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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发展

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杨家村
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1947年8月毕玉
海、毕德昌、毕贤章、武家成4人秘密加入中国共产
党，为全村首批入党人员，毕玉海任首届党支部书
记，时称“民兵指导员”，是济北街道辖区为数不多
尚健在的建国前老党员之一。后来担任村党支部
书记的人员有杨玉丙、杨成河、杨曰山、杨中坤、杨
成江、杨中明、毕玉明。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杨家村先后有杨中告、
毕玉坤、张兆富、毕德让4人参加抗美援朝。其中，
张兆富提干，干到营职转业后在北京工作并定居，
2021年去世。在他们的激励下，杨家村先后有30余
人参军入伍。

1958年，全县人民公社化，杨家将囤家、王奎楼
两村并入成立“三联社”，并兴办食堂，三村村民都
前来吃饭就餐。

1964 年，济阳县在杨家村搞种植水稻典型推
广，时任县委书记王尔俭、县委书记于宝泉等县内
主要领导和农业技术员曾到村内驻村，在村民孙金
国家中办公，当时杨家是全县的先进典型
村。1968 年，村内为发展村集体经济，曾开
设铁匠铺、木匠铺、绳子铺、弹坊，后来又兴办
磨坊、油坊、挂面房、橡胶厂，村集体经济发展
位于邻近各村前列，曾购买首台大型柴油机
解决农副业生产动力问题。1975 年杨家村
购买了一台全县首批25马力拖拉机，农业生
产效率得到大幅提高。

改革开放后，杨家党支部在党建工作、农
业生产、村集体经济建设等方面取得优异成
绩。20世纪80年代初，村内通电村民用上了
电灯，80年代中期用上黑白电视机，80年代
末期用上彩色电视机。

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党组织的领导下，
村内修建了公路，安装了自来水，引进了互联
网网络，修建了文体广场，组建了秧歌队和广
场舞队，群众业余文化生活和幸福指数日益
提高。近年来，杨家村先后获得“征地拆迁先
进单位”“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先进单位”

“集体经济发展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教育发展

杨家村历来重视教育，解放前村内一直
有私塾，比较出名的私塾先生有杨玉玫和孙
经辰。建国后，村里建起新式学校，位于村东
部，中心大街北侧一处院落。村中较早参与
教学的有连如玉（女）、杨中山、杨曰太等。几
十年中，学校由村民集资几经扩建。1968
年，村学校新建三间砖瓦结构玻璃门窗明亮
教室投入使用，在邻近各村中办学条件最为优越，
当时为杨家联中，供张辛片区域内村庄学生就读。
1986年扩建时，将学校南墙移至村大街北侧，并在
学校北侧新修了4间教室，修建了东墙、南墙、厕所
和铁质大门。自上世纪80年代末，学校规模逐步缩
小，1999年，因生源减少，学校合并到南郭小学。

20 世纪 50 年代末，孙淑芳考入临邑师范中专
班，是杨家村第一个通过考学走上仕途的学生，毕
业后在济阳县委任打字员。

恢复高考制度后，1978年杨成梅（女）考入临邑
师范中专班，毕业后一直在县教育部门工作至退
休。

40 余年来，杨家村先后有 60 余人考取各类院
校，杨晓辉、杨静、武迪、孙悦、毕晓庆5人考取研究
生。全村共有杨中武、武希生、刘兰芳、杨中会、杨
玉玺、郭玉兰、任秀英、杨成宝、毕玉强等30余人先
后从事教育工作，村民文化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整体
较高。

人物简记

张兆荣，男，1926年8月出生，自幼聪明好学，木
工、瓦工、烹饪行行俱精，尤其擅长木工，靠精湛的
木工技艺成为济阳县木器生产合作社工人，并担任
组长职务，具有七级木工职称，人送外号“木匠祖
宗”。在职期间，积极参与发明革新，主动担纲主持
带锯技术改良，为带锯的发展和单位经济效益提升
做出了重要贡献。1966年获得“山东省劳动模范”
称号。1999年12月去世。

杨曰太，男，1938年7月出生，1955年2月作为
全县第一个中学毕业生应征入伍到位于福建的第
二炮兵部队，因擅长数学，在部队接受集中培训一
年后，参与我国导弹设计工作。1960年3月，因家庭
生活紧张，从北京某导弹研究所退出现役。回乡
后，曾担任过民办教师，会自主组装无线电收音机，
他推广的不规则土地面积函数计算公式，一直被村
内沿用。2021年1月去世。

