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说山西好风光
知道吕梁山，是从一系列文学作品、电影和歌

曲里知道的。早些时候有马烽和西戎合著的长篇

小说《吕梁英雄传》；后来有马烽电影《我们村里的

年轻人》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歌词唱道：人说

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左手一指太行山，

右手一指是吕梁，站在那高处，往上一望，你看那

汾河的水呀，哗啦啦啦流过，我的小村旁。歌词质

朴、意境，曲子则悠扬、敞亮、民歌风，韵味十足。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里还有一首插曲叫《幸福不

会从天降》，也很好听，歌词道：樱桃好吃树难栽，

不下苦功花不开，幸福不会从天降，社会主义等不

来。歌词和曲调借鉴了山、陕两地民歌和山曲的

元素，悠长婉转，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再后来还

有不少写吕梁山的小说，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也

使我长期对吕梁山向往不已。

贾家庄
山西省吕梁市汾阳市贾家庄的文旅项目，已经做

得有声有色了。贾家庄还是集体所有体制，坚持多种

经营，共同致富，集体和个人收入逐年增长。贾家庄

有个马烽纪念馆，不甚大，是老房子，前后两进院子，馆

里展出了马烽生前用物、创作手稿、相关图片等等。

马烽是山西吕梁市孝义市人，有较大影响的作品就

是前述的《吕梁英雄传》《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我

们村里的年轻人》里的一些人物原型，就在贾家庄。

演唱《人说山西好风光》的歌手也是山西人，叫郭兰

英。郭兰英是山西平遥人，她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以前演唱的许多民歌风的歌曲，成为那个时代中国

