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志杰

我家院外是村里的文体广
场，入夜就有不少人过来跳舞。
回老家时，我常站在边上，边看
舞边学着比划几下。

虽然没有城市广场里那些
舞者的艳丽贵气、整齐划一，但
对于这些肩负着繁重家务和下
地干活的奶奶、姥娘们来说，已
经做到了最好。很佩服和欣赏
她们的勇气，平日里她们每个
人的劳作强度和工作量非常之
大，还要克服诸多困难，聚在一
起，跟着音乐有节奏地起舞。这
是一种精神的升华、行为的执
着、追求的高尚。我被感动，与
她们共舞使我浮躁的心稍加安
定，使我看到生活之丰富多彩，
在喧杂拥挤、一派气象万千的
假日里，乡村的炊烟，田野的忙
碌，乡亲急匆匆的脚步，赶着点
儿收玉米，掐着日子种小麦，盼
着有些干旱的地里能来一场及
时雨，那是一道说不尽的风景，
一道让人从心底生发出尊敬、
不敢造次、无法忘却、入心入
脑，怎么看也不厌倦的人世间
最美的风景。乡村的“三秋”时
节，秋收、秋耕、秋种，很多时候
连饭都顾不上吃，忙着为来年
播种希望，他们最大的喜悦就
是把一天的活干完，回家吃饭，
坐在院子里歇息一下，最大的
祈望就是天遂人愿，风调雨顺。

中秋之夜，饭后我来到广
场，音乐已经响起，跳舞的人并
不多。问了比我长四辈的老妈
(曾祖母)，她说，忙完地里的活
就很晚了，回家做饭，还要等孩
子们下班，一起吃了团圆饭。老
家的人把中秋节习惯地叫做八
月十五，这可能与农事、节令有
关，八月十五是团圆的日子，一
家人围在一起念月儿、喝酒，其
乐融融。可是，八月十五也是一
年中最为忙碌的赶节令的时
候，收玉米、收地瓜、刨花生，颗
粒归仓。接着就要翻茬、施肥、
耕地，播种小麦，还要栽大蒜、
拔萝卜，节令不候人，一天也耽
搁不起。今年闰四月，八月十五
过后不几天就是寒露。白露早、
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要想
明年的小麦有个好收成，就得
赶在寒露前把麦子种上。在时
不我待的农事面前，把地里的
活干完就是天大的事，过八月
十五或许仅是一个时间节点，
一个催着人们紧赶着去忙活的
节骨眼儿。在外工作的孩子回
来，也会加入到农忙的队伍里，
帮着家人干一些力所能及的
事。过节，在这些孩子的眼里，
看到最多的当是家人忙碌的身
影、劳作的艰辛、收获的喜悦、
播种的希望。我想，他们回到工
作岗位时，带回的肯定不是对
旅行的不舍甚或疲惫、厌倦，而
是满心的情怀和干劲，必是精
神抖擞。

跳舞的人开始多了，已近

晚上9点，但与以往相比还是少
了一些。过节的日子，早晚都要
把地里的活干完，等着务工的
孩子们赶回来，才坐在一起吃
饭，饭后再过来跳舞。嫂子这样
说。接下来的舞曲是《小苹果》，
这支欢快明畅、易于调动人们
亢奋情绪的曲子响起，广场上
的景色立马靓丽、跃动起来。放
下农具，手舞足蹈；撂下农活，
华丽转身。如果说奔放、欢快的

《小苹果》节奏与她们平常手脚
麻利、干净利索的劳作有所相
近的话，《十送红军》如此悠长
深情的曲调，怎么也与她们急
匆匆的脚步搭不上调子，可是，
眼前这些“粗老笨壮”的舞者真
是跳得很好，甩出来的长袖很
抒情，倾下的身段特摇曳。我坚
信若有城里人的大把工夫，再
有人稍加指点，她们定是最强
的舞者，没有之一。

