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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的事了，应该是68年吧。
一天，有个消息在村里传开了：我们村要建篮球场

了！以现代人的视角去看，这也算不上个多大的事情。但
时间推移到五十多年前，村里贫穷落后，物质、文体活动贫
乏，在当时来说，却成了村里的一件大事情。小伙伴们见
面第一句话就是：知道吗？我们村要建篮球场了！大家兴
奋的样子，像盼了一年，终于来到了年三十一样。有的小
伙伴说：我看见街上（曲堤）供销社柜台里的篮球圈24块
钱一副呢，咱们村能买得起吗？其中一个扭头瞅瞅四周，
压低了声音说：“听说，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村里的几个人
到小张家中学（济阳二中）操场上，从他们那儿不用的球板
上偷了一副”。一听到“偷”这个字眼，大家都觉得不太舒
服，我说：“学校里有那么多篮球板，他们根本用不过来，闲
着不也是浪费，咱们卸一副用怎么了？毛主席不是号召发
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嘛，咱这也是响应毛主席的号
召”。虽然是强词夺理，自找台阶，但这么一说，也有一些
理直气壮起来。那副篮球圈确实是用过的。篮球圈的这
个来源渠道，这是我们小伙伴之间的一种演绎说法，至于
真实的情况怎么回事，大人们也不拿我们这些小屁孩儿当
回事。此事也确实没有很确凿的消息，这也成了村中大部
分人心中的一个谜。如果真如此所说，再怎么着也不是一
件光彩的事，不管怎么说，篮球圈算是有着落了。

至于球板那就好说了。那时候，村里把仅有的几个木
匠召集在一起，占用了村集体的几间房子，成立了一个木
业组。主要是给学校里做些桌椅板凳什么的。当时，不是
正大搞“破四旧、立四新”，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嘛！一些老
坟都被扒了，扒出的砖，盖了学校，坟上的大树和还能用的
棺材板，就是木业组的原材料。做球板的事，就交给了木
业组。村里的篮球板，远不是现在标准球板的结构，什么
叫就地取材，因陋就简，在这件事上体现的最明白不过
了。他们用大约厚度三公分的木板，钉成一块儿和正规球
板大约差不多的一块儿方板，把它固定在一根粗壮的柱子
上，再把球圈用螺丝固定在球板上，这就大功告成了。自
从有了篮球场，村里仿佛一下子热闹了很多，这里成了全
村最有人气，最有生机的地方。

中午，村里的青壮年吃过午饭后，来到这里打球，傍黑
和晚上，则成了孩子们的乐园。那是一个生活还很困难的
年代，农民一年辛苦的劳作挣下的粮食，还填不饱肚子，还

需填补一些糠菜。以现在年轻人的推想，那时的农民，该
是多么没有精神，没有心气，麻木漠然啊！可事实上还真
不是那样。那时，人都活的简单，没有那么多的欲望和焦
虑，好像觉得生活本该就是这样。夏日的中午，火辣辣的
太阳炙烤着大地，树上的知了也被热的拼命的聒噪着，但
球场上依然跑动着打球的村民们。他们穿着家织的粗布
做成的肥大的短裤，光着脊背，黑黝黝的皮肤上，闪着油亮
的光。刚开始是汗珠，尔后这些汗珠汇聚成一条条水流，
短裤湿哒哒的粘在了身上。他们在球场上，运球、传球、奔
跑，脚下的尘土，被踢踏的升腾起来，弥漫在空中。他们的
动作略显笨拙，却张扬着生命本原的力量，他们那粗壮，略
带野性的呼喊，彰显出一种原始、坦荡和赤裸的真实，那是
你在现代球场上感觉不到的另一种体验。