杨成宝，男，1964年4月出生，1982年在杨家小
学参加教育工作，后来到南郭小学、济阳镇中心小
学、济阳区实验二小工作。因幼时患脊髓前角灰质
炎，导致右半边身体残疾，但他身残志坚，自幼好
学，尤爱好书法，其作品曾参加全国书画艺术比赛，
并多次获得国家级奖项，先后参加第四届全国硬笔
书法艺术作品展、“西部大开发杯”中国硬笔书法家
精品展等。参加工作近四十年，兢兢业业，无怨无
悔。2021年1月，因突发脑出血去世，根据生前遗嘱
意愿，捐献藏书和遗体。他捐献的眼角膜、肝脏以
及双肾，让4人重见光明，3人生命得到延续。2021
年12月，被评为第七届“感动济阳人物”暨“善美济
阳人”长田奖获得者。

杨中波，男，中共党员，1969年8
月出生，1988年7月考入德州师范专
科学校物理系物理专业，1990年7月
参加工作，历任济阳县店子乡中学
教师、济阳县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
干事、济阳县青宁镇副镇长（挂职）、
济阳县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副队
长、济阳县统计局副局长等职务，现
任济阳区统计局党组副书记（副处
级）。

武庆波，男，高级工程师，中共
党员，1974 年 1 月出生，1991 年 9 月
考入黄河水利学校水利工程施工专
业，1995年7月入职中国水利水电第
十三工程局有限公司，先后参与“南
水北调工程”、非洲安哥拉、中亚乌
兹别克斯坦等10余项大型国内外工
程项目建设，现任中国电建市政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乌兹别克斯坦费尔
干纳工程部项目经理。

故事传说

许堂安年轻时以打麻绳为生，
经常拿着自己打得麻绳到处售卖，
在外结交人员较多。有一年，官府
捉住了一个小偷，严刑拷打后，问他
的同谋是谁时，此人迷迷糊糊说是

“许堂安”。官府随即宣许堂安上堂
对证，为证明自己的清白，许堂安对

官府说：“到时一定要问他‘许堂安有没有胡子？’如
果他说错了，我就是清白的。”官府应允。许堂安从
家中找了一个能装得下头的瓷坛扣在头上上堂对
证。庭审官问小偷：“许堂安有没有胡子？”小偷回
答：“年纪轻轻的没有胡子。”许堂安随即从头上摘
下瓷坛来，露出一脸胡子的真面容，为自己证明了
清白。

抗日战争时期，许文星曾经在面朝官道的前院
开店，同时担任村里的保长。有一天，两名八路军
干部从门前路过前来就餐。时间不长，村口民兵来
报，从东北方向来了两名国民党伪军。为保护两名
八路军干部安全，许文星把这两名同志藏到后院
厢房。时间不长，两名伪军来到店内，说是得到情
报，有两名八路在此停留吃饭，需对院子进行搜
查。当搜到后院东厢房时，许文星对两个伪军说：

“我老婆昨天刚在这屋生完孩子，正在坐月子，不
方便见人。”两个伪军一听，认为有血污之处不吉
利，立即转身出院，两名八路军干部人身安全得到
保护。

历史的河流奔腾向前、永不停息，当游船般的
村庄辗转来到2017年6月，她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
命，全体村民依依惜别养育了自己的这片美丽丰饶
的土地，步入从农村时代向城市社区时代的伟大转
折。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将来居于何处，每一个人
的思想和灵魂深处，都忘不了那些在村里生活的岁
月，都抹不去对村庄生活的深刻记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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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说：“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
在凝视你。”可对于元和元年的元稹，他凝视
的不是深渊，而是前程。

元和元年，即公元806年。这一年，唐顺
宗驾崩，怀着中兴大唐之志的唐宪宗李纯继
位为帝。这一年，朝廷举行“才识兼茂明于体
用科”考试，登第者十八人，元稹名列第一。

元稹，字微之。史书说他少有才名。贞
元九年（公元793年），十五岁的他参加朝廷举
办的“礼记、尚书”考试，便以明两经擢第，可
谓少年得志。张爱玲说：“成名要趁早呀，来
的太晚，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元稹妥妥地做
到了。贞元十九年（公元 803 年），元稹参加

“中书判拔萃科”考试，又是榜上有名。与他
同登及第的还有一个我们极为熟悉的名字，
白居易。直至今天，形容绝色倾城的美人，我
们依然喜欢用“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
颜色”；听到琵琶声起就会想起“嘈嘈切切错
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下雪了，我们还是喜
欢给朋友发一句“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还有儿童必背唐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
荣”。南宋人说：“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
如今，我们倒是“凡有唐诗处，皆能见乐天”。

