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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长夜，苦苦求索。
吕明仁（原名吕其惠，字西欧。1916—1947）出生于

辽宁省庄河县一个贫苦渔民家庭，全家靠打鱼为生。他
从童年起，就同父亲、叔父和哥哥一起打鱼捞虾，漂泊在
大海上。大海赋予了他粗犷、豪迈、热情、直爽的性格，也
使他练就了一身好水性。吕明仁从小就过继给叔父吕俊
昌，但没有分家，都在一起生活。吕明仁聪明伶俐，老实
厚道，叔父和婶母吕林氏很喜欢他。

1922年，吕明仁在本岛初级小学读书，学习非常用
功。后来又和小朋友们一起每天划船到十多里外的石城
岛读高小。1929年6月，吕明仁考入庄河县初级中学。

国民党反动派于1927年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从此，
“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

光明的中国”。一个中学生，面对现实社会的动乱，看到
了人间的不平，那些渔民、农民、市民拼死拼活地干，为什
么吃不饱穿不暖，处在饥寒交迫之中；而那些穿绫罗绸
缎、长袍马褂从来不干活的人，为什么花天酒地、脑满肠
肥？他百思不得其解。漫漫长夜，一个迷惘的少年面对
着一个迷惘的中国，他渴望真理，渴望能为祖国的兴盛和
民族的振兴找到出路。他发奋读书，努力用功苦苦思索
着、探求着真理。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地武装
侵略东北，几十万东北军几乎一枪未放，悄悄退入关内。
东北三省200万平方公里的肥沃土地落入魔掌，3000万
同胞遭受日寇铁蹄的蹂躏。从此，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
义奴役下的殖民地。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发出

反蒋抗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号召。各界人
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反蒋浪潮。

动荡的青春岁月，促使吕明仁走上追求真理的道
路。他和大哥吕其恩、堂兄吕其恕及同乡方本泉、吕建东
搭伴乘坐一条渔船，于1932年夏到达烟台，准备继续读
书。当时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先生是一位爱国者。他
对东北来求学的学生给予特殊待遇，一律免试，而且允许
插班学习，给流亡学生以极大的支持和鼓励。吕明仁兄
弟被安排到省立第八中学学习。

在八中学习期间，吕明仁积极接近思想进步的同学
和老师，开始阅读进步的小说和杂志。他读了鲁迅、邹韬
奋的一些作品，又学习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列宁的
《国家与革命》等著作，深入钻研革命理论。他还和同学
们一起组织读书会，讨论和交流读书心得，思想发生了深
刻的变化。他明白了要拯救危难当头的中华民族，一定
依靠共产党的力量，发动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反对一切
卖国行径。 （一百零八）

（白城市地方志办公室供稿）

宝宝脱离母体，成为独立的生命个
体，就是“子”。甲骨文中的“子”字以襁
褓中的婴儿之形为像。由于这时候的
婴儿往往被包于襁褓之中，从外在特征
上看，头手外露而腿脚被裹，所以该字
中清晰可见外展的双手和上面大大的
脑袋。如果孩子成长顺利，能够开始走
路，那就变成了“崽”，也就是“仔”。“仔”
字字形透露出“由子而成人”之义。有
些方言中，仍然有把会走路之后青春期
之前的男孩儿称之为“仔仔”的习惯。

“子”对应的另一个方面就是
“母”。母的甲骨文字形是在“女”字的
基础上。在“母子”关系中，“母”是“子”
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母”就没有“子”，

“母”处于第一位，“子”处于第二位。后
来该义项又进一步发展，成为“有德行

有威望有学问”之男性的美称。
跟“子”密切相关的字是“字”。“字”

