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 刊 32024年3月9日

星期六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我在跌宕
起伏的人生中遇到过三位恩师，现在回
想起来，他们像那抹晨曦的光，照亮我
的江湖，潋滟了我的四方，使我走出艰
难困境，勇往直前。

1973春，我初中毕业后，回村参加
劳动。那年16岁，可瘦弱的身体怎能参
加重体力活，于是队长安排我赶小平
车。那时我多想再上学，可高中只能去
应县上，我们家穷上不起，幼稚的心灵
憧憬上学的梦就这样破灭了。

“机会难逢形胜在，狂歌吊古漫悠
悠。”人生变幻无常，谁也无法预测。就
在这一年，曹娘中学恢复招生了，第一
届只招了两个班，人称高一高二班。我
妈得知村里办高中，托本家在小学当老
师的侄儿魏忠，求了中学老师争取了一
名旁听生的名额，我被安排在高一班，
后面添了一张桌子又上学啦。

真是想也想不到，我又回到了书声
琅琅的学校，那时的天似乎更蓝，春风
吹得更细微，张张笑脸的同学似乎并不
陌生。我的班主任老师王启是大营人，
他个子不很高，说起话来声音洪亮，自
带两个酒窝，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给人
以亲和谦逊之感。他学识渊博，我上学
以来，爱好数学，学语文只是完成作业
而已，根本没有多少兴趣。但王启老师
的语文课感染力强，他讲课我们爱听，

特别是讲起古文和诗词，绘声绘色，引
人入胜，时至今日对我还影响最深。遇
到这样的好老师是我一生之福。他不
仅讲课好，而且师德也是崇高的。就在
这一年第二个学期，学校要收4元学费，
我家真穷得交不上去，王老师上课时点
过一次名，我无奈含泪低下头，王老师
看到后从此再未提及此事。一天下课
后，老师叫住我说:“友夫你就安心上课
吧，学费我给交了！”我感动的泪水扑簌
簌地掉下来……那时老师一个月也挣
不到40元啊。

我生来命苦，可每每在人生的十字
路口总会有贵人相助。当遭遇困难时，
总有人伸出援手，帮助我度过难关。他
们的帮助，犹如雪中送炭，让我重新找
到了希望的火花。

第二个难忘的恩师，是王岗。他和
我一个村，和我父亲关系很好，住在我家
南一排。王岗老师大高个，大眼睛，黑黝
黝的关公脸庞，背略有些驼，他教学少，
更多的是做管理工作的，尤其是做思想
工作细致入微，体恤弱者，助人为乐。虽
说他没有直接教过我，但他当过我中学
时的校长。高中毕业后的一天，他见了
我说:“友夫，你是我看着长大的，你爱好
学习，学习也好，高中毕业了，我和学校
李桂林校长说说，你去代课吧，不然回村
劳动就丢弃学业了。”这是我梦寐以求之

事。1975年春开学第一学期，王岗校长
让我到曹娘村学校代课，教初中数学和
语文主课。记得一个晚自习，公社联校
校长来学校，王岗校长专门请到我带的
班里，听了我讲的一节数学课。他们听
后和王岗校长说，想办法把魏友夫留住，
这是个好苗子。可是正当我全身心投入
教学的时候，县里的工作队以“家庭成分
不好”为由，取消了我的代课资格。

1978年春天，我那当民办教师的侄
儿魏忠，被县教育局选调去参加临汾师
院培训3个月。他带的初中毕业班缺了
老师。当时的校长李桂林向他提要求：
想要参加培训，只能让魏友夫来代课，
曹娘村的其他高中生带不了初三毕业
班。这也是李桂林校长有意让我回学
校的借口。李校长是应县东朱庄人，老
牌师范毕业生，他中等身材，穿的衣服
永远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腰直板板
的，走起路来轻轻的，说话慢声细语，总
是带着商榷的口气。他治学严谨，各科
都精通，能从一个老师讲课和备课中就
判断其能力和学识。在你讲课的时候，
他会不打招呼地突然坐在教室后面听
课，让你时时刻刻不敢松懈。

