的行家里手，
只会企盼苦涩后的那一丝丝回甘。我们也不妨效仿陶渊明“静寄
东轩，春醪独抚”，等待远方朋友的莅临，感知生命的变化。温酒
情、忘忧伤、折新枝、寄新春，等待街角蔷薇盛开。

读者明心，由冰冷的词句窥探到作者柔软的内心，形和意，顾
盼生欢，瞬间完成了心意相通。思绪如一匹野马，恣意奔腾在无边
的旷野，以天为被，以地为席，风吹草动弹唱动人心弦的曲目，于
是，我把这莺飞草长的景象攫为己有，划地为家。

读者擅长发现美。世人皆有爱美之心，却拙于洞悉。一颗流
星从天空划落，大多数时候我们忙着许愿，却忘记把它欢呼跳跃
的姿态刻印在脑海中。而常读书，读好书，就会让我们独具慧
眼，在漫卷的旧时光里，找到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将日
月星辰、江河湖海、阡陌桑田的美好珍藏在浩瀚的心灵宇宙中。

读书和烟火同样重要。我们既可以洗手羹汤，在柴米油盐中
品味酸甜苦辣，又可以博览群书，在珍函美卷中感知风云变幻，不
必拘泥于流于俗套的形式，不必在乎身处高位或乡野云间，独处于
一陋室，亦可以在淡淡的书香中找到心灵安放之处。

读书讲究由浅入深，通过洞悉表面的浮华，探寻藏匿于深处的
“桃花源”。那里有潺涓的溪流，有蓊郁的青山，有明媚的阳光，有
孩童纯净的笑容。杂乱的思绪瞬间变得清晰明亮，意境仿佛拥有
了颜色和形状。我给故事留白，希望墨色之外，有人书写更为壮丽
的诗篇。

时间煮雨，岁月缝花，读书让我们在四季轮回里，在宁静或喧
嚣的境遇中，在晴朗或阴郁的日常，始终在心底存一方净土，收获
似锦繁花，夏日烈阳，枝头硕果，冬季银粟。你的眼光就像一把标
尺，用来衡量世间的黑白善恶。读书的节奏不紧不慢，我们一直在
往前走，遇见更好的自己。

作者单位：济南市济阳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立 夏
潘美冬

晨起，倚窗而望，天色微青，似有若无地浮着一层薄雾。想起
今天立夏，二十四节气中第七个，也是夏季第一个节气，过了这一
天，代表进入了夏季。我们这边农村有一句谚语“立夏麦呲牙”，小
麦历经秋播，冬养，春长，到最后的夏收，也是游历过一年四季的，
尤其经过立夏的洗礼，在农民施肥、灌溉、除草、打药的呵护下，经
过拔节、抽穗、扬花、孕育，开始进入成熟。

院中一棵不知名的树，前几日还只是星星点点的嫩芽，现在却
已是郁郁葱葱，密密实实地排满了叶子。阳光从叶隙间漏下，在地
上印出斑驳的影子。几只麻雀在枝头跳跃，叽叽喳喳地叫着，大约
也在议论这突如其来的夏天。它们倒是不怕热，羽毛蓬松着，显得
格外兴奋。

村外的田地里，却是另一番热闹景象，在一片片大蒜地里，女
士们头戴遮阳帽，把整个头部包裹起来，只露出两只眼，七八个一
排往前赶着提蒜薹，每人一只手里握着一把，另一只手在大蒜叶的
顶端找寻着蒜薹，看到后抓住蒜薹梢，轻轻一提，就把蒜薹从大蒜
棵上分离。看似行云流水，也是需要有一定技巧的，用力大了会把
蒜薹拽断，用力小了不能使其在大蒜棵上断开，这些女士们都是经
过了好多年的历练，每年都会赶在这几天的黄金窗口期干这个活，
因为蒜薹一旦成熟，就要在几天内把它掋出来进冷库保存，否则就
会老掉，从而降低经济价值，因此蒜农就会在这几天大量雇人，一
天工值从刚开始的一百两百，到三百，虽然一天干下来腰酸腿麻背
痛，可为了挣钱，都会坚持！

田间地头路边，杨柳絮还在不知疲倦地四处飞舞，可女士们顾
不了这些，只是两只手交替着给新鲜的蒜薹找新家。田垄上，男人
们或背或抱或推，把蒜薹装车，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新鲜的蒜薹甜丝
丝的味道，难道这就是生活该有的味道？

立夏之日，万物至此皆长大。草木疯长，蒜麦近熟，虫吟鸟鸣，
一派和谐的乡村美景图。

我坐在电脑前，听窗外偶尔传来几声虫鸣。立夏过后，便是小
满，然后芒种，夏至……节气一个接一个，从不等候任何人。

人生在世，亦如这节气更替，匆匆而已。
作者系区作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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