的构字意象也很明晰，即“子在屋下”，
表示孩子已经出生，因此是“抚养”的意
思。后来该义项继续发展，又引申出

“生育”的意思。
“子”很小，还不能自己走路，只能

在襁褓之中，这个“被抱在怀中”的“子”
也就是“保”。“保”子的右边其实就是

“子”的变体。从甲骨文字形来看，这个
“子”有时在左有时在右，也就是有时被
抱着，有时被背着，所以“保”字的字形
中就包含着“护卫”的意思。

跟“子”有着密切关系的另一个字

是“儿”（兒）。从该字的繁体字形中我
们可以看到，该字从“臼”从“人”会意。
最有意思的是，这个新生小儿为什么要
从“臼”呢？当过爸爸妈妈的人一定知
道，小孩子头骨有一个“囟门”，脑袋正
前方有一个菱形的“囟”叫作“前囟”，脑
袋后边有一个三角形的“囟”叫作“后
囟”。在“前囟”未封闭时，人们可以看
到“前囟”上随着心脏跳动而均匀起伏
的头皮。所以，“囟门”与”心脏“是紧密
相关的，“囟”与“心”同音，“思”从“囟”
从“心”会意。由此可见，“囟”是很重要
的。事实上，不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
都有“囟”是灵魂出入的通道一说。所
以，小孩子剪头发的时候，“囟门”上的
头发一般是不剪的。关于“囟”，各个国
家都有着丰富的故事和传说。

中医认为，人的喜怒哀乐与心的联
系最为紧密，“乐极”使人心绪不宁、坐
卧不安、失眠多梦，很容易影响到心的
功能，产生身体疾患。这说的便是“乐
极生悲”。

司马迁在《史记·滑稽列传》中讲了
这样一个故事。战国时，楚军攻打齐
国，齐威王派淳于髡前往赵国求救，淳
于髡搬来救兵解了楚军之困。齐威王
好饮酒，大喜之下便设宴，请淳于髡喝
酒。淳于髡明白齐威王又要彻夜饮酒，
必定不醉不休，便答道：“我喝一斗酒也
醉，喝一石酒也醉。”齐威王不解，淳于
髡解释说：“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
尽然，言不可极，极之而衰。”齐威王明
白了话中的劝诫之意，决意改掉彻夜饮
酒的做法。

诚然，物盛则易衰，世间万事万物
皆应有度，高兴过了头，很可能会阴阳

失调、物极必反。《儒林外史》里的穷秀
才范进，屡试不第，终于中举后高兴至
极，以至癫狂发病，成了一出悲剧。中
医有“喜伤心”的说法，用在范进中举这
个案例正合适。

正因为情绪的大起大落对身体健
康有害，于是古人常说“清心寡欲”，指
的便是保持心地宁静。遇到特别高兴
的事时，也要善于调节自身情绪，保持
心态平衡。同时，还要讲求精神修养，情
绪自控，使身心处于平和协调的状态。
《淮南子》有言：神清志平，百节皆宁，养
性之本也。不困于一时之喜，不为不良
情绪驱使，是有效调摄喜情的办法。

“宁静养生”，于今天而言意义仍然
不减。中医强调精神层面的定力对人
体的保护，志闲少欲、心安无惧。心地
光明磊落，无私而寡欲，便能一步步达
到精神自守的境界。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为饮，耕田为食。”在我国浩瀚
的农业历史中，种类繁多的农具不仅耕耘着肥沃辽阔的土地，
也代代相承着“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等朴实价值观。

犁铧：一犁新雨破春耕
每年万物复苏之时，旷野蓄势待发，充满新生的喜悦和希

望。此时，翻舞的犁铧也就拉开了春耕的序幕。
《易经·系辞下》提到“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

耜之利，以教天下”，意思是神农带着众生耕织，教育天下。唐
代《耒耜经》是我国著名的古农具专志，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唐代曲辕犁记述得最准确、最详细。

曲辕犁的犁壁竖于犁铧之上，两者不成连续曲面，既便于
碎土，又便于形成窜垡，能适应多种土壤和不同田块的耕作要
求，既提高耕作效率又提高耕地质量。因其具有的精巧设计、
精湛技术、美学规律，现在一些地区还在使用。

