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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定，字怀田，明朝隆庆年代恩贡，恩
赐进士，系济阳街道邢家村人。

王道定中选后，初次官职是被授于直隶
省香河县知县（今属河北省廊坊市管辖）。因
他上任后不到半年，由于在任期内明敏勤恪，
工作成绩显著，很快就被调到良乡县（今属北
京市房山区管辖）任知县。由于他在良乡县
任职期间政绩又很突出，很快又被擢升为涿
州刺史。涿州（今河北省涿州市一带）位于北
京西南，地处交通要塞，当时京城宫中官员南
下，南方各省的官员进京都须经过此地，因此
在涿州任职十分不易。光迎来送往这一块儿
就会被弄得疲惫不堪，工作很难做，所以，在
他到任的前五年中就换了四任州官。

王道定到任涿州后，肩宏理剧，皆游刃运
之，很快就打开了涿州的局面。他到任后办
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籍权王当”（就是查没犯事
宦官的家产）。当时有一名宦官权倾朝野，作
恶多端，谁都不敢动手惹他，在任职期间，劣事
败露，被判为抄家之罪。因为他在任职期间曾

经陷害过无数人，被陷害的人都想趁机将他一
棍子打死。在这个节骨眼上，王道定被指派去
查这位宦官的家产，王道定在清查时既不徇私
枉法，也不蓄意构陷，罚不当罪，而是依法秉公
办事，实事求是，凡属不义之财，一概查清籍
没，凡属宦官的正当家有财产，绝不侵占，此案
在了结时，受到人们的称赞。

王道定办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叫他主持一
项规模浩大的工程，他接收后，“有严无染，有
节无靡。”意思是对工程严格要求，不借这次
机会发横财，并且精打细算，厉行节约，把工
程干得很好。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推崇他，
佩服他。

王道定无论到何处任职，都把工作做得
很好，受到皇帝的颂扬。皇帝在制诰（皇帝所
下旨的文告）中说：“治剧有余，理棼无扰，计
书称最，从事独贤。”意思是说他在治理复杂
繁难的地方时游刃有余，处理纷繁的财务时
不扰害百姓，各种账目处理得清清楚楚，做任
何事情独有自己的才能。皇帝的题词使他的

名气越来越大。所以时任吏部尚书杨海丰认
为所有的地方官员，都要以王道定为榜样。
曾写过一副对联送给王道定，“正已须同包开
府，牧民当法王涿州”。意思是当官要自身端
正，就要像包公那样对自己是铁面无私，管理
百姓就应该效法王道定那样才智双全而且清
正廉洁。

王道定在涿州任职期间，他最烦恼的是
迎来送往的习俗，于是他下决心想革除。怎
么革除呢，他想了一个好办法，便写了一副对
联，“日边冲要无双地，天下繁难第一州”，让
人刻在木板上，在涿州城的南北城门上各悬
挂了一副。这副对联的意思是，涿州城就在
天子的脚下，其冲要是举世无双的，涿州的事
务实在是太繁杂了，在全国它要首屈一指。
过往的官员一看这副对联心里就很明白了，
知州王道定实在是太忙了，恕不迎送了。

王道定在任职期间，都政绩突出，业绩卓
著，即被皇帝提升为彰德少尹，寻迁保定太
守，加衔运使。 作者系区退休老干部

1932年，我妈妈出生在鲁北平原的徒骇
河畔，由于家境贫寒，姥爷就给她起了一个好
听的名字：杜吉英；期待着她的名字，能够给
她带来吉祥如意的命运，英俊潇洒的一生。

我妈妈天生丽质，身材苗条，不到十岁的
时候，双脚就被缠成了三寸金莲，身高不到一
米六的个子，尽管如此走起路来仍然不影响
她那美丽而又亮丽的身影。

妈妈 18 岁就通过媒婆游说来到了我们
家。她用一双勤劳的双手和瘦小的身子，挑起
了照顾公婆的家庭重担。虽然没有文化，但是
她聪明贤惠，通情达理，有着浓厚的家国情
怀。朝鲜战争爆发后，她就鼓励和支持我父亲
去参加抗美援朝，自己在家照顾老人和孩子。

朝鲜战争结束后，父亲来到了当时的南
昌陆军学校当了教官，她也随军来到了部
队。在军营大院，她和许多的军嫂一样，独自
承担起家里所有的家务，成了里里外外的“一
把手”，鼓励父亲全心身的投入到教学工作中
去，继续报效祖国的国防事业。