人的共同文化记忆，比如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祖

国》，歌剧《白毛女》中的唱段《北风吹》，电影《我们村里

的年轻人》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歌剧《刘胡兰》唱段

《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都是她的代表作。刘胡兰也

是山西人，她的家乡在现吕梁市文水县。郭兰英演唱

的这些歌曲流传广远，具有深厚的时代基因。

汾酒和竹叶青
更早一些，山西省吕梁市还有一位女性名人，

就是唐朝的女皇武则天。吕梁人说到当地名人名

物，都会用三个一来表述：第一个一是一本书，就是

《吕梁英雄传》；第二个一是一瓶酒，就是汾酒；第三

个一是一个人，就是武则天。一瓶酒其实是两瓶

酒，就是汾酒和竹叶青。汾酒和竹叶青是汾酒集团

的两个品牌，都是清香型白酒，但汾酒是竹叶青酒

的基础酒，竹叶青则是在汾酒的基质上，加入多种

药材制作而成的。白酒又叫烧酒，或蒸馏酒，在唐

朝后期，或最迟在元朝，从中原以外地区传入。汾

酒集团是汾阳市的支柱企业之一，为汾阳市的财政

收入和脱贫攻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汾酒集团的

生产区坐落在吕梁山东麓边缘。其实大部分汾阳

市境，都分布在吕梁山左侧太原盆地中的汾河谷地

平原上。山南为阳，河南为阴，汾阳市老城区应该

是建筑在汾河的北岸的。出汾阳酒厂西行，不出半

小时，就进入吕梁山区了。

吕梁山区
不到吕梁山不知道，到了吕梁山，才知道组成吕

梁山的材质和太行山完全不同。太行山是传统意义

上的山，即石头山；而吕梁山大部分都不是石头山，

而是黄土山。这些黄土山由无数年间的黄土、漠尘

堆积而成。由于黄土层里含有粘土、石膏、碳酸盐等

物质，因此遇水时易于溶解、流失，干燥时却十分坚

硬，人类可以在山体中挖掘成窑洞以供居住。正因

为吕梁山不是石头山，因此许多低山浅丘都被开垦

成农田或梯田。吕梁山区降雨较少，所以田块里种

植的都是玉米、高粱、谷子等旱粮。当地种植的高

粱，大都是矮化的品种，主要供给酒厂酿酒，少量当

作杂粮食用。谷子在当地又称小米。据史书记载，

中国历史上那些最耐旱的谷子品种，在整个生长季，

只需一场透雨，即可完成自己的全部生活史。

大红枣儿甜又香
暮秋的吕梁山，除了随处可见的玉米、高粱、

谷子，还有村里村外、房前屋后十分惹眼诱人的大

红枣。吕梁山的大红枣都是自然红，是一种紫红，

红得发亮、健康、透明，让人眼里看见了，心里就禁

不住想上去偷一把来吃。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坐

落在吕梁市兴县蔡家崖村，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

中央晋绥分局、晋绥边区政府和晋绥军区司令部

驻地，这里北倚元宝山，南面蔚汾河，东距兴县县

城大约 7公里，西距黄河只有 15公里。在纪念馆

细看，方才明白吕梁山区对于陕甘宁地区的重要

性。在上世纪交通不便的三四十年代，有了黄河

与吕梁山这两道天然屏障，陕甘宁地区就是相对

