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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记事起，我爸爸就一直在外边跑运输，十
天半月才回来一趟。我跟爷爷奶奶、妈妈和姐姐
在家。爸爸每次回来，都会给我带好东西来，有好
吃的，也有好玩的。

姐姐比我大五岁，爸爸带回家的好东西一般
都没她的份，家里所有的好东西，好像都应该是我
的。从小，我想要什么，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他们都
会想办法满足我。对我提出的要求，偶尔爸爸妈
妈不太同意的时候，我就去找爷爷奶奶，他们一出
面，爸妈肯定就软下来了。

记得那年我刚上小学，有一天突然就不想去
上学了。那天爸爸正好在家，他好说歹劝，又是许
愿又是吓唬的，我就是死活不想去。

其实那天在学校也没发生啥不正常的事。没
有跟同学打架，也没有被老师批评，就是突然不想
去上学了。

最后，我躺倒在地上，哭起来。
那回，爸爸真生气了，举起手，就要打我。爸

爸的手还没落到我身上，从外边回来的爷爷看到
这一幕，就把手里的小马扎砸向了爸爸。爷爷生
气地骂着爸爸：“还反了你了！你敢打俺茂一下试
试？看我不跟你拼了！”

爸爸举在半空中的手，一下软下来。
爷爷弯腰把我搂在怀里，抚摸着我的头，气呼

呼地对爸爸说：“咱盛茂才多大的孩子，你就这么
管他！你不是他亲爹呀？把孩子吓着了咋办？”

在爷爷的怀抱里，我便更大声地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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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想做啥事了，或做了啥事了，从来不去

想前因后果啥的。好多时候，就是自己突然想干
个啥了，就去干。有时甚至自己也不知道想干个
啥，想要个啥，就是觉得无聊了，觉得应该有个啥
事了，就找个事来干干。干好了家里人就会“宝
贝”“乖乖”地没完没了地表扬，干坏了反正有他们
来收拾。从小到大，一直是这样。

有时跟同学闹矛盾，如果
是同学吃了亏，爷爷就会安
慰我，让我别怕。如果是我
吃了亏，爷爷肯定立马找到
那个同学家里去。

每当爸妈试图要管教
我的时候，爷爷总是会及时
出现。爷爷常挂在嘴边的
一句话就是：树大自然直。

爸妈对爷爷奶奶都很
孝顺，他们也不想因为管教
我惹爷爷奶奶生气。

我爸爸弟兄四个，大伯
家有两个姐姐，二伯家有三
个姐姐，四叔家有一个小姐
姐。我妈在生了我姐五年
后，生下了我。

听说，当时我爷爷知道
生了个男孩后，在院子里长
跪不起，被人扶起来后，脸上
流着泪，却仰脸对着天空哈哈大笑，边笑边说：“老
天爷，俺丰家有后了！”说着，又连磕了三个响头。

我爷爷是个非常传统的农民，凡事都按老理
来。听说爷爷一辈子连县城都没去过。在我们那
里，儿媳妇生了孩子，当公爹的在小孩满月前，是
不能到儿媳屋里去的。但在我出生的第二天，实

在忍不住想看孙子的爷爷，在奶奶和爸爸的陪同
下，来看了我。听说，爷爷看到我后，激动得说话
都不连贯了。

爷爷常说，我是丰家千亩地里的一棵苗，金贵
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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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学习就不好。上课的时候，心里时东
时西地不知想些啥，常常听不见老师在讲什么。
反正老师请家长我也不害怕，时间长了，连老师都
懒得再叫家长来了。

小学低年级的时候，家庭作业都是爷爷和妈妈
他们陪着、哄着，我才勉强“给他们”把作业做完。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是更懂得学习的重要性
了，而是玩心更重了。初二那年，我跟二班的漫丽
谈起了恋爱，心里，就更没了学习这事。每节课那

