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鸥鸟

作家的一支笔，被当作刀剑时，剑
锋所指，务求见血封喉，一刀毙命；被
当 作 琴 瑟 时 ，抚 弦 而 歌 ，哀 我 苍 生 黎
庶，如泣如诉。建安七子中的陈琳，手
中就有这样一枝能化胸臆为诗文的如
意之笔。官渡之战前，当他为袁绍作

《为袁绍檄豫州文》时，笔为刀剑，出招
既准且狠，刀刀直逼要害。而当他饮
马长城时，诗人的一腔忧民情怀被百
姓 疾 苦 深 深 打 动 ，笔 为 琴 瑟 ，拨 动 琴
心，为役夫、思妇倾情代言，写下了那
首流传千古的《饮马长城窟行》。

陈琳的这首《饮马长城窟行》用乐
府诗旧题，通过修筑长城的士兵和他
妻子的书信往来，揭露了无休止的徭
役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全诗突出
表示了一个“死”字。役夫面对长城下
同伴们累累的白骨，面对繁重的徭役，
深知摆在自己面前的只有死路，要么
奋起反抗格斗死，要么累死。在这悲
惨的死亡中死去的不仅是役夫自己，
还有发誓为他殉情的妻子。诗人通过
对一对夫妇生活原生态的叙述，展现
了被压迫者悲惨的生存境遇，从而揭
露了统治者的无道与残暴。

该诗开头“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
骨”两句，缘事而发，触景生情，以水寒
象 征 性 地 凸 现 了 边 地 恶 劣 的 自 然 环
境。这是一个在死亡笼罩下的寒苦境

遇，由此引出役夫不能忍受苦役，前去
对督工的长城吏请求：“慎莫稽留太原
卒！”“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冷酷
的长城吏没有正面回答役夫的问话，
而是面无表情地说：“领导自由安排，
闭上你的臭嘴，老老实实干活儿吧！”

役夫面对当权者的冷酷无情，不
再抱有幻想，发出了心底愤怒的呐喊：

“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
役夫的这句呐喊有两层含义：一是役
夫认为男子汉大丈夫宁肯战死沙场也
不愿无休止地在这里修长城；二是你
们如果继续把我羁留，我就是豁出去
跟你们拼了，也不会再窝囊地活下来
做苦役。这种不愿忍受苦役，宁可战
死的愤怒情绪，是将要造反的危险信
号。诗人在这里揭示了当时尖锐的阶
级对立矛盾，反映了被压迫、被奴役的
人民对暴政的强烈不满。

此诗前半部分写役夫与长城吏的
对话，后半部分写役夫与他妻子的书
信往还，中间赋兴四句，承前启后，作
为过渡：“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
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长城延绵
漫长，工程浩大无尽；劳役遥遥无期，
役夫难踏归途；少妇望穿秋水，雁阵几
回寒暑。怎么办呢？役夫只好痛苦无
奈 、言 不 由 衷 地 写 信 给 妻 子 安 排“ 后
事”：“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嫜，时时
念我故夫子”，趁年轻赶紧改嫁了吧，
到了新夫家，好好地侍奉新公婆，能时

常想念我，我就心满意足了。这几句
话如刀割肉，分明是活人当作死人别，
令人潸然泪下。

“君今出言一何鄙”，妻子接到信
后感觉受到了极大的委屈和侮辱，都
是患难夫妻啊，你怎么就这样不了解
我 呢 ？“ 身 在 祸 难 中 ，何 为 稽 留 他 家
子！”那些遭天杀的当权者啊，你们为
什么要活活拆散我们恩爱夫妻呢？

“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
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此句
一反封建时代重男轻女的观念，说出
了违反常理的话，可见民愤之大。后
来杜甫在《兵车行》中写下了“信知生
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
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
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
阴雨湿声啾啾”的诗句，追本溯源，显
然是受陈琳这首乐府诗的影响。

诗的结尾是妻子以死明誓：“结发
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
妾何能久自全。”一日夫妻百日恩，既
然我嫁给了你，就要和你生不同裘死
同穴。你在边地受苦，我在家里苦守，
若不能夫妻团圆，那我们就共赴黄泉！

□ 吴爱民

在许昌市农场二分场，提起王聋
子，无人不知。

王聋子的确聋，那是早年落下的
毛病。与人交谈，他会时常用手去捂
一侧的耳朵，用力倾听。如今戴上了
助听器，他还是保持这样的习惯，不时
去摸一下助听器，可能还是听不清。

