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厚正在花园里散步，见高止慌慌张张地跑来，
就叫住他：“你慌慌张张跑什么？”“我——我们打了
国君的公子了。”“什么？”高厚一惊，“你们敢打国君
的公子？”“我和崔成几个驾车去玩，路上碰见几个穿
得花花绿绿的女孩子，她们身上都佩戴着明晃晃的
珠宝。我们去扯他们的衣服玩，谁知竟是大王的几
个公子男扮女装。”“都是哪几个公子？”“有杵臼，公
子牙——”“有公子牙？”“有。”“好你个小子，胆大包
天。连公子牙你们也敢欺负？不知道他是大王的宠
妃戎子抚养起来的？别看他现在不是太子，保不住
以后会做太子、继承王位呢。”高止站在那里不知如
何是好。“以后不允许你们再招惹他们，尤其是公子
牙。”“一开始谁知道他们是国君的公子啊。”“再犟嘴
我打你。”高止吓得不再说话。高厚气冲冲地回到室
内，对夫人说：“你的宝贝儿子，把大王的公子给打
了。”说着气哼哼地坐在椅子上。“什么，把大王的公
子打了？”夫人一听急了，“那可怎么办？”“只好到戎
妃那儿去请罪了。你把那颗夜明珠拿出来，再加几

匹上好的细绢。”高厚派人连同写在丝绢上的一封请
罪信一并给戎子送去。

第二回 尽忠心晏婴谏灵公
会孟儿晏婴乐郊游

晏婴驾车回到家中，见父亲在书房中读书，便过
去请安。书房里只是满满的一捆捆的书册。晏弱见
儿子不走，便问：“婴儿有什么事吗？”“今天我驾车出
游，碰上高止、崔成等几个公子，他们在城中驾车胡
闹、使坏。今天他们欺负了几个小孩子，那些孩子都
是女子打扮，我还以为是谁家的女儿，我和田无宇带
伙伴们去救了她们，没想到他们竟是大王的几个公
子。”晏弱认真地听儿子讲述。“这简直太荒唐了。遍
国中的女人都穿着男人的衣服就够可笑的了。如果
男人们再都穿上女人的衣服，岂不乱了套？今天幸
好只是几个公子受了点气，长此以往，我们齐国不灭
亡了才怪呢。还有互相驾车击鼓乱撞的风俗，父亲
应该向大王进谏，让大王明令禁止这些恶习。”晏婴
个子不高，却有一身豪气。晏弱连连点头：“乱衣之
俗源于宫中，虽说大王曾下令禁止民间女子再着男
装，无奈宫中此风不变，又怎么能禁止国人呢？”“那
就应该向大王申明利害，让大王从自身做起，彻底清
除恶习。”晏弱似乎被儿子的气度所打动，说道：“婴

儿，你敢不敢跟我去见大王，当面向大王讲这些话？”
“怎么不敢？仗义执言，向国君进谏，这是臣民的责
任。”“好儿子，有胆识。”晏弱望着十几岁的儿子，感
到十分欣慰。他便在书房里向晏婴讲述了觐见君王
的礼仪，直到晏婴一一记住，已经是过了半夜了。晏
弱一看时辰不多了，便让晏婴沐浴，更衣，做好朝见
国君的准备。

天上还有星星，正是黎明前最黯淡的时刻，夜
凉如水，偶尔传来几声犬吠，仔细听可以听到若隐
若现的马蹄踏在石板路上清脆的哒哒声、车轮滞
重的嘎嘎声，还有车轴吱吱呦呦的声音。晏府离
着王宫北门章华东门不到一里远，父子二人是第
一个到来的，他们把车停在城门旁，等候开门。

