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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雎宁话张良
! 佟道庆

雎宁是我的故乡。自 1951年从雎宁中学报
考军校离家后，飘泊异乡几十年，如今须发凝
霜，但每当看到或听到“雎宁”二字，心中总有种
莫名的激动，因为这里是我的先辈们生生息息
的地方，是我的衣胞之地，留有我儿时许多难忘
的记忆。今年清明节，借祭祖之机回雎宁，以慰
思乡之苦。

雎宁的历史文化极厚重，有 4000多年的文
字记载。史载汉置雎陵县，金兴定二年取“雎水
安宁”之意改置雎宁县，建县史 2200多年。现有
总人口 160余万。

如今走进雎宁，那大气前卫的城市建筑令
人惊诧，活跃繁荣的市场经济使人振奋，诸如铜
牛灯、汉像画石牛耕图等等众多汉文化遗存更
让人惊叹。城区元府路上的天缘广场是一处多
功能的城市中心广场，它与威尼斯商城、时代商
城、金府园商城及中央步行街相连，形成一个独
特的商业文化圈，因此这里日夜车水马龙人流
如织。在广场南侧沿城河畔立着 16根用巨型花
岗岩雕刻的历史名人柱，更是雎宁的点睛之笔。
历史上张良、刘备、曹操、邹忌、米芾、司马迁等
都曾留迹雎宁，今天这些历史人物都在历史名
人柱上鲜活起来。游人品读 16根名人柱，了解
历史，对话先贤，遥思千古，回味无穷。

翻读雎宁史书，有一个地名你是绕不过去
的，那便是“下邳“，在雎宁的发展史上，下邳有
极其辉煌的一页。史书上的下邳古战场，就是今
天雎宁县属的古邳镇。汉初三杰张良、萧何、韩
信都曾在下邳演绎过惊心动魄的故事。张良庙
便在古邳镇西门外。

正是雎宁三月花似锦，在蜂飞蝶舞的春光
中我驱车来到古邳镇。在县教育局王伟科长和
古邳中学朱烁红老师引导下，先参观了“圯桥”。

“圯桥进履”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故事的主人
翁便是张良。

张良，字子房，原为韩国贵族，家产十分富
有，后韩国为秦国所灭。张良为报灭韩之仇，散
尽家财招募刺客谋杀秦始皇。秦 29年（前 218
年）始皇再次东游，走到阳武县（今河南原阳县
境）南的博浪沙时，张良派的刺客操 120斤重的
铁椎上前行刺，因误中副车，刺杀失败，秦始皇

下令天下大搜捕。张良改
名良生，逃往下邳隐居。

在中国历史上，张良
向来以足智多谋著称，而
张良的智慧来源，司马迁
在《史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张良逃亡到
下邳以后，一次在城外散步，在一座桥上遇见一
位拄杖老人。此时老人脱掉鞋子并踢到河里，便
让张良把鞋子取上来。张良见状很是生气伸手
想打，但想老人年纪大了，便强忍怒气走到桥下
将鞋子拾上来还给老人，而老人却说“给我穿
上”。张良心想，既然捡上来了，再给他穿上也无
妨，他跪在地上为老人穿上鞋后，老人笑笑就走
了。张良心生奇怪，一直注视着老人背影。但老
人又走回来了，对张良说：“孺子可教，5天后天
亮时分你在这里等我。”张良答应了。5天后张
去桥上赴约，见老人已先到。老人见张良来迟十
分生气：“与长辈期会怎么能迟到呢？过 5天再
来。”过了 5天，鸡一叫张良便起身前往。一看老
人又已先到。老人发怒说：“为何又来迟？去，过
5天再来。”又过 5天，张良半夜就到桥头等待，
过了一会老人也来了，见到张良很高兴地说，应
该如此。说着老人将一卷书交给张良，并对张良
说：“读了这个就可为王者之师，10年之后你当
有所成就。”说完老人便走了，这位老人便是传
说中的黄石公，他送给张良的是《太公兵法》。张
良得此书后，勤奋研读，深得精要。为了反秦，秦
二世元年（前 209年），他招募数百兵勇响应陈
胜吴广起义，在去留地途中遇见刘邦，自此张良
便一生追随刘邦，终于帮助刘邦成就西汉王朝。
被后世称为汉初三杰之一。千百年来“圯桥进
履”的故事代代相传，圯桥也屡毁屡建，今日的
圯桥是 1981年重建的，立青石碑一块，拜谒张
良庙的人无不先至圯桥怀古，因为张良一生千
古风云事，皆从圯桥始。