我知道她们很辛苦，也看
出美丽的舞姿略带着一天劳作
下来的疲惫。论活动强度，几曲
下来也不过毛毛雨，只能算是
一天劳作的“收势”。她们坚持
每天来广场跳舞，大概是觉得
干活与跳舞为两种不同的生活
方式，为了生存而劳动，劳动致
富；跳舞则是一种精神的鸣响、
情感的升华。一支曲子跳过，浑
身的疲惫消了，憋屈了一天的
胸闷散了，回家洗把脸，搂着孙
子睡一觉，第二天早晨起来看
着太阳冉冉升起，干什么活都
不累。

聊起来听到的多是满足。
过去那些年忙“三秋”的时候才
叫一个真忙。“三秋”不仅有收、
耕、种的说法，还有白露、秋分、
寒露这三个秋天里的节气的另
一种解释，意味着“三秋”时间
长达45天。如此漫长的“三秋”
时节，人们披星戴月，日复一
日，直到种完小麦，浇上越冬
水，把地里的秸秆拉回家以备
冬天取火之用，北风那个吹，雪
花那个飘，这一年才算忙完。现
如今好多了，收、耕、种全部实
现了农业机械化，忙也就忙那
么几天。过去只有到了冬天才
算农闲，现在一年365天只有十
几天忙活，300多天都闲着没事
干。早先种地得靠年轻力壮的
劳力，现在留守村里的老人一
样可以干得很好，打电话预约
来机械，指挥着驾驶员一条龙
服务，用不了几天就收工，“三
秋”就过完了。劳作之余，这些
月下舞者平和达观，以自己创
造的美化解自己心里的郁结，
自给自足，丰衣足食。儿女轻装
上阵、好好工作，孙辈茁壮成
长、天天向上，这样朴素的家国
情怀同样具有很高的思想境
界。

月亮时隐时现，舞曲时而
浩荡时而舒缓。站在远处拍下
一张并不清晰的“全家福”，以
纪念庚子之年“双节“临门的喜
庆与欢快，致敬我的乡亲。

□雨茂

近几年阅读《宋史》，尤其让我感佩的，是北宋君臣的雅
量与襟怀。因为建立了相对完善的选官制度，科举制度相对
公平，士人们得以保持相对独立的人格，所以大臣们犯颜直
谏，无所顾忌，加之皇帝大度包容，既不刚愎自用，也不钳制
言论，这就保证了北宋朝廷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是风清气正
的。

其中，广为传颂的是宋太宗与寇准的故事。一日，寇准
奏事，一语不合，太宗怒，欲起身离开。寇准居然放胆拉住皇
帝的衣裳，让他再次坐下来，事情谈妥了才退下去。对此，皇
帝不仅不生气，反而嘉奖寇准，说：“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
魏徵也。”

相比寇准的行为冒犯，苏辙的言语冒犯更让宋仁宗难
堪。苏辙在参加殿试策问考试时，考虑到皇帝年纪大了，有
怠政倾向，于是在文章中无所顾忌，极言得失，不仅指责仁
宗耽于女色、赏赐没有限度，而且批评他治国理政没有远
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古之圣人，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
惧。夫无事而深忧者，所以为有事之不惧也。今陛下无事则
不忧，有事则大惧，臣以为忧乐之节易矣。”苏辙以为逆龙鳞
必遭黜落，但考官司马光建议给第三等，考官胡宿表示反
对，认为苏辙对皇上不恭。主管财政的三司使蔡襄因苏辙批
评财政，自觉惶恐，不发表意见。岂知宋仁宗雅量过人，“以
直言招人，而以直言弃之，天下其为我何？”认为皇帝不能说
一套做一套，要言行如一，大度容人。最后，宰相做了妥协，
给苏辙下等成绩了事。既照顾了皇帝面子，又为国家留住了
人才。

