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吕梁山中一雏鹰，追梦浪迹六十春。

江山多娇美如画，心系桑梓牵梦魂。

北京西站通新疆，途经山西停吕梁。

频频呼啸穿隧道，游子圆梦回故乡。

遥忆当年出行难，欲到太原需一天。

汾阳停靠两小时，车加汽油人用餐。

中途翻越薛公岭，蜿蜒陡峭多险情。

若逢暴雨风雪日，车毁人亡时有闻。

吕梁出站沐友情，五位老者站前迎。

德海大哥元娥姐，锡连桂珍和丕明。

盛夏酷暑受熬煎，湿热高温桑拿天。

两逾古稀三耄耋，有劳尊驾心不安。

山乡巨变疑幻境，高楼林立车流涌。

时光穿越难对接，身在故园路难寻。

公路铁路连成网，吕梁直飞抵北京。

贫瘠闭塞具往矣！若非目睹难置信。

登顶凤山揽市容, 山青水碧气象新。

驱车览胜如意湖, 目不暇接按快门。

二青盛会今举行，音乐喷泉伴霓虹。

东川河畔倒影美，扶老携幼观胜景。

家乡饭菜颇诱人，特色美食儿时情。

临县红枣与荤酒，柳林碗脱芝麻饼。

离石凉菜合楞子，方山炒恶受追捧

汾酒全球享盛誉，琼浆酿自杏花村。

吕梁一十三县市，家乡美食夸不尽。

即便农家粗茶饭，余香满口味无穷。

乡村所见颇诧异，房前屋后轿车停。

农家代步寻常事，绝非富豪奢侈品。

回乡短暂十日整，亲情友情暖融融。

外部世界再精彩，不及桑梓山水亲。

一方水土一方人，落叶归根乃古训。

若问祖籍在何处? 我是吕梁山里人。

游子吟
□ 康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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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8月 31日，我与汾阳市电视台采访组

的同志们驱车出市区，向东行驶十五华里，来到

现属汾阳市阳城乡的路家庄村。这里是我的老

家，在老家贫瘠的土地上，我生活了十三年，十三

岁那年我们举家搬迁当了“城里人”。此后，上

学、工作、成家立业，对老家村里的事知之甚少，

对老家的记忆似乎也停留在十三岁之前。因为

有老支书带路，我们进村后拐了几个弯，来到一

处院门边，院子里的人已经迎了出来。可能是我

还不够沧桑，他们都能认出我来，亲切地呼唤着

我的乳名。我只认出其中叫“三宝”的。三宝是

我在村里上小学时候的同学，与我同龄。三宝拉

着我的手说：“胖了、胖了……”接着又告诉我，其

他人是他的哥哥和姐妹们。我一一作了问候，又

有些急切地问：“老人家在哪里？”