张良庙又称留侯庙，最早建于唐朝末年，宋
明时期分别重修过，清康熙年毁于大水。今日的
张良庙是 1997年在遗址旁重建的，前后两进环
以走廊。庙内庙外绿树浓灌，一股淡然恬静的清
幽之气拂面而来。庙门两边一副楹联：“报韩仇
椎博浪知难而进穷一时，兴汉业筹帷幄功成身

退垂千古。”这副楹联对
仗工整，内容是对张良一
生政治生活的高度概括。

我走进张良庙后殿。
青砖小瓦的建筑并不巍

峨却很肃穆。游人不多但供桌上供果鲜灵，香烟
缭绕，足见下邳人对张良的深厚情怀。端坐我面
前的是张良塑像，模样并不威严。此时我想问他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秘诀，他好像很谦虚，他无
语……史书上说他体弱多病，“柔弱如妇人女
子”。若上战场刀兵相见，说不定是老吃败仗的
一个。然而他思虑天下大事智慧超人，关键时刻
为刘邦出奇谋不下数十件。而刘邦对张良言听
计从，终成大业。如关中灭秦；进军霸上待机；周
旋鸿门脱险；求汉中地，烧栈道，壮刘邦实力而
又固项羽无西忧之心；说黥布，连彭越，用韩信；
分地与韩、彭借以灭楚；封雍齿以安群臣以及西
都关中十策等等，都为汉高祖刘邦夺取天下和
巩固政权奠定了坚实基础。刘邦在楚汉相争中
既有指挥才能又很有自知之明。他夺取天下建
立西汉王朝后，在一次总结成败得失时说：“运
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镇国
家，抚百性，给馈晌，不绝粮道，我不如萧何；连
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三人皆
人杰也。”看来刘邦的政治见识及心胸度量远胜
项羽，楚败汉胜乃必然结果。

在刘邦起兵灭秦，与项羽争夺天下乃至稳
定西汉王朝的历史进程中，张良屡献良策，立有
不世之功。但他从不居功自傲，不贪爵禄富贵，
深谙功成身退的道理。刘邦平定天下论功行赏
时，一批大臣获得分封，但仍有人居功邀赏。而
张良十分淡泊，他说：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
金之资，为韩报仇反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之舌
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
矣。于是他放弃人间事务，随赤松子学仙论道，
游历山川追求延年益寿去了。张良一生其功之
大、其智之广、其德之高，确非常人可比，真可谓
超世奇才、谋臣之楷模。汉高祖八年（前 180年）
张良去世，谥号文成侯。

离开张良庙，我们走进古邳中学的汉文化
广场。广场规模并不算大，但张良塑像、“圯桥进

履”以及众多再建的汉文化遗存，为校园广场增
添了许多亮点。校门右侧有近五六十米长的环
形长廊，布展的作品生动地复活了下邳几千年
的历史和记忆。

史载 4000多年前夏朝奚仲受封来到下邳
定居，2000多年前的春秋五霸之一宋襄公率兵
到下邳修筑加固下邳城。从夏商周到隋唐，下邳
先后 22次为郡国封邑，辖区包括今天的徐州、
宿迁、安徽的泗县、灵壁，山东定陶，河南的清
丰、濮阳等地。古代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
这里，如以讽齐王纳谏而闻名的邹忌受封于下
邳；曹操决沂泗之水淹下邳城；缢杀吕布也发生
在这里。困凤堂则是曹操围困关羽和刘备甘糜
二夫人的地方。刘备、司马睿、刘裕都曾在这里
招兵买马积蓄实力终成一代帝王。孙坚曾任下
邳县丞，其子孙权就出生在下邳官衙内。大书法
家米芾以礼部员外郎并管下邳，最后病逝于下
邳任所。古代下邳十分繁华，城池分外城中城内
城，雄伟壮观；城内街道纵横，店铺林立，行人车
马不绝于市。王维、李白、李商隐、温庭筠、文天
祥、苏轼、苏辙、冯梦龙、归有光等众多文坛圣手
都曾在下邳留下诗文，光照千秋。康熙、乾隆二
帝曾数次来下邳察访民俗、民情。

清康熙七年（1688年）7月 24日深夜，山东
郯城发生 8.5级大地震。随后黄河决口，洪水夺
淮入泗洪水遍地，下邳城在翻滚的浊浪中沉入
水底，埋入黄土。只有记忆在史籍中闪光，故事
在人间传递。今天的古邳镇是大地震后在遗址
旁陆续建起来的。目前镇区常住人口七万多，八
个规范的住宅小区，五六里长的镇区主干道串
联起日字形的商业区兴旺又繁华，古邳镇也成
为雎宁县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区域之一。