因为李校长的话，魏忠来家找了
我。当时高考又报名呀，我肯定要参
加。同年曹娘中学招两个补班，二弟报
名上补班了。如果我一边劳动一边复

习，那肯定不如坐下来学习好。因此，
这是一个天载难逢的机会，于是我又去
学校代课。我一边代课一边复习，三个
月很快过去了。我带的毕业班全公社
成绩排名第二，受到了联校表彰。这时
魏忠也培训结束了。

一天，村支书来学校和李桂林校长
说，魏忠已培训回来了，学校不需要这
么多老师代课了。李桂林校长一边拔
出烟给支书点着，一边捧着说，公社都
说你大书记重视教育，可不吗，你看咱
们初中毕业班全公社考了第二名，给咱
们村争了光，还有不到一个月就放假了，
保证下学期不要代课老师了。听完支书
笑嘻嘻走了。李校长就这样又给我争取
了一个月学习时间，他只给我安排代两
个初中班的化学课，相当轻松，让我得以
全身心投入复习参加高考。为了更有把
握考上学校，我报考了中专。

9月 5日，曹娘学校开学了，秋天的
校园仍旧光彩宜人，树依旧是那么绿，
花儿依旧竞相开放，蝴蝶依旧在校园里
翩翩起舞。李桂林校长捎话让我去见
他，他和蔼可亲地告诉我，他已和公社
联校联系好了，正式录用我为民办教
师，安排我代初一班的数学和化学课。
但国庆节后，我就收到了山西农机校发
来的录取通知书。

10月 12日，我告别了曹娘学校，告
别了关心我、帮助我的恩师王启老师、
王岗老师和李桂林老师，走向新的征
程。当我去中专学校报到后没几天，二
弟也被浑源师范录取了，我们这样贫困
的家庭，兄弟俩同时双双考上学校了，
在应县是出了名的，这是我们的造化，
更是在恩师助力下实现梦想的。

难忘的三位恩师难忘的三位恩师
●●魏友夫魏友夫

你从三月走来，仿佛盛开的玫瑰，轻
轻地奏响了世界上最美的乐章；

你从三月走来，犹如漫山遍野的迎
春花，在刚刚苏醒的大地上放飞自己的
理想；

你从三月走来，伸手捧出蔚蓝海水般
冷静的智慧，带着明月皓洁的神秘走向成
功的远方。

春风吹开了历史的篇章，牵动着好奇
的心房。

女娲补天，引起我们对美好星空的眷
恋；嫦娥奔月，流传我们对千古神秘的探
索；牛郎织女，谱写了美妙的爱情诗篇。

昭君出塞、孟母教子、花木兰代父
从军、梁红玉击鼓助战……华夏代代出
女杰；

蔡琰、谢道韫、李清照、顾太清……千
年馨香氤氲在宣纸上；

秋瑾、赵一曼、江竹筠、刘胡兰……近
代女性志坚如钢，威名远扬，你们的名字
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坎上；

医学院士林巧稚、女中将军李贞、诺
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登空探月刘洋，特
别“母亲”张桂梅、第一书记黄文秀……现
代女性宏图大展，无限风光，你们永远是

我们学习的榜样。
“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像一声春

雷，振聋发聩，传遍神州，响彻世界。妇女
的力量不可小觑，贡献巨大，威力无比。

九天揽月有你的英姿，五洋探海有你
的卓越。

你的脚步踏过高山、沙漠，你的声音

流转在教室、医院，你的汗水洒在田野、灶
间……你用绵延生命之火炽热歌唱，释怀
着母性的仁慈，你用剑胆琴心，演绎着巾
帼之花灿烂绽放；你用玉指轮舞，激起了
多少爱的浪潮汹涌激荡。

