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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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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的名字如今在中
国文坛可以说是人人皆知，但
在上世纪 80 年代知道的人并
不是很多。那时候自己正在
上初中，同学们都爱看杂书，
当时主要流行言情小说和武
侠小说，我不爱看武侠，但爱
看武侠影视剧。我爱琼瑶的
书，因为她是美化爱情的，有
曲 折 新 奇 、波 澜 起 伏 的 故 事
情节；我爱三毛的书，是源自
她描写灰暗的少女时期和多
舛 的 悲 情 基 调 ；我 爱 贾 平 凹
的 书 ，是 因 为 他 的 文 章 自 然
朴实、境界高远、充满哲理和
智性的诗意。他的诗歌也是
我 最 早 接 触 的 现 代 诗 ，之 后
才是舒婷、顾城、北岛、海子、
普希金、泰戈尔、惠特曼、莎
士 比 亚 等 国 外 诗 人 的 诗 歌 。
可以这样说，琼瑶、三毛的书
丰富了我的情感，贾平凹的诗
萌发了我对诗歌的创作和人
生的追求。

1993 年 ，听 说 贾 平 凹 的
《废都》出版，我非常激动，让
身在西安的父亲买一本给我
带回河南。拿到书后，我迫不
及待地一口气读了一天一夜，

当时的感觉是这本书很符合
年轻人的审美，也只是一种不
一样的审美，我在书上还写了
许多自己的读后感。书中反
映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由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
型的特殊时期，商业原则的出
台和人文基础的薄弱，甚至社
会体系的倾斜断裂。我的朋
友们知道我有一本《废都》，便
争相借阅，最后也不知道流落
何处，反正是找不回来了，等
到我想再买一本时，已买不到
了。后来还是买了一本盗版
的存了。多年后我又一起买
了他的《秦腔》《暂坐》回来。

1996 年春天的一个早上，
我正在学校宿舍睡觉，一个同
学突然跑到我宿舍把我急急
忙忙地叫起来说，赶紧起来，

听冯有源老师说贾平凹要给
我 们 班 讲 一 节 文 学 创 作 课 。
我牙没刷，脸没洗，急急火火
地跟他跑到班里，还好有同学
提前抢占了座位，不然的话，
只能在外面站着听讲了。等
了好长时间，贾老师才来，不
是贾老师不按时，是同学们来
得太早了。一位穿着普通的
中年男人走到讲台上坐下，由
于没有坐到好的位置，前面的
同学有点挡我的视线。冯有
源老师简单介绍之后，我才确
定这位真是我崇拜的贾平凹。

贾老师讲课时，教室里非
常安静，所有同学都在认真做
笔记。遗憾的是贾老师当时
讲话的方言让我这个河南人
听不太懂，加上坐的距离有点
远、自身听力等原因。最后只

记住贾老师讲的两点：一点是
写文章忌“平”，要一波三折，
曲 径 通 幽 ；一 点 是 读 文 章 要
读 标 点 符 号 ，通 过 读 标 点 符
号可以了解一句话或一篇文
章 的 感 情 色 彩和表达效果。
贾老师还拿他当时阅读的《尤
利西斯》做比较。《尤利西斯》
当时我读不懂，也读不下去，
现在买了刘象愚版的《尤利西
斯》，加上《译‘不可译’之天
书》，看一看也是一脸迷茫，说
不出个所以然来。在这本书
里，描写女主人公的性心理，
整章只有前后两个标点符号，
堪称文学一绝，这也许就是贾
老师让我们读书读标点符号
的缘故吧。

在西北大学上学期间，我
的宿舍在科技楼，多次在科技

楼西北拐角处遇见贾平凹老
师，很想向他打招呼，混个脸
熟，或者向他私下讨教一些写
作的技法，但胆怯木讷的我，
一次次被吓了回去。

2023 年，我准备出版第二
部诗集，想请贾平凹老师题个
书名，找到了交往多年的周瑄
璞老师，她看在多年的情谊上
没有拒绝我，只是说贾老师非
常忙，见一次不容易，再说贾
老师也不轻易给人题字，你不
要催我。过了几个月后的一
天傍晚，她给我发信息说贾老
师把字题好了，让我过几天去
取。我一听不知道有多高兴，
我说我现在就过去取。拿到
题字后的心情，别提有多高兴
了，内心的感受使我想起三十
年前我的心情，再多的语言都
难以形容，我目送周老师的背
影进入小区。我独自沿着古
城的环城南路走，城墙上亮起
的霓虹灯，像一串串闪烁的音
符，格外迷人。回想我三十多
年来读过贾平凹老师的诸多
作品，那种感觉，就像贾老师
给我题的诗集名字《心灵深处
的乐章》一样，优美甜润。

