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献长孙计

隋文帝情知与突厥较量的意义。与突厥打交
道如果失败，则会使隋朝这棵树还没长成参天大
树就会被突厥抹掉，或者引起连锁反应，成为隋朝
灭亡的导火索。所以，即使做了战略准备，心里还
是不踏实，就找来熟悉情况的奉车骑都尉长孙晟
座谈，商讨对策。

当初，长孙晟奉命送北周千金公主入突厥成
婚，突厥可汗听说他的箭法不错，有些不服，就找
来突厥的一位著名弓箭手、号称“草原之鹰”的启
库和长孙晟比试箭法。射固定的目标没有什么
意思，双方约定射移动目标。正好一队大雁从头
顶飞过，只见突厥弓箭手启库轻舒猿臂，拉满弓
弦，只听嗖的一声射出一箭，天上的头雁没叫一
声，就扑棱扑棱地坠落下来，大家尖叫、呼喊着围
拢过去一看，大雁的头没有了，大家又是一阵惊
呼。那位突厥弓箭手启库站在一旁，挺着胸脯，
显出一副趾高气扬的神态，轻蔑地斜眼看向长孙
晟。

这时，天上两只老鹰在蓝天下追逐厮打，像是
争夺食物。长孙晟顺手拿过可汗身旁侍卫的弓
箭，搭箭在弓，拉弓欲射。大家看他只是摆开架
势，拉而不射，以为他胆怯，纷纷催促道：

“快射，快射。”
长孙晟神态自若，不慌不忙，只听弓弦被绷得

铮铮作响，等到两只老鹰飞成连线，长孙晟将箭射
了出去，只听两声惨叫，两只老鹰坠落在地：两只

老鹰串在一起，一箭双雕！大家嗷嗷叫好，欢呼声
响彻漠北草原上空，久久回荡。可汗也不由啧啧
称赞：

“神箭啊，真乃神箭。”
突厥可汗爱慕他的箭法，留他在突厥整整呆

了一年，让自己的子弟和部落贵族与长孙晟结交
往来，希望学到他的箭术。沙钵略的弟弟处罗侯
称作突利设，非常得民心，因此招致沙钵略的猜
忌，他对此颇为不满。他派遣心腹秘密与长孙
晟联系，不久两人结盟，彼此成了无话不谈的好
朋友。他带着长孙晟到处游猎，长孙晟就顺势
察看突厥的山川地形和部族强弱，并全部牢记
在心。

隋文帝召长孙晟进殿，请他谈谈突厥的形势
和对突厥的策略。长孙晟成竹在胸，对隋文帝说：

“现在我们国家，虽然安定，但如果大规模兴
兵讨伐突厥，我觉得条件还不成熟；如果弃之不
理，突厥又会侵犯骚扰，甚至会导致五胡乱华的悲
剧。因此，我觉得应该周密谋划，制定出一套制胜
的办法。”

“你说得好，快说有什么办法呢？”
长孙晟顿了顿，继续说道：

“请陛下容我先介绍现在突厥的形势。突厥
达头可汗玷厥相对于沙钵略可汗摄图来说，兵虽
强大但地位低下，名义上虽然臣服于摄图，实际上
裂痕已经很深了，只要我们加以煽动离间，他们必
定会自相残杀。其次，处罗侯是摄图的弟弟，虽然
诡计多端，但势力弱小，所以他虚情矫饰以争取民

心，得到了其国人的爱戴，招致了摄图的猜忌，心
中忐忑不安。表面上虽然竭力弥缝自己的行事目
的，但内心深感恐惧。再者，阿波可汗大逻便首鼠
两端，处在玷厥和摄图之间，惧怕摄图，害怕受到
他的控制，这也只是由于摄图的势力强大，他并没
有决定真心依附摄图。”

“朕明白了，他们看似一体，实则四分五裂，哪
有什么办法呢？”