1964年随着中央军委的一声令下，妈妈
随着父亲又转业回到了徒骇河畔的老家。她
仍然继续承担起了更为繁重的家庭重担，继
续支持父亲投身到当地的革命事业建设洪流
中去。

妈妈虽然没有文化，不会写字，但是她经

常把在父亲那里听到的战斗故事再转述给我
们听，比如：锦州战役中的阻击战、淮海战役
老百姓推着小车支援前线、上甘岭战役激战
中水比生命还重要的故事等等；他还支持父
亲的想法，毫不犹豫的同意把我大哥、二哥送
到部队锻炼，让我们从小就立下了报国之志。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无论是在县城还是
在最艰苦的农村，妈妈始终严格要求我们，好
好学习，老实做人，将来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
的人。她自己则一个人起早贪黑，含辛茹苦，
下地干活，推磨磨面，勤俭持家，去三里外挑
水，用辛勤汗水挣来的工分，把我们兄妹四人
先后抚养长大，后来都参加了工作，走向了不
同的工作岗位。

我的妈妈虽然大字不识一个，但是她的
本事可不小。记得1972年初春，她想念在黑
龙江黑河（现在的爱辉市）当兵的大哥，就不
顾天气寒冷和父亲劝说，独自一人手拿一个
信封，颠着她那三寸金莲的小脚，先步行五公
里坐上汽车，再坐上黄河轮渡渡过黄河，然后

又从济南坐上绿皮火车到三棵树，再倒车坐
汽车，又坐了两天的狗爬犁，奔波2000 多公
里，终于赶到了部队，看到了她日思夜想的大
儿子。

现如今，我的妈妈已经是 94 岁的高龄
了。三年前由于她自己的争强好胜不服输，坚
持自己洗漱、做饭，从摔倒做了手术后，就再也
不能下床活动了，需要我们兄妹四人，每个人
轮流三个月24小时照顾她的生活，她还乐观
又风趣的对我们说：小子哎，我一把屎一把尿
的把你们拉扯大，照顾了你们一辈子了，现在，
该是看你们的表现，孝敬照顾老妈的时候了。

现如今的妈妈虽然常年躺在床上，但是
她仍然精神矍铄，红光满面，能吃能睡，安享
着她的晚年。

借此母亲节，我轻轻展开妈妈的名字，分
享她的经历和故事，谨以此文献给我不言放
弃，操劳一生的妈妈：您已经是四世同堂的老
人了，您的儿孙，永远爱你。

作者系农行退休职工

我的妈妈叫杜吉英
◎秦臻

智胆双全政绩卓著的王道定
◎孙厚德

近日，我沉浸于鞠慧老师的长篇纪实小说《大
河儿女》之中，仿若亲身漫步在黄河岸边，目睹了
那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受着时代浪潮下乡
村振兴的蓬勃力量，内心久久不能平
静。

这部小说以黄河滩边的苇子圏

为故事舞台，将滩区迁建，祖坟迁移，
留守女性，农业结构调整，非遗鼓子
秧歌等诸多现实问题巧妙串联，紧扣
时代发展的脉搏，重点表现了乡村振
兴这一宏大主题，弘扬了社会主旋
律，为我们展开了一幅鲜活生动的乡
村画卷。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引下，
苇子圏的村民们在乡村振兴队的带
领下，告别了滩内的旧居，迁至滩外
开启新生活。从传统的生活模式迈
向发展黄瓜种植、手工柳编等产业的
新征程，这一过程不仅是地理位置的
迁移，更是乡村经济发展模式的蜕
变。书中对这一历程的详细描述，让
我们看到了党领导下乡村振兴取得
的切实成就，深刻体会到国家政策对
农村发展的强大推动作用。

小说在结构编排上独具匠心，以
“春华”“夏晖”“秋实”“冬韵”“新年”
五个篇章构建起整个故事。这种富
有诗意的结构，不仅使情节层次分
明、逻辑严谨，还赋予了故事如四季
更迭般的节奏与韵律。随着故事的
推进，情节波澜起伏、高潮迭起，时刻
牵引着读者的情绪，让人仿佛置身于
苇子圏的发展变迁之中，与村民们一
同经历喜怒哀乐。