我 与 贾 平 凹
□李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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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百
随笔家家

每 个 人 都 有 自 己 宝 贵 的 东
西。孩提时代，看到食物或者新
奇之物，往往爱不释手，奉之若
宝，抱着入眠。懵懂之时，以爱好
为 宝 ，收 集 很 多 奇 奇 怪 怪 的 东
西。及至少年，对未来生活充满
了 憧 憬 ，以 未 知 的 幸 福 生 活 为
宝。等到青年时代，以爱情为宝，
缠缠绵绵，可生可死，不知人间尚
有亲情、事业、疾苦之余事。及至
中 年 ，以 父 慈 子 孝 家 庭 和 睦 为
宝 。 等 到 老 年 ，以 多 福 多 寿 为
宝。裴多菲在《自由与爱情》中
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
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则指向
了个人的社会责任与自由。

战国初期，三家分晋，魏国第
二代君主魏武侯巡视西河郡。一
日顺河而下，船行中流，看到两岸
山河壮美，地势险要，不禁喜形于
色，赞叹道：“美哉山河之固，此魏
国之宝也！”偏偏有才华的人不愿
低调，吴起当着众人之面发表了
自己的不俗之论“在德不在险”。
并且历数夏桀、商纣广有四海，山
河险固，德义不修，身亡国灭的典

故，论证国家兴亡之宝在于当政
者的德行政绩，不在地形险要。
这还不够，他又接着说出了拍岸
裂石、焚金碎玉之词：“若君不修
德，舟中之人皆敌国也。”魏武侯
表面上说好，后来还是与公叔痤
将吴起排挤出了魏国。

一蟹不如一蟹。魏武侯的儿子
魏惠王和齐威王打猎，想和齐王比
宝，说齐国也有宝贝吧？齐威王
一看这是想炫富啊，于是以退为
进说没有。魏惠王不禁卖弄道，
魏国虽小，也还有一寸大小的明
珠十枚，每一枚挂起来都能照亮
前后十二辆车子。像齐国这样的
大国，不会没有吧？齐威王一听，
心想你这格局是小了，说道：我的
珍宝与你的大不一样。我有檀
子，镇守南城，强楚不敢犯境；有
肦子，镇守高唐，赵人不敢越界捕
鱼；有黔夫，镇守徐州，燕赵胆寒；
有种首，国治民安，路不拾遗。有
这样的四位能臣，他们的治理和守
卫能光照千里之地，岂止照亮十二
辆车子。这一拨暴击，怼得魏惠王
只能自感羞愧失言。

身外之物，岂可常宝。以物
为 宝，等而下之，无论对于国家
民族和个人，德行才华的提升、
国家民族自强 不 息 的 精 神 方 是
至宝。东汉疏广疏受叔侄辞官
还乡，经常宴请亲朋好友，广设
学馆，散金于族里，享受天伦之
乐。有好友劝疏广为子孙计，置
买 田 宅 。 疏 广 说 ：“ 贤 而 多 财 ，
则 损 其 志 ；愚 而 多 财 ，则 益 其
过 。”家 有 旧 田 庐 ，子 孙 勤 力 其
中，足以供衣食，与普通人家一
样。现在多买田宅，只会使子孙
怠惰罢了。两千年前的老先生
有此见识，令我辈惭惧不已。

老子也有异宝，《老子·第六
十七章》曰：“我有三宝，持而保
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
下先。”《管子·法法》云：“令重于
宝，社稷先于亲戚；法重于民，威
权贵于爵禄。”人人异宝，时代缺
什么，自己缺什么，自然就以什么
为宝。综观历史，国家民族之宝
在于人才、科技、制度、文化，个人
之宝在于德行认知。“君不修德，
舟中之人皆敌国”不但对君主有

意义，对每一个有追求有理想的
人也都有意义。

在 德 行 认 知 提 升 的 道 路
上 ，也 有 四 宝 ：宽 容 、乐 观 、珍
惜、勤勉。

第一宽容。范仲淹次子范纯
仁常戒子弟曰：“人虽至愚，责人
则明；虽有聪明，恕己则昏。苟能
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
不患不至圣贤地位也。”以责人之
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则能宽以
待人，严于律己。

第二乐观。人生“不如意事
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但我
们仍要有乐观奋进的精神。悲也
是过，喜也是过，何不努力拼搏一
番呢。态度决定一切，细节决定
成败，有裴多菲诗中的献身精神，
有孟子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自信与
勇毅，何忧做事不成。