那些半个多世纪前的场景，在我的心灵深处，依然清
晰如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好几个人，一个是，小名
叫坏子的周姓大哥。他魁梧高大，身体强壮，虽然跑动起
来不是很灵活，但只要球传到他的手上，别人无论怎样也
休想把球抢走。尤其在篮下，只要把球传给了他，铁塔式
的身躯，往那儿一站，无论别人怎么顶他、扛他，都不会影
响他把球投入篮筐。还有一个，是小名叫金子的金哥，他
身材不高，却挺壮实，身体也很灵活。他运球的技术不错，
尤其在站定传球时，为了迷惑对方，他会做出一些花里胡
哨的或是一些不太雅的动作，再配上他脸上搞笑的表情，
惹得在场上打球的，及在场边看球的村民们哄堂大笑，有
些小捣蛋们更是嗷嗷的起哄。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堂哥，听
说堂哥在二中上学时是学校球队的队员，可以说，他的球
技在场上是鹤立鸡群的。他运球时尤其好看，没人防守
时，快速潇洒，有人防守时，弯下腰，快速击球，球像粘在他
手上，身体随即前突后撤，或左闪右躲，很少有人防得住
他。他的三步上篮很漂亮，动作规整，身体轻盈，球或打板
入筐，或轻抛进网，总能赢来喝彩声。堂哥不仅球打的好，
而且还能当裁判。这时他的胸前挂着一把银亮的哨子，跟

着场上的人来回跑动，如果有人犯了规或球出了界，他会
随即拿起哨子，随着哨声喊出，如“阻人前进”了等等的一
些专业术语，配合着一些动作，很是让人佩服。

那个年代，稍大点的村庄都有篮球场，我们村北相邻
不到一里有个村叫吕家，他们村也有个球队。每年的春节
后或中秋节前后，两个村的球队都要举行友谊赛。比赛时
有时去他们村，有时在我们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时是
主场，有时是客场。比赛时，球场周围站满了两个村的村
民，他们也是给自己村的球员加油助威来了。比赛前可欢
了我们这些孩子们，有的在球场上窜来窜去，有的在场外
互相追逐，吵着、闹着。我们村球场北边挨着球场边线的
中间那儿，有一棵不很茂盛碗口粗的柳树，靠树放着一张
破旧的桌子，桌子上一块从学校取来的小黑板斜倚在树
上，这就是比赛的记分牌。随着双方不断进球，记分的人
用板擦抹一下黑板，记上新的分数。虽然双方的队员都是
地地道道的农民，总的说来，打起球来还是比较文明，虽然
有时也会有些小摩擦，可还从没有出现过大的事情。有时，
场上打的很激烈，比分交替上升，我们的心情也跟着焦灼起
来。是啊，谁不盼着自己村赢球啊！如果我们村赢球了，小
伙伴们那个高兴啊，“还是我们村厉害吧！”这时候，我们就
会有意的在外村村民面前走来走去，挺着胸脯，不时扭过头
看看他们，当看到他们脸上沮丧的表情时，我们的脸上更是
露出一种憋不住的趾高气扬，宛若打了胜仗的士兵。

村里的篮球场，先后挪过三个地方，最后一次，落在了
村后学校前。不知过了几年，我回村再经过那里时，球板
已不知所踪了。

那些场景，虽然距今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那块
篮球场，那些在场上奔跑跳跃打球的村民，我的那些小伙
伴，那些在场边看球的村民们，还有球场东南角土台上，那
棵苍翠葱郁的、枝条上挂着小花生似槐铃豆的国槐……将
永远在我的心灵深处，占据着属于他们的一隅。

作者系城区居民

阳光透过斑驳的树荫，散落一地。树叶在风
中轻舞，那星星点点的光也跟着晃动。天空湛蓝，
没有一朵云，仿佛被洗过一样。我站在树的影子
里，被这些闪耀着的光点缀了。身上披了钻石一
般，布满了我所有的喜欢。我喜欢这样的光，也喜
欢被光点缀的自己。

我喜欢朋友送的向日葵花，那是一朵用毛线
钩织的花。咖啡色的圆盘一圈一圈有规则的排布
着，一个又一个小小的凸起，仿佛一粒粒瓜
子。黄色的花瓣像是开心出了圈，每一瓣
都在向外伸张，像是在表达着一种热情奔
放、自由生长的喜悦之心。物件之美，终归
于心，这是一朵盛开在我们心里的花，一种
不约而至的遇见，一种一见如故的默契。

