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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0.朱棣封王

公元1370年四月，明太祖朱
元璋将各位皇子封王，四子朱棣

（时年 10 岁）受封燕王，封地在
北平。五月，征讨元朝残余部队
的明朝军队在应昌（内蒙古赤
峰）俘获了元顺帝的孙子，五万
元军投降。大臣们建议举行献
俘仪式，朱元璋不允并对报捷奏
折不满说：“从前咱都是元朝的
子民，别说人家那么多难听话。”

741.腥风血雨

公元1380年元月，朱元璋以
谋反为名，诛杀了国务院总理
（左丞相，明朝以左为上）胡惟庸
并株连了三万余人。胡惟庸从
普通公务员做起，由前总理李善
长引荐走上总理高位。于是，胡
惟庸有点昏昏然，收礼受贿之
外，许多政事自家做主，不向皇
帝汇报。有一次，胡惟庸之子在
闹市纵马奔驰发生交通事故，死
在车轮下，胡惟庸怒杀车夫，引
得舆论一片哗然。占城国（今越
南境内）派使节来明朝进贡，胡
惟庸竟然隐瞒不报。宫中太监
偶遇占城国使节，报告给皇上，
朱元璋大怒，追究下来，竟查出
胡惟庸曾与倭人（日本人）来往，
而且与逃窜至北疆的蒙古人勾
勾搭搭。这一来皇上更加恼
怒。一场诛杀三万余人的腥风
血雨就此展开。

742.纷至沓来

公元1380年，前来明朝进贡
的国家分别有：琉球、日本、安南
（越南境内）、占城（越南境内）、
真腊（柬埔寨）、爪哇（印尼）。明
王朝派头很大，由于日本使节没
带国书，朱元璋拒收礼品。

743.吏治严苛

朱元璋对官吏要求极严，一
句话不对，就会受到追究。公元
1382年四月，广平府（今河北邯
郸境内）官员王允道上疏，建议
国家在磁州（今河北磁县）大炼
钢铁。要说这也不是啥坏主
意。朱元璋下诏：“当皇帝应该
使天下无遗贤，而不是无遗利。
现在不缺兵器，炼啥钢铁？纯属
扰民。”命罢免王允道，杖之发配
岭南。

744.规范宦官

公元1384年七月，朱元璋下
诏：严禁宦官干涉国家或地方事
务，禁止国务院各部委直接与宦
官联系。

745.军莫管民

今天的好多做法或法令大
都缘于古时。公元1388年正月，
朱元璋下诏“禁武臣预民事”，严
禁部队将领干预民间事务。

746.朝鲜建国

公元1391年九月，高丽国大
将李成桂自立为国王，并派人上
疏明太祖朱元璋，请求立国号为

“朝鲜”，诏允之。李成桂是朝鲜
的开国皇帝。

（老白）

每天坐在死气沉沉的办公室里，心情
总是很压抑，即便是向窗外望望，望到的
也是车水马龙，不由很怀念风姿绰约的牵
牛花。

牵牛花别名牵牛、喇叭花、朝颜花，大
都朝开午谢。记得小时候在乡下，从家到
学校的路上开满了各种野花，印象最深的
是牵牛，每年七夕节前后的鸡叫头遍时，
那些绕篱萦架的牵牛就已开放出一朵朵
喇叭似的小花来，可见牵牛是很勤劳的，
所以它又有一个俗名叫“勤娘子”。牵牛
一天一个样，有时一夜之间就会爬有二尺
长，不过数日就爬到房顶上。无数条的枝
蔓密密麻麻，生了许多花骨朵。牵牛吹起
的喇叭颜色极多，紫色、粉色、白色，竞相
开放。不过数日，绿茵茵形成一道道绿色
的屏风，把炎炎烈日挡在外面。

长大以后离开农村，还是很怀念牵牛
花，偶尔到郊外去玩，依然会钟情地寻找
牵牛。也许是牵牛花稍纵即逝的缘故，花
语之意是“离别的爱”，听起来有些伤感。
但我依然喜欢它，就算短暂，毕竟美丽
过。再说牵牛是那么坚韧不拔，不管是在
花枝下盘绕，或是在篱笆上爬行，细蔓带
着一串串小喇叭在紫陌红尘中穿行，无论
遇到什么障碍，它总是能左缠右绕地用它
柔弱的身躯跨越过去，努力向上攀登。牵
牛花虽然没有梅花清雅、牡丹富丽，也没
有荷花净色、桃花明艳，更比不上玫瑰花
煽情、米仔兰温馨，但是它那种顽强向上
的精神却叫人刮目相看。

“红白淡紫牵牛花，沿着竹篱往上
爬！攀登不畏风和雨，何时能到织女
家？”想着那一串串朴实无华的小喇叭
花，虽然一辈子风餐露宿，它却总是那样
的平静勤劳，柔韧坚强，不怕荆棘而活，
能与万物和谐共生。如果我们都有这种
精神，还有多宽的江河不能横渡，多远的
路程不能走完呢？

