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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阳的拔贡济阳的拔贡———李如衡—李如衡
周新民周新民

突闻王老师病世的噩耗是 9
月10日上午十点半，正好是教师
节，我正不断地刷屏，接收来自四
面八方的祝福，我赶紧拨通了一
同学的电话做了千真万确的证
实，然后，又毫不犹豫地就近约上
一个要好的同学驱车前往吊唁。

王老师是典型而又普通的乡
村中学英语老师，其实今年才 55
岁，还不到正式退休的年龄。我
不知道他有什么荣誉称号可以用
来炫耀，或许根本没有，这对于他
也亦没有什么意义。

我听说，最初他是乡镇中学
刚刚设立英语课时临时集中短期
培训就上岗的老师，他的英语水
平肯定也高不到哪里去，后来从
考上县城高中的同学英语成绩普
遍较低的表现，也证明了这一
点。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我对他的
高度评价！

记得到我上初中的时候，他依
然是全校唯一的英语老师，从初一
到初三，共六个班，每个班大约6节
课，全是他一个人教，每天你都能
看到他忙碌的身影，从这个教室跑
到那个教室，然后又跑到另一个教
室。记得从我开始听他讲第一节
课开始，他的声音就是很沙哑的，

一直到他去世，我不知道这是不是
跟他当时的课时太多有关系，尽管
这样，他讲起课来特别地卖力，好
像生怕坐在最后一排的同学听不
清楚而如此，甚至可以用声嘶力
竭，弯腰顿足来描绘他当时上课的
样子，当然根本谈不上悦耳，但绝
对称得上敬业。

他对待同事，热情，诚恳，实
在，从不斤斤计较、争名逐利。他
也爱喝点儿小酒，爱热闹，心态
好，不摆架子。我是他的学生，他
都能放下架子给我糊取暖炉，上
上下下，都说他是个好人。

恩师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
这跟大多数老师一样；恩师没有
显赫的名誉地位，这跟大多数老
师一样；恩师没有留下雄厚的家
产，这跟大多数老师一样，恩师
受到了很多人特别是他的弟子
们的尊重，这也跟大多数老师一
样。

他是我的英语启蒙老师，他
是我曾经的班主任，他是教我时
间最长的老师。

他因肺癌，不幸早逝！
无以回报，谨以此短文怀念

我的恩师！愿恩师安息！
作者单位：济北中学

提起饮酒，世人总以为那是男人的特
权，请看，“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是曹操的
雄浑，“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
月”是李白的豪迈，“红泥小火炉，能饮一
杯无？”是白居易的自在，“落魄江湖载酒
行，楚腰纤细掌中轻”是杜牧的洒脱，“明
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是苏轼的惆怅，

“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是柳
永的迷茫……

其实，女人与酒更有不解之缘。尧舜
禹时期，一个叫仪狄的女子酿出了香醇美
酒。唐代侍郎蒋凝之女蒋氏饮酒成疾，面
对众人的劝诫，竟吟出“平生偏好酒，劳尔
劝吾餐。但得杯中满，时光度不难”之
语。晚唐女诗人鱼玄机经常借酒消愁，

“醉别千卮不浣愁，离肠百结解无由”“落
帽台前风雨阻，不知何处醉金杯”，酒成为
一剂医治她内心寂寞的良药……

而真正把酒发挥到极致当属易安居
士——李清照，她的出现，“不徒俯视巾
帼，直欲压倒须眉”，犹如万绿丛中一点
红，饮酒与作词，陪着这千古奇女子度过
激荡多变的一生。据统计，李清照现存的
40余首词中，有带“酒”字的近30首，那香
醇的酒液亦如易安的血液在词中跌宕起
伏，散发着醉人的芬芳。词中有“东篱把
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的雅致，有“要来
小酌便来休，未必明朝风不起”的情怀，有

“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的愁
苦悲戚。有“酒意诗情谁与共？泪融残粉
花钿重”的酒意，有“断香残酒情怀恶，西