我喜欢鲜花。喜欢小雏菊，清新淡
雅。花瓣短小笔直，紫色、黄色、白色、红色
……看似柔弱纤细，平淡无奇，实则生命力
极强；喜欢爬满墙的蔷薇，它们从来不喜欢
独自绽放，一开就是一片，尤其喜欢橘色，
花朵饱满，花瓣一层一层向外展开。风轻
轻吹来，花朵随风飘动，像一个纯洁的小女
孩在快乐的跳舞。轻盈喜悦；喜欢格桑花，
整片的花海一眼望去，那些花，浓的、淡的、
开的、半开的，遇风，就像一只只蝴蝶张开
翅膀飞舞；喜欢太阳花，小小的种子一旦种
下，就像蒲公英一样，它们便会无处不在的
发芽、开花，在太阳的照射下，熠熠生辉。它们不
在乎自己身处何处，也不在乎别人是否喜欢，自管
跟随着太阳的步伐开合着。我还喜欢很多不知名
的花……一直以为花是植物开心的结果。所以每
逢看到花就有一种妙不可言的喜悦。

我喜欢棉布，喜欢纯色的棉布上布满各种颜
色的小花，细碎且美好。我喜欢棉布做成的衣服，
低调而含蓄，自由而舒适。古老的人们最初用纺
车一圈一圈，拉出长长的线。织布机上的梭子一
来一回，织出柔软的布。一根根紧密的线与线之
间没有距离，却给人自由的呼吸。棉布做成的衣

裳，经过母亲的亲手缝制，一针一线都是情谊。那
是一种恰到好处的包容，是悠长岁月中对生命的
滋养。

我喜欢棉布，也会和喜欢文字一样，在并不宽
裕的时候依然买下一块又一块棉布，到家先把它
们洗干净，晒干，叠好。放在一个专属于它们的小
箱子里。经常会在某一个下午，拿出来一块一块
地欣赏。也经常会搬出缝纫机，拿起剪子，把它们

剪成我想要的样子。做成一个小鱼挂件，
一个靠背，一个包包或者一件衣服。也有
时候会拿起针，在某一块上绣上几朵花。
然后再决定做什么合适。它们就像是我的
朋友，完全按照我的想法，顺从我的意愿，
经过我笨拙的手呈现出来。也许并不那么
美观，但是这种和棉布之间的亲密接触足
以让我幸福好一阵子。

我喜欢棉花，喜欢大自然给予我们的
这一份礼物。棉花，经过春、夏、秋季节的
生长，它们变得柔软且饱满。一朵朵洁白
的棉花，蓬松，闲散。棉花是花，是一种无
声的花。它在盛开之后会变成线，变成布、
变成衣服、变成玩具、变成被子、变成枕套
……变成一切可以亲近我们的物件，这时
的它不是花，却盛开在我们生活中的角角
落落。让我们得到一种天然的舒适与温
暖。

我喜欢书，喜欢它的厚重和从容。它从来不
言，却告诉我们很多。它可以穿越时间，可以跨越
山海。可以和你近在咫尺，也可以送你千里之
外。从古至今，书是天地间唯一可以记录世间万
物的工具。它可以是工具，是人类智慧凝结的工
具，但它更会表达情感，它可以表达亲情、爱情、友
情……还有人与万物之间的感情。

喜欢这样一段话，文字，在我看来，不仅仅承
载着知识与智慧。最重要的是它让相似的灵魂遇
见，并产生共鸣。它让你觉得，自己不至于那么孤
单。大千世界，总有和你相似的人，即便是再孤僻

的人，也有他的同类。
我喜欢文字，真心爱慕那些写出美好文字的

人。是如此地喜欢文字，所以才会因为文字里的
情怀或温度就买下一件东西；是如此地喜爱文
字，所以才会在即便手头不宽裕的时侯毅然买下
一本本书；是如此喜爱文字，所以即便在金钱利
诱下依然不改写文的初衷。 这种喜爱，是刻在
骨子里，融化在血液里的一种东西。它会一直陪
伴着我。