我说的老人家是三宝的父亲，名叫吴德温，

今年已经是九十九岁高龄。带路的老书记和老

伴居住在市区，前段时间，我去看望他们，无意

中聊到，他们在外地大学就读的孙女要制作一

个“我身边的共产党员”PPT，进行宣讲比赛。他

们就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三宝的父亲吴德温。当

时，我在十三岁的记忆里打捞着对三宝和他父

亲的意象，这意象忽然就清晰起来，让我自己也

觉得有点惊讶。我在村里上小学的时候，不是

个好学生，经常和同学们生气打架。可能是打

过或者骂过、欺负过三宝。一次，我走在我们村

的土街上，迎面就碰上了三宝的父亲。三宝的

父亲脸上很严肃，瞅着我，语气生硬地说：“你个

操蛋孩儿！”我才不管他说什么呢，同样瞅他一

眼便走过去了。那时我大抵十来岁，我以为这

些事情，我早忘记了。可是此时此刻却是这般

鲜活地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就连吴德温这个名

字和形象都是如此地清晰。

这次采访就是因为老人家吴德温而来的。

三宝把我们带进老人家居住的窑洞。此时

此刻，老人家已经因为脑梗半躺半卧在窑洞里

临窗的土炕上生活不能自理了。三宝的大哥

说，父亲听力几乎丧失，把嘴贴在他耳朵上大声

喊话，才能偶尔听到一些。好在，记忆尚存，只

是表述含糊，吐字不清。三宝冲着父亲的耳朵

大声叫唤，重复着我们的采访问话。我们以为，

只要老人家听明白了三宝的叫唤，就能给我们

讲述些什么。但是老人家却只能说些含混不清

的词：炮兵连、迫击炮、无后座炮，朝鲜，黑间，山

路窄，马车……

我知道，我来迟了，我们来迟了，真的是来

迟了！错过了深入采访老人家，聆听老人家亲

口讲述战火纷飞的经历和带领父老乡亲战天斗

地改变家乡面貌的精彩故事。

好像是为了弥补我们的遗憾，三宝的大哥拿

出一页纸来，说这是他弟兄们在老人家思维和谈

吐还好的时候整理的。我们如获至宝，却没想到

这只是一个简介式的记录。吴德温，1948年 7月

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入编六十军一八 0师五四 0
团炮连。1948年 10月 5日，参加解放太原小店子

和太原东山战斗。10月 11日在东山战斗中负伤，

在寿阳医院住院三个月后归队。1949年 4月 24日

参加解放太原城战斗。太原解放后，千里南下，参

加了解放广元、绵阳战斗。荣立一等功一次，二等

功两次。后奔赴贵州地区剿匪。1951年 3月跨过

鸭绿江抗美援朝，仍为炮连战士。因为长期负重

长途跋涉，双脚感染病菌，溃烂，无法走路，被送回

国内，在黑龙江治疗。治疗两个月后，二次赴朝参

战，入编运输排，担任副排长，负责八辆马车运输，

往前方战线运输枪炮弹药食物等等。山路崎岖狭

窄，头顶有敌机轰炸，路途有顽兵阻击，只能趁夜

行军，尽早把物资运到前线。1953年 7月抗美援

朝结束，响应上级“军人参加农业合作化”号召，复

员回到汾阳路家庄原籍务农。

我们读着这一页纸都没有写满的资料，感

觉实在是太简单了。但是，却能想到在这简单

的背后，隐藏了太多血与火的战斗场景和慷慨

赴死的壮烈。三宝无奈地笑了笑说：“就这，还

是早些时候硬从他嘴里逼问出来的。再想问他

点什么，一句‘有甚值得说的’顶得人有出气没

回气。”我说：“也许老革命、老英雄都是这样的，

他们觉得比起那么多死去的战友，自己能够活

着已经是十分幸福的事了。对于他们而言，讲

那些以往的战斗故事，好像就是在炫耀自己、标

榜自己，对不起死去的战友，所以深藏战功，淡

泊名利，甘愿默默无闻。”三宝说：“是这样的。

老人从来就没有和我们说过这些事情。可是，

那些军功章、纪念章，还有一身的伤痛是真真实

实地存在的啊！头上还有弹片没取出来，一到

阴雨天，就鼓起一个包来，头疼得要死要活；屁

股也曾经被炸开了花，至今大便都很困难。却

从来没有向组织部门提出过要求，也不让我们

提。这不是，复员当村干部二三十年，到土地下

户时，我家还欠生产队三千块钱，是后来这些

年，我们弟兄们喂猪养羊慢慢还上的。”

电视台的同志们在狭窄的窑洞里录像，我

和三宝还有老支书在院子里聊天，也算是外围

采访吧。老书记就接了三宝的话说：“这些后来

的事，我是知道的。他家人口多，劳力少，那三

千块钱是老吴养家糊口欠下的。那时候的党员

干部，特别是从部队上下来的，都这样，不贪集

体的半根柴草，就是个实干死受，那真的是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咧！”

我希望老支书具体说说。老支书答应着，

却也只是简要概述。他说，老人家回村后，担任

村集体领导职务，先是捐出从部队带回来的 200
块钱，继而多方奔走，想方设法，从太原请来了

电力技术人员，使路家庄成为全乡率先通电的

自然村，之后带领父老乡亲，打井三十多眼，让

村里的大部分旱地农田坐在了“龙王背上”，实

现了井水灌溉。因为有了电、有了井水，村里就

种植了苜蓿，发展起畜牧业；每个小队都开辟了

菜园子，村民都有了新鲜蔬菜吃；以醋坊、粉坊、

磨坊、豆腐坊、酒作坊等为主的副业很快也搞的

红火红火，集体经济显著增长。可是，因为身体

原因，老人家的“官职”却是从支书、村长、队长、

小队长、副业主任，愈做愈小。即便如此，组织

生活却一次也不曾耽误，对村里的大事小情都

放在心上，直到三个月前病卧在家。

简陋的窑洞里，艰难的采访艰难地进行着。

同行的电视台记者把嘴凑到老人家的耳边

大声问话：“您是哪年入的党？”