时至中午，谢绝朱老师的热情挽留，在回县
城的路上我仍觉意忧未尽。历史是现在与过去
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雎宁县城建有汉文化广
场，一座普通的乡镇中学也建有如此规模的汉
文化广场，我想这块黄土地上的我的乡亲们决
不是在重复讲述一个悲壮的历史故事，而是让
人们在深厚的历史积淀中获取智慧和营养。从
这个角度看，县城和古邳中学皆是独具匠心。

周巷中学
! 周卫芳

周巷中学与小学连在一起，位于镇的西
边。学校四周被田野包围着，唯东边有一条
南北走向的小河，把学校与人口集中的镇中
心分隔开来。河上仅有石板铺成的小桥，没
有栏杆。每天，学生穿过窄窄的小桥，并没有
哪个学生掉进河里之类的危险事情发生。

在那个年代，学校的规模不算小，不但容纳了周巷镇的
学生，周边乡镇的学生也来就读。三排教室，一排办公室，外
加食堂和宿舍。一条南北走向的砖头路把教学区、办公区及
生活区分开，教室在西边，办公区及生活区分布在东边。每排
建筑物之间是菜地，种植各色蔬菜瓜果，供给学校食堂。学校
的大门在最南边，那儿有几棵大白杨树，枝叶很繁茂，夏天有
洋辣子。学生喜欢抄近路，很少走正门，从小学大门直插过
来。

那时候男女生同座。初一上学期，我跟一个个子矮矮的、
很斯文的汤姓男生同座。他不是本镇的，来自隔壁村，每早要走
半个小时的路来上学，但他很准时，从不迟到。我们不但相安无
事，他还教会我很多东西。例如，如何通过透进教室的阳光判断
大约时辰，以及把火柴放在光线聚焦的位置，引起自燃。

初一下学期，同座换了，磨擦不断。我跟那个男生好像是
前世的冤家，互不相让。那时流行三八线，我们在桌上画一条
清晰的三八线，不管谁不小心越过那条线，都招自对方一拳。
下课时，坐在外边的一方赖在座位上，不给对方通过。坐在里
边的那个，如果要出去，不得不从桌底钻或从桌上爬出来。

初二，我被老师指定做班长，我并不具备领导才能，同学
也不怎么服我。有一次上班会课，班主任有事，让我顶上，并
让我顺便跟学生讲讲时政。我报纸看得多，就跟同学们侃起
了国内外大事，重点讲了日本的新首相。讲的是课外的东西，
同学们听得挺投入，我也讲得头头是道。事后，我挺佩服自
己，四十五分钟的一节课，就被我这么轻松地打发了。

初三学习生活无疑是紧张的。乡下孩子为了跳农门，都
铆足了劲，埋头苦学，争取考上中专之类的学校，以解决户口
和工作之类的问题。

那时候，我们都早起晚睡，挤出时间学习，大部分学生的
睡眠严重不足。早上第一节课，我们都萎靡不振，头耷拉着，
像小鸡吃米一样。我们担心被老师发现，用清凉油在眼皮上
抹一下，眼睛被辣得通红，眼泪直流，睡意全无，继续振作精
神上课。

初三上晚自习，大约在九点半左右放学。学校经常停电，
学生要自备蜡烛。每次停电都会引起同学们的一阵欢呼，两
间教室亮起了几十支蜡烛。部分用功的学生继续埋头苦学，
大部分借机放松一下，开起了座谈会。烛光摇曳，谈兴正浓，
欢呼阵阵，所有的学习压力都烟消云散，我们又恢复青少年

快乐的本性。
学校后面是大片的农田，秋播麦子春种

油菜。春秋两季，气温适合，我们喜欢在下午
两节课后，去麦地或油菜田看书温习。春天
油菜花开得正旺，去菜地看书的同学特别

多。既可以观赏自然美景，又可以躲避老师的监督，一举两
得。

那时恰同学少年，情窦初开也算正常，班上有两三对男
女生暗生情愫，偷偷交往。我们的班主任立场坚定，坚决制止
早恋，采取一切行动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我们去校后农田
看书，班主任时不时搞突击，去麦田或油菜花地里搜查，看有
没有学生在那儿谈情说爱。学生们早有防备，班主任没什么
收获。

每个星期，我们都有一节劳动课。学校有菜地，种的蔬菜
瓜果够食堂自给自足，我们的任务就是料理那几块菜地。对
于乡下孩子来说，担水、挑粪、松土、栽菜、施肥都是些稀松平
常的事情，难不倒我们。