第三珍惜。世间万物，没有
时间侵蚀不了的事物。古人不贵
尺璧贵寸阴，讲劝学惜时。但更
要珍惜时光，在合适的时间做合
适的事情。“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空悲切”。莫待“子欲养而亲不
在”，噬脐无及。相逢即是缘，珍
惜身边人。“有花堪折直须折，莫
待无花空折枝”。所谓顺势而为，
见机而作。晚唐罗隐诗曰：“时来
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不刊之论也。

第四勤勉。勤于学习，勤于
思考，勤于践行。

秉持四宝，自律也是必不可
少的。四宝终是一宝。“君不修
德，舟中之人皆敌国”，吴起 2300
多年前的警诫之语，至今读来仍
然振聋发聩。

“好，明天你把情况写
详细一点，送到我办公室。”

陈平边打电话边拖着
疲惫的身子往家走。今晚
的月色很美，皎洁的月光柔
柔地洒向大地，星辉斑斓，
引人无限遐思。借着月光，
他抬腕看了看表，已九点半
了，陈平无心赏月，快步向
家走去。

走到楼下，他禁不住抬
头向上望去，家里的灯还亮
着——妻子还在等他，陈平心
里暖暖的。

陈平是县教育局局长，
为了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
件，今年有两个中学一个小
学要建教学楼。为这事，他
忙得焦头烂额。

妻子秀云穿着睡衣正
斜倚在床上看书，见他回
来，坐起身说：“又回来这
么晚？你心脏不好，可要
注意点儿。”

“没办法，工程队招标的
事太繁杂，不能出任何纰漏。”

陈平换下了衣服，进了
洗手间，习惯性地冲了个
澡。哎，感觉轻松了许多。
换上睡衣，走进卧室，钻进被
窝。“我不回来，你睡不着
吧？”他逗妻子。

“老没正经。”妻子嗔怪道。
“啪”，秀云把一个档案

袋放在他手上。“喏，这是建
翔公司的老板送来的，还说
工程的事请你多费心。”

陈平打开袋子一看，里
面是厚厚的两沓百元大钞。

“县里的几家建筑公司
实力相当，到底花落谁家，
得由专家评议后决定，我不
发表个人看法。想不到这
个建翔公司竟动起了歪心
思，明天给我送回去！”

“行不行还不是你一句
话的事！两万块钱也不算
多。你当局长也一年多了，
可咱存折里的钱都是我从吃
穿上节省出来的。跟你二十
来年，我也该享享福了。”

陈平一听，越发来气，
女人是祸水，这话一点儿不
假。“亏你还是有文化的人，
我看你是让钱迷了心窍！
好好好，你不送，我送！”

“就你一根筋。你看看
人家楼下国土局的张局长，
送礼的天天有，你看人家媳
妇穿的，你再看看我！”妻子
也不是省油的灯，歪着脑袋
回怼他。

“你怎么了？我可跟你
说，以后这样的事还会有，你
可给我把好关，别给我整出
什么事儿来！”陈平“呼”一下
坐直身体，他有些急了。

秀云盯着他看了好一
会儿，忽然一下将他抱住
了，并轻声啜泣着。

陈平有点不知所措，妻
子演得这是哪一出啊？

“我们建设局的王局长
今天被纪检部门带走了，听
说从家里翻出两千多万元
现金呢。”

“那你还收这钱，这不
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陈
平一把推开妻子。

秀云忽然“扑哧”一声
乐了，“告诉你吧，他们的钱
我没收，我可不想你出事，
还想与你白头偕老呢。”

“那这钱？……”
“我妹妹买房跟咱借钱，

今天刚取出来她还没来拿，
就赶上这事，正好用它来试
试你。”

陈平 看 着 妻 子 ，四 十
五岁的她眼角已添了些皱
纹 ，鬓 角 的 白 发 隐 约 可
见。可他觉得妻子今天特
别美，一如当初第一眼看
到时那么美。他心里暖暖
的，忍不住上前把她抱在
怀里……

试

“芳州拾翠
暮忘归，秀野踏
青来不定。”村
野泛绿，柳絮如
雪 花 般 漫 天 飞
舞，布谷鸟的吟
唱响彻云霄，触
目 之 处 一 派 明
清丽质，一派生
机盎然。