“我觉得应该远交近攻，离强和弱。派出使节
联系玷厥，劝说他与阿波可汗联合，这样摄图沙钵
略必然回兵，防守右方。再结交处罗侯，派出使节
联络东边的奚等少数民族，这样摄图就会分散兵
力，防备左方。首尾猜忌，心腹离心，十数年后，趁
机出击讨伐，必定一举灭掉突厥。”

听了长孙晟的分析、谋略，隋文帝大加赞赏。
长孙晟边说边描绘突厥的山川地理，指明突厥兵
力的分布情况，隋文帝对突厥的情况有了清晰的
认识。隋文帝惊奇、赞叹，完全接受了长孙晟的建
议。于是派太仆卿元晖经伊吾道出使达头可汗，
赐给他一面绣有狼头的大旗——浪头纛，意味深

长，有以达头可汗做狼头领袖的寓意。达头可汗
派使者朝觐隋朝，以示友好；沙钵略见隋朝动作频
频，也派使者朝拜隋朝。达头和沙钵略的使者差
不多的时间到达长安，隋文帝就安排一块接见他
们，突厥两边使者不期而遇甚是尴尬。隋朝故意
将达头可汗的使者安排在沙钵略可汗使者的上
位。这都引起沙钵略可汗的强烈不满和对达头可
汗更强烈的猜忌。

隋文帝又任命长孙晟为车骑将军，经黄龙道
出塞，用金钱赏赐奚、霫、契丹等民族，安抚拉拢他
们，并让他们作向导，找到处罗侯驻地。长孙晟与
处罗侯做了推心置腹的交谈，规劝他率领所属部
落臣服隋朝。这些反间计实行后，沙钵略可汗果
然与其他部落互相猜忌、离心离德。

这些操作，大大延缓了突厥的进攻，暂时使得
突厥无力犯境，长孙晟的策略收到初步成效。

改革政权

在北方边境趋于安定的同时，隋文帝着手对
朝廷内部事务的改革整顿。隋文帝明白，如果国

力不够强大，很难面对突厥的冲击，无法确保边境
的安全。突厥豺狼性，他们只承认实力，实力不强
只能年年进贡，被动挨打。而要强军强国，必须改
革陈陈相因的旧的官僚体制，否则，国家强盛只能
是一句空话。

这时，司农少卿崔仲方上书，建议隋文帝推翻
北周实行的六官制，而恢复汉、魏官制。隋文帝觉
得这个建议很好，就组织尚书仆射高颎、内史监兼
吏部尚书虞庆则、内史令李德林、太子少保苏威、
左卫大将军杨雄商议此事。

隋文帝要求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并把崔
仲方的折子让大家传阅，让大家认真思考。

这崔仲方是博陵安平人，世代在西魏、北周为
官。其本人喜欢读书，有文武才干，多奇谋良计。
周武帝时颇受武帝赏识，在北周平齐前夕，他上平
齐二十策，武帝称之。宣帝时任少内史。隋文帝
受禅后，令他和高颎议定正朔服色，崔仲方旁征博
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按五行来讲，晋朝为金，后魏为水，周为木，
咱们隋朝以火承木得天下，属火。陛下圣诞时，又
有赤光祥瑞，所以，车服旌旗及祭祀等正式场合宜
用赤色。非正式场合，官员、军队服装宜用黄色，
百姓衣着宜用黄色。”

崔仲方说得头头是道，合乎礼仪，甚合文帝心
意，建议被采纳。文帝给他进位上开府，不久转为
司农少卿，进爵位安固县公。崔仲方在北周、隋初
名重一时。

（待续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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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夜惊昙
——告诉您一个不一样的大隋王朝