彼时，他们同登科第，诗名并重，共入秘
书省，齐任校书郎。二人形影不离，流连于花
前月下，“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月夜与
花时，少逢杯酒乐”，正所谓“季子正年少，匹
马黑貂裘”，也无怪乎他们鲜衣怒马，意气风
发。

再接再厉，元和元年，他们又是双双登
第。几个月后，元稹被授左拾遗，白居易被授
盩厔尉。他们心怀济世救民的理想，胸怀指
点江山的抱负，无所畏惧地走向属于他们的
仕途。只是，未来的岁月里，他们有足够的时
间和经历去体味“宦海沉浮”与“江湖路远”带
给他们的黯然神伤与望断天涯。

刚上任的元稹锋芒毕露，接连给皇帝上
了三道奏疏：一论“谏职（谏官之职责）”，再论

“迁庙（天子神主入祀太庙）”，三论“教本（给
皇子择师）”。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载：“上颇
纳其言，时召见之。”初试啼声就引起天子关
注，元稹大感振奋，他又上疏大论西北边事，
对朝中权幸进行抨击，同时旗帜鲜明地支持
时任监察御史的裴度。战队太早，锋芒太露，
如同初入职场的初生牛犊，元稹横冲直撞，踩
到了职场上那些老狐狸的尾巴而不自知。教
训如期而至，同年九月，元稹被贬河南县尉。
与他同病相怜的还有白居易，同被出为县
尉。面对贬谪，他们似乎更伤感于别离，他给
白居易写诗：“昔作芸香侣，三载不暂离。逮
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白居易则回应
他：“晓来梦见君，应是君相忆。梦中握君手，
问君意何如……”

祸不单行，元稹的母亲去世了，悲痛之
余，他按制在家为母亲守孝三年。

元和四年春，而立之年的元稹迎来了事
业上的春天。他被提拔重用为监察御史，奉
命出使东川。三年的蛰伏和赋闲并没有消磨
掉他的锐气和勇气，他一到任就撸起袖子加
油干，挖出了一桩陈年旧案。涉案人是已故
东川节度使严砺，涉嫌滥用职权，贪污受贿。
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严砺既然死了，那
就惩罚他的旧属，东川七个州的刺史。

一石激起千层浪，元稹的此举惹恼了朝
廷里的当权人物。就如《大唐兴亡三百年》一
书中所说：“官场就是一张网，无论此官与彼
官表面上相距多远，背后都可能存在着无形
却坚固的利益联结。”满脑子都是济世理想的
元稹看不到这张网，更看不到这张网背后的
一切。很快，他就为此付出了代价，被排挤到
东都洛阳坐了冷板凳。仿佛天意弄人，元稹
每次遭遇贬谪都会伴随着更大的伤痛。他的
妻子，年仅二十七岁的韦丛盛年而逝。悲痛
难抑的元稹写下了最广为流传的诗句：“曾经
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惟将终夜常
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纵有亡妻之痛，元稹依然不改初衷，他胸
腔里跳动的那颗治国平天下的心依然滚烫。
不久，他就告发了自己的顶头上司河南尹房
式。房式，乃是太宗一朝宰相房玄龄的后
人。宪宗命人核查，最终罚了房式一个月的
薪俸，同时征召元稹回朝。两次遭贬，却又两
次复起。不畏权贵，刚直敢言的元稹更加相
信皇帝对他的信任与赏识，也更加相信自己
的选择和理想。元和五年二月，踏着和煦的
春风，元稹踏上了回京之路。他不知道，将要
发生的一件事会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轨迹，也
将彻底改变他。

途径华州敷水驿，元稹到驿站下榻。当

时的驿站接待规格是级别高的官员住上房，
同级别的先到先住。于是，先到的元稹住进
了上房。然而，片刻之后麻烦来了。宦官仇
士良、刘士元也到了驿站，嚷着要住上房。驿
吏一看是宦官，不敢怠慢，让元稹赶紧挪地
方。年轻气盛的元稹本就看不上宦官，自己
又是先来的，于是据理力争，却遭到仇士良的
漫骂，刘士元更是上前挥动马鞭往他脸上就
抽。捂着火辣的脸，元稹有点发懵，他顾不上
穿衣服穿鞋，拔腿就跑。刘士元不肯罢休，一
边挥着鞭子追赶，一边拿来弓箭，一副不致元
稹于死地决不罢休的架势。元稹魂飞魄散，
好不容易狼狈逃离了敷水驿。此事在朝中引
起轩然大波。唐宪宗虽对元稹有好感，但他
更宠幸宦官，最终以元稹“少年后辈，务作威
福”为由，将他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从此开
始了他困顿州郡十余年“山水万重书断绝”的
贬谪生活。

