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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风貌

危峰兀立 马立 摄

东汉元嘉元年（公元151年），十一月，辛巳（二十
八日），京都洛阳地震，桓帝刘志“诏百官举独行之
士”。涿郡人崔实著有《政论》，其辞曰：“凡为天下者，
严之则治，宽之则乱。汉文帝虽然废除了肉刑，但将砍
掉右脚趾的改为斩首，受笞刑的也往往鞭打至死。所
以，汉文帝是用严而非宽的办法实现了天下太平。”司
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驳斥崔实这种言论：汉家之法已
严矣，而崔实犹病其宽。孔子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
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
宽，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崔实的言论只强调刑罚要严，显然是有失偏颇
的。刑罚倚宽倚严，是执法过程中永远存在的一对矛
盾。一般来说，应以慈悲为怀，但刑罚过宽，对违法犯
罪就起不到震慑作用；刑罚过严，就会出现轻罪重罚的
弊端。关键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宽严适度，这似乎没有
确定的答案，需要执政者根据社会现状，宽则严之，严
则宽之，及时调整刑罚宽严限度，使社会始终处在“政
是以和”的环境中，不可偏颇走极端。

打开中国历史的浩瀚篇章，会发现能做到这一点
的封建帝王将相很少，其中汉章帝刘炟“宽施刑罚”和
诸葛亮“铁腕治蜀”，是最成功的范例。

东汉建初二年（公元77年），十二月，忠厚长者第
五伦任大司空之职。此时，国家法律沿袭西汉武帝
时刑罚严苛的制度，历经200余年不改。第五伦是从
平民擢升为“三公”的，他天性耿直，却知道刑罚严苛
给底层百姓造成的苦难，因此上疏章帝刘炟表示：

“光武帝继承王莽以后的局面，为政多采用严厉手
段，后代沿袭成为风气。各郡所举荐的人多属庸官，
绝少宽宏博学之才，陈留县令刘豫和冠军县令驷协，
施政刻薄，务求严苛，然而舆论认为他们有魄力，这
是违反天意的。应对刘豫、驷协加以惩处，并谴责保
举他们的人。我阅读史书知道秦朝由于残酷暴虐而
亡国，又亲眼看见王莽新朝也因法令苛刻而自行毁
灭，所以恳切上书，希望朝廷宽施刑罚。”刘炟“善
之”，国家刑罚开始向宽松转变，百姓无不喜悦。这
是“宽以济猛”的典范。

东汉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五月，刘备攻取汉
室宗亲刘璋割据的益州（今四川一带）。诸葛亮辅佐刘
备治蜀，“颇尚严峻，人多怨叹者”，蜀郡太守法正谏曰：

“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初有其国，未垂
惠抚；愿缓刑驰禁以慰其望。”诸葛亮对曰：“君知其一，
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
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德政不举，威刑不
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
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吾今威之以法，
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
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矣。”诸葛亮治蜀20年，针对
刘璋时期“德政不举，威刑不肃”的弊端，实行法治，赏
罚严明，使蜀汉政权呈现“耕战有伍，刑法整齐”之景
象，为“挥戈北伐，攻击曹魏”奠定了政治经济基础。这
是“猛以济宽”的典范。

“宽以济猛，猛以济宽”的实质，是立足执法宽严相
较的平衡点，保持社会的和谐状态。

宽以济猛，猛以济宽

我床前的桌子上总有一摞书，从上学时候的课本，
到教学时的教材，再到后来的中国古典文学、世界名著
等，总伴在我的身边，是我精神的食粮、眼睛里的光辉、
生命里的一部分。

刚结婚那阵儿，孩子小日子艰难，我一边忙于下
地劳动，一边还要带孩子、做家务，像一只陀螺不停
地转。当夜晚来临，一天的工作结束了，孩子睡进被
窝，我也疲惫地靠到床头上，从身边的桌子上拿起一
本书——生活的点滴离我而去，心灵的天窗悄悄开启，
我在书海里找到另一个自己，我的疲劳、焦躁一点点缓
解，屋顶在夜空慢慢升起，孩子和家又有了新的意义。

孩子很淘气，经常爬高上低，但我桌子上的一摞
书，他从没有去碰过或撕烂过。因为他从认识事物时
起，就在有意和无意间懂得了，书是不能碰的，那是母
亲捧在手里的宝贝，像他要吃奶一样能滋养生命。

丈夫不读书，也不理解书的价值，但他知道书是我
的安魂药，生活里多少烦恼与不快，在我关上屋门翻开
书那一刻，都能风平浪静，雨过天晴，所以晚上没事他
出去串门或一个人独自看电视，从来不去打扰我读书。

