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部从唐代到现代系统完整的田
氏家谱散失，我多年征询搜集又得到零
星的一册。阅后有一些关于“田翰林一
跪论三堂，康熙皇帝尊师重教”的杂感，
就写了出来。

田喜篝，民间称田翰林。据家谱所
记（县志也有同样的记载），田翰林病逝，
其长子田邰植遣仆赍遗表告于朝。康熙
皇上闻之震悼，不仅赐丧视二品礼恩，而
且皇封“田翰林墓”（俗称田家坟）。此
外，在御驾亲征噶尔丹中，还亲身到马邑
吊唁恩师田翰林。家谱这样记载：“圣祖
西征，路过马邑，士民环跪，皇上按辔问，
孰为学士田喜篝之子？次子田邰茁以名
为对，皇命侍卫予骑令随行，因问‘尔父
葬否？尔等读书如何？生产如何？有无
授职？’邰茁一一奏对。皇上面色喜温，
谕勉之。皇上回顾左右侍卫曰‘若面庞
何逼肖其父乃尔！’”由此观之，君臣恩
节，均可想见。随后皇帝又赐两块牌匾，

文曰：“教成天下”“世掌经纶”。御匾“教
成天下”创皇帝尊师的先河。“教成天下”
意即老师把我培养成真正的天子，一匡
天下的帝业。这样的评价，至高无上。
康熙皇帝是怎样的皇帝？为什么这样称
颂恩师呢？

首先从客观历史去分析：康熙皇帝
七岁继位，当时辅政大臣和太皇太后已
形成一个正确的共识：要想巩固入关后
清王朝统一中国的政权，只凭“弯弓射大
雕”的武功是远远不行的，必须有文治的
能力。为此，必须掌握汉族文化，也必须
依靠汉族中的知识分子去传授去教育去
培养。那么谁来培养康熙皇帝呢？

田喜篝出生于明朝崇祯壬申五年
（1632年），即后金皇太极天聪六年，其
先祖为避战乱才从丰城（现在呼和浩特
市）迁居马邑。因为幼年生活学习时期
饱经三皇（崇祯、顺治、李自成）争夺天
下战乱之苦，因此，从小就非常憧憬一

个和平安定繁荣昌盛统一的中国。康
熙（1661年）继位，田喜篝正中进士，康
熙三年（1664年）进入翰林院。他是怎
样被选为康熙老师的呢？

散失的家谱有这样的记载，现在竟
成了一个故事传说：“一跪论三堂”。据
说康熙当皇帝，是他的祖母孝庄皇后决
定的。康熙皇帝受教于田翰林门下，背
不下书就被老师罚跪。他的祖母去学
堂，发现跪罚一事，便怒不可遏，冲进学
堂拉起孙儿说：“背不背书将来也是皇
帝，何必受此跪罚！”田翰林见此不卑不
亢地说：“皇帝有别，跪则尧舜，不跪则
纣桀。”田翰林接着说，“朝堂以君为主，
家堂以长为主。学堂以师为主，臣今天
是老师，应该严教不能俯就逢迎，如果
三叩九拜少皇，使少皇心中毫无师道尊
严，他如何接受我的教育呢？只有家教
学教共同严格要求，才能把少皇培养成
文武双全的真正天子。这是太后的希

望，臣的目的，少皇的理想。”一席“三堂
论”，使太后转怒为喜，拉着孙儿一起跪
拜田翰林，也更加器重田翰林。

康熙在田翰林等人的教诲下，养成
了少年勤学的学风，到他十四岁亲政
时，已初步懂得君臣之礼和治国平天下
的道理，为他以后执政奠定了很好的基
础。田翰林在朝供职的三十年中，由于
他的忠贞、耿直、严谨，耻于逢迎燥进，
康熙皇帝嘉其才，最后擢携为内阁学士
兼礼部侍郎。田翰林在这个清制最高
的执行机关中，表率百官，掌仪天下政
事，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所以康熙皇帝
在总结自己一生时，把田翰林殊誉为

“帝王师”，他御赐的“教成天下”牌匾就
是对恩师的最高评价。

御匾“世掌经纶”又开了皇帝重教的
先河。康熙皇帝对田氏家族书香门第了
解深刻。家谱所记，从明成化年间（1484
年）的田彭考入进士到清田翰林入仕，田
家先后科考名录达60多人。“世掌经纶”
是对田氏家族承前重教的客观总结，也
是对田氏家族承后重教的谆谆谕勉。