谪居江陵“残灯无焰影幢幢”的那些夜
晚，元稹一直在苦苦思索：我错在哪里了？读
圣贤书，不就是要做一个正人君子吗？十年
寒窗，不就是要济世安民吗？进士及第，不就
是要清廉为政吗？难道一定要同流合污才能
立身于世上，和光同尘才能立足于朝堂吗？
一番痛彻骨髓的灵魂之问与善恶挣扎，聪明
的元稹很快就意识到，想要在官场生存下去，
想要仕途平稳，必须要学会新的游戏规则，核
心就两个字：人脉。从某种意义上说，敷水驿
那一晚，刘士元那一鞭子，已经把那个清高自
许，嫉恶如仇的元稹打死了。

幡然醒悟，脱胎换骨的元稹开始编织自
己的关系网，他决定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
起来。不久，他就抱上了宦官崔潭峻的大
腿。元和十五年（公元 820 年），穆宗李恒登
基，作为李恒的东宫旧人，崔潭峻鸡犬升天，
而紧抱着他大腿的元稹自然也是扶摇直上。
接连被擢升为礼部的知制诰、翰林学士、中书
舍人，距离相位只有一步之遥。靠着宦官上
位，难免被人侧目，他刚到中书省上班没几
天，就被人摆了一道。一天中午休息，元稹和
同僚一起吃西瓜，结果有只苍蝇不识时务的
嗡嗡恼人，中书舍人武儒衡毫不客气地说：

“哪来的讨厌东西，居然往这儿凑。”众人闻
言，纷纷变色，元稹更是恨不得有条地缝能让
自己钻进去。可难堪归难堪，元稹却坚定不
移的向着宰相之位迈进。他又搭上另一个大
宦官，时任枢密使的魏弘简。但挡在相位面
前的还有一个人，就是他曾经旗帜鲜明支持
的人，裴度。彼时，正值河北藩镇叛乱，唐穆
宗紧急起用裴度为帅，以裴度在朝廷无人可
及的威望和影响，如果能顺利平叛，再度登临
相位应是毫无悬念。

怎么办？元稹开始千方百计阻挠裴度在
河北建功立业。于是，史书上有了下面的一
幕：裴度和将士们在前线浴血奋战，元稹在后
方拼命使绊子，拖后腿。“凡用兵、举动皆自禁
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裴度所奏画军事，元
稹多与魏弘简沮坏之。”裴度愤然上书：“若朝
中奸臣尽去，则河朔逆贼不讨自平；若朝中奸
臣尚存，则逆贼纵平无益。”裴度口口声声说
的奸臣，就是元稹。

曾几何时，那个屠龙的少年变成了恶龙。
最终，裴度讨贼失败了。公元822年，元

稹以工部侍郎拜相。辗转多年，几经浮沉，他
终于否极泰来，位极人臣，实现了自己的终极
梦想。唐穆宗顶不住舆论汹汹，不得已同时
任命了裴度为相。至此，二人也算旗鼓相当，
打了个平手。

俗话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
兵。不想当宰相的大臣也不是合格的大臣。
紧盯相位的李逢吉一番筹谋，利用元稹的急
功近利一石双鸟，把拜相仅仅几个月的裴度
和元稹齐齐拉下了相位。

“哭鸟昼飞人少见，怅魂夜啸虎行多。”元
稹被贬同州刺史，满眼惶恐萧瑟。他愤懑难
平，上书皇帝表忠心，可怜巴巴地说：“臣若余
生未死，他时万一归还，不敢更望得见天颜，
但得再闻京城钟鼓之音，臣虽黄土覆面，无恨
九泉！”他的卖惨并没有唤起穆宗的恻隐之
心，他的上书石沉大海，终无回音。公元831
年，元稹卒于任上，时年五十三岁。终其余
生，他再也没能回到京城，没能再闻长安的钟
鼓之音。

元稹去世，白居易痛不欲生。作为大唐
一朝最佳CP，他们同年及第，意气相投，骑马
看尽长安花；他们挥斥方遒，激扬文字，同倡

“新乐府运动”；他们年少成名，才华盖世，共
创唐诗创唐诗““元白体元白体””。。给好友的祭文，白居易写
的深情款款的深情款款：：“呜呼微之！始以诗交，终以诗

诀，弦笔两绝，其今日乎？呜呼微之！三界之
间，谁不生死，四海之内，谁无交朋？然以我
尔之身，为终天之别，既往者已矣，未死者如
何？……公虽不归，我应继往，安有形去而影
在，皮亡而毛存者乎？”总结起来，就是现代版
的“你死了我可怎么办呢？你死了我也不活
了。”元稹去世的悲伤一直延续了白居易的余
生，九年后，因怀念元稹，白居易又写出了著
名的诗句：“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
头。”