问了几遍，老人家忽然开口：“1950 年 2 月

10日。”

我们感到十分惊异，在老人家尚存的记忆

里，这个日子竟然是如此地清晰，清晰而闪耀着

六十九年党龄的光芒，锤炼着依然本色鲜活的

坚韧初心。

也是一时激动，我提议老人家把那些勋章

和纪念章挂在胸前，对着摄像机行一个军礼。

老人家的儿子们冲着老人家的耳朵一遍又一遍

地大喊，老人家终于听明白了，却也非常明白地

说了一句话：“军礼哪能坐着敬！”

在场的人一下子都沉默了。我在沉默中深

切地感受到，军礼在一个老解放军战士心目中

的神圣和庄严。我低下了头，不敢看老人家饱

经沧桑的脸，只为自己的幼稚和轻率感到惭愧

和内疚。

老人家的儿女们拿出一套叠得整整齐齐的

解放军军服，军服上红色的帽徽和领章一尘不

染，红得像盛开的花朵，红得像燃烧的火，红得

像沸腾的血、红得像飞扬的战旗。三宝的大哥

说：老人家还能自理的时候，嘱咐他们，死后一

定要穿着军装走。

我的心头像被谁用力握了一下，两眼禁不

住热乎乎地湿润。

也许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里的老人家

精神矍铄走在我们村的街道上，与我照面的时

候，我问了一句：“伯伯，还认得我这个操蛋孩儿

不？”

老人家一脸慈祥的笑容，说了句汾阳俚语：

“操蛋孩儿有出息。”

梦醒时分，我的两眼再一次热乎乎地湿润。

这套《于成龙文化丛书》从最初的策划、整

理和编纂，直到今天准备付印，屈指数来，已整

整五个寒暑过去了。作为策划人和主编，回想

这段颇费心力、也颇费周折的日子，真不知该是

激动，还是感慨，抑或是生发更多的世事况味。

记得那是 2010 年的季夏，山西方山于成龙

文化园董事长高林清先生找到我，问我能否组

织编纂一套有关于成龙文化的丛书。我一听，

这不正是我一直以来的宿愿吗？凭着这些年我

对于成龙文献的热衷和了解，当即愉快地答应

了他。

其实，身为吕梁籍学者，我最早开始关注先

贤于成龙是 2004年的秋天。是这年秋天一次难

忘的方山之行，与时任方山县县长李志安先生

达成共识，开始着手《于成龙集》的文献收集与

点校整理。此项目历时三年，2007 年被列入国

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出版，成为 1949
年以来中国大陆首次出版发行的最权威的于成