读罢家谱，两块御匾“教成天下”
“世掌经纶”至今仍熠熠生辉，它昭示我
们后人应该吸纳精华，做到薪火相传，
发扬光大。

田翰林一跪论三堂田翰林一跪论三堂
●●田富民田富民

副 刊 32024年２月３日

星期六

离年越来越近，又到了过年打扫家
的时候，我的心是慌乱的。每年这个时
候，就会慌乱。从成家以后，觉得这是
一件非做不可的事情。不论上班多忙，
过年打扫家都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它
代表着辞旧迎新，扫去旧的尘土，迎接
新的未来。

我的玻璃还没擦，隔壁人家已经擦
完了。看着他们窗明几净的家，我更慌
了。每次算着日子，安排着打扫家的程
序。准备今天擦玻璃，洗窗帘，然后是
床单，然后是浴室……完美主义的我总
想在响炮前把一切地方都打扫得一尘
不染，没有一个死角，结果越想越慌乱，
就总用母亲说过的一句话“一响炮就都
安顿住了”来安慰自己。

住进楼房后，过年打扫家比起母亲
当年，实在是没什么事可做。只是受了
母亲的影响，感觉过年打扫是个必需的
工作。

母亲是教师，那时一到放寒假，就
是热火朝天打扫家的时候。用白土刷
房是必需的，这也是第一项巨大的工
程。把家具全部搬出来，爷爷和好白土
水，母亲用刷子开始刷墙。爷爷刷上
面，母亲刷下面，五间房子，工程巨大。
我喜欢闻白土水的味道。嗅着这个味
道故意喊出声音，听房内的回音。这个
时候是不用学习的，家具都搬出来了，
没地方学习，弟弟早一溜烟跑出去玩
了。我喜欢待在这样的地方，闻着白土
的味道，感受年要到来的气味。

墙刷好了，一片亮白，亮得刺眼，亮
得让你心亮。这种感觉就是全新开始的
感觉。接下来就是我的工作了。爷爷把
炕布卷起来，扫干净炕底，再在边上刷上
白土。我则是跳上炕开始擦围墙。我喜
欢擦围墙的感觉，在我的抹布下，绿色的
围墙一下下变得鲜亮，那些唱戏的人儿

仿佛洗了脸一样清爽再现。
擦完围墙，我开始里里外外擦家

具。那两个大红柜，一擦就鲜红欲滴，
尽管母亲每天擦，但是我感觉没有像我
这样擦得鲜亮。那个黄色五斗橱，擦得
黄澄澄的。五斗橱玻璃上绿色的百褶
布也要擦擦，绿得鲜亮。

我的书桌，栗色的新式家具，高低
柜，我也里里外外、前前后后擦干净，顺
便把书也整理一下。这个过程，就是一
个重建的过程，特别治愈人，内心跟着
自己清洗的动作，逐渐清凉，舒服。擦
完摆好，回音让家变得空旷，安静。有
一种清爽安宁的感觉。

下一步，糊窗花。这个在记忆里是
清冷的，爷爷用鱼刀把窗户上旧的白麻
纸刮干净。冬天的风就吹进来了，很
冷。然后再根据窗户的大小拆好新的
白麻纸，用浆糊粘在窗棂档上。一会儿
的工夫，窗户就全封好了。这也是一个

很治愈人的重建的过程。崭新的白麻
纸瞬间把窗户的风挡在了外面。白色
看着让人心亮。我把姥姥剪好的窗花
一个个贴上去。白的纸，红的花，白的
墙，绿的围墙画，红色的炕布，温馨的过
年新家的感觉就出来了。这是过年的
标配，温馨，干净，喜庆，祥和。

那时候的过年打扫家，要比现在复
杂，现在擦玻璃就是个大工程了。而在
那时候，擦玻璃是个收尾小工程，基本
由我负责。只是冬天太冷，记忆中擦玻
璃总是和冻得手发红联系在一起。