王聋子吃了聋的亏。虽然他 1952
年参加工作，1956 年来到农场，长期担
任二分场领导，可一直是副职。不是因
为他能力不够，也不是他工作不积极，
就是因为聋。作为农场的基层领导，你
让他去市里开个会、听个报告，回来问
他讲的啥、说的啥，他没听清，自然道不
明，没法儿向领导汇报，更无法向群众
宣讲。可他从不把当官当回事儿。他
既是二分场领导，也是农业技术员，把
心思全用在了农场的土地上。哪块地
种的啥，苗该剔了，药该打了，麦子该收
割了……他事事操心，谋划在胸。

当年，国家推行计划生育，要求凡
有生育能力、家有孩子的育龄夫妇必
须采取绝育措施。王聋子很勇敢，一
个人去医院做了绝育手术。作为男同
志 ，敢 于 承 担 ，第 一 个 站 出 来 做 了 结
扎，在农场引起很大轰动，既给大家做
了表率，也让职工们大吃一惊。有人
问他：“王聋子，不后悔？”他哈哈一笑
说：“后悔啥？我有儿有女，啥都不想
了！”

作为二分场的农业技术员，王聋
子时常到田间转悠，观察农作物的生
长情况。

农场地块大，小则几百亩，大则千
把亩。周围个别村上的村民不自觉，
常把农场的庄稼当成自家的，想方设
法偷窃，多次被王聋子撞上。他有时
不顾一切撵到人家门口，要人家承认
错 误 。 为 此 ，他 的 家 人 也 受 到 了 连
累。王聋子把伤痛埋在心里，昂首挺
胸，继续在农场的田野里大步行走。

王聋子不但人好，脾气也好。他

虽然是二分场的领导，可从没半点儿
架 子 ，时 常 面 带 喜 色 ，跟 职 工 们 开 玩
笑。几十年来，二分场的大人、小孩儿
很少叫他官称，都爱叫他王聋子。他
从不计较，总是满心欢喜。

时至今日，王聋子和病残的老伴
儿依然住在低矮、破旧的老房子里，可
他一点儿也不感到委屈。他说：“现在
多好，啥也不干，我一个月领 4000 多元
的退休金，是咱农场退休人员中最高
的，我知足了。我在农场几乎干了一
辈子，总结下来八个字：尽心尽力，无
悔无愧。”

有人说：“啥是以场为家、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的农场精神？去王聋子
那儿看看就知道了。”

如今王聋子已 87 岁高龄，身体依
然很好。如果你去二分场，遇上一个
光头、光膀、满面红光的白胡子老头，
不用问，准是王聋子——许昌市农场
的知名人物王泉海。

王聋子

20202020年年1010月月1212日日 星期一星期一 编辑编辑 张大弓张大弓 电话电话 43960194396019 E-mailE-mail：：xccbbjb@xccbbjb@163163.com.com文峰塔 15

莲
城
诗
话

栏目主持栏目主持：：庄生庄生

□ 庄生

七律
看《外交风云》感咏

司徒雷登贤者

美国身儿中国心，
百年辛苦洒甘霖。
临危欲挽狂澜倒，
挚念终怀梓里吟。
长校燕京功盖世，
弥缝龙姆效微涔。
西湖翠柳应含笑，
隔世方知故友襟。

亦为刀剑亦为琴

建安风骨（19）

□ 尹志伟

秋分节吟遐

节莅秋分昼夜均，
清风爽逸啸吟频。
飞鸿别梦知寒暑，
归鹤临期却北辰。
野草露华侵月色，
汀芦霜意带花尘。
浮云昊宇神驰影，
胜赏情钟景物新。

□ 韦龙

中秋望月抒怀

其一

来从穹顶出天门，
梦与人生俱不真。
半世浮萍空寂寞，
中秋明月满销魂。
后生惆怅无多少，
先我多情有几人？
莫论功名谁在世，
风流一念动千尘。

其二

身寒今付与宵寒，
心梦飘零竟未还。
沧海前生谁共处，
天涯此刻月同圆。
红尘掌上香犹在，
白首臂弯泪岂堪。
万法思来皆寂灭，
人间唯有别情难

姜涛 摄

本期版头题字：郭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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