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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5.收获润笔

宋神宗公元 1067 年即位
后，诏命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兼
侍讲。中秋之夜，皇上设宴召
王安石饮酒。王安石进餐厅一
看，只有皇上和自己，连忙说：

“故事无君臣对坐之礼（按礼
仪，君臣不能对坐）。”皇上笑着
说：“天下无事，月色清美，与其
醉声色，何如与学士论文？今
日略去苛礼，放怀饮酒。（月色
这么好，心情多爽朗，在这迷人
的晚上，与其跟嫔妃卡拉OK，
不如跟先生您谈论文学。今天
没啥讲究，只管喝酒）”王安石
就座后，皇上又是评价南朝作
家谢庄的《月赋》，又是赞美唐
朝李白的作品，还将自己写的
诗让王安石欣赏。君臣边喝
边聊，眼看时值三更，皇上兴
致不减，“令左右宫嫔，各取领
巾、裙带，或团扇、手帕求诗。
（喊来嫔妃拿着手帕、团扇等
请王安石题诗）”王安石有求
必应，每首诗都因人而异，或
夸其美貌，或赞其姿色，嫔妃
们都将诗呈皇上御览。宋神
宗高兴地嚷嚷道：“岂可虚
辱？须与学士润笔。（不能让
学士白辛苦，要发稿费）”嫔妃
们遂各取头上饰品送与王安
石，眼看王学士袖袍中的饰品
要掉下来，宫人旋取针线，缝
合袖口。宴罢，月将西沉，皇
上命侍从将喝高的王安石送
回家中。第二天，宋神宗问王
安石：“夜来醉否？”王安石奏
云：“虽有酒，不醉。抱两公服
袖坐睡，恐失也。（喝了不少
酒，但没醉。晚上抱着两只官
服袖子睡着了，生怕袖子里的
稿费弄丢了）”

926.呵斥邀功

宋孝宗隆兴年间(1163 年
―1164 年)，贺子忱任职枢密
院长（中央军委秘书长）。有
一位叫陈理公的武将向贺子
忱抱怨，从军三十余年，累立
战功。宋徽宗时代在燕山府
战役中第一次立功；宋钦宗时
代，在白沟河战役中第二次立
功，第三次在黄河战役中立
功，第四次在保卫开封战役中
立功；宋高宗时代，在海州战
役中第五次立功，在保卫扬州
战役中第六次立功，在瓜州
战役中第七次立功……立了
这么多战功，朝廷的奖励一
次轻于一次。听到此，贺子
忱厉声斥责道：“只为边功一
次，近于一次。（你还好意思邀
功，这仗从北打到南，越打离
家门口越近）”陈理公脸一红，
无话可说。

（老白）

中秋节前回老家看望叔父。叔
父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每次和他
交谈，浮躁的心就能得到一次洗礼和
升华。

叔父已是八十七岁高龄了，虽然
背有点驼，但神情尚好，身体无碍。
和婶子相依相随过日子，不时还到田
间劳作，二分菜地侍弄得有条有理，
果蔬喜人。叔父穷苦出身，经历过逃
荒要饭的苦日子，经历过战乱灾荒的
饥饿岁月。一九五六年平顶山建市，
他是第一批应招青年，成为建设这座
城市的普通工人。他在平凡的工作
岗位上，默默奉献三十载，见证了平
顶山从“煤城”到“鹰城”，从发展到辉
煌的变迁历程，一九八六年退休返
乡，过起晨起暮归的平静生活。

叔父为人谦和，性情温良，邻里
相处，家族琐事，看得通透，遇利不
争，逢事礼让。凡事只要他说话，再
麻缠不清的人，只用片刻工夫，和与
让，利与害，通俗明白地给你摆理，让
当事者心服口服，纠纷或恼怒便云开
雾散。

叔父说不上是乡绅乡贤，但敢担
当，好事做多了，左邻右舍便心生尊
重和敬畏，晚年的生活也过得像晚霞
余晖，夕阳绚烂。

叔父对于土地的眷恋近乎痴
醉。他喜耕作，倾情土地，善待庄稼，
这大约与他的经历和情怀有关。儿
女们上班，他每月有退休金，本可以
享受淡泊安逸的晚年，他却不愿闲下
来，勤恳和忙碌便成了他的日常。我
有次回去，在秋禾收获的田间找到
他，劝他别太劳累。他指了指硕果
累累的庄稼说，啥是幸福？做点能
做的事，能看到自己拿汗水换来的
收成，就是福气。那天的天空蔚蓝，
秋风微微拂过，我们坐在秋稞上叙
话，叔父仿佛在给我讲秋收季节的
童话。人从土里来，喝土里的水，吃
土生的粮食，老了还要到土里去。
人这一辈子离不开土地，离开了就没
有根了，就会像云彩在天上飘，飘着
飘着就没影了。这么说吧，土地就像
爹娘，养活着一群一群的人，人就要
对土地好，就像回报爹娘，要不就要
落万年骂名。人活一世，就这么个理
儿，不管干啥，要尽心尽力干好，就算
活明白了。