踏 青 是 季
节 性 较 强 的 传
统 民 俗 。 先 秦
古籍《礼记·月
令》中有天子及
后 妃 九 嫔 亲 往
欢 游 的 描 述 。
此间，人们除祭
祖、扫墓之外，
便是踏青游春，
正如明代《帝京
景物略》所载：
三月清明日，男
女扫墓，簪柳，游高梁桥，称之踏青。明清时，
踏青已成为一种“定制”，祭拜祖先，远足踏
青，传至今日。

田野阡陌间的油菜花次第开放，不几
日 便 连 成 一 片 ，铺 天 盖 地 ，濡 染 了 朴 素 的
村庄。即使身处婺源和罗平的菜花丛中，
感 觉 亦 如 此 。 油 菜 花 在 春 天 阳 光 的 舞 动
下，金灿亮丽，耀人眼目，仿佛走进梵高的

《向日葵》。
轻风如笛似箫，有一种丝绸般的滑润，有一

种处子般的清新。船娘头裹方巾，身着花衫，悠
闲摇橹，身姿袅娜，船儿轻捷地滑过菜花染黄的
河面。游客们咔嚓、咔嚓地摄下风情万种的“小
桥流水人家”和“桃花红李花白菜花黄”。

河岸边，几位老者蹲在青草丛中静静地
垂钓，随着一阵泼喇喇的声响，一条鲫鱼便拎
上岸来，引得行人驻足。岸边有窈窕村姑用
铅丝篮子拉青螺，一派古雅意韵。圩堤旁，芦
苇身材颀长，如娉婷仕女。有孩子采来细长
苇叶，折成笛，叠成哨，韵味十足的叶笛声灵
动了整个村野。

人们欣喜地采摘鲜嫩甘甜的草莓，走进
乡野里挑挖嫩绿的野菜，采撷浓郁乡情。野
枸杞、香椿芽，像京剧西皮慢板，慢悠悠讲理
叙事。枝蔓点点爆青，是铿锵板眼儿，春光
凝在那儿。

踏青逢庙会，欣赏会船表演。汉子们分
列船上，手握竹篙，随着咚咚锵锵的锣鼓声
整齐划一下篙起篙。姑娘们披红戴绿，手
持木桨，一齐划水，小船燕子般迅捷前行。
河 两 岸 如 织 的 人 群 爆 发 出 雷 鸣 般 的 喝 彩
声。鼓声阵阵，彩旗猎猎，整个乡村沉浸在
欢乐的海洋中。

“竹马踉跄冲浪去，纸鸢跋扈挟风呼。”旷
野晴空飘着各式风筝：有拖长尾巴的四角风
筝、孔雀风筝；有带着口哨，遇风如笙似笛，凌
空轻奏，极具管弦之韵。五彩风筝凭风飘忽，
灿烂了春日晴空。

殆荡春日单车骑行，人们会感受到生命
的活力与生活的激情。大家可以深入大街小
巷，找寻城市和乡野最美细节。微风拂面，快
慢之间，欣赏沿途风景，感受乡风民俗，进入
身心俱泰、物我两忘的境界。

风雅踏青深受文人雅士青睐。古时上巳
节，郊外水边洗濯，祓除不祥。晋时曲水流
觞，至唐赐宴曲江，倾都修禊踏青，均是此
意 。 杜 甫“ 三 月 三 日 天 气 新 ，长 安 水 边 多
丽 人 ”，尽 显 王 公 贵 族 踏 青 盛 况 。 吴 惟 信

“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描
述踏青临暮不想返回的情景。杨巨源“若
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道出春
游 赏 花 的 场 景 。 苏 轼“ 已 约 年 年 为 此 会 ，
故人不用赋招魂”，每年春季都要东门踏青，
朋友不要挂念。

身居闹市，抛开琐碎和喧嚣，带露而行，
卧草而眠，探蕊寻香，玩怿山水，游目骋怀，心
自澄清。踏青春半，体味生命绚烂，感悟生命
真谛，抵达内心的清明与平和，任由疲惫的身
心在无边的乡情里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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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皖南，仙境一般。
那山水、那田野、那乡村，混搭
的色彩，迷人的景致，如诗如
画。畅游了新安江，本想夜宿
休宁县祖源村，因客满未能如
愿，只得在屯溪入住。不过夜
逛老街，品味徽风古韵，也算
弥补了缺憾。

清晨，披着一缕霞光赶往祖
源村。车沿着盘山公路蜿蜒前
行。车窗外，群峰峥嵘，万木繁
茂，远处的山间烟岚升腾、云雾
缭绕。愈往上攀升，我的好奇心
和神秘感愈强。这大山深处竟
有村庄？村庄又是啥模样？