四十五分钟，对我来说简直是煎
熬，数着分秒，只等着下课铃
声一响，就跑出去找漫丽。

漫丽的姥姥家在我们
村，放了学，她经常回姥姥
家。这样，我们就能常在
一起。跟漫丽的事，我家
和她家的家长其实是都知
道的，他们都没有表示过
反对。

每次我带漫丽回家的
时候，我爷爷奶奶看着她，
都是满脸的笑容。他们都
很喜欢漫丽，奶奶说，爷爷
跟我这么大的时候，已经
跟她结婚一年多了。

我也到漫丽家去过，
看不出她爸妈对我们俩的
事是支持还是反对，我感

觉应该是默认吧。
拿我爷爷经常说的一句

话来说就是：看咱茂这个头，这长相，那真是没得
挑，咱茂找媳妇，三里五乡可着劲地选。

我觉得漫丽的爸妈只所以不反对，是觉得我
家里条件好。我爸爸一直跑运输，我家的三层楼，
是全村第一栋。

我和漫丽有空就腻在一起。初三那年暑假的

一天，漫丽来找我玩，那天爷爷奶奶到姑姑家去
了，爸爸妈妈也都不在家。我和漫丽在三楼我的
房间看了会儿电影，是我在网上下载的那种电影，
看着看着，我就忍不住了。我和漫丽偷吃了禁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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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漫丽偷偷在一起的快乐，无法抵消掉对学
习越来越严重的厌倦甚至憎恶，好不容易挨到初
中毕业，不顾漫丽的劝阻，中考我连名都没报，就
回了家。

家里人知道我一上学就头疼，也就没有勉强
我。

刚离开学校的那些日子，我感觉很快乐。没有
了老师的管束，也不用早晨按时起床晚上按时睡觉
了。我想什么时候起就什么时候起，想什么时候睡
就什么时候睡。开始的时候，妈妈和爷爷奶奶他们
晚上起床去厕所，看到三楼我的房间亮着灯，还会
过来喊我早点睡。我应着，该啥时睡还啥时睡。后
来，他们见不起作用，也就不上来管我了。

我一般是中午起床，那时候家里人都吃过中
午饭了。我刚离开学校的时候，家里人吃饭还来
喊我，后来见我烦，也就不上来喊了。他们会把饭
温在锅里，我啥时起来啥时吃，吃完饭接着上网。
晚饭一般是跟家里人一起吃的，这也是一天中我
惟一跟他们在一起的一段时间。爷爷奶奶妈妈或
姐姐有时想跟我聊点啥，可我还急着去上网呢。
吃饭的时候我很少说话，吃完饭把筷子一丢，就去
三楼我的房间，关上门，开始上网。直到凌晨实在
困得不行了，衣服也不脱，有时连鞋子都不脱，爬
到床上就睡。好多时候，连灯也不知道关没关，就
睡着了。直到第二天的中午。

（二十三）

圆桌对面的孩子圆桌对面的孩子
鞠鞠 慧慧

用真实事件解读孩子成长问题用真实事件解读孩子成长问题
2020个故事个故事，，还原懵懂少年的迷茫与彷徨还原懵懂少年的迷茫与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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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兴军是一名共产党员，今年82岁，依然精神矍铄、思
维敏捷，他是原济阳县税务局最后一任党组书记、局长，颇
受大家爱戴。济阳国税成立以来的历任局领导都经常去拜
访和探望，老干部组织活动，他也依然是天然的“带头人”。
那么，刘老的“魅力密码”到底是什么？带着崇敬和好奇，我
们来到了刘老家。

“他是个极端负责的人，不但人品好，能和人，工作也非
常认真。税收任务完不成他都睡不着觉。任何时候都是以
身作则，担当在前。跟他搭班子，配合很愉快。”提起刘老，
作为曾经的副手，原济阳县税务局安法春副局长由衷的说。

刘老1953年参加工作，历任民兵中队长、青年团委书
记、武装部长、革委会副主任、管委会主任、党委书记、粮食
局局长等职务，在乡镇工作了33年，1987年调到济阳县税
务局，任党组书记、局长。

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回忆起在税务局主政的那段时
光，刘老依然历历在目。在乡镇工作时虽然也接触过税收，
但真正主抓起来，对具体业务还是不够熟悉。于是上任伊
始，也是刘局税收业务学习的开始。从此，每份文件他都会
认真研读，布置工作从来都是有的放矢，加上为人正派、处
事公道，得到了大家普遍的拥护和认可。直到现在，他还保
持着每天上午看报的习惯。

“咱从小参加工作，那老的净嘱咐，千万别贪财，咱就忠
忠实实的该怎么着怎么着。我个人也一直都

挺注意。”

说到这里，刘老拿出几个年代感很强的日志本，翻开一
看，里面记着日期、菜单及相应费用等。刘老解释说，他进
入税务系统时，十分注意经济问题，就用启用了这些的日志
本。

那时税务局还在老城，办公楼有个偏房，承包给一个开
饭店的，姓唐，外号叫唐老鸭。有时刘老的老同事、朋友来
走动，也会安排到这里。但一定严格保证公私分明，吃完后
立即自己结账。当时有人建议他让办公室的同志有空时可
以作陪，显得重视。他从来不叫，要避瓜田李下之嫌，因为
叫上办公室的同志，人家就可能说这是让办公室来报销
的。刘老坦坦荡荡的说，从进税务局第一天一直到退休，他
没为自己报过一次餐费。