叔父讲得不急不慢，我听得沉醉
入迷。我从叔父慈祥睿智的神情里，
仿佛在阅读一部厚重深奥的大书，其
中的智慧和哲理，足以让我用一生来
诠释和践行。

叔父没有抽烟喝酒的不良嗜好，
唯有的爱好很独特，闲时在家抄写党
章。这个爱好大约是从他退休以后
开始的，以前我也知道这件事，但从

没有在意，以为他没事时找点乐趣打
发时光，从没有过问。

这次回去看他的时候，叔父正在
院里的桌子上抄写党章。我拿过抄
写的文字，匆匆浏览，叔父的脸上露
出谦逊的微笑。叔父新中国刚成立
时上过扫盲班，念过两年初小，文化
程度不高，但我从那工整的字迹里，
看出了他的严谨和认真。我忽然有
了探知的欲念，很想知道其中的奥
秘。当叔父翻出成叠成摞的抄写成
果时，我有些惊讶和震撼，那一页一
页清秀的字迹，载满一位老人的忠诚
和守望。那一刻，我心中涌出无限敬
仰。

叔父一九六五年入党，算来已有
五十多年的党龄了。退休以后抄写党
章就成了他唯一的爱好。只要闲下
来，就一笔一画地抄写，一遍一遍地抄
写。开始是抄在废纸上，五年前驻村
干部发现他这个爱好，就给他送来稿
纸和自来水笔，至今没有间断。叔父
抄写党章三十多年，以前的成果已经
找不到了，近几年的基本保存完好。

是什么动力和信念，让老人执着
抄写党章三十余载，这个困惑一直在
我脑海里萦绕。我不想去追问叔父，
只愿遵从老人的选择，让他坚守那片
纯净而神圣的精神高地。

团圆是美好的相聚。饭桌上我敬
叔父一杯红酒，老人的脸上泛起红润
的光亮，话也自然有了兴致。现在讲
初心，啥叫初心？我们那一代上班的
时候，就是讲究奉献，踏实干活，不争
名利，为国家为他人着想。我抄写党
章，是因为我宣过誓，咱是有信仰的
人。信仰不是荣誉，是责任和使命。
有人把信仰顶在头上让人看，有人挂在
嘴上说给别人听，有人是扎根在心里。
人老了，抄抄写写，对照一下，过滤一下
几十年走过的路，对得起曾经举着拳头
发过的誓言，这辈子就算踏实了。

秋阳的亮光照进来，我沉思无
语，默默为老人再次举杯。

慰问老党员的村干部来了，带来
了喜庆。在和驻村书记的攀谈中，我
知悉了叔父更多的信息。老刘家的
姑娘考上学了，一家人愁得不行，老
人站出来：上学是大事，不上哪儿能
行？谁还没个困难的时候，大伙儿
凑凑也得让孩子上学。他带头捐
资，别人也跟着捐，问题就解决了。
修桥铺路，救济贫困户，村里的一应
公益，老人从不多说话，只要站出来，
就是一盏灯，温暖照亮别人，影响党
员干部，村里的工作顺风顺水。

家有一老，就是一宝，更何况是一
位富有至高境界和情怀的老人呢。临
别的时候我想，我应该多回来看望叔
父。

这段日子参加了一个写作训练
营，原以为课程会在晚上开始，没曾
想，课程的时间居然是早上六点半到
七点半。对于喜欢睡懒觉的我来说，
这个时间段起来听课，简直就是一种
折磨。然而训练营有一个硬性要求，
那就是每天都会在这个时间段打卡，
不然，最后你无法获得毕业证。

无奈之下，我只好每天将闹钟定
在六点，一番整理之后，便开始听课
了。原以为，我是起得最早的人，可
是没曾想，当我翻看朋友圈，打开不
同的群消息时，才发觉比我早起的人
多了去了。六点起床，对于那些早起
的人来说，根本都不算什么。

几天的课程听下来，我不仅收获
了相关的写作知识，同时也治愈了自
己的懒病。原来早起并不像我最初
想象的那样痛苦，相反早起还让我变
得非常充实，让我的生活更加丰富多
彩。同时早起也让我感受到了四季
变化的美好，特别是每一个日出，都
让人觉得是那样的美好。

此时天地间，都是初醒的状态，
不远处的鸟鸣声，听起来是那样的悦
耳。这新的一天，带给人的感觉实在
是太美好了，整个人的状态都是一种
积极向上的。这是我以往没能感受
到的，以往总认为睡到自然醒是一种
幸福，如今我觉得早起的人才是最幸
福的。

一日之计在于晨，这美好的清
晨，以往都让我在睡眠中度过了，完
全没能享受到这美好的一切。想想，
实在是太可惜了。课程一个月后，我
便全部听完了。可是我却爱上了早
起，每天依旧还是六点准时起床，我
会在阳台上站着远望，也会偶尔外出
走走，感受一下早上的新鲜空气。

我还会坐在电脑前，构思一篇稿
子，并且迅速地把它打下来。渐渐地
我发觉，由于早起，我的发稿量也变
得越来越多，以往一天难得写上一篇
稿子，可是由于早起了，整个人的思
路也清晰了，写起稿子来，也相当顺
手，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好喜欢这样的感觉，它让我积极
向上，让我对生活充满热情，让我的
每一天都与众不同。早起的幸福，其
实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的，多数
人都没能体会到这样的美好，特别是
在清晨学习、清晨思考，这样的人就
更是少之又少。

真的应该感谢这一次的训练营，
它让我懂得了凡事都要赶早，都要努
力去争取。当你积极努力地付出之
后，再回首的时候，对于这样的一种
经历，你会铭记心头。

守望信仰的老人
□叶剑秀（河南鲁山）

早起的人
是幸福的
□朱凌（湖北武汉）

千帆竞捕 江文耀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