◎杜吉民

连连 载载

七月一日属非凡，
红楼南湖开地天。
星星之火芯如炬，
筚路蓝缕敢为先。

百年华诞忆艰难，
披荆斩浪走泥丸。
立党为公终不悔，
敢教乾坤换新天。

天安门潮巨轮现，

亿万人民俱欢颜。
齐奏凯歌辉煌路，
方得始终初未变。

试问苍穹谁敢战，
头破血流作灰烟。
唯我中华驱虎豹，
更有志士壮河山。

舞台阑珊红连天，
灯火璀璨忆百年。

肺腑满腔颂党情，
抑扬顿挫唱诗篇。
字句铿锵千锤炼，
声声韵律是铁肩。
激情昂首意真切，
丹心一片在人间。

宇宙悠悠亘古间，
三皇五帝血脉连。
炎黄功勋昭日月，
共产主义史无前。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一个人从工作岗位退下来，不是
无所事事的借口，而是在寻找新
的生活方式，让退休生活更加丰
富多彩。2022 年，我有幸踏进
了济阳区老年大学的校门，加入
了校委会，并在新元社区参加书
画班，与学员们探讨人生，切磋
书画技艺，获益颇丰。赋诗歌二
首，与老年校友共勉共飨。

——题记

一

黉门学子银龄课堂
长者家园发挥所长
好学求知相聚一堂
老有所乐无尚荣光
互学互助学业共享
塑造品质道德崇尚
亲力亲为避短扬长
耕耘不辍发愤图强

二

文韬武略培艺修养
挥毫铸就洒墨飘香
社交互动快乐绽放

“童心”永葆穿越时光
追求卓越老当益壮
砥砺奋进新征程上
书写壮美人生华章
奋斗不止成就梦想
作者系区老年大学学生

太阳刚刚从东方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光芒
四射，笼照着一座青砖灰瓦古朴建筑的乡村。
走进村子，一个个独立典雅的小杂院，宁静闲
适，周围的小巷整洁清新，连环弯绕，曲折通
畅，像走进奥妙神奇的迷魂阵，让人赞口不绝，
流连忘返。宽阔的街道两旁，绿化带芳草争奇
斗艳，姿态夺目。一阵微风吹来，散发着清香，
沁人心脾，令人心情愉悦。花儿翩翩起舞，就
像一只只美丽的蝴蝶。花儿下，绿草茵茵，远
远看去，像一个个绿绒团。太阳射下一束金光，
小草上就会出现灿烂的斑点。有的修剪成圆
形，有的修剪成蘑菇形，五彩缤纷，为小草遮风
挡雨并给它们送来快乐。绿化带有很多大树，
高大挺拔，粗壮结实，就像草原的哨兵，时时刻
刻不眠不休地守护着乡村的幸福、美好的家
园。广场上，人们悠然自得地散步消闲，欣赏着
一路上的诱人风光。最让人们感到震撼的还是
那街道两旁白色墙壁上的乡规宣传栏，制作精
致，别具一格。有长方形的、正方形的、棱形的、
圆形的，还有古味十足扇子形的，其内容丰富感
人，包括历史典故“孝感动天”、“哭竹生笋”、“卖
身葬父”、“芦衣顺母”；现代英雄人物抗日名将
吉鸿昌、舍身忘我董存
瑞、忠诚赤子邱少云、无
私奉献雷锋等及模范人
物，乡村新人新事，使人
心胸豁亮，精神高昂，好
似把人又带到了那个激
情岁月的火红年代。

如今，乡村振兴，旧
村改造，正在轰轰烈烈地
进行，一座座高楼小区替
代了乡村，一排排整齐的
现代化厂房替代了乡村
企业，一条条笔直水泥马
路替代了乡间小道，一道
道现代化人工水渠替代
了沟沟坎坎，一个个古色
古香的村子消失已尽。
不知何时起，我对过去乡
村的乡规民约、民间趣
事，心怀依旧，思绪万千。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
着深厚的“乡治”传统，乡
规民约最为闻名。北宋
熙宁年间，陕西蓝田吕氏兄弟出于维护乡村安
定、邻里和睦为主要目标，制定了中国历史上
第一部有完整记载的成文约法《吕氏乡约》。

《吕氏乡约》由吕氏后人吕大钧撰，全文共六个
部分两千余字。山东济阳崔寨马二庄曾有一
块五百年前《马氏家族百字铭训》青石碑刻（现
已遗失），碑文短短百余字，即：“忠孝保家国，
光宗耀门庭；孝顺敬父母，严律育子孙。谦恭
得和睦，礼仪待友邻；冤仇须解忘，兴德种福
根。诗书苦功读，酗酒伤精神；横财莫贪淫，惠
赏必报恩。执医行仁善，笃教授贤文；农田勤
耕作，商贸守诚信。为官要清正，祭祀当用心；
法理世传颂，谨慎遵祖训。”两种不同形式的