风催衬梧桐落”的酒情……
酒是她的朋友、知音、伴侣，是她写作

时的兴奋剂，是她词的精魂。她赋闲时喝
酒，借酒消闲愁，“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
悲秋”；“酒阑歌罢玉尊空，青缸暗明灭”，
欢闹够了，酒杯里空荡荡的，凄怆寂寞空
落，喝酒已成为易安日常生活的常态。她
思乡时喝酒，“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
醉。沉水卧时烧，香消酒未消”，遥望故乡
不见，只好用酒醉来忘却乡愁。她离别时
喝酒，“惜别伤离方寸乱，忘了临行，酒盏
深和浅”，以酒话别，心情烦乱，忘记了酒
杯里酒的深和浅。她酒后吐真言，道出平
日繁乱中所不为人语的真言，“花自飘零
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
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倚遍阑
干，只是无情绪。人何处？连天芳草，望
断归来路。”重压在深闺中孤独寂寞的女
子的浓重愁绪跃然而来。“常记溪亭日暮，
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
处。”少女时代的李清照是贪玩的，在溪亭
狂欢饮酒，日暮泛舟，像鸥鹭一样自由，连
回家都忘记了。婚后的她，“昨夜雨疏风
骤，浓睡不消残酒”，时常醉酒归来；甚或
从白天喝酒至深夜，“夜来沉醉卸妆迟”

“金樽倒，拼了尽烛，不管黄昏”。
“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

流。”祈愿时光倒转，与易安欢聚一堂，把
酒换盏，不谈艺术，不聊人生，只是同喜同
悲同醉，吟诵那千年不衰的诗篇。

作者单位：县史志办

选择了三尺讲台，就用一生去耕耘，因
为这是一份与众不同的事业，这是希望的
起点，是梦想实现的舞台，更是万千家庭希
望寄托的起点。

我的父亲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一线教育
工作者。他在岗位上勤勤恳恳地忙碌了四
十个春秋，最小的学生中有他过往学生的
孙子，他竟然教了一家三代人。

父亲的勤恳与奉献，让他得到了学生
们的爱戴，他勤勉的工作态度使我为之动
容。他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教书与
其他工作不同，那是一个家的希望寄托，不
管孩子是不是聪明都要尽自己所能，让他
们学到更多的知识，不要轻易放弃一个孩
子，教书育人是良心活，要对的起‘老师’这
个称呼！”这话虽然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深
深地刻在我的心里，从不敢懈怠。

我小时候，父亲正在中学教书，跟父亲
去上班是我最开心的事情了。一件事，让
我看到了慈善父亲也会有严厉的一面。

那时候的我也就是四岁左右，我喜欢

父亲，因为只有和他在一起我才能听到新
鲜的故事。更喜欢拿着粉笔在地上写写画
画，感觉那支粉笔充满了无限的神奇。父
亲去上课，我就在办公室里写着、画着……
那一天，我自己悄悄的跑到了他上课的教
室，看着热情洋溢的父亲在讲台上讲课，一
只粉笔在黑板上吱吱嘎嘎的写着，大哥哥，
大姐姐们聚精会神的看着，听着……感觉
父亲好了不起！

于是，我悄悄地走了进去，拿着手里
的粉笔，踮起脚尖也在黑板的下方画着，
正当我自得其乐时，他的学生们都哄堂大
笑起来。父亲回头看，没看到我，此时此
刻我正在他举手写字的臂膀下，学生笑得
更厉害了，他停下手中的笔，转过身去，看

着她的学生……忽然他意识到了什么，一
回头，看到一个瘦弱的小背影，正在黑板
上涂鸦……我还没回过神儿来，就已经被
一只大手拎到了教室外面的空地上，父亲
凶巴巴的说“呆在这里别动！”我从来没有
看到过他这副模样，站在太阳底下，哇哇
大哭起来，他头也不回，转身走进了教室，
我哭着追过去委屈喊着“我不说话，只写
字还不行吗？”当我推开教室的门，小脚丫
还没有踏进去，就又被他拎起来，快走几
步把我丢了出去，额头瞬间就起了一个大
包，我趴在地上哭着，但是不敢再向前迈
出一步，直到他下课后才把我重新拎回到
办公室。

现在想来，天下哪有不疼爱孩子的父

母，只是他太在乎他的职业了，他是在用
“心”做教育，那是他的事业，那三尺讲台，
是开不得玩笑的，怎容你去捣乱呢。

后来，女承父业，我成了一位小学教
师，当自己站在讲台的一刹那，觉得了双肩
的责任重大，那不仅仅是一份责任，更是值
得自己用尽一生去呵护，去热爱，去无私奉
献的光辉使命！

我爱我的孩子，更爱我的学生，他们像
一株株贪婪的树苗，焦渴等待着雨水的灌
溉；又像一只只想要振翅待飞的雏鸟，一旦
羽翼丰满，就要翱翔于蓝天。

看着那一双求知若渴的眼神，我时常
会想到讲台上的父亲……

三尺讲台，让父亲倾尽一生，他用他的
赤诚育得桃李满园。我今后的日子也定要
满怀赤诚，在三尺讲台上为自己所热爱的
教育事业散出自己全部的光与热，不负家
长众望，不负老父所托，在那三尺讲台，谱
写自己华丽的篇章。