众大臣陆陆续续来到，章华东门打开，车辆按照
主人官位大小依次鱼贯入城。大家进得内城来，三
三两两聚在一块说着话。话题的焦点集中在莱国背
叛齐国、收留齐国叛臣王湫这件事上。有人说：“那
叛贼王湫在莱国煽风点火，挑拨那莱子浮柔与我国
作对。”只听高厚目空一切地叫道：“等过了这阵子，
我们把那莱国灭掉，把浮柔和王湫捉回来下油锅。”
晏婴跟在父亲后面，个子虽矮，但气度不俗。

左卿崔杼也在高谈阔论：“郑国处在晋、楚两
大国之间，时而依附晋国、时而依附楚国，一时半

会儿难以安定下来啊。”正说着，他看见了晏弱身
后的晏婴，略显诧异。

晏婴小小年纪，却没有丝毫惊慌的样子，一双
眼睛不大，但闪烁着一股聪颖和初生牛犊不怕虎
的精气。晏弱让晏婴见过高厚和崔杼等诸位大
臣。高厚瞪着眼望了望瘦小的晏婴，嘴角似乎动
了动，没有说话。崔杼却走过去，拍拍晏婴的肩
膀，笑哈哈地说道：“这就是那个小神童晏婴了？”
晏弱忙对晏婴说：“婴儿见过崔大人。”晏婴忙施
礼，回答：“谢谢大人夸奖。哪里有什么神童。”崔
杼问明了缘故，哈哈笑道：“小伙子，不错，有胆
识。待会见了大王不要害怕。”“谢谢大人关照。”
晏婴口齿伶俐，一举一动有板有眼。

灵公升殿，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还不时用袍袖
挡着脸打哈欠。他望了望众臣，见到高厚和崔杼，想
到儿子挨打的事，心中微微泛起一丝不悦。嘴唇动
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没有说出来，脸憋得通
红。“大王，”高厚先开了口，“关于吊唁齐姜的事，我
等商议，让太子和晏大人去。”“好。”灵公没有什么意
见，对太子光说，“鲁国最讲究礼节，你应该多向晏大
人请教，免得被人笑话。”太子身材魁梧，气宇轩昂，
朗声答道：“是。请父王放心，我一定不辱使命。”灵
公点点头，显然对太子很满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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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征文作品展

主办：中共济阳区委宣传部

承办：济阳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济阳区融媒体中心 济阳区教育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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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来了苦变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这些歌大家都耳熟能详，听了无不令人
感到亲切暖心。我做通讯员四十多年，从不同角度
写过歌颂党的文章，但年近古稀一听到这些歌曲依
然热血沸腾，内心总感到倾尽一辈子汗水和心血也
报答不完党的深深恩情。当下，社区开展“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感恩共产党，奋进新时代”主
题活动，我要唱支心曲给党听，从“衣、食、住、行”这些
个微小的角度以自己的所见所闻和真切感受讴歌建
党百年来的沧桑巨变和党的丰功伟绩。

衣：从缺衣、单一到时尚多彩
我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打记事起就体会到

穿衣的紧张，而且穿的都是灰、绿、蓝“老三色”，让人
看起来既土俗又老相。我家六口人，有父母、哥哥、
两个弟弟和我，我排行老二。由于家庭经济困难，衣
服先从我哥穿起，然后我接着穿，等到衣服破了，缝，
缝了破，再补好后，才轮到两个弟弟再继续穿。

我穿的鞋子也是哥哥穿后“光荣退役”的。有年
冬天，母亲让我穿哥哥穿过的一双棉鞋。因为这双
棉鞋帮子还好，里子棉却不翼而飞了。母亲就在里
面垫了棉絮。我说啥也不穿，母亲拍拍我的肩说，穿
吧，比毡窝都暖和呢。就这样我靠这双“毡窝”熬过
了那个冬天。其实，母亲做得棉鞋好看耐穿，在村里
是出了名的，只不过当时家庭困难，要想穿上真正的
新棉鞋，只能在过年时才能享受到母亲上好的手
艺。当时农村孩子平时穿新显得虚荣，过年穿上新
鞋便喜笑颜开地故意伸长脚或提起裤腿咋呼炫耀。