春耕之时，需要一场透雨，这样翻土才深，也最省力。每
年春天，父辈们轻轻敲碎犁铧边缘凝结的泥土，仔细擦拭表面
堆积的灰尘，唤醒歇了一冬的农具。犁地时，孩子们也常跟在
后面，嚷着要扶犁，但往往因为力气不足而不能深耕入土，只
能划出一条弯浅的沟儿。此时，父辈们会教导子女说：只有用
力按住扶手、深翻土壤，庄稼出苗才齐整，收成也才会更好。

农人做庄稼活儿使不得一点儿假劲，工人制产品也偷不
得一点儿懒。其实，无论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如绣花一样，功
夫越细越到家，这也应了老妇劝说李白的那句话：“只要功夫
深，铁杵磨成针”。

农人扶犁、子女跟学的场景留在无数人的记忆中，也留住
了“人勤春早、父行子效”的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当犁铧深深
耕入土地的那一刻，“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朴素价值观也被
一代代传承。

人勤春早功不负，犁铧入土勇争先。同样，人生台阶的每

次跨越也不是等来的，必须要像犁铧一样破坚摧刚，将田野的
希望化为累累硕果。

扁担：一竹至柔负至坚
“小小扁担染书香，祖先交到我手上，横是宝盖头，竖成单

人旁，一举千斤重，一敲响当当……”稚嫩童声里的优美旋律，
唱出了窄窄扁担的厚重和担当。

扁担，多用毛竹削制而成，长短各异，一般长约160厘米，
两端较窄，中间较宽，是挑抬物品的农具。

说来中国字也是神奇，一个人的肩上担着一个扁担，就成
了“大”字——肩担重担，人就变大了。朱熹在《经筵讲义》讲
道:“须是认得个仁又将身体验之，方真个知得这担子重，真得
是难。”这里的“担子”，就是用扁担挑东西，喻指担负责任。

上小学时，最先学到的也是扁担。那就是家喻户晓的“朱
德的扁担”。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湘南起义的队伍来到井冈
山，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在那段艰苦的日
子里，朱德经常亲自带领战士们下山挑粮。来回几十里山路，
峰险路陡，坎坎坷坷，曲曲弯弯，十分难走。井冈山军民没有
被困难吓倒，运粮队伍不辞艰难往返这条洒满血汗的山路，谱
写了官兵一致患难与共的动人乐章。山道上响起一阵阵歌

声：“同志哥，扁担闪闪亮，朱军长带头挑粮上井冈；井冈兵强
马又壮，粮食充足装满仓……”朱德的扁担上，闪烁的是对革
命忠贞不渝的信念，以及与人民群众鱼水相依的初心。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有责任，方能放开手脚，
奋发有为；有担当，方能挑起重担，大有作为。

鸡公车：一轮直道是身谋
“嘎吱，嘎吱……”鸡公车转动着历史车轮，形单影只力跋

于羊肠小道，载动着丰富生活。
鸡公车是一种人力手推独轮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承担

了农村主要运输任务，据说在三国时期就已有之。其之得名，
大概因为形状貌似鸡公：一只硕大轮子高高耸起，像昂扬的鸡
冠；两翼是结实木架，堆放货物；后面两只木柄，被推车人提起
置于胯旁，自然像张扬的鸡尾了。

想要推动鸡公车并非易事，需要手与肩膀辅佐配合，以保
持平衡。于是，人们总结出了驾驶鸡公车的要领：把稳方向，
不偏不倚，直道向前。

包拯在《书端州郡斋壁》中写道：“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
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这里的“直道是身谋”，就寓意
着人只有思想端正、品行刚直，才能安身立命。

“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历史长河

中，包拯一直是刚毅正直的化身。他在开封府任职时，发现负
责办理文书的官吏，利用手中职权敲诈勒索、暗中作弊，于是
褫夺了他们大部分权力，并改变了告状人不能直接递交诉状
的规定，让老百姓得以表达诉求。

包拯之所以能万古流芳，根源就在于其心清行端。这和
驾驶鸡公车的要领有异曲同工之妙——专注于独轮平衡，用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到达目的地。如果悟透了驾驶鸡
公车的要领，也就学会了做人做事的道理。