女人是神、是魂、是灵……诠释着完
美奇妙着生命！

自强——是你们远航的征帆；
自立——是你们巍峨的山脉；
自尊——是你们傲然的品格；
自爱——是你们真挚的期待！
女人啊，多么亲切的名字，如一股暖

流沁透心脾；女人啊，多么圣洁的称呼，如
太阳一般光芒万丈；女人啊，多么伟大的
母性，如天使一般奉献着无私的爱。

温柔是你的灵魂抖落下的一池芬芳；
纯洁，浸润着你干涸的心田韵味悠长；温
婉，苦涩中宁静心肺唇齿流香荡气回肠；
刚烈，风情万种令英雄折腰驻足凝望。

女人如画，如一抹桂林山水，清丽、神
奇；女人如烟，仿佛温婉朦胧的江南水乡，
安详、静谧；女人如歌，似淙淙如练的飞
瀑，开朗、奔放；女人如水，宛然山间清澈
透明的小溪，纯净、润泽。

生活让女人，黑发变成白丝飘扬，身
躯浸染着雨雪风霜；艰辛让女人，步履蹒
跚，压弯了脊梁，皱纹刻满黝黑的面庞；奉
献让女人，蹉跎了美好的时光，失去了当
年的风采……

一支歌无法囊括女人的美丽，一首诗
抒发不尽女人博大的情怀。

宁静端庄、仪态大方，秀丽妩媚、神采
飞扬；德才兼备，魅力四射，真是梨花带
雨，感情荡漾……

“三八”温馨的香气，伴随着仲春的暖
风漫来，摇曳的绿柳是你飘逸的秀发，粉
润的杏花是你温柔的笑容。

飘扬的旗帜下，你风度翩翩，坚强如钢！
压题图片 马占俊 提供

你从三月走来
●●蔡升元蔡升元

巧断死猪案
一天，纪县长来到汾城县南李村，

只见大路上一群人围着一辆马车看热
闹。纪县长挤进人群一看，原来是路中
间压死一头猪。死猪的主家拦住赶马
车的人不让走，坚决让他赔现钱。

“掌柜的，我是替人赶车的，出门在
外，身上没有钱啊，你就行行好吧。”一
个头戴毡帽、补丁满身的人哀求道。

“你说得倒轻巧，没钱也行，那就把
你的马卸下来抵我的大肥猪。”死了猪
的人凶神似地说。

赶马车的说：“掌柜的，一头猪哪能
比过一匹马呀？”

“少放你娘的屁，我这是头母猪啊，
一年下两窝，一窝 12 个，一年就 24 个
哩，你这匹马怕是还不够赔哩！”

纪县长听后，指着这个人说：“你可
不能讹人呀！”

死猪的人打量了一眼纪县长，高声
道：“谁说我讹人呢，他的马车压死了我
的猪，咋能不赔呢？”说着就让他的几个
伙计卸马。车夫阻拦，倒被打了一顿。

见此，纪县长冲在打架人中间大喝
一声：“住手！”

死猪的人看这个人是个乡巴佬，上
前恶狠狠地骂道：“不识死活的老东西，
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算你说对了，今儿我可管定啦！”
纪县长说完便叫两个警察带了打架的
到村公所审问。

死猪的人这才知道是遇上了纪县
长，赶忙央求村长替他说情，并暗中送
了 10块银元的贿赂。他自恃有钱，抢
先告状：“县长大人，我叫李仁贤，家住
南李村，这个赶大车的把我的猪压死
了，我叫他赔偿，他说没钱，我让人卸他
的马，他却打我的人。还请大人为民做
主啊！”

赶大车的人说：“大人，小人叫马成

祥，家住本县牛店村，给人赶大车为生，
今儿马受了惊，压死他一头小猪，小人
身上没有现钱，他就叫人卸我车上的
马。小人只是拦挡，并没有动手打架。”