日子是平凡的，劳动是艰辛的，而有一本书，生活
就能重新被定义。

书里有一个广阔的天地，一个个名人大家站在对
面，向你述说着生活的真谛、人生的意义，你从中认识
到生活以外的世界。闲暇时，独自坐下来读读书，在作
者营造的艺术氛围中，沉淀生活的残渣，升华精神的高
度，你从书中走出来，就像婴儿刚睁开眼睛，从外到内
都是干净的。

后来孩子大了，生活也轻松点儿，我床前桌子上的
书也渐渐多起来，每天吃罢饭躺在床上，或周末没事，
我照样拿起书读一会儿，就像空气和水一样，这已经是
我生活里不可或缺的环节。

我们要生活，就得工作，而工作常常带来无边的劳
累，如果闲暇时能坐下来读本书，养养神、提提气，一个
充实自信的新我就会站起来。

床前有摞书

□亢娟

□喻清录

读书、看报、办公、看手机，我现在
虽然还不用戴什么眼镜，但我清楚，视
力已不比从前了。

其实，我们一来到这个世界上，目
光都在一秒秒地不停变化着：懵懂——
清亮——模糊，只不过那些变化太过细
微，让人不易察觉。

与视力下降相反，随着年龄渐长、
阅历渐深，我们看问题、看事物的本质
却愈加清晰和逼真。我的话题有关婚
姻和爱情。

小时候，在贫穷的山村，男孩子的
人生最高目标，就是此生能娶得媳妇。
那时候，每当村里的大叔、大哥结婚时，
看着牛车上穿着红装、羞羞答答的新
娘，我感觉他们完成了一件天大的幸福
之事。

长大后，到谈婚论嫁时，我们的目
光却变了，渐渐认识到，婚姻并不简单，
婚姻并非童话，男男女女都在挑挑拣
拣，看相貌、看志趣、看文化、看家庭，认
认真真，仔仔细细。

在一个风和日丽、吉祥喜庆的美好
日子里，我和她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婚礼前一天，我还在机关食堂就
餐。婚礼当天下午，当妻子准备在家做
晚饭时，发现家里竟然没有一件灶具，
我便慌慌张张地去商店里购买。顿时，
上午的浪漫和多少美好憧憬一下子被
打消了许多。

爱情不是空中楼阁，婚姻就是如此
现实，柴米油盐酱醋茶。

一次，去洛阳逛商场。那时，我风华
正茂，妻美丽漂亮，当我们走过一个商品
区时，两名服务员用不大不小的声音在
议论和羡慕我们，殊不知，当时，我们正
寄人篱下，终日为不能安居而发愁。

看来，婚姻并不一味是浪漫和潇
洒，幸福的爱情需要我们怀着必胜的信
心和勇气，与生活中的各种困难、诱惑
和挑战搏斗。

而每当听到一桩桩离婚事件时，我
想：是不是他们在某一场的搏斗中吃了
败仗呢？

每当受邀为朋友们的孩子主婚
时，我总要精心准备，婉转而强烈地表
达要他们认真地经营爱情，科学地管
理婚姻。

我曾一度困惑，茫茫人海中，有谁
灿烂芬芳、养眼养心的爱情花朵，能让
人一目了然呢？

当一位朋友带着两瓶蜂蜜看望我
时，蜂蜜背后的故事，让我目光为之一
亮——

早年，他妈体弱多病。得知食用花
粉可以增强身体免疫力，他爹就钻研养
蜂技术，买来蜜蜂精心饲养，一点点、一
点点从蜂巢中采集花粉，天长日久，他
妈一天天康复起来。

这是一个甜蜜的爱情故事。当这
群忙碌的蜜蜂“嗡嗡”飞舞时，他家就缭
绕着幸福的曲调，他的母亲被这片真情
所打动、所幸福、所健康。这些年来，这
群辛勤的蜜蜂一直在酿造着甜蜜和幸

福，并悄悄地感染着主人的子孙们。
哦！爱情需要岁月磨砺，婚姻需要

精耕细作。
当我把目光聚焦到银发一族时，他

们相扶相携，相濡以沫，芸芸众生中，这
道风景线是多么美丽，多么壮观，多么
真实——

夕阳西下，晚风轻拂，一对老夫妻
步履蹒跚，两手相牵，徐徐前行，此时，
没有青春的浪漫激情，但他们心静如
水，心心相连，形影不离；

一辆三轮车载着满满的废纸在大
街上行驶，老头谨慎驾车，神态自若，坐
在身边的老婆，花白的头发被街风吹拂
着，一天的劳动收获的喜悦挂满眉梢，
看样子，她的幸福指数不逊于宝马车里
的俊男靓女；