随着时代进步，鸡公车也退出历史舞台，成为农村运输的
“古董”。如今在很多地方，鸡公车已化身为传播农耕文化、体
验农耕乐趣的工具，让大家既能感受古人创造传统农具的智
慧，也可以悟到只有把稳方向、直道而行、不走歪门邪道，人生
才不会行差踏错的道理。

“知其事而不度其时则败，附其时而不失其
称则成。”出自唐代陆贽《论缘边守备事宜状》，
意思是仅仅知道事情本身却不懂得审时度势就
会失败，顺应时势并采取与之相应的行动才能
取得成功。

时者，势也。势，即形势、趋势，是事物现时
状态和未来发展趋势的权衡与考量。古往今
来，凡善驭势者，都能在认准方向、把握大局的
基础上灵活应变，在不变与变中抢占先机，赢得
主动。元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朱元璋
察势而后动，抓住元军疲于对付北方红巾军无
暇南顾之良机，攻取建康；并根据天下大势，接
受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计策，集中
精力狠抓江南根据地建设，巩固大后方，积攒积
足粮草，夯实经济基础，进而攻取北方，一统天
下。可以说，朱元璋的成功，一定程度上就是善
抓时机，驭势决策的结果。

度其时，究其本质，就是强调“变”，要有变
的思维、变的精神以及变的能力。“变者天下之
公理也。”凡事只有善于抓住机遇，与时俱进，不
断创新，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推动社会向前发
展。从历史上看，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张居
正改革，都是因时而变，因变而生。从近处看，
不少中华老字号之所以历经百年而不衰，不仅
在于其坚守初衷、保留精华，而且在于其能根据
时代的变化、形势的需要有所改变、有所创新。
以做运动鞋起家的“回力”品牌，随着时尚审美
的变化积极探索新样式、新材质，把握住复古时
尚的风潮，开辟出新的发展路径；美妆品牌“百
雀羚”，看准年轻群体消费需求，推出新产品成为畅销的新国货，等等。及时
应变，企业就有了创新力，就有了源源不断的生机活力。

知其事、度其时，还需要具备大局意识。“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全
局由局部构成，局部从属于全局。全局观念或整体观念，就是要把统一性和
多样性、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辩证地结合起来，做到全局在胸，统筹兼顾。
由于内部要素的优化组织，一个整体可以发挥出比各个要素功能之和更大
的功能。因此，做任何事情都要对全局、对主要矛盾、对潮流趋势有清醒的
认识。只有善观国内外形势之变化，能从社会大局中去思考问题、做出决
策，才能在危局、困难面前善于知变，有所作为。

“度其时”的能力并非与生俱来，更非一朝一夕可达到，需要持之以恒的
实践。“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缺乏实践，想问题、看事情就容
易限于言传、浮于表面。赵括纸上谈兵沦为笑柄，其实不能怪兵书无用，也
不能怪赵括无能，问题的关键是，安排这样一个根本没有任何实战经验的人
仓促领兵上阵的决策是极不合理、极为草率的。涵养审时度势、应变自如的
本领，需要在反复实践中，深化规律认识，克服坐井观天的局限性，避免一叶
障目的片面性。

“肯取势者可为人先，能谋势者必有所成”。善于借势、乘势，是古人的
智慧，更是我们今天破解难题的法宝。应对风险挑战，做好自己的事情，既
需要意志坚强、心存定力，也需要头脑清醒、审时度势。面对未来的机遇和
挑战，每个人都应练就“知其事、度其时”的本领，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
而新，抓住机遇、把握主动。

吕 明 仁 （一）

●胡秀琴

漫 话 农 具
●彭季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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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白城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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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
而涕下。”一提起陈子昂，我们耳畔便响起这首具有“汉魏
风骨”的《登幽州台歌》。在初唐的幽州台上，陈子昂临风
一声啸咏，打动了千古诗心，引发了诗坛风气的改变，成
为了千古绝唱。