纪县长听后，沉思了一下，走到马
成祥身旁，举手就是一个耳光，说：“你
咋就把大车赶到人家猪圈里啦？还赖
着不给人家赔！”

“大人，小人没有把大车赶到他猪
圈里，小人一直走的是官道啊！”马成祥
委屈地回答道。

“要是这样，我就错打你了。”纪县
长说。马成祥听了不敢多说半句话。
这时，只见纪县长端坐案前，提笔判道：

“李仁贤，心太奸，欺负受苦人不应该。
鸡有笼，猪有圈，你的猪咋就养在马路
边？糟蹋庄稼人愤恨，你说该赔乡亲
多少钱？压死猪，在路边，车马并未进
猪圈。死猪要讹大活马，还在当场骂
县官。本该责你四十板，念你送我五
块钱。错打车夫我有过，赔他五元挨
打钱。”

纪县长判完案子，还有其他公务，
也就赶路去了。车夫马成祥自是感激
不已，望着纪县长的身影流下了一行热
泪。李仁贤呢，心里一遍一遍地骂自己
没运气，赔了夫人又折兵。

等 纪 县 长 走 后 ，李 仁 贤 去 问 村
长，十块银元县长为啥只说五块钱？
村长一听就火了：“村民告你的猪把人
家的庄稼糟踏啦，我正要寻你算账哩，
你倒扑来啦！”李仁贤一听，又是说好
话，又是许愿，村长的脸上才算有了
笑意。

巧断苜蓿案
有一天，纪县长在十字街上遇见一

群吵吵闹闹的人，于是便凑在跟前想看
个究竟。只见一个穿戴时尚、肥头大耳
的人，手里提着一个装着苜蓿的篮子，
拽着一个衣服破烂、面黄肌瘦的后生大

吼道：“走，跟我走，咱到政府说理去！
看警察剥了剥不了你这张皮？”

那个被拽的后生，苦着脸直给说好
话：“大爷，你行行好，饶过小人哇，我实
在是饿得不行了。”

“咦，你偷人还有理啦？饿得不
行咋不去吃屎哩！”胖子不依不饶地
大吼道。

“爷爷，你可怜可怜小人哇！”说着
后生“扑通”一声就给胖子跪了下去。
围观的人知道胖子是什么人，只能看个
满眼，不敢管这个闲事。

纪县长把跪着的后生扶了起来，
说；“娃娃，你没听说饿死不做贼，屈
死不告状呀，怎么就想起偷人家的东
西啦？”

那个胖子看见有人训斥后生，更加
气势汹汹，抓住后生的衣领又要打。纪
县长急忙拦住了胖子的手，高声说：“有
理说理，不能打人！”

“老不死的东西，我打贼关你屁
事？赶紧给爷滚开!”胖子一把拽开纪县
长，抓起后生说，“走，咱们到衙门里说
说看，爷就不信没个说理的地方！”

纪县长一听也没有好气：“放开后
生，他跑不了。”

“他跑了咋办，我找你算账？”
“算你说对了，我就是新来的县长

纪泽蒲！”
“呸！县长就你这鸟栓像？你也不

尿上一泡照一照，朔县咋能有你这样的
县长？”

胖子真是没少见过朔县的县长，但
没有一个是农民打扮的样子。于是他
就大胆地扯着纪县长往县政府走。这
时，政府大门前两个站岗的警察，见有
人喊叫着扯拉着纪县长过来了，急忙上
去掰开胖子的手，厉声喝道：“混蛋，瞎
了你的狗眼，敢欺负县长大人！”

面对明晃晃的刺刀和乌黑的枪
口，胖子顿时腿软如泥，被押到大堂

后，磕头就像捣蒜一样地说：“小人叫
王大富，罪该万死，不该辱骂大人，请老
爷开恩。”

纪县长说：“你知道我是县长了，才
想起认错赔罪啦。要是别的穷人，你就
该把人逼死啊？可见你为富不仁呀。”