书中塑造的人物形象鲜活饱满，
令人印象深刻。乡村振兴工作队队
长李江河，为了苇子圏的发展，舍小
家为大家，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
中。他吃住在村里，与村民打成一
片，时刻关心着群众的冷暖。这种无
私奉献的精神，是无数乡村振兴工作
者的真实写照，他们用自己的付出，
为乡村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
力。退伍军人马平原，怀着对家乡的
热爱与责任感，毅然放弃镇上的工作
回村担任村支部书记。面对祖坟迁
移、村庄搬迁等重重困难与压力，他
凭借着“把冷板凳坐穿”的坚定信念，
成功说服村民，解决了这两项重大问
题。他还带领大家建设黄瓜大棚，实
现了家乡的脱贫致富。他的坚持与
担当，展现了基层干部在乡村振兴中
的关键作用。

留守女性金慧珍也是书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她身上凝聚着农村妇女勤劳能干、心地善良的传

统美德，同时又经历了感情上的曲折巨变。在困
境中，她没有被打倒，而是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克
服重重困难，建起黄瓜大棚，成为村里的致富典

范。她与丈夫景志强的感情变化过
程，不仅丰富了故事内容，更深刻地
反映了农村留守女性在生存发展中
面临的现实困境，让我们看到了她们
在时代浪潮中的坚韧与成长。

小说的语言同样精妙绝伦，精炼
准确且生动优美。文中诸多描写，词
语运用精炼准确，展现出作者深厚的
文字功底，如第一章“春华”第一节第
5页，“房台下绿油油的玉米田像毡子
一样，一直铺到了堤边”，一个“铺”
字，便将玉米田的广袤与生机展现得
淋漓尽致；第一章“春华”第二节第15
页，“慧珍把脑袋抵在树干上，泪水从
树皮纵横交错的纹路里慢慢洇下来，
渗进了树干中”，“抵”“洇”“渗进”等
动词的运用，细腻地刻画了金慧珍内
心的思念与无奈，使读者感同身受。

同时，全书还注重语言的优美生
动。如第五章“新年”第四十四节第
242页：“随着时代的变迁，几经起落，
循着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这朵古老
的艺术之花日渐完美。她无字——
却像是一首长诗，是中国农村变革的
颂歌，是黄河儿女的心声；她无歌
——却如行云流水的行板，激越豪
放，顶天立地。那是心灵的壮歌，是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伞的洒脱，鼓的
彪悍，棒的英武，花的柔曼，丑的逗
笑，他们如钢琴上的黑白键，似乐曲
中的一个个音符，组成了一个各具千
秋而又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他们
齐心协力，弹奏出一曲又一曲优美动
人的乐章。”这一段，语句工整，节奏
感强，且成功地运用了比喻、排比、对
偶等多种修辞手法，形象而具体地刻
画出了鼓子秧歌这一传统舞蹈的独
特艺术魅力。

《大河儿女》不仅是一部文学作
品，更是一部记录时代变迁的生动教
材。它让我们看到了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过程中的艰辛与成就，感受到了
基层干部和普通村民为追求美好生
活而付出的努力与坚持。从这部小
说中，我们汲取到了奋斗的力量，也
对乡村的未来充满了希望。相信在
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会有更多如
苇子圏般的乡村实现华丽蜕变，在时
代的浪潮中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

谱写更加辉煌的乡村振兴新篇章。
作者单位：澄波湖学校

他还有一个帮凶陈伯固，是陈世祖的第五子，
他身材矮小，却善为戏谑。他本来与太子叔宝关
系甚密，每日必见。陈叔陵任扬州刺史、入治东府
后，他觉得陈叔陵更加有所作为，便极力讨好陈叔
陵，成为一对难兄难弟。陈叔宝嗜好发掘古墓，陈
伯固喜欢射雉，因此两人经常结伴到郊外田野游
玩，亲昵异常，沆瀣一气，进而密谋作乱。

陈叔陵劣迹斑斑，却很会装模作样。每次入
朝，总是在车中、马上执卷读书，高声朗读，洋洋自
若。其生母彭氏病逝后，陈叔陵请求葬于梅岭，因
为那里风水好，有晋太傅谢安的坟墓，他可以得些
古玩。被批准后，叔陵即挖出谢安的棺椁，于原穴
埋葬其母，又装作哀痛之状，自称刺血抄写《涅槃