擦玻璃是我的强项，所以，结婚后
自己的家的玻璃我从不雇人擦。我觉
得擦玻璃是轻松的，因为我有奶功。小
时候，一开始擦玻璃也是擦不干净，总
是像画了个六六盘，一圈一圈的黑道
道。要不就是水渍明显。因此也很苦
恼。一块湿布子，一块干布子，里面擦
完跳到外面擦，里面看着干净了，擦完

外面发现是里面不干净，再擦干净里
面，又发现是外面不干净。如此跳来跳
去，还是擦不干净。那就姐姐也上手
了，一里一外，她指哪我擦哪，有时还是
不干净。后来母亲听说用报纸可以擦
干净水渍。于是，我有了新方法，沿用
至今。棉布清洗干净，擦一次，待水渍
没干，马上用报纸或者卫生纸擦一次，
玻璃洁净透亮，一步到位。

当年如此，现在也如此。擦完玻璃
后，把灯泡也擦擦。晚上开灯，玻璃黑
亮黑亮的，灯光明亮明亮的，照得家里
白色的墙上发出刺眼的亮光，一个清清
爽爽的家就出来了。过年打扫家的工
作也就全部完成了。

这个营生每年都做，以至于我结婚后
一到腊月就心急想打扫家，无奈我的工作
没有寒假，这个事情就放在了心上，却总
没有时间去实施，成了一种心里的慌乱。
以至于每年腊月，条件反射的心慌。

这不，看着别人打扫我又心慌了。
准备中午擦玻璃，明天擦家具，后天擦卫
生间的墙。好在不用刷房，糊窗花，比起
以前，工作量真是太小了。以前跟着母
亲打扫家是兴奋且快乐的。只动手不动
脑。我不知道母亲当年愁不愁，只看到
她精神饱满，笑容满面，大约也是开心
的，毕竟要过年了，一切都是新气象。

我是有点发愁的，不似小时候快
乐。家里大小事自己一个人包揽，劳神
费力。主要是劳心，什么时候做什么，
光想这些就很累了，动起来，不想反而
好些。

现在时兴雇人，我觉得雇人反而是
杂乱的感觉。一堆人穿着鞋进家，像打
仗一样，拿着抹布胡乱擦一气，算打扫
完了，未必真干净，反而让我觉得乱糟
糟的，不如自己一点一点去做。仿佛也
在打扫自己的心灵。安静地做，安静地
想过去一年的事情，什么事情是做好
的，什么事情是不该做的，这个安静的
过程仿佛也在清理自己的内心，一点点
地清扫灰尘的过程，也把慌乱一点点地
消除干净，直到最后大功告成。

坐在自己打扫干净的家里，年的气
息便弥漫了我的全身。

扫家过大年
●●樊海霞樊海霞

河边断案
有一天，纪县长带着两名警察下乡

去查访一桩案子。刚走到七里河边，就
看见两个人争吵，周围站满了观看的
人。纪县长走上前一看，原来是一个瘸
子和一个瞎子拽着一匹白布，都说是自
己的。

瞎子说：“我从城里买了一匹布，走
到河边过不去，就央求他背我过河。他
说不要报酬，白尽义务。可是一过了
河，就来抢这匹布，大伙儿给评评理，这
不是大天白日欺负我这个瞎眼眼吗！”
众人一听，很是同情这位盲人。

瘸子争辩道：“卬好心好意背你
过河，因为挟上布没法背你，卬才让
你背了布。做梦也没想到你竟然把
布说成了你的啦。大伙儿给评评这
个理呀！”众人觉得这位瘸子说的也
有道理。

然而，这匹布究竟是谁的，众人却
判断不清。这时，纪县长走上前来，仔
细端详了一下这两个人，微笑着接过那
匹布，赞叹着说：“好布，好布。这匹红
布的颜色可真鲜艳啊！”

瞎子听了纪县长的话后，高兴地
说：“对对对，卬买的这匹布就是大红
的！”纪县长听后，冷笑一声道：“乡亲们
给看看，这匹布是啥颜色的？”