公园里，春光中，轮椅上，老伴在认
真地为老头剪脚趾甲，那种仔细和深
情，俨然是在精雕细琢一件艺术品，而
不是抱着一双臭脚丫似的；

广场上，老头推着轮椅上的老伴和
我相向而来，刚看见，我猜测他们的心情
应该是阴郁的——一个被病魔所缠绕，
一个被病人所连累，当我们走到一块时，
他们要下一个台阶，老头娴熟地将两个
车轮先后轻轻挪下——“咯噔，咯噔”，此
刻，我看清了他们的表情并不是我想象
的那样，他们都是那么自然、轻松和幸
福，他们也许早早度过了那个阵痛期，现
在，老伴为有老头的精心陪伴而幸福，老
头为老伴的身体稳定而踏实。

世界上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
现。我的邻居精心护理半身不遂的老
伴13年了，过去我并不在意，如今越发
觉得她是那么了不起——

清晨，4点多钟，她就起床为丈夫洗
漱、烫鸡蛋、冲奶粉，待鸡蛋、奶粉可口，
就一勺一勺地喂，喂罢，为丈夫擦嘴，下
楼，此时，曙光漫天，牵着他的手，向着太
阳，信步行走在滨河公园，天天如此，月
月如此，年年如此，他们成了公园里的一
道风景，人们为她竖起了大拇指；

一日三餐，悉心调理；喂汤喂药，尽
心尽情；冷暖变换，即时增减衣服；晚饭
后，她还带他到广场上散步锻炼；

他言语不清，但那笑口常开的面容
就是对她的最佳回报；

亲戚们夸赞：没有她的不懈付出，
他的生命就无法保证。

是的，他的生命和幸福完全依靠她的
照料，而照料他也成为她生命和幸福的重
要内容——他和她，已成生命共同体，彼
此互为幸福，这是爱情的最美状态。

啊！这一对对老人，都是生活的勇
士、人生的胜者，在漫长而坎坷的生涯
中，打败了遇到的困难、诱惑和挑战；

啊！这一朵朵爱情之花，竟然如此
奇妙，几经寒暑，几经风霜，有着春花的
鲜艳、夏花的怒放、秋菊的顽强、冬梅的
幽香。

目光，让我对生命有了新的感悟；
目光，从大千世界中发掘真善美，以滋
养我们的心灵。

目 光 之 变生活手记

□常顺卿

老田是我的小学兼中学同学。毕
业后，我去当兵，他去当了石油工人，
至此天各一方。

几个月前，我们忽然在小区相
遇。几十年未见，有说不完的话。找
了家小酒馆，话匣子慢慢打开了。

参加工作的第一年，当年还是小
田的老田，跟着工程队来到了山东东
营胜利油田建设装置。一下汽车，望
着无边的盐碱地，小田傻眼了，从没离
家生活过的他，无法想象在这片荒芜
的土地上如何生存下去。

从搭建活动板房宿舍开始，小田
和他的工友们从头做起。由于地处盐
碱地，从水井中打的水苦涩难饮，远不
如洛河水那般甘甜。洗后的衣服上会
形成由盐花组成的一片片地图，饭菜
中还时常会吃出莫名的小颗粒。

那时还没有卫星天线，电视机就
是个摆设。业余生活除了看那几本快
翻烂的杂志，就只能看着远方发呆。
多少个孤寂的夜晚，小田时常会一人
走到空旷处，仰望浩渺的星空，对着家
乡的方向发出来自心底的嚎叫。

一次狂风暴雨导致宿舍垮塌，成
为压垮小田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彻底
崩溃了，实在忍受不了这炼狱般的日
子，向领导提出了回家的请求。

领导没有马上答复，而是给他拿
出了一本书。这是反映我国石油行业
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一本简史。小
田翻开书，映入眼帘的第一张图片就
是铁人王进喜跳进泥浆池抢救井架
的场景。那是在1960年的一次石油
大会战中，在打第二口井时发生了井
喷。现场没有压井用的重晶石粉，只
能用比重较大的水泥代替，但是需要
不停地搅拌。在临时找不到搅拌机
的紧急关头，王进喜不顾腿伤，毅然
跳进池中用身体来当搅拌机。他拼
命地挥舞着双臂让自己旋转起来，以
防止井喷进一步恶化。工友们在他
的鼓舞下也都跳了下去……几个小
时后，井喷停止了，井架和油井安然
无恙。

看完这段辉煌而又艰辛的石油发
展史，小田陷入了沉思。

在此后的30多年里，小田从一名
学徒工逐渐成长为焊接技术熟练的行
家里手。经他焊接过的各种罐区和
管线，北有大庆油田，南有广东石化，
昆仑山脚下焊花四溅，舟山群岛上他
挥汗如雨。前些年他还远赴非洲苏
丹，在喀土穆炼油公司援建了3年。