经》，为母超荐。暗中却让人每天进美食，照吃不
误。并且私召左右的妻女，强行奸淫。后来事情
被陈宣帝所知，陈宣帝却只免去了御史中丞王政
的官职，责其不予弹劾，对叔陵并没有绳之以法，
仅仅是责备一通而已。

陈叔陵见宣帝病已不治，即生出杀太子夺皇
位的念头。只见宫中有典药吏带有一把切药用的
锉刀，叔陵便装作若无其事地走过去拿起看了看，
对典药吏说：

“这把刀太钝了，应该磨一磨，才好使用。”
典药吏不明所以，只好唯唯诺诺。过了几天，

到了初十这天，陈宣帝病逝。宫里准备丧事，人来
人往，忙碌不堪。陈叔陵暗暗令左右去宫外取
剑。由于前几天几位顾命大臣有令，任何人不得
带兵器入宫内，左右只拿来木剑和朝服，交与叔
陵，陈叔陵见此，气从胆边生，一句话不说，气呼呼
地一掌将拿剑之人打倒在地。但他不知，有一双
鹰眼正在默默地注视着他，这一切全被他看在眼
里。从进宫侍疾，一直到现在，叔陵的所作所为都

没逃过他的眼睛。结合以往陈叔陵的表现，这个
把陈叔陵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的陈叔坚，更加
怀疑陈叔陵可能要谋变。他便时时注意陈叔陵，
看其有什么举动。

第二天，宣帝遗体入殓，太子陈叔宝扶在灵柩
上嚎啕痛哭。这时，陈叔陵趁机抽出锉刀突然向
太子砍去，砍中了太子的脖颈，太子顿时昏倒在
地。太子生母柳皇后赶来救护，也被陈叔陵砍了
数下；太子的奶妈吴氏一边从后面扯住陈叔陵的
胳臂，一边呼叫太子，太子被叫声惊醒，得以爬了
起来，陈叔陵见太子要逃，就又从后面抓住太子的
衣服，太子没命地奋力挣脱，方才脱身。排在后面
的陈叔坚见太子尚在难中，奋力从后面越过人群
扑了上去，扼住了陈叔陵的脖子，夺下了他手中的
刀，然后把气喘吁吁、肥胖如猪的陈叔陵拖到了几
根柱子旁，就用他的衣袖将他捆在柱子上。当时
奶妈吴氏已经扶太子出殿躲避，陈叔坚就去寻找
太子，请示对陈叔陵如何处置。

陈叔陵健壮有力，奋力挣脱衣袖，冲出云龙门，
驰车飞速赶回东府，采取防范措施。命令属下截住
清溪道；赦免东城的囚犯，发放金银布帛进行赏赐，
让这些犯人充当士兵抵御禁卫军；又派人去新林召
集所属部队，速来支援。自己则披挂整齐，戴上白

布帽，登上城楼招募百姓及诸王的将帅，咋呼了半
天竟没有一个人响应他。只有他的党羽新安王陈
伯固单骑应招，协助陈叔陵指挥将士。陈叔陵折腾
来折腾去，只得军队一千人，军队人少，战斗力又不
强，陈叔陵打算先占领东府自守，以图再起。

当时，南陈军队都被部署在沿江一带防守，防
备隋朝这一最大的劲敌进攻，台城内兵力空虚。
陈叔坚知道陈叔陵逃走后不会善罢甘休，急忙启
奏柳皇后。派遣太子舍人司马申以太子的名义征
召右卫将军萧摩诃入宫接受敕令，统帅步、骑兵数
百人进军东府。萧摩诃将部队部署在东城西门，
向陈叔陵喊话。萧摩诃在南陈可谓战神级别的人
物。陈叔陵素闻萧摩诃威名，知道不是他的对手，
非常惶恐，就派记室参军韦谅把他的鼓吹仪仗送
给萧摩诃，并对他说：

“如果你帮助我举事成功，我一定任命你为辅
政大臣。”

