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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2.太平宰相

宋真宗时代，山东人王旦
为宰相长达二十年，“时值四
夷纳款，海内无事”，人称“太
平宰相”。宋真宗“国有大事，
事有大疑”均请教王宰相。王
旦亦谨小慎微，君臣之间，毫
无隔阂。王旦与翰林学士杨
亿是挚友。杨亿贬任汝州知
府，两人仍交往不断。杨亿曾
托人将汝州特产山栗送给王
旦，附信曰“山栗一秤，聊表寸
心”。

903.因何责备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的
一天，宰相房玄龄和高士廉路
遇建设部长（少府监）窦德素，
随口问道：“皇宫近日大兴土
木要盖什么东西？”窦德素将
此事汇报给唐太宗李世民，皇
上颇为不满，责备房玄龄等
说：“君但知南衙事，我北门少
有营造，何预君事（你管好政
府的事就行了，管我皇宫的事
干啥）？”房玄龄和高士廉认错
说：“算我们多嘴。”在场的中
央书记处书记（侍中）魏徵不
愿意了，对皇上说：“房玄龄他
们身为宰相，了解一下皇宫的
基本建设情况，有何不可？臣
不解陛下因何责备，亦不解玄
龄、士廉错在何处？”一席话说
得皇上不好意思了。

904.皇上护犊

皇四子李泰乃长孙皇后
所生，最受唐太宗喜爱，李泰
渐生骄纵之心，屡受监察部门
举报。贞观十年（公 元 636
年），唐太宗邀请三品以上官
员至皇宫齐政殿坐定，大怒
曰：“我有一言，向公等道。往
前天子，即是天子；今时天
子，非天子耶？往年天子儿，
是天子儿；今日天子儿，非天
子儿耶？隋朝时代，哪个大臣
敢惹皇子？现在我的儿子谁
想吵就吵，谁想说就说，这还
了得！”房玄龄等在座大臣都
吓傻了。

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侍
中）的魏徵正色而谏曰：“当今
群臣，必无轻蔑皇子者。今
天在座的都是三品以上大
臣，列为公卿，陛下应该有所
敬重。再说隋朝不知礼义，
皇子滥罚大臣，不可为法，亦
何足道？”

唐太宗听了魏徵的话，脸
色转暖对群臣说：“朕之所言，
出于私情；魏徵所论，国家大
法。我收回刚才的话。唉，为
人君言，谈何容易（皇上也不
能乱发言啊）！”遂下诏赐魏徵
绢一千匹。 （老白）

那天，接女儿放学时，在校门口
碰到了一个多年未见的老同学，聊
起一些同学的近况，很是亲切。出
了校门，女儿顽皮地叹道：“唉！怎
么到处都是你的同学呢？”我愣了一
下，笑了。县城里，小学到高中一应
俱全，十二年的学生生涯，很多人都
是在这里一气呵成。除了考上大学
之后远走高飞的一部分人，也有许
多人和我一样，生于斯长于斯，常常
碰到一点也不奇怪。

小城虽小，却也走出了太多的
游子。年末岁尾，游子们的乡愁便
和眼角的皱纹一样，细细密密多了
起来。及至春节前后，鸟归巢，鱼入
水，车如流水马如龙，载回无数的久
别重逢。同学聚会上，除了共同回
忆的快乐，也常会听到对家乡变化
之大的惊叹。尤其是最近两年，城
南新区的路，就像春天里赶着趟儿
开的花儿一样，连名字都认不全
了。尧山大道、鲁阳路、滨河大道
横贯东西；花园路、墨公路、向阳
路，一路向南延伸，直到美丽的沙
河；老城南北中心轴线的健康路也
重修了，这条之前步行都堵的路，居
然也有了开车畅行无阻的时候。

有人就顺便说了一句：学校门
前这条路啊！于是，大家就心照不
宣地一起笑了。

《学校门前这条路》曾是我们初
中二年级的一次命题作文题目。当
时，一中是一所新建成的学校，没有
宿舍，一千多名学生全部走读。那
时的我们没有家长接送，步行居多，
稍远的骑车。或许是道路实在太
忙，也或许是学生们太用力，路上不
知道什么时候就有了许多大小不一
的坑。在离校门不足一公里的路中
间还有一个超大的坑，直径几乎和
路面同宽。晴天时还好走，大雨时
就惨了——它变身浑浊而面目狰狞
的怪物，让人望而生畏。我们经常
得扛着自行车，沿着路边的台阶小

心翼翼地绕过，真怕一不小心跌进
坑里，充满了惊恐与痛恨。

一中始建于1980年，顺城路也
因为这所学校而从蜿蜒曲折的土
路，变身成为一条宽阔的柏油路，
迎来送往着一届又一届的学子。刚
修成时候的风光我是没有记忆的。
不过，到了我们这一届，就成了《学
校门前这条路》了。估计很多老师
也有同感，所以才有了这篇命题作
文。