终于见到了山村。群山
环绕间，徽派风格的民居错落
有致，屋檐下的灯笼，点点朱
红晕染在水墨丹青间。

村头的祠堂“祖源堂”已
成为村史馆。馆内的图片实
物 还 原 了 乡 村 记 忆 ，演 绎 着
古 村 变 迁 ，记 录 了 历 史 的 印
迹 。 祖 源 村 始 建 于 宋 代 ，南
面是海拔 685 米的插角尖与
海拔 605 米的石坞尖，成拱卫
之势，小村坐落其间。

溪 水 叮 咚 流 经 ，宽 宽 窄
窄，曲折迂回，有鱼儿穿梭，自
在游动。许是从大山深处带
来了一抹春的气息，清澈的水
泛出青翠。村中弥漫着淡淡
的烟火气，隐约听见棒槌捶打
衣服声、淘米洗菜声，顿有“浣
汲未防溪路远，
家 家 门 前 有 清
泉”之感。间或
劈 柴 声 中 夹 着
几声鸡鸣，一派
原 汁 原 味 的 农
家生活。

踏 着 高 高
低低的石板路、
石台阶，在村中
四处游走。一二层房屋，粉墙
或者就是土坯墙、乱石墙，斑驳
老旧，碎石垒成的墙基犬牙交
错，无不保存着原始风貌。三
三两两的游客或闲逛，或坐在
古井旁闲聊，一看便知是早已
入住的游客，正享受着远离城
市的安逸。

房前屋后，竹木篱笆，藤
萝密布，花草满径。盛开的高

山 杜 鹃 ，红 的 娇 艳 ，粉 的 浪
漫。一树树梨花似雪如玉，素
洁淡雅。此时，太阳已越过山
顶 ，把 花 木 的 倩 影 映 在 老 墙
上、映在花格窗上，婆娑迷离。

往村后的山上走去，梯田
铺满了金黄的油菜花，层层叠

叠，分外耀眼。这里红豆杉、
香 枫 众 多 ，老 远 就 见 一 棵 大
树，高大参天，冠盖如一团绿
云，约 10 层楼高。走近一看标
牌，是棵已有 1200 多年的红豆
杉。树干上一道道裂纹深深
浅浅，被青苔染绿，虽历经风
雨，却依然傲立，被称为“祖源
神木”。密密匝匝的枝叶吐露
出新绿，透出股仙灵之气。观

赏、留影、惊叹，千百年来，它
伴随祖源一路走过，已与小村
融为一体。伫立在树下，仿佛
能读出山村的过往，有着说不
尽的悠悠情思，或相聚喜悦，
或别离惆怅……

站在半山腰上，惠风和畅，空
气清新，浸心润
肺。俯瞰村庄，
炊烟袅袅升起，
鸟鸣婉转悠扬，
长短、高低、曲直
的马头墙，流淌
着水墨清香，真
有一种“采菊东
篱下，悠然见南
山”的旷达意境。

在一小院坐下，看到门庭上
“宾至如归”的木匾，即刻有了
家的感觉。炊烟袅袅，漫上房
顶，又四散开去。墙上挂满了
串串腊肉，想必日子过得红红
火火。主人年纪不大，很是热
情，泡了杯自家种植的山茶，缕
缕香气扑鼻而来。我一边喝
茶，一边与他闲聊。他告诉我，
原先在外打工，现在返乡经营。

过去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后
来村里引进了旅游项目，正在建
设“梦乡村·祖源民宿群”。自家
的房屋也改造成民宿，年收入有
10多万元，终于找到了富裕的路
子。话语间，笑意盈盈。

告别主人，也告别小村，我
前往山那边的木梨硔村。一路
上，山泉哗啦啦作响，飞瀑悬挂，
竹海郁郁葱葱，青石古驿道在脚
下缓缓延伸。这古道名叫“思贤
岭”，相传，朱元璋寻访谋士时曾
走过。朱元璋率部攻打鄱阳，却
久攻不下。此时，有人建议他问
计朱升。朱元璋翻山越岭，日夜
兼程，打此经过，从朱升那里得
到妙计，最终大获全胜。后来，
朱升成了朱元璋的心腹重臣。

回望掩映在崇山峻岭间的
祖源，静谧悠远，宛若世外桃
源 。 恍 惚 间 ，似 回 到 梦 里 老
家。进入新时代，祖源正悄然
发生变化，古人朱升纵然智慧
超群，却也想不到如今的富民
之策——打造民宿旅游新业态，
不仅保护了古村落，而且带动山
村走上了乡村振兴之路。

祖源，梦里老家
□唐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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