“乡约”、“族训”，在其立意上以德教化为主
旨。通过全面梳理系统整理社会秩序，以达到
惩恶扬善、彰显公平正义、移风易俗的目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尊崇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
体现了儒家社会价值观，强化中华民族文化的
凝聚力，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道德规范和传统
习惯，以为人之道改善生活作风和生活方式，
提升家族道德水平与社会风气，作为一种无形
的力量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
人。

近几年来，乡规民约在乡村基层民主发展
和社会治理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继承和
发展这一重要的治理资源，发挥其在乡村社会
治理中的积极作用，重在通过道德教化规范社
会行为，从而实现了乡村公约制度是由士人

“阶层”的提倡，乡村人们的合作，在道德方面、
教化方面去裁制社会的行为，谋求大众的利

益。因此通过教化村民，使礼法规范转化为传
统乡规民约的基本功能定位。乡规民约通过
规约形式，既宣扬忠孝节义、修身自重、与人为
善等教化内容，更重要的是将其与村民的生产
生活结合起来，融合到乡村社会生活的具体情
境之中，使礼法规范通过乡村民间社会践行转
化为社会风俗，促进了社会道德规范的自觉认
同。对于村民之间的矛盾，自然也会倾向于通
过道德规约的方式予以化解，使得在家族、乡
党间推行乡规实践，不断推动着乡规的理论演
进和实践。

韩非子说：“悬衡而知平，设规而知圆，万
全之道也。”人也是如此，有了外来的约束，人
才会拥有清晰的意识与冷静的思维，整个国家
和社会才会安定和谐。“规”是用来端正人们的
言行举止的，一旦丢失“规”的约束，总会有人
抑制不住蠢蠢欲动的邪念，将恶的种子播撒在
这片净土上。因此，大至国家，小至家庭；时刻
都需要“规“来敲响警钟。

鲁迅先生曾经指出：“中国欲存争于天下，
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立人”的意思
便是主要完善人的思想和文明修养，人的文明

修养并不是与时俱来，而
是靠后天不断完善的，要
完善个人修养，首先要致
力于读书学习，完善自身
的认识水平，寻求明辨是
非和真善恶的能力，端正
自身心态，不违背自己的
良知，努力使自己的一言
一行，都有符合道德的标
准，自己的修养便得到完
善。这就是古人所说的：

“格物、致和、诚意、正心、
修身。”完善个人道德修
养，让自己的心灵多一方
平静，多一方安宁。

世上有一道多解的
文字方程式，至今尚未有
公认解者。它要求综合
运用逻辑思维，形象思维
来求解，这道方程式是：

“规矩=？”规，圈也，圈不
出岁月年轮的大小；矩，
方也，丈不准岁月旅程的

长短。既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矩就是原则。
要建立一套合理的乡规制度，以规范村民

的正常行为。同时，要本着与时俱进的态度，
破掉旧乡规，完善新乡规好乡规一旦形成，就
不能违反，否则就要受到惩罚。

要完善乡规，就是要建章立制，这是管理
之本。历史上，刘邦的实力是不能与项羽抗衡
的，但靠抢先讲规矩，弄了个“约法三章”，最后
赢得楚汉之争的胜利。社会发展到今天，无论
政治、经济、文化建设，还是社会建设，制度始
终是管根本、管长远，是治本的东西。

要严格执行乡规，就是要熟知各类规章制
度，这是做事之基。一方面管理者必须把“乡
规”向服务对象交代清楚。另一方面，作为被
管理者，必须自觉加强学习，主动了解、掌握法
律政策，成为执行“乡规”的人，首先要加强宗
旨观念，率先垂范，诚信力行，为公众做出表
率，认真履行职责，不失职渎职，不越位越权。
要多担当责任，让乡民满意。