作者单位：志远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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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尺讲坛铸师魂
——怀念我的恩师王公元老师

◎付延胜

三尺讲台 一生耕耘
◎齐玲玉

年近耄耋，我的身体在一天天不听使唤，
思绪也是时续时断。有人说我老糊涂了，比
如常常忘记自己的年龄。我不予反驳，但心
里明白，自己对一些大事还是很清楚的。比
如，今年是崇祯九年，比如，今年各县镇公布
的敌寇入侵警报已经是崇祯朝以来的第四次
了，再比如，我的儿子鹿善继，要准备带领诸

乡绅前往定兴县，去抗击满清鞑虏了。
哦，我年轻的时候，大明是何等强盛。那

时还是万历初年，谁能想到它也会像人的躯
体一样衰老到行动不便，谁又能想到它会沦
落到其安危要依靠文弱书生来保卫的地步！
儿子，你说不管怎样，局势已然如此，我们须
得尽己所能想办法挽救，这道理为父当然明

白，为父平日对你管教颇严，很少当众夸奖你
的所为。此去防守定兴县城，凶吉未卜，临行
前，我得把心里话都说出来，让你知道：此生
有你，是我鹿家的骄傲。

早年的事情我有些模糊了，单说这最
近十几年的吧。万历四十七年，你在户部
担任主事，辽东军饷断绝，而朝廷的国库银

又迟迟不肯下发，为解边关的燃眉之急，你
便把刚接到的那批广东税银直接调拨给了
辽东军。由于没得到皇帝许可，违反了税
银入库的章程，为此朝廷降了你的官位，罚
了你一年的俸禄。那时你见了我，还怕我
数落你莽撞，真是傻儿子，你不计个人得
失，先想着军国大事，正是圣人的谆谆教
诲，为父又如何会责怪你啊！

天启元年，你跟着督师孙承宗出关，收
拾辽东残局。别以为你远在塞外，我就对
你的劳苦一无所知了。换防返乡的将士跟
我讲，你经常骑着一匹瘦马，到各城堡慰劳
将士，鼓舞士气，帮孙督师赞画军务，为我
大明收复疆土，建立了牢固的宁锦防线。
孙督师对你推心置腹，“倚之若左右手”。
听到这些，你不知我有多开心，你的才能和
努力得到孙督师的赏识，这可是对你人生
价值的最大肯定啊。

你在辽东前线，或许想象不到朝内党
争之激烈尤甚于边关的两军厮杀吧。天启
五年，杨涟、左光斗他们被阉党陷害入狱，
身受严刑逼供子虚乌有的赃银。他们的家
人四处奔走求救。旁人摄于阉党淫威，都
不敢施以援手。那时，你远在关外，为父
想，如果你在家，你会怎么做。你一定会不
顾安危不计代价地救助他们，因为我知道
你很是看重友情，而东林党人正是与你谈
学论道的莫逆之交。你曾说过，东林党是
读书人的希望，是大明朝最后残存的正
气。于是，我把他们家人安置在咱们家里，
商量对策，想尽一切办法募集银两进行救
援。为父知晓，救这些像你一样品行高尚
的人，就是拯救自己的良心。

作者单位：旺旺集团山东总厂

微凉的秋风
吹在大地的五官上
一轮明月不解风情
徒留清辉静谧
趁着夜色
叶子们掬起一捧露珠
在怀里编织晶莹的希望
然而美好的总是短暂的
像飘零的落叶不敢回忆秋天
而秋天的湖泊
是一滴湛蓝的眼泪
在天空上掉下来
打湿了人间
秋天的杨柳，枝干瘦骨嶙峋

那河边的故人
招摇着 挥别的双手
我忍不住转身
却瞥见了你的回眸
如同细如蚕丝的雨幕
被风吹起
遥远的路途
换算成一段漫长时光
捎信的鸿雁，也老了翅膀
故事 故人 在秋天里
变为羁旅诗中大大的月亮
照进诗人
潮湿的梦乡

作者单位：县河务局

在秋天
◎郭大鹏

送别送别送别
◎李庆田

但是现实的发展也让我们
看到幸运之神给了李如衡最后
一点薄面，他去世后不久，真的
称得上改天换地的革命的土地
改革轰轰烈烈地展开。按人均
占有的土地亩数来折算，地主
这顶帽子自然而然地戴到了他
的儿子——李洪达的头上——
他这位前清的拔贡，终于也算
逃过了一劫。前文咱们说过，
土地改革之初，基层上对中央
制定的土地政策执行起来尚比
较客观，不论是地主或富农，只
要能主动献地献粮，可以被评
为“开明绅士”，并有资格领取
选民证。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
把他们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劳
动者，不再靠剥削穷人过日子，