陈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人，24岁举
进士，因在武则天当政时任右拾遗，后世称陈拾遗。

初唐诗坛上仍残留着颓靡的齐梁余风，诗歌内容不
是吟风弄月，就是男女之间的轻薄艳情；形式上则过于讲
究辞藻、对偶、声律，风格纤弱不振。陈子昂敢于“临风啸
咏”“横制颓波”，提倡“风雅兴寄”之音，主张“汉魏风骨”，
认为诗歌要反映社会现实，抒发真情实感，要有刚健明朗
的风格。经过不懈的除弊创新，他在理论以及实践上均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谓“壮开唐风”。

李白称他为“麟凤”，杜甫赞他为“雄才”“公生扬马
后，名与日月悬”，韩愈也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
金元时期著名诗人兼诗评家元好问认为，陈子昂壮开唐
风的功绩可与范蠡的平吴事业相提并论（勾践曾为范蠡
铸黄金像），“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

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引用陈子昂的谏疏有六处
之多，达二千余言，这在大唐诗人中是罕见的。他担任过右
拾遗，这是个什么官呢？武则天时设置了左右拾遗、左右补
阙，掌供奉讽谏，《旧唐书》说“拾遗补阙，为近侍之最”。

作为建言献策的谏官，陈子昂虽然没有留下具体的廉
洁故事，但据《新唐书》记载，陈子昂倡导“务公正者无邪

朋，廉者憎贪”“以廉劝贪，势不相售”“察孝廉以除贪吏”。
陈子昂留下了一篇《座右铭》：“事父尽孝敬，事君端

忠贞。兄弟敦和睦，朋友笃信诚。从官重公慎，立身贵廉
明。待士慕谦让，莅民尚宽平……言行既无择，存殁自扬
名。”这“孝、忠、和、诚、公、廉、谦、宽”便是他为人为官的
内心坚守与行为准则。他常常用“从官重公慎，立身贵廉
明”来警醒约束自己，慎始慎终慎微，公慎为官，洁身自
好。这句话也说明了为官之“重”和立身之“贵”。

对于友人，陈子昂曾作诗委婉劝廉。如《送魏兵曹使
嶲州得登字》云：“阳山淫雾雨，之子慎攀登。羌笮多珍宝，
人言有爱憎。”魏兵曹是朝廷派往蜀中嶲州（今四川西昌）
的使臣，也是陈子昂的好友。陈子昂告知嶲州有阳山，阳
山多雾雨，山高坡陡，山路崎岖滑溜，要小心攀登。然后顺
势托出比“攀登”更值得提醒的事，就是你出使的那个地
方，虽是偏远之地，但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手里的珍宝多，
然后劝告友人——“人言有爱憎”，面对珍宝，应该有怎样
的态度呢，陈子昂所没有直接说出，但已分明告诉朋友的
是：要警惕啊，廉洁奉公很重要，千万不要贪赃枉法。

在《上蜀川安危事》中，他极力倡廉肃贪，“若官人清
正，劫贼翦除，则百姓安宁”“除屏贪残，则公私俱宁”。他
在《谏政理书》等文中更是大声疾呼：“察孝兴廉，以除天
下之贪吏”“保廉节者必憎贪冒之党”“廉耻以兴，天下所
以直道而行也”。

令人悲愤的是，陈子昂因得罪了朝中不少权贵，一生
两次入狱。38岁时，陈子昂辞官回乡，不久父亲逝世，居

丧期间，“贪暴残忍”的射洪县令段简罗织罪名，横加迫
害，最终陈子昂冤死狱中，年仅42岁。

如今，在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射洪金华山
陈子昂读书台，前来景仰的人们依然络绎不绝。北山门
展示陈子昂峥嵘风骨的青铜像临风屹立，铜像下“一代文
宗，大廉不谦”八个大字分外醒目。读书台下矗立唐代御
史大夫所立的旌德碑，旌德碑上镌刻着唐代监察御史赵
儋写的碑文，依然让来者们肃然起敬。

犹 有 临 风 啸 咏 声
●喻善平

陈子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