如今已是霜染华发的老田平均3
至5年就要换一个“战场”，他的微信
名叫“四海为家”，这也是他身旁工友
们用得最多的一个名字。为了和别人
有所区别，他还特意挑了朵牡丹花做
头像。因为老田时刻记着，不管离家
多远，家乡的牡丹都在等着他归来。

老田的头像

□吕晓轩

前段时间，我和母亲去了甘肃的
二姐家，二姐决定带我们到甘南游
玩。一听说去的地方还有红军长征走
过的草地——若尔盖花湖，母亲顿时
很高兴。

若尔盖花湖海拔 3000 多米，而母
亲 83 岁，有高血压、心脏病，还腿疼，
在老家，连距家二三里的大集她都走
不到。

我们都劝她别去了，她不肯，非得
去。我说，到那里万一有了高原反应，
您出点啥事可咋办？她说，出事就出
事。没办法，我们只好由着她。

去花湖之前，我并没有对它有过多
的了解，只听说晴天时，蓝天白云倒映
水中，非常美。

可我们到那里的时候，下了雨。雨
滴虽小，却直直地从天上下来，像小锥
子一样密集而有力度。花湖 7 月的气
温也比我们想象的低许多，我们穿着薄
薄的外衣，打着哆嗦，看着别人穿着厚
衣服，从我们身边走过。

我们又劝母亲，您不去吧，留在车
上，外面太冷，又下着雨。

母亲说，去。语气不容置疑。
买了雨衣，一人一件。有雨衣隔离

了风雨，反倒暖和些。
我拉着母亲瘦弱的手，一起走在湿

漉漉的木栈道上。木栈道建在草原上，
水草丰美，不远处还有一大群羊在雨中
悠闲地吃草。一些飞鸟，飞来飞去。不
怕人的飞鸟，扇着双翅，啄食着人们手

中的食物。
木栈道看起来非常长，在望不到边

的草原里延伸，几乎看不到尽头。虽然
天气不好，游人还是挺多的。我和母亲
顺着人少的地方，一直向前走。

草原里的水渐渐多起来，在一些地
方，聚成了大大小小的洼。没有洼的地
方，也能明显看到绿草下面的水，在暗
暗地荡着微波。

走着走着，草明显地少了，变成一
簇一簇，像花儿一样，立在如镜的湖面
上。各种水鸟，在湖面上游动，一会儿
飞起来，一会儿又把头扎进水里，只剩
下尾巴。

真好看啊！我不禁赞叹道。母亲
一直没有说话，她只是多次试图脱离我
的手，不想让我搀扶。她的腿好像从来
没疼过。她慢慢走着，慢慢看着这一望
无际的沼泽地，仿佛想把这里的草和水
都印在心里。

“原来这就是红军长征走过的地
方。那这下面有很多人啊。”母亲说。

望着母亲，我心里一震，忽然明白
了母亲为什么执意要来到花湖。

“不知道都是谁家的娃子啊。”母亲
喃喃地说。

我没有说话，不知道怎么安慰她。
我想起了学生时代学习的红军过雪山
草地的课文，还有小时候母亲讲的长征
的故事。眼前这一片美丽的湿地，就是
当年的沼泽。

“要不是他们，我能活到现在，还能

来这里旅游？”听母亲说着，我不敢看她
的眼睛，只是紧紧地拉住她的手。

忽然，她停住了脚步，挣脱了我的
手，面对着草原，大声说：“我知道你们
在这里。你们辛苦了，好好安息吧。”

草原上的风夹杂着雨滴，打在我们
身上，落在水里，唰唰地响。

我们遇到了一起来的人，他们都劝
我们原路返回，说继续往前走还有很远
的路才能到上车的地方，他们怕母亲走
不下去。母亲说，远点怕啥？走完这里
的路，回去也不后悔。

只有我知道母亲的心思，我谢绝了
他们的好意，陪着母亲继续往前走。

母亲最终还是脱离了我的搀扶，她
说自己走自己的，这样都不耽误事。她
蹒跚地跟在我后面，我走几步就要回回
头看看她，她总是把手一挥，让我不要
管她，走自己的路。

一名女游客看见了母亲，好奇地问
她多大了。我说，83 岁。母亲说，哪
有？我才38岁。我们都笑了。女游客
对母亲竖起了大拇指。

整整一个半小时，母亲走完了若尔
盖花湖上的木栈道全程，并且按时到达
上车的地方。同行的人都在夸赞母亲
年迈还能走这么远，只有我明白，是一
种什么样的精神、什么样的情怀，在激
励着母亲，使她不顾病痛、不惧高原反
应，倔强地来到这里，走完了这段路。
我知道，即便回去她腿疼得下不了地，
她也不会后悔。

母亲的倔强
□王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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