安全的；反之则危险重重。

我们顺着黄土梁攀上边区机关驻地。当地老

屋都倚山挖崖，开窑成居，崖壁里的窑洞挖好后，

稍有实力的人家，都要在窑口砌上块石，保护窑口

不遭风雨侵蚀。我们辗转攀上土疙梁上的一座院

落，只见一排窑洞前生长着一棵大枣树，树上果实

累累，结满了大大小小的红枣，地上也落了一地，

却没有人捡食，窑洞门外的的垃圾桶里，还有打扫

卫生的工作人员扫进去的一层落枣。一阵风吹

过，枣枝碰撞，大红枣又落了一地。我们赶紧俯身

去捡拾，放一粒在嘴里，鲜甜微酸，满满的都是吕

梁山的那种好奇和况味。

枣芽茶
但是当地村民告诉我们，现在漫山遍地的大红

枣，人们已经不爱去摘它了，因为枣子卖不上价钱，

摘一天枣子，还不如一天做工的工钱。吕梁山的大

红枣暂时被冷落了，但吕梁山的有心人却敞开创意

的心扉，开发出了枣芽茶和枣叶茶，突破传统产业

困局，走出了一片新天地。吕梁枣芽茶的原材料，

分枣芽和枣叶两种，枣芽茶是春天枣树发芽时采摘

下来的鲜叶制成的，枣叶茶则是采摘夏季枣树的大

叶制作而成的。如果按工艺分，枣芽茶或枣叶茶又

可分为绿茶和红茶两种。把采摘下来的鲜枣芽依

绿茶工艺制作，可制作成绿茶，把采摘下来的鲜枣

叶依红茶工艺制作，可制作成红茶。当地的枣芽茶

技师告诉我们，枣叶茶便宜些，因为产量大，但枣芽

茶卖得很贵，因为枣芽产量太少。枣芽茶是什么味

道呢？我们都很好奇，都有些迫不及待，因为没有

人喝过枣芽茶。我们坐到了临县枣芽茶厂品尝室

的茶台前，眼巴巴看着茶师小姐姐纤指飞舞。枣芽

红茶泡出来后，一杯子都是琥珀色，抿一口在嘴里，

是枣花盛开的淡香气，既飘渺，又香远。枣芽绿茶

泡出来后，则春风拂面，满杯浅翠，与室外干黄的大

山，形为两极，在吕梁黄土大山的环境里，这是一种

颤动灵魂的颜色。

吕梁护工
离开枣芽茶厂，我们的疑问还没有完全消

除。枣芽茶走出了一条产业新路子，但带动的就

业人口仍然有限，摘枣挣不到钱，那么到外面做一

天工，又能挣多少钱呢？我们乘车前往吕梁市临

县的白文镇，去那里的职业技校看一看。临县是

当地的人口大县，也是劳务输出大县，白文镇职业

技术学校培养的“吕梁护工”，已经名扬华北大地、

黄河两岸了。职业技校学员以当地贫困人口为

主，在校期间费用由政府买单，是当地政府重要的

扶贫项目。学员学习的课程，以家政、护理为主，

有一般家政服务、病人护理、月嫂、厨师等技能培

训。教室的墙上，贴着“掌握职业技能，成就精彩

人生”、“学习改变命运，技能成就未来”等标语。

在月嫂培训班里，数十位女学员，每人手里捧着一

个“婴儿”，她们按照老师的指导，一边用手按摩

“婴儿”的手指，一边嘴里念念有词道：大姆哥，二

姆弟，大个子，四小弟，还有一个小妹妹。学员学

成毕业后，由相关中介介绍到北京、天津、太原、神

木等地工作，供不应求。家政护理专业中，月子护

理收入最高，一般月收入七八千元，少数可以过

万；疾病护理次之，一般可达五六千元；普通家政

收入稍低，但每月也有三四千元的收入。正如白

文镇庙坪村女学员郝荣霞说的那样：我们只有努

力掌握好专业知识，才能用勤劳的双手，创造一片

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黄河岸边的女导游
想要用勤劳的双手，创造一片属于自己新天