暑假刚开始没几天，我的心里就陷入
了极度两难的境地，因为听很多家长说起，
他们的孩子都报了暑期班，有的甚至是上午
下午连轴补课，其实我是不情愿这样做的，
一来暑假原本就是孩子休息调整的时间；二
来，女儿排斥补课，我想象不出，“赶鸭子上
架”能收到多大的效果。可别人都在补习的
时候，我又做不到放任自己的孩子优哉游
哉。

很凑巧，在我迷茫的时候，就那么不期
然地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暑假到，补
课不如补习惯”。赶紧仔细读了一遍，文章
大概意思是说，孩子成绩不好，大人的第一
反应就是给孩子补课，可有的孩子其实以
往的时间也一直在补课，但真的收效不大，
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孩子学习成绩上的差

距归根到底是他们学习习惯上的差距，所
以补课不如补习惯。

循着文章的指引，我不由地开始罗列
起女儿的一些不好的习惯。其实她的很多
不好的习惯我都心知肚明，却一直未加重
视。譬如，她不爱阅读。遇上学校强制要
阅读的书籍，她一般浅尝即止，而我买给她
并推荐阅读的书，她则完全束之高阁。她
不喜阅读导致她文思枯竭，每次考试遇上
作文总要抓耳挠腮。

不认真做作业的习惯。说起来，对于
作业，女儿从来没有主动过。每次放学回
家，她总是找各种理由拖延，实在熬不过就
各种牢骚和抱怨。在这种心境下，做作业
的专注度可想而知。可就算我检查出她作
业中很浅显的错误，她也只是无所谓地朝

我笑笑，说上一句“哦，没看清而已”。更别
提她的学习方法，我时常告诫她，遇上不会
不懂的，在学校要记得问老师，在家可以问
我。结果她常年“没问题”。

仔细回想，发现女儿的类似不好的习
惯还真的不少，我在纸上一一罗列，我想好
了，代替补课，就是这个暑假，我要从女儿
这些不好的习惯入手，认真督促，极力引
导，我不只要让孩子成为一个爱读书的人，
还要培养她的专注度，培养她做作业的好
习惯，并改善她一贯的学习方法，我还要给
她补一堂“自信课”。都说自信是人进取心
理不可缺少的根基，我要让孩子在自信的
基础上，逐步更正和改善各种原有的不好
习惯，我相信当女儿养成各种好习惯后，学
习对她而言再不会是一件困难的事。

那年，教我们数学的老教师对班里同学
吼道：“分数没出来前，报志愿都觉得自己是
龙，这个学校不好，那个专业不行；等成绩一
出来，都成了虫了，哪个学校的录取分数线
也不低……”

我们那时填报志愿在高考前进行。20
年前的教师待遇很低，加上我们在学校面对
的是老师，敌对的也是老师，对老师这个职
业深恶痛绝。但报考师范学院分数低，每月
还有补助，所以老师都劝同学们报考师范
类。有同学“免疫力”差，听从老师和家长的
意见填报了师范；有同学死拧到底，坚决不
报师范类的学校。小燕同学便是不报师范
类的代表，她来自山区，父母供她读书不易，
她的成绩考师范类本科没悬念，但她从小有
个当医生的梦，所有志愿全都填的医学院。

成绩下来后，真验证了老师的话，多数
同学都龙不起来，唯有报考师范类的同学稳
操胜券，边看边笑。小燕发挥失常，分数够
了师范类本科分数线，但未到医学院的录取
分数线，被调剂到一所理工学院机电专业。
我更富戏剧性，同桌报志愿我在一旁看，见
她填了个不好的学校，赶紧制止，“一看学校
名字就不好，报这样的学校干吗？”她说，她
姐姐在这所学校读书，听说不错的。我坚持
我的观点，硬是叫她改了。后来我却被调剂
到那所学校了，此事在同学中成了笑谈。

多年后，再看同学们的处境，当年报考
师范类的都在学校当老师，工作稳定，惹人羡
慕。没报师范类的同学，有如愿走进心仪的
学校，找到合适工作的；有如小燕般被调剂到
不喜欢的学校读不喜欢的专业的。师范、医

药护理、法律、公安等专业的学生好找工作，
纯理工院校毕业的就悲催了些，毕业正赶上
国家不再包分配，找份合适的工作比当年高
考还难，大部分同学都从一线工人做起，几年
后很多企业破产，又面临再就业。有的同学
开始自己谋发展，有奔走大城市打拼的，有继
续求学的。

有机关单位同学感叹，都怨当年进入了好
单位，否则自己早被生活逼成功了。也有像小
燕一样，偶尔吐槽自己当初没报师范类学校，
否则当一名高中老师也比现在好过几倍。

没有谁能有超前的眼光看透未来。每一
步有每一步的风景，未来属于机遇更属于奋
斗者。城里城外都有遗憾，但应该感谢当年
遵从自己内心想法填报志愿，至少，当时自己
的人生自己做主了。

当年志愿 几多欢喜几多忧

“补课”不如“补习惯” □管洪芬（江苏宜兴）

情系牵牛花
□梁秋红（河南新密）

□马海霞（山东淄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