“幸福绝大多数是朴素的，它不像信号弹似
的，在很高的天际闪烁着红色的光芒，它披着本色
的外衣，亲切温暖地包裹起我们。幸福不喜欢喧
嚣浮华，常常在暗淡中降临。贫困中相濡以沫的
一块蛋糕，患难中心心相印的一个眼神……都是
千金难买的幸福啊。幸福并不与财富地位声望婚
姻同步，它只是你心灵的感觉……”这是毕淑敏老
师《提醒幸福》里的一段文字，它的文字优雅、平
和，充满爱意、美感与理解。阅读她的作品能深切
地感受到文字的精彩与美妙。让人能够窥见人生
的千姿百态、百转千回，从这些文字中找到自己心
灵中最深处的感动。遇见自己的幸福。

我喜欢写钢笔字，喜欢手握钢笔时那种从
容。喜欢笔尖划过纸上时流畅的感觉。一笔一
画的组合，独特的方块字，是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的呈现。也是几千年来一辈又一辈精神的传承，
和智慧的凝结。一种思绪的流动，书写着我的所
思所想，也承载着一份沉甸甸的希望。写字是一
种心境，面对越来越多的书法，我依旧默默的坚
持着自己的信念，似行云，似流水，任由它去，不
去追逐高大上的写法，不怕落笔的笨拙，只是在
表达着自己的一份情怀。收获属于自己的一份
乐趣。

我喜欢阳光，喜欢花，喜欢文字，喜欢棉布，喜
欢……这世间一切干净而美好的事物，这种喜欢
就像一朵花在我的心中缓缓绽放。让我的心间流
淌着无限的温暖和爱意。

作者单位：旺旺集团

故乡的篮球场
◎刘林修

公元926年，一生备受争议的后唐庄宗李存
勖在兴教门之变中身中流矢而殂。他的养子李
嗣源进驻洛阳，继位为帝，史称后唐明宗。随着
明宗登上历史舞台，一代权臣安重诲就此隆重登
场，一场名为“权臣浮沉录”的大戏也缓缓拉开了
帷幕……

《旧五代史》载：安重诲，应州人。父亲安福
迁乃后晋名将，后战死。安重诲年少就跟随明
宗，为人聪明敏锐，谨慎恭敬。明宗镇守安国时，
任命他为中门使。魏州发动兵变，安重诲参与决
断了所有谋划之事。明宗即位后，作为心腹大
臣，安重诲深得信任与重用，做了当时最高武职
——枢密使，成为后唐明宗朝最高的决策者，几
乎没有之一。如此权倾朝野，不可一世的一代权
臣，最终却落得身死族灭，悲惨收场。纵观他身
为权臣的一生，不难发现，他几乎犯了所有权臣
都会犯的几重罪。

首先，安重诲的第一重罪是擅权专政，独断
专行。

《资治通鉴》第二百七十五卷记载，安重诲身
为佐命大臣，担任机密重任，朝廷之事无论大小，
都参与决策；四方所上诸事，也都要先经过他，
然后才能传到明宗的案头。后唐庄宗崩殂后，
明宗入洛阳，任监国，访求庄宗在兴教门之变中
逃走失散的儿子们。有人密告安重诲，通王李
存确、雅王李存纪藏匿民间。安重诲当机立断，
以“李嗣源既已监国典丧，诸王宜早为之所，以
壹人心”为由，秘密遣人就田舍杀了他们。史书
说：“后月馀，监国乃闻之，切责重诲，伤惜久
之。”作为一个通过兵变上位的主，李嗣源对安
重诲的切责里有多少责备，又有多少赞许，其实
不难想象。毕竟，甘为人刀，甘愿背锅，也是暗
戳戳的表忠心。