我喜欢栽菜，把细的栽秧子从地里拔出来，单个栽成行，
预留足够的空间让它们长大长肥。我们这帮女生经验不够，
把菜秧栽得东倒西歪，它们似乎不受影响，长势总很旺。附近
的村民经过学校，总是讶异那几块菜地的喜人长势。

快乐的日子总是转瞬即逝，三年初中生活很快结束。学校
安排了两条挂桨船，把一百多个学生送到临泽中学参加中考。
整个中学阶段，我的成绩还不错，也很自信，对中考不是太担
心。部分同学坐在船上，神情凝重，对着船边的河水发呆。

三天中考，大部分同学住在临中宿舍。其实就是大统铺，
男生挤在几间宿舍，女生也一样。床就是一块木板，加上一床
蒲席，那时候司空见惯，考生不觉得简陋。伙食更是简单，一
大盆青菜汤，也可以算是一盆清水，上面漂着几根菜叶和几
滴油花，外加几条菜虫。虽是清汤寡水，同学们仍旧吃得津津
有味。

父亲在镇上帮我订了一个旅馆，我和同学住了进去。周
巷离临泽不算近，八公里左右。三天中考，父亲每早从周巷走
到临中送我进考场；中午，他早早地在饭店炒好菜，等我下考
场吃饭；下午考试结束后，他又匆匆赶回周巷照看家里的小
店。每天，他从周巷临泽走一个来回，行程十六公里。

考试结束后，大部分同学留在镇上看电影，我和少数的
几个同学乘船回周巷。考试既已结束，书也不要了，船上散落
的全是书，我捡了一大包书回去。

中考放榜，我没有达到师范分数线。师范与县中不可兼
报，我被临泽中学录取，父亲托了人，把我转到县中。我总在
想，如果我留在临中，所有的好朋友都在那儿，高中生活是初
中生活的延续，将会是一如既往的快乐。

阅读，不只是“读书日”
! 高晓春

4月 23日，我们迎来了第 21
个“世界读书日”。读书日前后，媒
体都会刊载诸多名人读书的趣闻
逸事，各部门也会组织一些文学
沙龙和读书交流活动等。然而，读
书日过后，有些人的读书意识开
始淡化。这实在是不可取。

据报载：“欧美国家人均每年
阅读量达 16本，北欧国家达到
24本，我国较多的说法也只有 6
本。”从这些数据来看，国人阅读
数量实在少得可怜，令人堪忧。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人生大抵是离不开书的，一本好
书，便是一座美丽的精神驿站，让
你的心灵得到洗涤。打开书，有淡
淡的墨香、怦然心动的文字和引
人入胜的情节；在书中，你可以置
身清静的世外桃源；合上书，有萦
绕于心际的回味、未了情节的遐
想和心中慢慢的体会。

每一本好书，都不可避免地
带着时代的印记。它会感染人的
灵魂，塑造人的性格，继而改变人
的命运。那树立君子风范的《论
语》，那注重教化学习的《礼记》，
那哲学思辨文才斐然的《庄子》，
那“通古今之变”的《史记》……中
华民族为自己的子孙后代留下如
此多的精神财富，为人类
贡献出了如此璀璨的文化
宝藏。这些财富和宝藏传
递着民族的智慧，滋养着
华夏儿女的心灵，是我们
孜孜以求、取之不竭的财
富。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
学以读书为本。”在知识改

变命运、读书成就未来的今天，只
要坚持读书，人在无形中精神会
渐变丰满，心境恍若明镜。其心智
会更加成熟，逢曲折不矢志，遇波
澜不惊慌，招风雨不飘摇，得之淡
然，失之坦然，能正确看待荣辱得
失，牢牢把握人生的方向盘。

“书到用时方恨少。”在阅读
上我们不妨学习犹太人，犹太人
爱读书是全世界出了名的，这个
民族出现了爱因斯坦、弗洛伊德
和马克思这样的科学家和思想
家，培养出多个诺贝尔奖得主。如
此丰硕成果，令世人称颂。

“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
读书迟。”如果一味地等待，日复
一日，年复一年，就会“春去秋来
老将至”，到头来落得两手空空的
下场。比比先贤，那些“凿壁偷光”

“囊萤映雪”“负薪挂角”的掌故不
值得我们学习吗？再说，我们现在
的生存条件比先贤不知好了多少
倍了。

当年苏轼的好友黄山谷曾坦
言，三日不读，便觉语言无味，面
目可憎。再说，“刀不磨要生锈，人
不学要落后。”让我们拿起书本，
一起享受阅读的乐趣，品味这“人
类的营养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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