那时候遇到喜事或参加重要场合都兴借衣服，
但是常常借不到。记得十岁那年夏天，我随学校毛
泽东思想宣传队去外村演出节目。当时我说快板，
老师说演独场戏尤其得穿板正点。可母亲借遍了

全生产队也没借到。当时母亲刚好织好一块白粗
布，就连夜给我缝制了一身新衣服，早起借了钱到
供销社买染料却没买到。晚上就要穿了，这可咋办
呢，我一下急得哭了。我给老师说明情况，要求不
参加演出了。老师轻轻摸着我的头说，演，还必须
得演好，就穿白衣服演吧，白衣战士说快板，更叫座
呢。我立时就破涕为笑了。后来，同学们就送了我
个“白衣战士”的绰号。当时年纪小没觉得不好，但
后来每每想起此事总感到心里酸酸的。

一九七八年，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犹如一缕春风
吹拂广袤的农村，农村经济蒸蒸日上，渐渐地衣着打
扮已不是什么奢望之事，且花色、式样名目繁多，喇
叭裤、健美裤、西服、牛仔服、毛料服、七分裤、超短裙、
露背装、露脐装、补丁西服、乞丐裤……粉墨登场，滋
养着人们的眼球。不仅要穿得舒服、保暖，更要讲究
漂亮、时尚，成为人们穿衣的审美标准。人们的服饰
进入了精细化、高档化、国际化时代。女士漂亮的衣
裙已挤满衣柜，就连老年人也不甘示弱，穿着新颖鲜
艳的服装，尽情展示着“第二青春”。曾经的“补丁衣
裤”也随之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成为
儿时的一段记忆。

食：从粗粮裹腹到绿色健康
众所周知，食物是能量的来源，如

果吃不饱饭，就会提不起精神，阻碍人
体成长，也严重影响学习和工作。但
在我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吃饭却成大问
题。那个年代粮食收成本来就不好，
分的粮食又不多，加之我家劳力少，孩
子多，“尽是装饭的大梢桶”，因此根本
不够吃的。那时一般主食就是地瓜
面、玉米面饼子、窝窝头。新粮下不

来，春天我就和哥哥去野地割青青菜，拾杨花，上树
采槐花、榆钱儿，做窝头、饼子；秋天里，就用父亲在
自己闲荒地种的南瓜做菜、熬粥，或抓一把大红枣
缓解饥饿之慌；冬天地瓜、萝卜、白菜是人们必不可
少的美味佳肴。大家都笑呵呵地称之为“瓜菜代”。

当时最有营养的就属小米饭汤了，但饭汤实在
太稀，一大家人只抓上一两把米，大弟弟称之为照
人汤。而白面只是刚下来麦子时吃上几顿菜饼或
面条，其它的留着谁生病了吃或来亲戚用。过春节
包饺子还常常白面掺和上地瓜面。对于肉来说，三
五个月吃一回就不错了。就是菜油也得滴答着
吃。因为买油也得凭票，没有票就靠房前屋后种的
那点蓖麻籽换的油，做菜只滴上几滴，跟水煮菜没
啥两样。

时至一九八二年，紧张的粮食得到缓解，我们家
主食已全部食用玉米面，而且够吃了；一九九0年后，
白面、大米替代了玉米面，而且富富有余。现在，农
民收入日益增长，老年人也有了养老金，粮食丰收自
给有余，各种各样副食应有尽有。我们的餐桌上琳
琅满目，人们对“吃”又有了新的要求和标准。不仅
要吃饱吃好，还要吃得绿色健康，大鱼大肉，早就不
稀奇了，还要讲究饮食结构、营养搭配。近些年我采
访过许多人，他们无不由衷地说，还是共产党好，改
革开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好啊！ （待续）