说起乡规家训，我还真是受益者，从小我
深受家训的熏陶，俺家的家训只有二十六个
字：“勤俭持家，学仕贤门；孝顺父母，友善亲
邻；和睦相处，遵规守训。”平平整整地装饰在
玻璃镜框里，挂在爷爷家堂屋左上方的墙壁
上，按照农村的礼法，正座的左上方，只有非常
重要的公文、长辈的立功证书才可以悬挂或者
张贴在此处。每到春节，男婚女嫁前一天，爷
爷总要站在椅子上用干净布轻轻擦去“祖传家
训”镜框上的尘土。听爷爷说“家训”是他的太
爷爷用毛笔书写在红色锦棱上，到如今已有三

四百年的历史了。“家训”在我们马氏家庭中非
常有震慑力，爷爷奶奶以身作则带头守训，全家
老老少少几十口人哪个敢不遵？爸爸妈妈经常
告诉我们兄弟姐妹，要认真读懂“家训”，按照家
训说的去做，牢记“百孝为先”。孝顺父母，尊重
长辈，团结兄弟姐妹。懂规矩，识明理，每做一
件事要让老人称心如意。老人说话，孩子要认
真听，不要随便插话，老人说错了，也不要当面
指责。吃饭时，长辈没有动筷子，我们晚辈绝不
可先吃，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到齐了，才可
以吃。长辈生病了，我们小孩子也一定要尽自
己所能照顾老人。学会勤俭节约，懂得远亲不
如近邻，和善对待邻居，见面必须先开口称呼，
在外面走路遇见老者、残疾人，要先让他们通
过，不可抢行。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学
习，团结同学，遵守纪律，热爱劳动。妈妈经常
给我们讲一些历史上的“孟母三迁”、“岳母刺
字”等经典故事，用董存端、黄继光、邱少云、雷
锋的英雄事迹教育启发我们，要求我们遇事一
定要学会宽宏大量，谨慎做事，不可盲从。勿以
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有一年，邻村的龙灯队到我们村“送灯”，两
条龙盘绕在一起，龙圈不断增大，越发壮观，盘
旋得令人眼花缭乱，分不清哪儿是龙首，哪儿是
龙尾，“呯呯呯”，五彩烟花，拨开了云雾，双龙共
望明珠，共望明月，共望新年新希望。在鞭炮声
中，妈妈拉着我的手，从龙灯头的下方钻了过
去。我不解地询问妈妈，妈妈笑着说：“这是规
矩，龙在咱们中国人的心中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迎龙灯，代表前一年的结束，也象征着新一年的
开始，大家今借龙灯，来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
顺，五谷丰登。迎龙灯也是为了增加村与村之
间的交流，让关系更加融洽。”那为什么要钻龙
头呢？“这是老规矩了！为了讨个好兆头，为保
佑大人孩子身体健康，平安大吉”！哇！迎龙灯
还有这么多道道，这么多规矩啊！

村西街北，有一座气势不凡的高高门楼，
飞檐峭壁，雕梁画栋。门楼上方悬挂着一块陈
旧金色的匾额，匾额上“弘文扬规”四个隶书大
字雄浑苍劲，巧夺天工。一次从门前路过，一
位老先生正在写毛笔字，老先生手握毛笔，铺
开宣纸，一笔一画写着“乡规”二字。进门就闻
到了笔墨书香的我，静静地看着老先生写字，
最后一笔竖弯勾完毕，我十分不解地问老先生

“乡规”是什么意思啊？老先生笑眯眯地告诉
我：“孩子，‘乡规’是统治意志的体现，本质上
是理性‘规定’，而就‘规’而言，做人做事规规
矩矩，堂堂正正，才是立身之本、处事之道。写
字也要认真遵守规矩，要敬畏汉字，做到横平
竖直……”我似懂非懂地点着头。