另外，有时会一些熟人、个别企业送些礼物。企业送的
他都立刻还回去。但县城小，亲戚朋友多，刘老人缘又好，有
时别人送来些茶叶、土特产之类，不分青红皂白的拒收，也不
合人情。他就给自己定下了原则：无论是亲戚朋友还是同
事，谁给我我给谁。谁送的什么，刘老都记到日志本上，过年
过节这种节点再给人家等价送回去。最多的时候，40多户，
大多让孩子们帮着送。所以那些年一到过节，孩子们都怵
头。他就给孩子们解释说，人与人之间，都是有来有往，互相
帮助，不能占人家便宜。退一步说，如果东西不还回去，就欠
了一笔账，欠了人情，人家如果托请你办事，你就不硬气了。

“所以到现在，我过的很清心，内退和退休期间，从没有
人找我说我给你送了什么礼，你事没有给我办好之类的事

情，没有一个。”

刘老和阿姨虽然年逾八十，都还是身康体健，鹤发红
颜，这又何尝不是岁月对心境澄澈的人，从另一个维度给予
的奖赏。

刘老是独生子，没有兄弟姐妹。结婚后，先后有了6个
孩子。上有老下有小，生活一直比较紧巴。刘老现在住的
房子虽然没有气派的装修，但井井有条、干净利落，让人神
清气爽。说起这个房子，刘老说房款是今年才还完的。
2007年买这房子时，存款只有6万元。这6万是怎么来的
呢？1994年他按政策内退后，就去县蚕茧办帮忙，每年收入
4000左右，靠这14年存了6万元。当时有5个孩子已经参
加工作，每人又省吃俭用给他凑了2万，再加上卖掉福利分
房的钱，终于把房款凑齐了。近些年在注意节约的基础上，
退休工资积攒出10万元，今年5月份终于把欠孩子们的钱
还上了。孩子们都坚决不要，但刘老说必须收，就当让他们
分别保管，拗不过他，这才收下了。他解释说，孩子们也都
不容易，从小经济就不宽裕，长大了还要为他负担买房。如
果以后他和阿姨有特殊需要，先花他的钱，他的钱花没了，
再用这些钱，尽量少给孩子添负担。

每个父母爱孩子的心情都是一样的。我想在这个家
庭，金钱的诱惑很多时候都是真切的存在着。这又越发显
示出刘老面对各种诱惑时，坚守洁身自好的难得可贵。

“想想干了一辈子，倒是痛快。心底无私天地宽，我
去谁跟前都不矮去他。无论从工作也好，经济也罢，还是其
他方面，个人觉着吧，咱对党没有亏欠。”作为一名老党员，
刘老这样总结其他一生，磊落释然。我想，这应该就是刘老
的“魅力密码”。 作者单位：县国家税务局

梯门张村（现回河街道）老张家的北大厅
内高朋满座欢声笑语，阵阵祝贺声喝彩声不绝
于耳。厅外虽寒风凛冽但厅内却暖意融融。
四桌筵席把大厅挤得满满当当。亲朋们推杯
换盏尽情地畅饮，个个脸涨得像熟透的苹果。
主席上的陪客王世友发了话：“何不请尔岐先
生赋诗一首以助酒兴？”大家齐声喊好。张尔
岐先生欣然应允，撩衣离座郎声喊到“取纸
墨”，随即潇洒自如泼墨挥毫，一行行苍劲有力
的大字跃然纸上：“奉祝梅卿先生张老亲台诞
辰里言三章有引。先生少负隽才，知名乡校，
需次将荐例补成均，所以释羁萦遂旷逸也。其
为人性情和易，标格尔雅，口不出激论，躬不治
崚节循谨自将而已。由是家庭乐其蔼吉里党
安。其仁原而又通敏。不滞达变，多方既远瑕
疵兼辞赫誉庶几庄生称为善。不近名者以放
显人愿与之游冗流亦不自外。虽或异趋间有
触忤概不藏纳未之计较焉。歧辛与同学者二
年，自是欢然无间。不知衰暮今兹先生六十六
矣，之曰二十六日实为初渡赋诗致祝，略述生
平，聊以敦夙好达中怀：