作者系城区居民

唱支心曲给党听（上）

◎冉庆亮

现在，又是 4 月天，相思无
日夜，我对故乡情深似海。51年
前的 4 月，我 11 岁的时候，离开
了我的家乡哈叭沟村，来到新疆
乌鲁木齐。半个多世纪以来，在
我的记忆深处中，故乡的春天就
像一幅图画，很美，很美。当故
乡的柳树发出嫩芽的时候，新疆
的春天还很冷，所以，我思恋故
乡的春天。

我在新疆生活、学习、工作
的这50多年里，先后有过3次在
春天里回过故乡看望过父母亲，

这都己经成为春天的故事了。但是，故乡，在我心中始终是
美好的。

故乡春天的风很柔，很轻。春天来了，小草发芽了，麦田
里一片绿油油，花儿也开了。

美丽的乡村，美丽的风光。这在新疆的城市，是很少看
到的。走在村子里的田间小道上，泥土的芬芳扑鼻而来，令
人陶醉。春天，佳人踏春寻花。春天，是农民一年的希望。
春天，正是鲜花盛开的时候。我从故乡的春天走来，我从春
雨中走来。故乡春天的风景，在我心中有贴心的情感，因为，
这是生命的春天。岁月沧桑，冬去春来。我纯真的记忆，唯
有对故乡的爱不可辜负，春天的气息，始终让我留恋。

春天的诗很美，故乡的梦很甜。故乡春天的风景，在我
心中，全都是美好的。我思恋故乡，或许故乡的小路，我走
过；或许故乡春色中的小花，我观赏过；或许故乡小河两岸的
柳树，我爬过。春天，一切那么美好，一切那么清新。

真的，故乡的春天很美。 作者系太平街道哈叭沟村人

故乡的春天很美
◎王传森

在旁人看来，晴天心情才会舒坦，而
我却不然，因为北方少雨，南方长大的我
视雨季为开怀，尤为绵绵雨丝，是释怀的
最佳境地，抛一份烦恼，弃一份感情，捡一
份友谊，雨都会与我分享。雨中漫步，掺
着一份沉甸，露着一些洒脱，透着一丝唯
美，不是吗？

就是想在雨中漫步，雨小，就淋着；雨
大，就听雨。在伞欢快地跳跃，仿佛已经置
于戴望舒的《雨巷》中。他们不戴任何雨
具，泰然自若地走在雨中，而决没有行色匆
匆的仓促，不知道这是不是和我一样少见
雨或者喜欢雨有关系。

真的，在雨中漫步，有万千种的感受沉
沉或者飘然了许多梦想，捧着真情，掬着雨
恋，让我在各具风情的景象里面领略到了
原始的幸福。

喜欢在雨中漫步，是因为喜欢这种淅
淅沥沥的感觉——清新，自然，不含杂质，
这时候，心也会平静下来，投入这雨中，悄
悄地打开你的心房，把寂寞、烦恼全给拉出
来，让你的心扉变得“一尘不染”。

在雨中，能找到宁静的感觉，陶醉在雨
中，不打雨伞，不穿雨衣，在街上漫步，任意
让雨水在我的脸上跳动，轻轻滑落。

小雨淋淋沥沥，伸出双手，去感受，去
触及，那丝丝的凉意，有一份思念，有一份
宁静，也有一份惊喜；漫步在雨中，也许有
些落没，有些失意，微风吹来，寄心于雨，雨
丝飘飘，跃然眼前，像是熟悉的旋律，在心
中唱起，激起层层涟漪。

雨中漫步，总有许多思绪缠绕在左右，
总有许多意念涌上心头。雨中漫步是什么
样的感觉，是浪漫还是解脱？

诚然，我们都是人间萍客，没有谁注定
可以一生安稳，不是到下落不明，就是老无
所依，到最后，一个小小的土丘就是我们共
同的归宿。 作者系城区居民

雨中遐想
◎马 玲

舞蹈《太阳出来喜洋洋》
表演：济阳文体中心舞蹈示范队

少儿舞蹈《我爱妈妈》
表演：王若妍 郭忻怡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