“白色的呀！”众人纷纷回答。
“白色的，是白色的，卬刚才说错

啦。”瞎子慌忙纠正道。
纪县长勃然大怒道：“好大的胆子，

你这不识好歹、不讲良心的瞎眼人！”
纪县长狠批了一顿瞎子后，把布还

给了瘸子。

鞋匠吃甜
一天，纪县长刚刚走出县政府大门

口，迎面遇到三个拉拉扯扯的人。一个
商人模样的人抢先说：“大人，我是兴隆
布庄的掌柜，这个人从我的布庄买了一
匹布，本来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可
他拿上布走了已经大半天啦，忽然又来
店里向我要布，说是把布丢在店里了。
您快给我评评这个理呀！”

一个土里土气的农民打扮的人说：
“大人，刚才我从兴隆布庄买了一匹布，付
过钱后却忘了拿布，返回头来他店里取
时，人家就不给了。说我早把布拿走啦。”

这个掌柜指着另外一个戴毡帽的
人说：“大人，他叫卢皮，是我门店前的
钉鞋匠，他可以为我作证呀。”卢皮听
后，跨前一步说：“大人，我可以作证，我
亲眼看见这个人出店门时手里抱着一
卷布。”

纪县长看着农民打扮的人，心里
想，这样的老实人会捣鬼吗？说不定是
这两个人串通好要坑害买布人哩。于
是就把一个警察叫到跟前耳语了几
句。那个警察听了后，笑着走到那个掌
柜前，把他的帽子摘上便走了。过了一
会儿，警察抱着一匹布回来了，把布扔
到掌柜和卢皮面前。纪县长大声喝道：

“你俩看看，这是什么？”这两个人一看
事情已经败露，急忙跪在地下，供出真
情。周围的人看着眼前的事情，惊得目
瞪口呆，不知警察是如何把布找到的。

原来，警察听了纪县长的吩咐后，
来到兴隆布庄，把掌柜的帽子往柜台上
一甩，对店员大声说：“你家掌柜让我取
老农的那卷布哩。”店员看了看帽子，认

出是掌柜的，以为掌柜在纪县长名下说
了，也就不再犹豫，把布交给了警察。

纪县长把布交给老农，说：“你把布
拿好，好好回家过日子哇。”

老农走后，纪县长走到证人卢皮身
边，笑眯眯地说：“卢先生今儿作证有
功，你看是出钱呀？还是吃甜呀？”

为人奸诈、爱财如命的卢皮想了一
下，说：“大人，还是叫小人吃甜哇。”

纪县长于是让警察把布店掌柜和
卢皮带回堂上，把掌柜的裤子拽下来，
在屁股沟里撒上白糖，让卢皮去舔。

卢皮自知理亏，只得低头照办。这
就是鞋匠吃甜的典故，流传至今。

戴羊肚子
有一天，纪县长走到阁儿洞十字

街，看见西街有一高一矮两个后生在抢
一个货郎的担子，只听货郎大声叫道：

“真是没王法啦，大天白日叼人哩！”
纪县长听后，急忙上前拽住那个高

个子人，要给货郎伸张正义，哪曾想被
高个子一脚踢倒在地。两个歹人乘机
抢了货郎担，扬长而去。

纪县长眼睁睁地看着两个歹人跑
了，气得咬牙切齿。随后转身问货郎：

“这两个人你认不认得？”
货郎“嗨”地叹了口气说：“认得。

这是城街上的两个灰皮。一个叫二毛
小，一个叫四凉粉，是本家的弟兄，仗着
舅舅在县政府当承审员，在城街上就是
叼人哩。历任县长拿他们没办法。”

“原来是这样，岂有此理！”纪县长
沉默了片刻，继续说，“听说羊肚子是开
胃的，你给咱买两个，三天后送到县政
府。我姓纪，你来找我就行了。”

货郎听了暗自一想，姓纪，莫非就
是百姓传颂的纪县长——纪泽蒲？

第二天，那两个歹人被纪县长派出
的警察捉拿到县政府，并且张贴了告
示，要动刑审问。第三天一早，二毛小
的那个当县政府承审员的舅舅拿着五
十两白银前来说情。这时，一名警察进
来报告说，有个货郎求见。

“请，快请货郎进来。”纪县长高兴地说。
货郎手里提着两个羊肚子，跟着警察

来到大堂上，不敢开口说话。“这位先生，
你有何事求见？”听了纪县长的发问，货郎
小心翼翼地说：“大人，您前日让小人给买
两副羊肚子，并叫今儿给送来哩。”