现在想来，也许就是这篇作文
戳到了父母的心，在多方努力下，没
多久，这条千疮百孔的路居然重修
了。放学路上，我们欢呼着，雀跃
着，恨不得在上面打几个滚儿。欢
快地蹬着自行车，一路风驰电掣的
感觉真好！

在我开始有些记忆的时候，县
城的规模已大了不少。位于县城北
端的人民路上，县医院已经取代了
位于西关老街的镇医院，火车站汽
车站相继重建，东西两端又与周边
乡镇连成了片，人多车更多。中间
两条矮矮的绿化隔离带，于滚滚烟
尘中点缀着繁忙。向阳路则基本取
代了西关老街的商业地位，各种店
面似如云的美女，在改革开放的春
天里纷至沓来，靓丽了经济，繁华了
古城。可喜的是，除了宽阔平整的
主路，两侧还修了非常漂亮的人行
道。人行道也有两米多宽，是一些
色彩低调的彩砖路面，干净而不炫
耀，步行其上，多了份安心和从容。

毕业之后，母校一中的大门也
越修越漂亮，从大门里涌出来的学
生也越来越多，学校所在的顺城路
也渐渐成为县城最繁华的主路之
一。

这座有着千年文化底蕴的古
城，在旅游开发的带动下，正焕发着
古老与现代共存的迷人魅力。为创
建卫生城市、花园城市，垃圾清扫车
辛勤地穿梭在大街小巷，洒水车和
喷雾除尘车不知疲倦地唱着歌，把
记忆中的尘土飞扬反复清洗。不论
你要去哪里，都可以选择最快最便
捷的小路，而不必有过多的担心。
去政府政协开会，走小路不堵；送
孩子去上学，走小路不颠；去回民街
品风味小吃，走小路不脏。

民生无小事，路也无分贵重。
那些穿城而过的路，不论宽窄曲直，
几乎每一条都被重新修过了。深灰
色的柏油路面，在阳光下闪着温柔
的光色，稳稳地照看着放学的孩子
们欢快的脚步，稳稳地承载着老人
们回家的拐杖，让岁月的车轮幸福
而无声无息地滑过。

吾已步入耄耋
之年，与老伴牵手
54个春秋。记得刚
成家时父亲曾告诫
我，自古以来都是男
儿当家，让女人当家
会贻笑大方。但我
笃信女人当家会比
男人强。半个多世
纪过去了，事实印证
了我当初的抉择是
正确的，让女人当家
好处多多。

女人当家，战胜
经济危机，圆了我们

的孝心梦。婚后，我们两个人每月的工资只有
86元，还要寄回30元赡养双方父母。在那忌
讳物质刺激的年代，很少有奖金，即使有也不
过5元钱，杯水车薪。特别是随着三个孩子陆
续问世，经济拮据，捉襟见肘。古人云：穷家难
当。但教师出身的妻子说“穷则思变”。她采
取以下措施：先是让我戒烟酒，我忍痛割爱，与
烟酒绝缘。想如今我远离“三高”，必是当初妻
子的功劳。再就是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
利用业余时间在矿区山坡开荒种菜养鸡。她
还买来理发工具自学理发，我和三个孩子就是
她的顾客，虽然孩子长大后“炒了她的鱿鱼”，
但我一直是她的忠实客户。她有一个记账本，
主食、副食、人情、医药、购物、水电等门类齐
全。日清月结，从不乱花。从她的账本中可以
看出各种消费的数量，发现超支，找出原因，采
取对策。如有哪个月医药费稍高，她便提醍全
家注意增减衣服，锻炼身体，增强抗病能力。

女人当家，男人省去了诸多麻烦。比如在
职时可以一心一意干事业，我下井36载直到
退休，安全地为职业生涯画上了句号。退休
后，我曾受聘于平职学院，需要备课、授课，因
为专心，受到师生们点赞。彻底退休后，便尽
情享受晚年幸福生活。

女人当家，免除不少对男人的疑心。有人
说“男人有钱便学坏”。这句话虽有失偏颇，但
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鄙人平时流动资金
只有一张“大团结”，所以走到哪里妻子都放
心。

让女人当家，男人还能落个好人。如小孙
子每次来家，总要买好吃的。一次，小孙子要
喝饮料，老伴给他买了一瓶“低档”的，小孙子
不乐意，说奶奶是“老抠儿”。而我呢，不掌权
不得罪人，小孙子见了我反而亲切有加。

让女人当家还惠及子孙。近朱者赤。自
从孩子们成家另立门户后，日子好过了，但不
能忘记节俭。于是每家效仿母亲，让女人当
家，做到计划开支，日积月累，聚沙成塔，各自
买到了理想的房子。上行下效，孙女利用寒暑
假打工，当过售货员，在街头散发过广告单。
孙子在外地求学，寒暑假回家不坐高铁和飞
机，只买张动车车票。

看到节俭的美德在儿孙身上得到传承，我
高兴。如果有来生，还让女人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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