权力，给了安重诲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壮
志，也使他滋生了专横跋扈、恣意妄行的作风。
一次安重诲外出，路经御史台门口，殿直马延无
意冒犯了他，他当即拔剑将马延斩杀于御史台门
口。先斩后奏，明宗非但没有怪罪，反而下诏，称
马延陵突重臣，戒谕中外。从此，御史、谏官集体
息声，没人敢上疏劝谏或弹劾。

擅杀小臣绝不是安重诲专权的终点。后唐
时任宰相任圜掌管国家财政，他性刚直，且恃与
明宗有旧，甚是勇于敢为。更重要的一点，他忧
公如家，简拔贤俊，杜绝侥幸，每每以天下为己
任。俗话说一山难容二虎，任圜这“以天下为己
任”的姿态就犯了安重诲的忌。选拔宰相时，二
人各执己见，很是争辩了几个回合。最终安重诲
棋胜一招，如愿将出身士族却识字甚少的崔协拜
相。任圜府中有一歌妓，色美且能歌善舞，安重
诲欲纳之为妾，遭到任圜拒绝，二人关系更趋恶
化。后又因馆券之事，二人在明宗面前争执不
下，史书说“往复数四，声色俱厉”。这，简直就是
无视明宗的存在。明宗闷闷不乐回到后宫，有宫
人奇怪地问：“适才与安重诲论事者为谁？”明宗
说：“宰相。”宫人进言道：“妾在长安宫中，未尝见
宰相、枢密奏事敢如是者，盖轻大家耳。”让宫人
如此说，“大家”自然更觉没有面子，更加不悦。
最终，自尊受伤的明宗同意了安重诲的提议，让
任圜顿觉心灰意冷。他上疏辞职，请求免去三司
使职务。正中下怀的明宗毫不客气地剥夺了任
圜的职务，只授予他太子少保的虚衔。一个月之
后，失望至极的任圜请求告老还乡，离开京城，明
宗同意了他的请求。

如果安重诲够大度，也许任圜能终老乡里。
可安重诲并没有打算放过他。后来，朱守殷谋
反，安重诲派兵假传圣旨到任圜家，诬陷任圜与

朱守殷合谋叛乱。任圜聚其族酣饮，然后死，神
情不挠。任圜，一代明臣，坦然赴死，终不失文人
风骨。而安重诲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假传圣旨，
置任圜于死地的做法，失尽了人心。但事实证
明，安重诲又一次洞悉了明宗的心理，因为明宗
既没追究其假传圣旨之罪，更没昭雪任圜被诬叛
逆之事。反而是安重诲害怕天下悠悠之口，请求
免除三司积欠的二百余万缗，以取悦民心，搪塞
罪责，明宗不得已，同意下诏免税。

之后，明宗不得已之事接二连三发生。秦州
节度使华温琪入朝，请留阙下，明宗为了嘉奖他，
让安重诲“择一重镇处之”。重诲回说无阙。后
明宗屡屡提起，安重诲不禁愠怒，意气用事地说：

“臣累奏无阙，惟有枢密使可以取代。”他本是气
话，明宗却淡淡地说“亦可。”重诲顿觉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很是有些难堪。华温琪听说后，
吓得数月不敢出门。

磁州刺史康福因善胡语颇得明宗青睐，安重
诲恶之，常威胁道：“你敢妄奏事，就斩了你。”康
福畏惧求外补，安重诲任他为朔方、河西节度
使。这可不是什么美差，因其地深入胡境，为帅
者多遇害。康福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辞别明宗，
明宗不忍，让安重诲给他换别的地方，安重诲义
正言辞地说：“康福无功，尚复何求，且成命已行，
难以复改。”明宗不得已，只能对康福说：“是安重
诲不肯，不是我的意思。”皇帝做到这份上，也委
实可叹。

安重诲大事独断专行，小事也不例外。河南
县献喜禾，一茎五穗，安重诲看了说“：假的。”把
献喜禾之人用鞭子打了一顿赶走。宿州进贡白
兔，重诲说：“兔阴险狡诈，虽白有啥用？”于是拒
收，当然也不报告。夏州李仁福要向明宗进献白
鹰，但到安重诲手里即被退回。第二天，安重诲
向明宗报告此事，说：“陛下诏天下毋得献鹰鹞，
而仁福违诏献鹰，臣已却之矣。”重诲出去后，明
宗立即秘密派人取来，把鹰放在西郊，对左右说：