龙文集。这部文集，以其首创性和文献性，深受

学界好评。

正是因为《于成龙集》的面世，才使我与有

着浓烈于成龙情结的高林清先生结缘，并有了

一系列的文化互动。《于成龙文化丛书》的编纂，

应该是我们最深层次的一次合作。这次合作，

尽管历尽艰难，但我们无怨无悔。恰恰相反，在

孜孜 的那些日子里，让我更多感受到的是高

林清先生的一份家国情怀与文化坚守，以及一

个文化先行者的觉悟，甚至孤独。

在我未深入研究于成龙之前，自己只知道

于成龙是一个大清官，大名人，并不十分明白于

成龙这个清官形象背后有多深的文化内涵和现

实价值，仅隐隐觉得作为一个地方文化品牌应

该加以深入研究和开发。事实上，进入世纪之

交，于成龙这一文旅项目也曾引起当地一些投

资人的关注，但还是因投入与产出很难成正比，

最终使那些见螃蟹而不敢下口的投资人知难而

退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向有文化情结的民

间投资人高林清先生挺身而出了。他后来在回

答记者采访时说，读王永泰先生《清官于成龙》

竟至几次哽咽，夜不能寐。于是，性情中人高林

清先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发心要把于成龙廉

政文化园做起来。他坚信，于成龙虽然故去近

400 年，但作为一个中国廉吏文化的经典样本，

于成龙精神尚在，时代需要于成龙精神，国家和

人民永远需要于成龙精神！基于这样的信念和

情怀，高林清先生不顾家人和好友的劝阻，毅然

决然倾囊把钱砸在了深不见底的于成龙廉政文

化园建设项目上，甚至后来不惜卖掉自己的住

房，以解燃眉之急。这样破釜沉舟去做，高林清

先生到底图的是什么？“位卑未敢忘忧国。”其

实，他的投资图的不是关乎蝇头小利的回报，也

不是关乎身家命运的改善，而是关乎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以及当前国家政治清明

的需要。从最初的规划立项，到具体的工程建

设，于成龙廉政文化园做得尽管异常艰难，最终

还是做起来了，而且已经发挥了它应有的现实

作用和导向作用。特别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高举反腐旗帜以来，对照“山西塌方式

腐败”现象的不堪，于成龙廉政文化园的政治意

义和社会文化价值日益显现，不仅成为全国党

政干部廉政教育基地，也是新时期国民廉洁教

育的重要目的地。

得道多助。回首数年文化苦旅，高林清先生

可称得上是“孤胆英雄”，但这位“孤胆英雄”在弘

扬于成龙廉政文化的路上并不孤单。多年来，国

家、省、市、县等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从政

策、财力、人力、物力诸多方面给予了积极指导与

大力支持。于成龙曾经履职之地的政府，全国社

会文化界贤达，全国于成龙民间粉丝，均以不同

的方式给予了热情而无私的帮助。对此，高林清

先生一直念念于怀，不能忘记。

在这样的社会政治氛围之下，高林清先生

更是把编纂这套《于成龙文化丛书》看得十分重

要。他认为，于成龙廉政文化园要让每一位参

观者能够直观形象地感受到于成龙文化的独特

魅力，同时，要给广大参观者和更多的受众深入

学习于成龙廉洁文化提供系列的教育读本。高

林清先生的这一见识与决定，可以说是深具建

设性和前瞻性。当前，国家政治生态形势的根

本转变，更是印证了他超前的胆识。

从 2010 年起，我围绕《于成龙文化丛书》编

纂，做了不少功课。2012年，正式接受编纂任务

后，除自己亲自操刀外，还聘请省内外数名文献

方面的学者，参与其事，共襄盛举。初拟出版 2
辑，共 15种 16册，最后落实了 1辑 7种 8册。

今天，7 种 8 册已具规模的《于成龙文化丛

书》之所以得以印行，可以说完全是集体智慧和

辛苦的结晶。在这里，我们还是要首先感谢高

林清先生，没有他百折不挠的坚持和不惜代价

的付出，绝不会有这套丛书的问世；感谢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透明国

际中国会员（TI-China）副主席任建明教授欣然

为本丛书作序，同时，我们也要感谢李志安、阎

凤梧、萧泰芳诸先生的前期工作，给我们的后续

编纂带来了方便；还要感谢常佩雨、金小娟、王

振川、张仲伟、耿建华等诸位学林新秀，他们的

学术工匠精神，使我们的合作倍感愉快；最后，

特别应该感谢的是张继红、落馥香两位著名出

版人，从编辑到印行，一路鼎力支持，才会有这

样圆满的结果。

《于成龙文化丛书》就要和读者见面了，作

为主编，此刻我的心情更多的是忐忑。尽管我

们足够努力，但宥于学力等原因，难免会有种种

疏漏与舛误，尚祈读者诸君不吝赐教，以期再版

时改正。

谨为序。

夜色如海

有彩色的鱼群

游来游去

我手执网兜

我断然不会下手