地的吕梁山女人，远不止郝荣霞一人。黄河东岸

有一个古镇，叫碛口。碛口坐落在吕梁山湫水河

的入黄口，隶属吕梁市临县。这里的山岭，和吕梁

山别处的山岭，并不一样。这里的山岭，大都是石

头山，因而碛口依山而建的古村、古镇，都有别一

种刚硬和古朴。碛口本就是军事重地，明清以来，

又凭借黄河水运的优势，成为连通黄河东西的交

通和物流枢纽，形成了繁华的市津码头。为我们

讲解的，是一位单眼皮、面相黑红、亲和力强、颇显

乡风气息的大姐王小萍。她捧着一个保温杯，上

身穿一件红格子衬衫，有点土到头而为洋的感

觉。大姐说起西湾民居和碛口古镇，就象说起她

家的宅院，闭着眼都说得溜。更好的，还是她对当

地民俗的熟稔，她念起民谣来，若说似唱，禁不住

我就帮她录了一段像。

她说当年胡麻油是碛口物流的一个重要品种，

碛口光胡麻油商铺，就开了 30多家。“碛口街里尽

是油，油篓堆成七层楼，白天黑夜拉不尽，三天不拉

满街流”，这是说当地胡麻油吞吐量大。又说，“碛

口三天不发油，汾州府里点灯愁”，这是说碛口作为

黄河两岸的重要物流枢纽，转运功能也十分重要。

胡麻油，大概是当时黄河右岸盛产的一种大宗商

品，既可食用，也可点灯。大姐说到当时碛口的繁

华、富裕，又念了一段民谣道，“碛口柳林子，家家有

银子，一家没银子，格里格拉扫个几盆子”，这是说

当年的碛口，就算没有钱的人家，随便打扫打扫，也

能打扫出几盆银子来。现在，碛口作为交通和物流

枢纽的功能，几乎完全消失了，但古镇的旅游重要

性正在慢慢体现出来，成为当地具有独特性的文旅

重镇。王小萍大姐也靠着她的亲和力讲解，创造了

一片属于她自己的新天地。

剪纸大娘
吕梁大山里的女人，上了点年纪之后，也闲不

住，也要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创造着属于自己的新

天地。吕梁市中阳县的弓阳村，是一个移民搬迁

村，数十户人家，来自附近的多个自然村。搬迁前

的那些自然村，多的不过五七户人家，少的只有两

户人家，交通条件差，公共服务设施缺失，生产条

件简陋，物质收入水平低下。搬迁到弓阳村后，每

家都有一幢独立的两层小楼和小院，个人投资不

到一万元，剩余建设资金由当地政府承担。经过

主人允许之后，我们随便走进一户人家。这户人

家只有一位大娘在家，她和她儿子一家住在一起，

她住楼下，儿子儿媳住在楼上。孩子们白天外出

务工，到附近的黑木耳产业大棚工作，只有她一人

在家，她却闲不住，把她的剪纸作品摊开在床上，

让我们欣赏。她的剪纸题材有龙凤，有花卉，有农

耕，有年节，红彤彤的，多是喜庆。她家的小院里

种着棵型很大的白菜，还种着草花和月季。

黄土山里的湖
吕梁市位处山西省中部西侧，下辖 10个县，1

个区，并代管两个县级市，市域面积两万多平方公

里，属黄土丘陵沟壑区，山区和半山区占九成以

上，总人口则不到 400万。国土面积稍大，人口偏

少，这样的人口和面积比，符合中国中东部山区县

的一般规律，因为在农耕时代，山区对人口的承载

能力，一般都是较弱的。在吕梁山里，你总会觉得

山是高的，一重一重；水是长的，在山谷里蜿蜒曲

折；路总是走不完的，上了又下，下又复上。我们

离开吕梁市中阳县弓阳村附近的蔬菜大棚，向县

城出发。山路弯弯，盘旋上下。这时，突然看见左

手峡谷里，闪现出一湾碧水。峡谷里的清流，和峡

谷两边土黄色的山体，形成了鲜明的比照，不禁使

人的心湖也荡漾起来。嘴里便不由吟出了一些句

子，道是：“吕梁山里访英雄，山高水远路无穷；黄

河岸边涛声重，红枣一树见真情。”在心里暗暗想

一想，这或算是吕梁三日的一个小结罢？

2020年10月1日至2日合肥南艳湖竹柏簃

3文艺副刊2020年11月1日 星期日

副刊部主办 组版：李牧 责编：李牧 校对：王艳 电子信箱：llrbfk@163.com

吕梁漫步
□ 许辉

编者按：《吕梁漫步》可称得上是吕梁剪影，

作者许辉先生虽然在吕梁仅短暂地停留了三天，

但吕梁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给他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回到合肥住处，在吕梁的所见所闻，酝

酿日久，依旧鲜活，不禁挥笔，遂成此篇。于 10 月

3日，首发于中国作家网。

许辉先生是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中国作家协会全国散文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作家