“那他也不能偷我的苜蓿呀。”王大
富低声咕哝着说。

“你种苜蓿做啥哩？”纪县长问。
“我喂牲口哩。”
“看来人还不如一个牲口啊！让他

吃一点算了，把篮子也还给他吧。”纪县
长说完后，传话叫那个后生上堂来。

后生进来后，纪县长问：“小后生，
你为啥要偷人家的苜蓿呢？”

后生苦笑了一下，说：“小人齐贵，
家里实在是没有一口吃的了，想偷点苜
蓿回家和母亲煮了吃。小人知罪，请大
人宽恕啊。”

纪县长一听，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说：“王大富，就让齐贵这后生给你家看
苜蓿吧，苜蓿也就不会再丢了。”

“那他要是还偷呢？”王大富不放心
地说。

“你给他管吃饭，他还会再偷苜蓿
吃吗？”纪县长微笑着说。

齐贵一听有了吃饭的地方，立即叩
头谢恩，并说：“我要是吃饱了还偷，请
大人剁了我的双手。”

随后，纪县长提笔写了判词，大意
是，王大富怕丢了苜蓿，齐贵怕饿了肚
子，所以齐贵给王大富看苜蓿是为了挣
口饭吃，王大富呢，让人干活自然得给
管饭哩。

纪县长把写好的判词现场高声朗
读了一遍，问他们二人，听明白没有，同
意不同意？王大富心里嘀咕但嘴上只
好同意。

“王大富，你为富不仁，打骂穷人，
辱骂县官，本该打你二十大板，念你尚
有悔改之意，本官就不加追究了。但回
去后你要好好对待齐贵啊。”纪县长盯
着王大富一字一顿地说。

随后转头对齐贵说：“齐贵呀，以
后要给主家好好干活，勤谨勤谨衣饭
随身啊。”

王大富和齐贵二人听了纪县长的
嘱咐后，高兴地离开了县政府。

纪县长断案（五）

●●陈永胜陈永胜（（搜集整理搜集整理））

投稿邮箱：szrbfk@126.com

自古想当官的人不在少数，可也
有例外，当年朔县就有一个自费坐着
火车到雁北地委辞官的人，这个人名
叫雷云贵。

云贵是朔城区滋润村人，作为地
方名人，他的事迹被编入朔州市朔城
区20年地方志之中。2009年朔州建市
20 周年时，被评为朔州市有特殊贡献
的杰出人物之一。

1983年冬，按照全国的部署，朔县
实行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机构改革，
按照四留五不留的做法，实行一刀切，
切下去一批55周岁的党政机关和事业
单位的负责人，提起一批年轻干部。
在这之前，云贵已经是县里的文化局
长，这次机构改革，县委报雁北地委任
命云贵为县委宣传部部长。在当时人
们认为，政府的委比公社（当时还不存
在乡镇）和县里的局规格高，县委的部
更比政府的委规格高，宣传部长跨上
县委常委就是当然的副县级。朔县当
时有两个一流的公社，机构改革后，这
两个公社的党委书记为了升格，分别
到政府的计委、经委当了副主任，他们
就以为自己已经高升了。1986年第一
次工资改革后，国家规定县属委局和
基层的公社是一个档次，县委的部长
如果不跨常委，和政府的委是一个级
别。那两位公社书记当了委副主任，
实际上是降了职。早知道是这样，他
们就不会自己主动要求到那两个委当
那个副主任。好在文件还规定就高不
就低，那两位前公社书记才保留住了
正科级工资。

1983 年机构改革时，公社党政一
把手的任命权限已经下放到县，县委
部一级领导干部的任命权限还在雁北
地委。云贵知道自己将被雁北地委任
命为朔县县委宣传部部长时，就坐着
火车到雁北地委去辞官。云贵如果不
辞官，副处级的官就坐稳了，到了建立
朔州市，稍一努力，就很有可能升为正
处级，然而云贵这一辞官，县区一级的
文化局长一直当到1992年县级第二次
机构改革。