皇帝有容忍的雅量，大臣们自然上行下效，极力保护青
年后进。北宋宰相王曙为人庄重严肃，律己严，对下属亦严。
他担任西京留守时，属官欧阳修、尹洙等人恃才傲物，喜欢
饮酒游玩。前任钱惟演对他们很迁就，年轻气盛的欧阳修、
尹洙等人难免得寸进尺，不知收敛。王曙看不过去了，声色
俱厉地申饬他们道：“诸君纵酒过度，独不知寇莱公晚年之
祸邪！”没想到欧阳修反唇相讥：“以修闻之，莱公正坐老而
不知止尔！”影射王曙年纪大了还不懂得隐退，贪恋权位。寇
准不是别人，正是王曙的老泰山，欧阳修当然知道他们之间
的关系，说话如此直白，近乎当面打脸。年轻后辈如此跟长
官讲话，太放肆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王曙完全可以让欧
阳修靠边站，没想到他只是默然不应，甚至没有发怒。等王
曙高居枢密使一职后，首先推荐欧阳修到馆阁任职。王曙的
雅量显然影响了欧阳修的为人与做官，等到他执掌朝政的
时候，也推荐并重用王安石、苏轼、曾巩等才俊。

前辈大臣
虽然注重奖掖
后进，但并不
是无原则地纵
容，而是在制
度框架内让青
年才俊慢慢历
练，不让他们
如 火 箭 般 蹿
升，因为这不
利于年轻人成
长。宋英宗做
藩王时就仰慕
苏轼的才华，
认为他有宰相

之资，继承大统后，打算依唐朝旧例召苏轼入翰林院草拟制
诰，这是通向宰相位置的捷径，进士趋之若鹜。宰相韩琦表
示反对，认为苏轼虽然才能杰出，抱负远大，但不能升得太
快，要慢慢培养他，使天下的士人无不敬畏羡慕他，都希望
朝廷使用他，再加以重用，如此则所有人都无异议。如果提
前委以重任，天下士人未必心服口服，甚至可能使苏轼受到
牵累。英宗仍然不死心：“且与修注如何？”韩琦不依不饶：

“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于馆阁中近上贴职与之，
且请召试。”英宗仍然不死心，“试之未知其能否，如轼有不
能邪？”韩琦坚持认为不能给苏轼开绿灯，最终苏轼参加考
试，写了两篇论，成绩位列三等，授予直史馆的职位。论理，
韩琦阻挡了苏轼晋升，使苏轼走了一条相对漫长的仕进之
路，苏轼应该埋怨韩琦才合理。但苏轼在获悉原委时，说了
一句公道话：“公可谓爱人以德矣。”他认为韩琦按照道德标
准爱护人，没有偏私，没有恶意。无论是世俗意义上的“受害
人”苏轼，还是“挡道者”韩琦，他们的襟怀都是博大宽广的。

尤其让人感佩的是，一些年轻大臣不拿原则做交易，坚
持独立人格，反对政治依附，能同退不愿同进。宋仁宗庆历
三年(公元1043年)范仲淹升任参知政事，与富弼、韩琦共同
执政，推行改革，但遭到保守派势力强烈反对。欧阳修不仅
明确支持改革，还撰写《朋党论》《与高司谏书》表明立场。在
给高若讷的信中，欧阳修言辞激烈地揭露他虚伪、谄媚的本
质，讽刺他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二字。高若讷恼羞成怒，将书
信直接上交皇帝，欧阳修因攻击言官获罪，被贬夷陵令。范
仲淹任陕西、河东宣抚使后，拟任欧阳修为掌书记，欧阳修
并不领情，推辞道：“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
其进可也。”范仲淹是当朝名臣，是士人仰慕的正人君子，欧
阳修追随他，并不辱没自己，为什么拒绝呢？事实上，欧阳修
虽然为所谓的“君子之朋”唱赞歌，但如果到范仲淹手下工
作，难免给人瓜田李下之嫌，授人以柄，予人口实，这对坚持
独立人格的欧阳修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专制时代，官场推
崇站队政治，只有跟对人才有好前程。欧阳修却置官场前程
于不顾，坚守儒家伦理，秉持独立人格，不做政治交易，此等
襟怀让人自叹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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