协会原主席，茅盾文学奖评委，已出版文学专著

50 余种。他的短篇小说《碑》是全国高考大试题

和高校研究生入学考试大试题，中篇小说《夏天

的公事》等入选北京大学等高校教材，被评论界

评论为“独树一帜的作家”、“非经典时代的经

典”。许辉先生的散文随笔文化意味浓厚，文学

意境高远，视野开阔，角度独到，此篇《吕梁漫步》

正是这种风格的最新体现。

征得许辉先生同意，三川河副刊特全文刊

出，以飨读者。

大美碛口大美碛口 王中业王中业 摄摄

前几天，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了一篇文章。文

章的题目是《<人来书往>序：你有多长时间没有阅

读报纸副刊了？》来源是【木二卫文化】公众号。

几分钟后，原孝义市文化局局长马明高在评论

区留言：《人来书信》作者杨青，孝义人，曾在白壁关

初中读书，山西大学毕业。《深圳商报》的记者；序作

者，胡洪侠，知名的书评家，文学评论家，人称“文坛

一侠”；木二卫文化，系杨青丈夫文化公司的公众号。

起底得还算彻底，完全正确。

不过还是想补充一下：杨青，1991年山西大学中文系新闻

专业毕业后，曾就职于太原日报社，当过摄影记者，也开设过经

济评论专栏。记得那个年代在山西大学颇有威望的新闻专业

教师陶文实有一次来吕梁，提到杨青的经济评论，非常赞赏。

2000年 10月 14日，辞职后的杨青去了深圳，一开始

重操旧业，还在经济部，两个月后被调到文艺部，开跑各

种电影节、电视节，五年后，在《深圳商报》当了一名文化

评论员，距今整整 20年。

《人来书往》这本书是从她多年来采访各路文化大咖的

稿件中选取的一小部分。仅仅看一眼这本书的封面，就有

一种文化大餐的感觉：钟叔河、流沙河、小宝、葛剑雄、金耀

基、黄永玉、蒋勋……

40位文化学者，无一不是重量级的。

所以，我有极大的兴趣关注这本书。

之所以取题目为《领读者杨青》，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理由：

其一，在上世纪 80年代的博客时代，我就是天涯博客

“狐皮猴”的粉丝，而博主正是杨青。因为我所处的环境，相

对来说谈不上什么文化氛围，所以有相当长的时间我差不

多已经忘了自己也是从大学文科毕业的人了。

而“狐皮猴”博客入我眼来正是以杨青采访的各路文化

名流为主打，跟着她的采访，我多少得以一窥当前文化界的

动态；跟着她的文章，我也从中找到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作

家、学者，顺藤摸瓜去买一些书来读。比如流沙河，这是我

大学时代就非常喜欢的一位学者，那时读他的《锯齿啮痕

录》就被作者的达观、见识所感动。看了杨青采访流沙河的

文章《读鄙人的文字，保证不苦》更被老人治学的严谨、处世

的宽厚通达所吸引，这样一位国宝级的老人竟谦虚到说是

“粗通文字，略具常识”，那我等岂不是地地道道的文盲了吗？

为这种紧迫感所迫，我赶紧买回了流沙河的《庄子闲

吹》《庄子现代版》《y先生语录》等一系列著作来读，尤其是流

沙河的《白鱼解字》，虽然我只买了简装本，但拿到手里还是

有着如捧珍宝的感觉：先不说先生解字的思路都是从生活

中来的角度让人有趣味横生之感，只那一页页俊秀的手书

小楷看着就是享受……这篇关于流沙河的采访文章也收入

了《人来书往》之中。

再比如，我之前其实不知道张大春为何许人，也是跟着

杨青的采访文章，我买来了《认得几个字》,《聆听父亲》《城邦

暴力团》等书，了解的同时喜欢上了这位台湾学者作家。如

此等等，也就是说，从那个时代起，对于我个人来说，杨青就

是一个领读者，我的许多阅读与她有关。

其二，据我所知，目前，【木卫二文化】受深圳市爱心与共幸

福促进中心所托，正做着一个公益文化项目——[中华传统文化

经典领读]，这个月的领读者正好是杨青，她领读的是《论语》。

杨青的领读风格，也许与她几十年记者有关，从语言到

形式都紧贴当下这个时代，不让人有面对经典学问的晦涩

枯燥。比如，她首先给孔子办了张“身份证”，接着再给孔子

画像……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很受听众的欢迎。

那么，说到她领读《论语》，这跟《人来书

往》这本书有什么关系吗？关系很大。《人来

书往》中，有一篇采访陈明的文章《调动生活

积累，与经典对话》。陈明何许人？中国社科

院研究生院宗教系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儒教

研究会主任，儒家学派重要刊物《原道》的创

办者和从始至今的主编。

杨青在 2008年为了采访陈明，所做的

准备是回到家里把家中各式各样的《论语》

注释版本，在长长的餐桌上铺摊开来，一一

对照读来。这一读让她觉得遇上了可以读

一辈子的书，后来也反复读反复看，常读常

新，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才能有了现在这

样一个文化公益项目。