“噢，我想起来了。谢谢你啊！”纪
县长真诚地说。

就在这个时候，那个承审员冲进大
堂，一把抢过羊肚子，说：“纪县长您原
来也干这种事啊？”这时，两个警察一齐
上来，一把抢过承审员手里的羊肚子，
从中攉开两个口子，分别套在了二毛小
和四凉粉的脖子上，然后把他们捆绑在
县政府大门口的两根露明柱子上。

时值盛夏，骄阳似火。不到一天的
工夫，羊肚子便开始腐败变质，又过了
一天，羊肚子开始生蛆，臭气熏天。蛆
头子在两个灰皮的脸上、身上到处爬
行，两个灰皮叫苦连天，生不如死。城
里的市民闻讯后，纷纷到政府大门前观
看，无不拍手称快，齐夸纪县长的办法
就是多。

这时，纪县长笑着走过来，问：“二
位，说个老实话，好活不好活？”

两个灰皮立即哀求说：“纪大人啊，
小人有眼无珠，小人知罪，小人愿意改
过自新，求大人开开恩吧。”纪县长这才
把这两个灰皮给放了。并把承审员送
来的五十两银子送给货郎，说：“拿上，
这是他们赔你的钱，好好做你的买卖
哇。”货郎听后，眼里闪着泪花，说不上
一句完整的话来。

两个灰皮结结实实领教了纪县长
的厉害后，从此改邪归正了。

纪县长断案（四）

●●陈永胜（搜集整理）

水仙
纤尘不染体生香，清水做云床。

凌波微步仙姿漾，对镜巧梳妆。雅而
芳，诗家嵌韵赋文章。

杏花
早春三月暖风扬，红杏探篱墙。

盈盈馨气枝间酿，阵阵溢清香。美娇
娘，芳菲妩媚醉心房。

桃花
和风送暖孕雏芽，细雨润桃花。

娇娇粉面丹青画，朵朵美如霞。醉诗
家，红红艳艳墨贤夸。

杜鹃
红星闪闪放光芒，怎忘杜鹃香。

人间四月龟峰亮，簇簇映山冈。美名
扬，千秋万代永流芳。

牡丹
妍开富贵永呈祥，五月牡丹芳。

风频簇蕊清新漾，艳卉几多香。百花
王，天然国色世无双。

桅子
风翻翠袖曳清香，栀子醉柔肠。

银盘堪比金簪亮，玉女巧梳妆。寸心
芳，色凝琼树韵尤长。

荷花
亭亭玉立拥红妆，翠盖有清香。

淤泥不染清廉尚，展叶舞霓裳。倚池
塘，平凡之地韵悠扬。

桂花
悬秋玉树压群芳，迹远只留香。

娇柔体性醇羮酿，醉里韵悠扬。几芬
芳，花中之冠美名扬。

菊花
寒霜不惧傲然开，仙子下瑶台。

陶公笔下吟豪迈，野老颂情怀。暗香
来，铮铮傲骨乐观偕。

芙蓉
芙蓉十月斗寒霜，红影蘸流光。

凌波著土风情酿，俏面展新妆。点秋
香，吉祥富贵赞声长。

山茶
玉环都胜赛金光，鹤顶艳黄香。

越丹桃叶初冬放，朵朵美人香。雅名
扬，谦虚高贵德留长。

腊梅
凌寒不惧俏佳人，坚毅九州闻。

千娇百媚香馨醇，传喜待来春。黯销
魂，高风亮节吉祥氲。

四四季花卉吟季花卉吟
●●郝爱雁郝爱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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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雪飘洒，寒风呼啸，龙年即将到
来。在这个充满特殊含义的佳节，朔
州的城内城外，年味弥漫，处处是喜庆
和期盼的氛围，街头巷尾仿佛都被温
情和欢乐所包围。

父母已开始了忙碌的准备：打扫
屋子、置办年货、购买衣服等，迎接春
节的到来。对我而言，最期待的就是
贴春联。长桌上摆放着各种红纸、毛
笔、墨汁和春联横批，这些都是我们写
春联所需的材料和工具。我拿起一张
红纸，轻轻抚摸着，感受着它的柔软和
厚实，心中涌起了一股暖意和喜悦。