“无使重诲知也。”此一段故事倒使人想起唐太宗
李世民与魏徵的故事。只可惜，明宗既没有唐太
宗李世民的英明睿智，从谏如流，安重诲也没有
魏徵的刚正不阿，公正无私。

安重诲的二重罪是宠幸小人，听信谗言。
《周易·系辞下》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

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安重诲权盛之时可
谓只手遮天。他独掌大权，环卫、酋长、贵戚、
近臣，无敢干预朝政者。他弟弟管郑州，儿子镇
守怀州、孟州。六年间，他多次升任侍中并兼任
中书令。可惜，他既没有识人之明，又没有用人
之智，被权力喂大的野心终将成为反噬他的毒
药。

吴越王钱镠派使者来朝，使者到京师后慢待
了安重诲，安重诲随即恼恨在心。不久，安重诲
派其亲信韩玫和乌昭遇两人回访钱镠。韩玫依
仗安重诲的权势，多次侮辱乌昭遇，并在酗酒后
用马鞭抽打他，其劣迹很为吴越君臣所不服。吴

越国王钱镠欲将此事告知安重诲，乌昭遇觉得有
辱于后唐国，执意不让。等两人返朝，韩玫反而
诬谄乌昭遇说：“昭遇见钱镠，舞蹈称臣，而且以
朝廷事私告钱镠。”安重诲轻信谗言，未加查明就
逮捕了乌昭遇，使其屈死于狱中。他又请明宗下
令削去钱镠的官爵，凡吴越进奏者、使者、纲吏，
皆系治之。自此，吴越钱氏遂与后唐断绝了往
来。最终，安重诲被杀，在官方所罗列的罪状中，
就有由于他而导致与吴越绝交这一项。

孟知祥镇守西川，董璋镇守东川，二人本就
各怀异心。安重诲为限制他们的野心，凡是两川
守将更替，他多换用自己的亲信，且必用精兵相
从，想渐渐瓦解他们的势力。孟知祥、董璋自然
不会坐以待毙。安重诲派李严为西川监军，孟知
祥大怒斩杀李严；安重诲又分阆州为保宁军，用
李仁矩为节度使以限制董璋，且削减他的地盘，
董璋也不客气，派兵攻杀李仁矩。于是，在安重
诲一番并不高明的操作下，孟知祥、董璋都反
了。后来，孟知祥杀董璋兼并两川，将唐兵派遣
的三万精兵留在蜀地，就地称王，建立后蜀国。

安重诲宠信孔循，升任他为枢密使、同平章
事，位列宰相。过于自信的安重诲不知道，他为
自己埋了一颗雷。明宗欲为皇子娶安重诲之女，
安重诲拒绝了。因为孔循对他说：“公职居近密，
不宜复与皇子为婚。”安重诲觉得言之有理，于是
拒绝了明宗。他是拒绝了，孔循却暗地里结交明
宗的宠妃王德妃，请求纳自己的女儿给皇子为
妃。王德妃一番枕头风，明宗点头，孔循如愿，他
的女儿成为了皇子李从厚之妃。可想而知，安重
诲得知后有多愤怒，他立即调任孔循为忠武节度
使兼东都留守。只可惜亡羊补牢，为时晚矣。

（上）
作者单位：区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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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臣浮沉录
◎杜秀香

胖大嫂

第一书记胖大嫂，
能写会算嘴也巧。
见人不笑不说话，
和蔼可亲修养高。
不放空炮干实事，
振兴农村有妙招。
党建引领抓关键，
穷村变富堡垒好。

丝瓜架下

七夕放眼望长空，
满天星斗数不清。
织女落凡下天台，
牛郎鹊桥渡双星。
丝瓜架下藏恋人，
偷听情话喂蚊虫。
黄盖挨打不是傻，
恋人甘受苦肉刑。

诗两首
◎许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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