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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心曲

□喻清录

□徐善景

春秋末，晋国智、赵、韩、魏四大家族控制朝政，智氏掌门人
智伯（又名智瑶、智伯瑶）为晋国正卿（相当于宰相），势力最大。
智伯欲霸占赵襄子的土地，于是胁迫韩、魏共同行动攻打晋阳

（今山西太原），引水灌城，“城不浸者三版；沉灶产蛙（城墙只差
三版就要被淹没，锅灶都被泡塌，青蛙孳生）”。危急之时，赵襄
子派遣谋士张孟谈潜出城，拜见韩康子、魏桓子说明利害：“唇亡
则齿寒。今智伯帅韩、魏以攻赵，赵亡则韩、魏为之次矣！”于是
三家约定时日共攻智伯。其时，赵襄子派人杀掉智伯军守堤官
吏，使大水反灌智伯军营，赵军从城中杀出，韩、魏从两翼夹击，
杀智伯，灭其族，分其地。其后，赵、韩、魏瓜分晋君土地，史称

“三家分晋”；逼迫周天子敕封王爵，跻身诸侯之列。至此，春秋
落幕，战国肇始。

《资治通鉴》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因为
这是中国历史从春秋向战国转变的节点。司马光总结智伯身死
族灭的史实，总结了用人上的一个深刻教训：“智伯之亡也，才胜
德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
者，才之帅也。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
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
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
人挟才以为恶。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
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
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
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这番高论，是对

“上起战国，下至五代，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中国历史用人得失
的精辟总结，更是贯穿《资治通鉴》始终的重要思想。

纵观封建社会历朝历代颠覆国家的大奸巨恶，都是“才有余
而德不足”的小人，如秦朝的赵高、汉朝的王莽、曹魏的司马昭、
东晋的桓玄、隋朝的虞世基、唐朝的李林甫等人，“智足以遂其
奸，勇足以决其暴”，最终都导致了国家的灭亡。因此用人重在
德行，才能次之，德行优秀而才能欠缺的人，治国理政固然无惊
天动地之举，甚或出现失误，但不会给国家造成颠覆性破坏。

这方面，最具镜鉴意义的反面教员是唐朝的李林甫。对盛唐
灭亡的原因，千余年来绝大多数史家认为肇于“安史之乱”，而司马
光则追根溯源，认为唐朝实则亡于李林甫。他在《资治通鉴》中论
证：玄宗朝初期，执掌兵权的诸道节度使皆由文臣担任，武人尤其
是胡人只能为将不能为帅。李林甫为压制汉人竞争对手，杜绝边
帅入相之路，上奏：“文臣为将，怯当矢石，胡人则勇决习战，陛下
诚心恩洽其心，彼必能为朝廷尽死。”玄宗不知其险恶用心，“悦其
言，始用安禄山。至是，诸道节度使尽用胡人，精兵咸戌北边”。
这种反常现象，“皆出于林甫专宠固位之谋也；凡在相位十九年，
养成天下之乱”。这番论述是合乎逻辑的，因为没有李林甫居心
叵测的怂恿，就没有安禄山的崛起，也就不会有“安史之乱”了。

用人德为先，是历史经验教训给出的深刻启示。

德者，才之帅也
高山不高，海拔只有 1200 米，位

于汝阳县十八盘乡的斜纹村。高山葡
萄，不是野生的，而是种植的，面积足
有200多亩。

我喜欢吃葡萄。吃葡萄要吃新鲜
的，因此，每年葡萄成熟的夏秋两季，
家里就没断过。但到了冬季，想吃新
鲜的葡萄，显然不可能。

“谁说不可能？咱今天就去斜纹
村看看，满架都是葡萄，新鲜着呢！”同
为吃货的侄女否定了我说的不可能，
并提出去摘。我欣然同意。

驶过将军垭隧道不远，侄女指着
前方的山坳，说葡萄园就在那儿。拐
过一道弯，往左下公路，驶过一座漫水
桥，眼前出现一个村庄。说是村庄，其
实只有几户人家。此时的乡村，庄稼
收完了，冬麦种上了，人都闲下来。可
当走进村中一户院落时，看到的景象
是一片繁忙。

六七个人，有男有女，正在忙活。
他们周围的地上，有精致的箱子，有称
重的台磅，有洁白的包装纸，有一串串
紫黑色的葡萄。几名妇女麻利地拿起
葡萄称重、包纸，放进箱子，贴上封条；
两名 50 多岁的男子，一次搬两箱，正
往货车上装。

“是来摘葡萄的吧？”看见我们进
来，其中一名男子热情地打起了招呼，

“来，先尝尝咱这葡萄甜不甜，甜了再
去园子里摘。”

经介绍得知，这名男子姓肖，是葡
萄园的负责人。老肖递过来的葡萄串
不大，一颗颗葡萄“猫儿眼”似的，晶莹
透明，充满了诱惑。我接过来摘下一
个，轻轻一咬，一股凉甜的汁液，顺着
喉咙滑进肚里，凉爽、甘甜，直达心底，
一瞬间就爽透了身心。