萧摩诃就骗韦谅说：
“必须让始兴王的心腹大将亲自来说，我才能

听从命令。”
于是陈叔陵又派亲信戴温、谭骐驎来到萧摩

诃军营，他们来到就被萧摩诃抓了起来送到台城，
被朝廷斩首后挂在东府城外示众。

陈叔陵知道不会成功，惊恐万状。他回到府
中，把妃子张氏和宠妾七人全部沉入井中淹死，然
后率领数百人从小航渡过秦淮河，想要逃往新林，
再乘船逃往隋朝。走到白杨路，遭到台城军队的截
击。平日里与陈叔陵割头换命的陈伯固看到朝廷
大军来势汹汹，就躲进街巷想独自逃命，陈叔陵发
现后，拔刀追赶。陈伯固个子很小，像老鼠一样在
人群里钻来钻去，但还是被发现抓住，命人像抓野
鸡一样抓到陈叔陵面前，陈伯固慑于他的威势，只
好又和他一起返回。陈叔陵准备破釜沉舟，和萧摩
诃决一死战，冲出萧摩诃的包围，再另谋打算。萧
摩诃久经战阵，见陈叔陵想逃，就兵分两路，堵住陈
叔陵的逃路。只要陈叔陵的兵露头就打，陈叔陵的
兵要么投降，要么逃窜，再也不回东府。陈叔陵见
兵力越来越少，急了，亲自出马，想杀出一条血路。
他刚一出府，迎面撞上萧摩诃的部下陈智深，陈智
深一枪将惊恐万状的陈叔陵挑落马下，被赶上来的
将领陈仲华上前将其斩首。跟随其后的陈伯固也
被乱军杀死。将首级传入宫中，叛乱平息。

陈叔宝择日登基，颁诏大赦天下，改元至德。
以功授陈叔坚骠骑将军、领扬州刺史；萧摩诃为散
骑将军、车骑大将军、封绥远郡公、邑三千户，陈叔
陵平时所聚金帛累千巨万，悉数赐予萧摩诃。任
命司马申为中书通事舍人。

南陈后主诏令尊称柳皇后为皇太后，妃子沈
氏为皇后，册立皇子陈胤为太子。

南陈的宫廷之乱划上了句号。
这时，南陈最为担心的宿敌隋朝并没有因为

南陈国丧、内部混乱而进攻，而是由文帝下令给驻
守江淮的高颎班师回朝，理由事礼不罚丧，这避免
了南陈内外交困局面的发生，使得陈叔宝能够从
容地完成朝廷布局，稳定朝堂局势。

叔坚失宠

陈后主由于受伤，不能处理政事，朝廷的大小
政事都有长沙王陈叔坚裁决处理，陈叔坚也因此
权倾朝野。陈叔坚又自恃有功，十分骄横，因此受
到陈后主的猜忌。都官尚书孔范与中书舍人施文
庆都厌恶陈叔坚，并都受到陈后主的宠信，所以他
们朝夕寻求陈叔坚的短处和过失，然后进谗言陷
害他。陈叔宝决定夺陈叔坚之权，先令陈叔坚以
骠骑将军本号、用三司之仪，出为江州刺史。陈叔
坚尚未赴任，后主怕其在方镇造反，又改任皇帝叔
父为江州刺史，召陈叔坚入朝，后主当面慰留，仍
复其司空一职，实已夺其兵权。

陈叔坚失去后主的恩宠后，内心不安。就用
左道厌媚以祈求富贵。他请人雕刻了一个木偶，
给木偶穿上道士的服装，木偶里面设有机关，能听
候主人的指令自己跪拜。陈叔坚就让这个木偶在
太阳、月光下替他跪拜祈祷。这年的冬天，他因为
殴打了一个仆人，这个仆人怀恨在心，就告发了此
事，说是陈叔坚用木偶咒后主早死。陈后主就召
见了陈叔坚，把他软禁在中书省，令内侍宣敕责
问。陈叔坚十分恐惧，但他毕竟是个聪明人，沉吟
片刻对内侍说：

“臣之本心不过是因为皇上对我前亲后疏，我
心中不安，故祈求神灵保佑再被亲媚罢了，确实没
有厌咒皇上的意思。我今既犯天条，罪当万死。
但臣死后，必然会见到陈叔陵，望陛下先宣明诏，
责之于九泉之下，方免为叔陵所侮。”

陈后主听闻此言，念及陈叔坚拥立有功，乃赦
免其罪，免去官职，仍以王位还第。就这样，因为
陈叔坚的自傲，后主听信谗言，南陈失去一柱石。

（待续六十二）

暗夜惊昙
——告诉您一个不一样的大隋王朝

◎杜吉民

连连 载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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