云贵辞官时，有许多人不理解，还

有的人认为云贵那是头脑发呆哩。有
知道的人说是为了更好地去搞自己酷
爱的考古工作，尽管这样，多数人还对
云贵的行为不以为然。后来的事实充
分说明，云贵的确是一位事业型的人
才，为了事业可以舍弃高官和虚荣，为
了事业不怕别人不理解，为了事业甘
愿默默无闻，为了事业看淡了功名利
禄。正因为如此，云贵才能在文化和
考古事业上做出那样可以流传后世的
业绩。我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末，在井
子窊村插队时，云贵曾经到该村下
乡，我和云贵认识已经有 50 年了。初
认识时就觉得云贵很有文人气质，进
入机关后，又间接地在一块共事，两人
只有道义和君子之交，我对云贵的人
品很有好感，尤其对他辞官的行为，觉
得精神难能可贵。

坐
火
车
辞
官
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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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孝
钦

安
孝
钦

胡进 作

有几点星在夜空里
有几分情在脑海里
不安地拽着记忆的尾巴拼命回忆
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曾经的你
分明有许多事不曾忘记
为什么总在擦着边远离
是岁月真的把一切清洗
还是那些痛不愿挽留自己

在那花儿一样的年纪
我们都有着花儿一样的美丽

总在无眠的黑夜里想起
阳光普照了大地
却不是每朵花都开得恣意
心中的执著不曾放弃
踩着坚实的大地
张开腾飞的双翼
沉沉浮浮地寻觅
一剑山外去
几回伤我意
浮生无所寄
文字与天齐

昨夜的梦
●●刘淑花

如果你想出去走走
就来朔州
这座小城静谧地呆在农牧分界口
牛羊成群闲散在绿草油油

古称马邑，秦汉把匈奴据守
长城见证一场场烽火战斗
马邑马邑养马的人在哪里
马蹄跑下城池的边界千年不朽

如果你想出去走走，就来朔州
门神故乡赫然在高速路口
尉迟敬德为万户值守
正气凛然鬼神都得绕着走
应县木塔释迦风中不朽，
和比萨斜塔埃菲尔铁塔齐名牛不牛
崇福寺唐代木建始修
辽金壁画精美的佛像胡子一绺
杀虎口里走西口的商队钱赚到手抖
哥哥拉起妹妹的手那相思就没够

朔州朔州有一个电厂在神头
电力传输照亮天安门的城楼
洪涛山下的泉水是桑干河源头
金龙桥下的虹鳟鱼粼粼波光中冬日依旧

朔州朔州有个露天煤矿大有来头
改革开放第一个中外合资的成就
邓爷爷和哈默在这里握手

四十年把辉煌铸就

如果你想出去走走，就来朔州
老城街道灯火阑珊要你留一留
元宵表演昭君出塞木兰从军的回眸
四月八庙会里《打金枝》《杨家将》的剧目红透

如果你想出去走走，就来朔州
七里河公园的桥得走一走
一月冰雪洁白里水鸭子还悄悄露出头
三月桃花开满一片片粉红娇羞
五月的垂柳倒映在河边的淡绿如绣
七月的荷花摇曳莲蓬触手蜻蜓立上头
九月的落叶金黄漫透
嘎吱嘎吱踩上去是秋意浓而不愁
十一月的芦苇萧瑟
滩头晚风吹过江天风景美不胜收

来了朔州，不能空手就走
古城酸奶是不是得几箱来兜
羊肉鲜嫩尝尝你就口水直流
几条羊腿打包羊肉打卷拉到家门口
沙棘沙棘一片片红过的山头
灵丹妙药营养价值那天下就无出其右

如果你想出去走走
就来朔州
雁门关外朔风把忧愁吹走
塞北的小城再干一杯香醇的藜麦酒

来朔州
●●张丽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