看到包装箱上“冰墨葡萄”四个大
字后，我感叹道：“这名字好啊！冰甜

的味道，如墨的颜色，名副其实！”侄女
也不失时机地说：“我吃过恁多葡萄，
冰墨葡萄是最好吃的了！”

我们提着篮子，跟着老肖，走向葡
萄园。我们边走边聊，原来老肖以前从
事的是建筑业。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
触到了这种生长周期长、颗粒大、果肉
甜度高的高山葡萄品种，便借着发展沟
域经济的春风，决定引进家乡种植。经
过几年反复选地、试种，终于在斜纹村
获得成功。于是，他流转了200多亩坡
岭地进行改良后，全部种上了冰墨葡
萄。“这儿海拔高，昼夜温差大，日照时
间长，非常符合冰墨葡萄的生长习性。
在管理过程中，施的是农家肥，除草靠
人工，不使用除草剂，不喷施农药，让葡
萄自然坐果、自然生长、自然成熟。可
以说，俺这葡萄绝对的天然、绝对的绿
色、绝对的生态……”

此时的葡萄藤上，叶子已全落光，

一行行、一架架、一棵棵的葡萄，整齐
排列。葡萄藤的半腰处，挂满了一个
又一个白纸袋。老肖说，葡萄就在纸
袋里，套袋是为了防菌、防虫、防灰
尘。我们随手打开一个纸袋，一嘟噜
一串的“紫宝石”便呈现在眼前。

摘葡萄的人不少。老肖说，除了
慕名前来购买的客人，都是附近村里
的村民，有二三十人，一年四季都在园
里打工。问及销售情况，老肖一脸的
惬意：“俺这葡萄好吃，销售不用发愁，
网上不咋卖，光县里、市里的订单都供
不应求。”

篮子里摘满了，我们开始返程。
坐在车上，吃着甜爽的葡萄，回想着老
肖惬意的笑脸，我感慨万端。有政府
的好政策，有适宜高山种植的经济作
物，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苦干精神，
山区的老肖们，何愁过不上富足的幸
福生活！

高山初冬葡萄熟

往事重温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乡下人的文
化生活相对匮乏，除了偶尔能看场露
天电影，听说书也算是一种精神享受。

冬季昼短夜长，乡亲们白天干完
农活，夜晚无事除了串门闲谝、下棋、
打牌外，无聊得心慌，听说来了说书
的，大家喜出望外。

说书时间大都安排在晚上，场地
在村西一户的门街，有半亩来大，一根
木杆上挂着一个 300 瓦的大灯泡，木
杆下放一张方桌子、两条长凳。

说书艺人一行三人，据说是来自
龙门张沟村的。道具也很简单，说书
者左手拿着两块月牙板，右手拿着鼓
槌，身旁的桌子上放着一个小盆样的

鼓，两个拉弦子的坐在桌子两边。
说书开始前先拉一段“大起板”聚

人气，乡亲们一听到弦子声起，都呼儿
唤女慌不迭聚拢到了说书场地的周
围。有坐着小板凳的，有坐着椅子的，
有三四个人挤在一条长条凳上的，还
有的干脆搬几块砖头当凳子。一些半
大不小的孩子，刚开始还能安稳地依
偎在大人的身边，时间稍长，便这儿挤
那儿扛地乱蹿，与其说是来听说书，不
如说是看热闹的。

说书人一看观众来得差不多了，
弦子收起，咚咚咚地敲三下鼓，来个开
白场：“说书不说书，咱先敲敲牛皮
鼓！”人群中有个耳背的打岔道：“说书

就说书吧，你敲人家牛屁股干啥哩？”
逗得众人哄堂大笑。

记得有一天晚上，说书人讲到某
个村小两口不愿赡养老人，给父母写
信，称爹同志、娘同志，二位老同志，新
社会，新风俗，自己挣钱自己花，不能
指望子女了！父母回信劝说，儿同志、
媳同志，二位小同志，养儿防老父母
愿，中华传统代代传，人人都有老年
时，赡养父母应为先。观众在捧腹大
笑中受到教育。

正书开始后，说书者先咿咿呀呀
唱上一段，接着醒木一拍，才开始道
白。说书人说的是《平原枪声》，故事
讲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抗击日

寇的事情，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有道是“说书人的嘴，唱戏人的腿”，说
书者天南海北，忽东忽西，云天雾地。

说书到了高潮，你看那说书人的
月牙板叮当叮当上下翻飞如急雨，小
鼓咚咚敲地似炸雷，口里念念有词快
如飞，好了，到了节骨眼儿上，人物生
死未卜时，说书人一卖关子，醒木一
拍，说一声：“要知马英的性命如何？
咱们下回接着说。”

此时，观众们早已进入情景，有瞪
大眼睛的，有张着嘴巴的，有伸着长脖
子的，如痴如醉，迟迟不愿离去，又无
可奈何。更有甚者，嘴里骂骂咧咧痛
斥日寇，捶胸顿足替马英鸣不平，令人
啼笑皆非。

如今，各种新传媒层出不穷，智能
手机普及，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日益
丰富，更加多元化。说书已成为一种
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人们过往文化
生活的一段记忆。

乡下听说书
□陈建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