论交现席忆英年，笑听黄冠说永铅，
蔡诞斑龙骑不得，如君却是地行仙。
非隐非仙只陸沉，经论空员百年心，

当时若遂飞腾去，今日世应议脱簪。
相逢切莫言蹉跎，白发育樽好放歌，
旧日交游闲屈指，几人能共醉颜酡。

康熙纪元十四年，（公元1675）
冬月，眷友张尔岐顿首。”
何以张尔岐先生赋诗恭祝张梅卿先生

六十六寿辰呢？张梅卿先生又是何许人也，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明朝洪武三年（公元1371）张氏始祖张大
兴和弟张中兴携家人由直隶（今河北省）冀州
枣强县迁济，弟弟张中兴驻足孙耿狮子张村，
而哥哥张大兴落足今回河置田建房兴修土
木，因张大兴原是书香门第家境殷实，大门建
得高大敞亮，其形状如梯子故名曰梯门张村。

张大兴字业建，岁贡生候远教谕，似现
在的文教助理。大兴生子张祥，祥生子张
斌，斌生子张玉，张玉为大夫任金华府驿
丞。驿馆是明朝设在各处类似现在的接待、
联络处。府驿丞相当于联络处长，张玉生子
张遵，张遵增广生，勒封文林郎，南京浙江道
监察御史。妻刘氏历城宪副刘宗岱之姑，晋
封恭人，青宁街人。张遵上四辈皆单传，唯
五世张遵生子六个。长子张诏，字朝宣，号
寒泉，嘉靖戊戌科进士，仕至中宪大夫，山西
按察司副使（从三品）妻崔氏，长子张可观。
邑庠生娶教谕任楠之女。次子张可亲。太

学生娶主薄王应诗之
女。三子张可勤贡生，娶侍郎王炳南之女。
长女嫁武进士济南府指挥使谷中和。总之
其子女皆娶嫁名门望族。张遵次子张侣字
冽泉，增广生后迁至济阳街道办胡同村。三
子张保，邑庠生生子二个，长子张开稳任秦
中西安新丰驿宰。次子张可信，增广生，张
可稳生子四个，其四子张维新，字若监邑庠
生。维新自幼聪敏悟性极强，张诏在政务繁
忙的状况下还不断书写家书敦促侄子张可
稳对张维新倍加培养，日后必超群拔俗。中
年时期张维新就精通诸史百家，易经学已达
顶峰。书门弟子遍及乡校。张梅卿与张尔
岐先生就是张维新的学生。张维新生有二
子，长子张调鼎字梅卿，贡生精研理学，精通
诸史百家。一时踵门求学者请业者诸多。
济阳县志有详文记载。晚清很长一个时期
在张梅卿病故后将梯门张改为张梅卿家
庄。张遵四子张训，太学生。五子张儒，太
学生。六子张月幼年夭折，过继其三哥张保
次子张可信，其四哥之子张可彪后二人迁往
回河沟杨村。

公元 1567 年，张诏兼任陕西鄜州兵备
使，因与总督不睦见直道难容而辞职带旨还
乡，率子女到二弟张侣处胡同村暂落脚一
年，而在胡同东临置田买地新建村落一处名
曰张家新庄。这便是张新村的由来，而梯门
张村则俗称老庄。

清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6）年
冬，张梅卿先生病逝享年86岁。进士出身教
育后学眷晚生王乔年撰写碑文。碑文摘引
了逸献明经同学眷友张尔岐先生对梅卿先
生异广豁达、儒雅仁厚、律己和易的高度评
价。参与撰写碑文的还有进士出身陕西平
凉府镇原县知县同学周新邦。进士出身新
授江西赣州府守都县知县眷晚生李治国。
周、王与二张先生关系很好，时常外出旅游
不时饮酒会诗。张尔岐先生小梅卿先生三
岁，互为同学又久居外祖母老张家，俩人更
是情同手足亲密无间。至于与老张家是否
是亲眷也不是空穴来风，则有据可查，张尔
岐先生赋诗恭祝梅卿先生六十六大寿时称
谓眷友，这便是有力佐证。再者据老辈们承
传尔岐先生的成名与老家的提携助推有一
定关系。这个定论有他一定的道理，因为明
中后期及清初老张家正处在从政的鼎盛时
期，辈辈英贤人才济济。先后考出文武进士
五人、州左右堂五品官级八人。低级职务者
如县丞、教谕则更多一些。那时在济阳县城
就有张半朝之说。现在在济阳济南徐州长
春各部门任职的公务员也较多，有五处九科
十七股（级）之誉为世人津津乐道。

从张尔岐先生与老张家的交往中，我们
了解到了尔岐先生的部分社会活动轨迹，对
于他的研究不无裨益，让我们见贤思齐，努
力工作，把济阳建设的更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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