父亲坐在桌前，专注地摆弄着毛笔，
蘸上墨水，开始写春联。每一笔每一划
都充满了书法的艺术感，字迹端庄工整，
蕴含着对新年美好生活的期许。我凑上
前看去，只见上联：龙飞凤舞呈祥瑞，下
联：春暖花开好运来，横批：龙凤呈祥。
整副春联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祈愿。

据说，春联最早起源于周朝，是悬
挂于门两旁的桃木板块——桃符，人
们将制作好的桃符挂在门户两侧用于
驱邪。唐朝以后，除了神荼、郁垒以
外，人们又把秦叔宝和尉迟恭两位唐
代武将当作门神，将其画像贴在门
上。到了宋代，联语就不限于题写在
桃符上了，推用在楹柱上。桃符真正

被称之为“春联”，那是明代的事。明
朝皇帝朱元璋不仅亲自微服出游，观
赏春联，他还亲笔给别人题赠春联。

父亲说，在中国传统中，上联的最
后一个字的声调通常是“仄”，即三四
声，而下联的最后一个字的声调则是

“平”，即一二声。例如，“龙飞凤舞呈
祥瑞”的“瑞”字是四声，即仄声，为上
联；而“春暖花开好运来”的“来”字是
二声，即平声，为下联。

写完春联，接下来是剪裁和粘
贴。父亲小心翼翼地用剪刀修整每一
处不规则的边角，精心地打理着每一
张红纸。然后，我将春联刷上浆糊，轻
轻地贴在门框上。看着新贴的春联，
我心中涌起了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和满
足。这时，邻居家的房门开了，正是住
在隔壁的王哥，和我闲聊了几句之后，
也向我表达了新一年的祝福。邻里之
间的互相祝福和关爱也让我感受到了
浓厚的年味。回到家里，父母正与爷
爷奶奶围坐在一起，谈笑声在屋内弥
漫开来，让寒冬变得温暖而美好。

寒冷的冬日里，我们用心感受着岁
月的流逝，用心珍惜着家人的陪伴。贴
春联的过程或许短暂，但能与家人团聚
在一起，共同迎接春天的到来，其中蕴
含的温情和感动却是永恒的。

贴 春 联
●●张家铭张家铭

命运的安排，我与你们结下了不
解之缘。不似母子情那么浓烈，却是
一种终身的牵挂。

那个旭日东升的早晨，一个个穿
戴整齐、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聋哑孩子
送到了老师的手中，陪伴而来的家长
却是泪眼婆娑。

一缕缕阳光洒进简陋的教室；一盆
盆小花散发出淡淡的清香。一张张稚气
茫然的小脸；一个个躲闪害羞的眼神。

拍手手、跳方方、折飞机、捉迷藏，
难熬的一周过去了，接下来的一周更
难熬。

你们离开父母时哭叫声撕心裂
肺；推倒桌凳、摔碎杯子叮咣作响。

老师搂搂这个抱抱那个，惊恐地
发现有个学生逃得无影无踪；刚给这
个擦了屁股，那个又尿裤子了。

让职责、担当和无可奈何来陪伴
这些无声世界里生活的孩子吧。

一个月、一学期、一年年…
孩子啊，你听见了吗？为何你不

像以前那么烦躁？为何你的眼眸那么
有神？为何你的小脸上总是挂着甜甜
的笑容？

孩子啊，你是在说话吗？老师听
懂了，妈妈也听懂了，我们都流泪了。
三句半《聋儿上学》、表演唱《我们的祖
国是花园》、歌伴舞《众手浇开幸福
花》……我们自编自导的节目在全省
残疾人文艺汇演中获奖啦。

五年、十年、三十年过去了，你们
不只是开口说话，随班就读，而且走进
了令普通人都羡慕的教育殿堂，走上
了自己理想的工作岗位。

在父母的满怀期待中逐步蜕变，
在老师的日夜惦念中捷报频传。苦心
劳骨磨炼坚强意志，坚持不懈造就无
限潜力；勤奋好学促使开智懂礼，努力
奋斗成为生活的强者。犯其至难而图
其至远，服装设计师、理发师、厨师中
都有你们的身影。

和正常人一起努力吧，老师愿你
们的明天更美好。

牵 挂
●●段俊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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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柱 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