从而也就成了“人民”中的一
员。

可现实是复杂的，理论上
的指示在真正实践起来必定
会有所偏颇。对于普通的个
体生命而言，具体的实际生活
才是真正的人生命运。随着
政治运动的一次次兴起，某些
简单、粗暴地贯彻上级政策的
基层组织或个人把“改造”和

“团结”的主旨踢到九霄云外，
最后就只剩下了“孤立”和“打
击”，那些不幸身陷其中的人
们除了“命运多舛”的感叹，又
能如何呢？

李洪达去世于上个世纪三
年自然灾害时的大饥荒期间，这
个在乡邻眼中“老实”、“木讷”了

一辈子的拔贡之子，自幼过的生
活即使谈不上锦衣玉食，可也肯
定是吃喝不愁。在最后的穷困
潦倒之际，看看身边更显落魄无
助的妻女是否也会有《后汉书·
范滂传》中的千年之叹：“吾欲使
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
则我不为恶！”

当然，如果我们把李洪达的
被动遭遇看做是一场悲剧的话，
那么数千年来不计其数的下层
百姓哪一个的生平能算得上是
喜剧？其实也正如前文我们一
再感慨的：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的
普通个体而言，个人的人生命运
除了努力地去适应历史，又有谁
能去选择历史呢？ （完）

作者单位：庙廊小学

多年后，地处黄河北岸的老马家的御马园
再开园的时候，已经离第一代园主马四爷开园
二百七十多年了。想当年因为马四爷救驾有
功，沾了一个“御”字，皇恩浩荡，老马家由此发
家，一辈辈下来，人财两旺，渐渐成为齐鲁大地
上一大旺族……时至今日，马家人对此仍在津
津乐道。

往 事 如 烟 ，
斗转星移。据
现在的园主，马
家第十三代孙
马有怀介绍：大
清乾隆十一年，
这御马园开园
之时，直隶（今
河北）、山东两
省布政使都曾亲
自为该园揭牌。两省地方官员数百人恭恭敬
敬瞅着园中汗血宝马，宛如望到圣上一般，诚
惶诚恐，大气都不敢喘一口。尘土扬处，宝马
奔腾，万众欢呼。那场面、那排场何等的壮观，
何等的震撼。表面上看去，众人似乎在为御马
助兴，实则是为马四爷捧场。因为，他刚刚在
京城救了乾隆皇帝一命。功大莫过于救驾。

一时间他成了万岁爷的恩人、红人。地方人等
岂有不巴结之理。正所谓见皇帝难，见马四爷
易。往后托他在万岁爷面前美言几句，亦或经
他在高层中活动些个，拉拉关系，亦是非常有
必要的。所以，当马四爷将圣上所赐两匹汗血
宝马牵回来养起来时，地方官绅显贵皆趋之若
鹜，投其所好，打造了一场前无古人的御马园

开园盛典，令人叹为观止。
按着时下马家人说法，参照志书记载及民

间传说，关于御马园那些事儿，大概其应该是
如下的样子。

很多年前，黄河还未改道的时候，在山东
济南“华不注山”和“鹊山”北侧有一条大清
河。这河水清澈如练，两岸水光山色，如诗

如画。元代大画家赵孟頫依据秋日济南之山
高气爽、风光迷人的美丽景色，画下了苍秀
简逸、大气古远的国宝级《鹊华秋色图》。元
明两朝此画深藏于名人世家之中。清朝时，
被收入皇宫，亦成为乾隆皇帝心爱之宝。后
来这位皇帝游历济南，登临鹊华桥时，曾对
着鹊华二山，对着这幅随身携带的名画，展

卷看景品画……大饱眼福后即兴赋诗
一首：“大明岂是银河畔，何事居然架
鹊桥。秋月春风初较量，白榆应让柳
千条”。

话说在这大清河的北侧有一县叫
做济阳县，这县里有一回民村子，名曰
马营村。马营村其祖上系自南京随燕
王扫北至此。战后，燕王封地赏银，令
其傍河而居，渔耕而生。该村因其同宗

同姓、同信伊斯兰教、同驻一处营地，故名
马营村。村民们因大多出身武行，于耕种上不
甚用心。几亩薄地皆种的如秃头一般，惹人耻
笑。而在贩卖牲口、经营熟食、屠宰加工牛羊
肉等方面皆得心应手。其“马家羊肉”因加工
精到、鲜香味美早已闻名大清河两岸。

（待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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