每一尾鱼儿

都是一个词语

没有水晶一样的诗

我安放它们

在哪里

有雨滴落下

每一滴

都将

泛起朵朵涟漪

娇小

只有

抱着的时候

才感觉你小

还有

起风了

在拐角处

像一只

洁白的羽毛

生怕

一转念

就被吹走

抽出一把锋利的藏刀

再抱回几颗极甜极甜的

新疆哈密西瓜

一切 再切 再再切

直至切出第 365瓣

然后藏入冰箱

然后每天分食一瓣

就这样

舌尖一天一天甜着

生活也一日一日醉着

到年底时 嘴巴疯了

一直在叫喊 日子真甜

日子真甜
□ 吕世豪

为期四天紧张而愉快的学习终于画上了圆满的

句号。回顾这次形式多样的学习经历，一种幸福的

滋味就会慢慢溢上我的心头。遇上良师，结识益友

是幸福；开阔视野，提升认识是幸福；分享获得，博采

众长也是幸福……

八月二十三号走进离石一中培训点，我们结识

了第一位专家郭峰老师，他的“四界语文”让我耳目

一新，他用接地气的教学案例呈现了语文教学存在

的各种问题。深入浅出的给老师们传达了“四界语

文”的精髓所在。“课文的语文、生活的语文、文学的

语文、文化的语文”四位一体，才可以产生“艺术语

文”。这也是培养学生核心素养最有效的途径。这

就要求我们语文老师重视素材的积累，做生活的有

心人，打通素材与文本的练习，拓宽学生的语文视

野。

付华老师虽有花甲之年，还仍然沉浸于语文教

学的研究之中，她“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精神，实

在值得我们学习。她的教学方略“忌虚戒躁，摒弃浮

华”给我印象尤为深刻。让我们做一个清醒的教师，

认真研究学生、教材、教法，教学要回归本源，回归学

生，而不是老师单向简单输出的格式化。教师阅读

要精进全面，教学方式要灵活有趣，让阅读贯通师

生，互相成就，共同奔向诗和远方……

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感动，每一次聆听都是一

次洗礼，专家们的殷殷之情也是我们今后躬身教育

一线的不竭动力啊！

八月二十五号，再次遇到了前期班主任培训时

的“疯子教授”赵精兵。赵精兵老师的讲座是在笑声

和掌声中结束的！才华横溢的他，亦庄亦谐的他，妙

语连珠的他，帅气不羁的他……将会永远定格在我

们的脑海里，而他的思想，他的启发，他的希望……

却如潺潺流水一般永远奔腾不息！

我一直在想：赵老师为什么会对教育做到如此

出神入化呢？也许就是因为他对教育事业的疯狂痴

迷吧！这份浓烈的爱正是他不断创造的动力源泉！

这份痴迷的背后是百分之一的天赋和百分之九十九

的勤奋啊！

这“勤奋”二字是我们今天周围许多人都欠缺

的。今后我们不妨每天都这样问自己：我们今天勤

读书了吗？勤动手了吗？勤思考了吗？

若想改变他人就先从改变自己开始，做一个有

温度的人，做一个有思想的人，做一个有行动的人，

做一个有新意的人！

八月二十六号张金华教授以精深的理论让我们

懂得了怎样做一名真正的教育者。新时代的教师，

要有国际视野，家国情怀，更要密切的关注社会动

态，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担当社会使命，钻研教学

规律，潜心教书育人。

每次讲座结束后，参加培训的各位教师们精彩

纷呈的心得分享，为我的本次学习之旅增添了别样

的快乐！同仁们结合课堂教学实践的深刻反思，真

诚丰富，发自肺腑，为专家理论在吕梁市离石区的落

实传播开了个好头。

这次的暑期培训，让我更加坚信，学习是快乐

的，学习是幸福的，我们的人生也一定会在一次次的

学习中更加丰盈而美好！

初心
□ 田文海

学习让人生更幸福
□ 郭静

情深（外一首）

□ 边草

裒辑一编奉于公
——《于成龙文化丛书》总序
□ 赵桂溟

梁大智梁大智 摄摄

诉衷情·祝新篇

秋来把酒祝新篇，豪气冲

青天。明朝将栖何处？鸿雁入

云端。人未老，不言难，铁般

肩。复兴伟业，竭尽光华，增色

河山。

临江仙·七夕

词林正韵一部 诗绪今夕

盈墨客，牵织泣喜重逢。经年

别苦鹊桥终。行云布雨，羡煞

众仙翁。千古传说河浩邈，离

人寄恨无穷。牵牛墙上泪朦

胧。鸡鸣鹊巢，淅雨打梧桐。

眼儿媚

何事西风过田畴，落叶砌

成愁。格桑孤艳，黄栌红遍，欲

尽今秋。平生夙愿如云淡，蟋

蟀切声休。清霜总在，山塬草

上，征雁冠头。

如梦令·晚秋

冬近菊花容黯，叶落雨滴

思溅。谁把锦书捎？梦醒百回

张盼。鸿雁，鸿雁，枫叶只因霜

隽。

诉衷情·祝新篇

秋来把酒祝新篇，豪气冲

青天。明朝将栖何处？鸿雁入

云端。人未老，不言难，铁般

肩。复兴伟业，竭尽光华，增色

河山。

如梦令·脱贫

太谷观摩回首，授业专家

循诱。实地去参看，差距太多

怀疚。奋斗。奋斗。致富脱贫

歌奏。

词一组
□ 魏河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