好一句“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
头”，真的能和“十年生死两茫茫”一句相媲美
了。

与元稹相比，白居易倒是坚守初心，始终
如一，他虽也屡遭贬谪，却一以贯之地保持了
一个针砭时弊、正义直言的正面形象。一向
惜墨如金的司马光给了他足够多的笔墨，所
以我们时常可见他上书言事的身影，与我们
背诵“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时
浮现出的那个忧国忧民的诗人形象完美契
合。当然，元稹也不是唯一出人意料的诗人，
让人大呼意外的还有柳宗元和刘禹锡。

时间拉回到公元805年。
这一年，唐德宗驾崩，唐顺宗继位，改年

号永贞。永贞，与此年号有关的历史名词叫
“永贞改革”，主角就是以王叔文、王伾为首的
二王、八司马。《资治通鉴》载：“翰林待诏王叔
文善棋，王伾善书，俱出入东宫，娱侍太子。”
翰林待诏，其实就是弄臣，以技娱人。当年李
白奉诏入宫，也曾是翰林待诏中的一员。当
然，能被贺知章称为“谪仙人”，李白自是有着
一颗自由、浪漫且高贵的心。我们可以想象
他登庐山、入蜀道、踏黄河、过三峡、梦天姥、
流夜郎，唯独想象不出他摧眉折腰事权贵的
低眉顺眼，所以“仰天大笑出门去”，一纸请辞
离京，是他该有的结局，也是我们期望的结
果。可惜王叔文没有李白那份风骨与傲气，
他谲诡多计，常间常为太子言民间疾苦，因而
得太子大爱幸。后太子继位，史称唐顺宗。
王叔文水涨船高，野心勃勃，他开始擅权干
政，密结党羽。史书说，王叔文密接当时朝士
有名而求速进者八人，定为死友。名单里分
明有两个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柳宗元、刘禹
锡。

这一年，侍御史窦群去拜见王叔文，他客
气的行过礼，不客气地说：“事固有不可知
者。”现在还有一些未见分晓的事情。这没头
没脑的一句话把王叔文说懵了，他好奇地问：

“何谓也？”这话从何说起呢？窦群不慌不忙
地回答：“去岁李实怙恩挟贵，气盖一时，公当
此时，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复
据其地，安知路旁无如公者乎！”去年李实仗
着皇帝恩宠，气焰嚣张一时，当时你还不过是
江南觊觎此高位的一个小吏。现在你取而代
之，怎知路旁没有像你当年那样觊觎此位的
人呢！这话说得诛心，他分明就是告诉擅权
的王叔文，李实就是你的下场。

这一年，依然是窦群，他奏报屯田员外郎
刘禹锡居心险恶，扰乱朝政，不应当继续在朝
中任职。还是这一年，史书多处有载：“叔文
与其党谋议唱和，日夜汲汲如狂……荣辱进
退，惟其所欲”“刘禹锡求为判官，不许”“外党
柳宗元等主采听外事”“士大夫畏之，道路以
目”……二百年后，北宋的大词人欧阳修洋洋
洒洒写了篇《朋党论》，中心论点无外乎“君子
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
朋。”文章起笔不凡，辩才无双，但不可否认的
是同道必然意味着同利。

还记得语文课堂上背诵柳宗元的“永州
八记”，背诵刘禹锡的“陋室铭”时，常常为诗
人的郁郁不得志和永远在路上的贬谪愤愤不
平，为刘禹锡因为照顾柳宗元老母在堂而上
书要求与柳宗元互换贬谪之地感动唏嘘，可
史书里的他们如此陌生，陌生到仿佛他们还
有另一张面孔：广结党羽，排除异己；受贿藩
镇，与之相结；日与游处，夜与相谋……

公元 815 年，被贬谪的元稹一度奉诏回
朝，途径蓝桥驿，他曾题诗留赠命运相似的友
人柳宗元、刘禹锡。其实，他们相似的何止是
命运，还有史书里那不甚光彩的面目。

易中天曾说，任何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都有三种面目，历史上的本来面目，称之为历
史形象；小说、戏剧和文学艺术中的面目，称
之为文学形象；民间信仰、民众风俗和一般人
心目中的面目，称之为民间形象。只是，经年
之后，回望历史，我们忍不住会问：哪一个才
是他们呢？

诗人，似乎更适合活在诗歌的江湖里，而
不是历史的庙堂中。 作者单位：区人民医院

诗人的江湖和庙堂
◎杜秀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