抬头仰望，湛蓝宁静的天空浮挂着几朵白
云，一阵秋风吹来，白云轻飘飘远去。已七十
岁的我“而从心所欲，不愈矩”。在家乡度过感
受着一年四季的轮换，二十四节气的循回。春
天，桃花盛开了，虽然没有“问余何竟栖碧山，
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
非人间”诗人笔下韵律，却有种怎么也理不完
的平生情怀。酷夏，天空朦胧，日光是那样的
强烈，天上地下处于一片耀眼的光明之中。欢
快的知了，不住地在枝头发出破碎的高叫，真
是破锣碎鼓在替烈日呐喊助威。秋天，像一个
美丽的姑娘，迈着轻轻的脚步，悄悄地来到了
原野，玉米笑开了花，豆子乐得直拍手，高粱举
起红红的火把，稻子害羞地低下了头……冬
天，到处冰天雪地，树上的一片片雪花像一朵
朵梨花，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啊。

这让我感悟到一个道理，人生就像雪球一
样，默默奉献，默默无闻！这是老天爷的恩赐，
也是大自然的生命法规。作者系中国作家协
会会员、山东省书画研究院院长

是春了，风来时，路边片络的玉兰花飘落在肩
头，花香乘着风飞到老厝院里，芬芳了我的年华。

老厝院里有一株玉兰，祖父所植，如今已二十
多岁了，玉兰旁常备有一张小桌，祖父闲暇时便在
上面做木雕。

儿时，我不曾懂得祖父为何刻木头，后来方知
那叫做木雕。木雕是一门传统的手艺，祖父极爱
木雕，说是同村里的先生学的，并不精炼，闲下时
间来便拿起手上的木头开始雕刻起来，渐渐的也
竟摸索出了些许的门道。老人家每每无事时都坐
在那玉兰树下雕刻，小孩子进进出出，独他一人一
坐便是一上午。他似是把浮生偷得的闲酿成玉兰
酒，倒了一大壶在木雕上，因此祖父的木雕总飘有
淡淡的玉兰香。

布满皱纹和些许老茧的手与木头的粉末在阳
光下起舞，风将粉末吹散，将木屑送到了院子的角
角落落，所及之处，皆是木香。

祖父因为木雕在村中的名声渐渐扩大，许多
年轻人慕名而来却都丧气地离开。做木雕是个技
术活，祖父曾对我说要想做好木雕一定要心神一
处，不得松懈，稍有不慎便要回炉重造。他说，他
的愿望是想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木雕，让木雕得以
流传下来。可我当时不懂祖父的心思，祖父也只
当是说个玩笑话。

北方的春天，院里的玉兰早已开的旺盛。我
缠着祖父非要学着刻玉兰，拗不过我，祖父便伐下
一枝玉兰枝子，当起幼师手把手教起来。起初是
打草稿，祖父画了个简约的玉兰花，却显出一股端

庄大气之感，我也学着画，可手却像个虫子在木头
上乱爬乱撞，不忍直视，后来觉得没脸面，便耍赖
抢起祖父的木头来。之后便是雕刻，祖父怕我伤
着，用那温热的大手将我护在手心，祖父握着刻刀
控制力道往下一刻，一挑，图案已渐显。可时间之
长我已丧失了兴趣，又自顾自地玩起来。

祖父将它刻成了一把玉兰花梳，送给了我，梳
上散发有玉兰的芳香，清新又温暖，这是我收到过
最珍贵的礼物。

玉兰一年一年的开又谢，年轮一圈又一圈漾
开。我来到城里上学，住进了新房子。生活的琐
事，叫人不察觉。那扯不断的旧事里，已记不清玉
兰花的香味。终于，我在尘封已久的木箱里翻出
了那把花梳，上面依旧散发芳香。于祖父，他刻下
的是他的人生经历，是自己的坚守与热爱；于木
雕，是信仰，是传承，是文化历史的厚重，是玉兰树
下一年又一年。

春风依旧动春心，远远的，将玉兰花香送到我
的窗前，我将思念打包，送到老厝院里祖父的门
前，不知他还好吗？

作者系澄波湖学校八年级八班学生

银龄绽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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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风送香来
◎王瑞

初衷百年不彷徨
◎王天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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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天书传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