第三，据说，杨青在读中学的儿子的偶

像学者之一是止庵。

说到止庵，著作等身这个说法一点都不夸张，是学者，也

是作家。当她儿子迷上止庵后才发现，早在自己还很小的时

候就在跟随妈妈采访的时候和止庵合影过了。杨青更是她儿

子的领读人，她当年博客的另一大主题就是陪儿子读书的心

得感悟。当我此时想要再进入她的博客看看那些文章的时

候，发现竟然进不去了……博客年代真的是很久远吗？

说了这么多，还没有正面说到《人来书往》。好吧，现在

回到正题。

先来说说杨青式的“我来问你来答”。

《人来书往》这本书的格式，是在每一篇访谈的开头部

分给访谈对象一个大致的勾勒介绍，然后在接下来的访谈

中以问答的形式呈现观点并进行思想碰撞。是的，碰撞。

如果说问答是记者的工作方式的话，对于杨青来说，思想碰

撞可能才是她的目的。

从前文提到的她采访陈明的内容中可以看

出，杨青的提问绝不是那么简单。陈明在接受她

的采访时，谈到程树德的《论语集释》，见她对答自

如，不由大感意外，夸道：够专业。而事实上，她面

对每一个采访对象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功课。

杨青说，她采访专家学者的技巧是：先做读

者，再做记者。也就是说，采访每个人之前，她会

做足准备功课。所以说《人来书往》这本书是以她

的海量阅读垫底，同时再加上她作为记者的公众意识所做

的对社会的观察和个人的思考。

她的每一个提问，是为自己问的，更是为广大的读者问

的。比如，她采访刘瑜的时候，就提到刘瑜在写学术文章时

的谨慎克制和写书评影评时的自由果决两种不同风格，刘

瑜本人表示，如果不是她这样问到，自己都没有注意到两种

文章在结论的清晰度上有很大的区别。

在这样问答之下的40篇访谈，说成是文化大餐一点都

不过分。

接下来，我想说，《人来书往》这本书其实不只是访谈。

访谈，让读者能够从这本书中了解到一个个专家学者

的著作、观点，了解到不同学者不同的风格不同的见解。说

不好听一点，读完这样一本书，可能会给你提供许多在不同

场合显示自己有见识有文化的谈资。

但是，我更在乎的一些东西，是杨青特

意为读者着想的一些内容。比如，她会问

到，针对广大普通读者不同领域的学者们

会给出哪些建议？也就是说，杨青始终抱

着一个文化普世的目的在做自己的工作。

比如有的学者提出，对于普通读者，读书要

以“受用”为主；有学者说，读书是为了满足

一己的需求……想想，把读书的那些神秘

感、复杂高深感去掉之后，读书是一件多么

快活的事？而这种话语出自著名文化学者

之口，就有了很强的说服力，对形成一个比

较良好的社会读书风尚就会有推动作用。

再比如，杨青采访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商伟的那篇《中国文化的 DNA要传承下

来》，重点是针对商伟耗时三年编著的《给孩子的古文》一

书。在访谈中所呈现出的商伟编著该书的思路，在我读来

非常新鲜非常有启发性。

中小学阶段的孩子们往往会对古文有一种抗拒感，商伟

的《给孩子的古文》怎样解决这样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杨青替我们问了出来。“节选金圣叹的点评文字，……

不仅提示了阅读的门径，还可以让我们感受到阅读所带来

的智性的快乐。”所选的不同的篇目之间有内在联系，“在观

念和意向上，形成前后连续发展的一条线索，放在一起读就

可以看出来龙去脉了”“古文不是用来翻译的，是用来阅读

的”“通过阅读培养审美意识”……

这篇文章读下来，我好想也去读读《给孩子的古文》这

本书了，虽然我已然是个老人家了。

嗨，归根结底，又回到领读的思路上去了。

领读者杨青
——关于《人来书往》等

□ 李够梅

◇好地方

◇读万卷书 人生的知己，大致上有两种。一种相

辅相成，如管仲鲍叔牙；一种相爱相杀，如

孙膑和庞涓。

孙膑和庞涓是同学，又是好友，同拜

一个师傅学兵法。庞涓出师后，来到魏

国，得到魏惠王的赏识。魏惠王对庞涓尊

崇有加，拜为大将军。

庞涓很得意，便想起了知己兼同学的孙

膑，他写信给孙膑，说我在魏国混的还不错，

你也来吧，咱哥俩联手，可以纵横天下。孙膑

接到信，拜别了老师，来投奔庞涓。

哥俩一见面，热情得不得了，庞涓盛

宴款待。酒席间，他们纵论

天下大势，兴致一来，就以酒

桌为战场，杯碗勺筷当军队，

互相攻伐起来。孙膑奇招迭

出，时间一久，庞涓便觉得有

些智穷力拙。望着孙膑的面

容，心中喟然长叹：其才胜我

啊！

庞涓是当世名将，他的

眼光，自然不俗。一般来讲，

这么一位人才，应该马上推

荐给魏王，以助魏国称霸天

下。比如说，鲍叔牙就是这

样做的。

庞涓本意原也是如此，

只是现在他的心念变了,一

门心思就是怎么防范孙膑,

绝对不能让他得意。

没有多久，庞涓找机会

陷害孙膑，挖了孙膑的膝盖

骨，脸上刻了字，并让人严密

看管起来。庞涓想，这下子，

你总不会再有出头之日了吧。

孙膑满腔热情，被庞涓

劈头盖脸一桶冰水浇下来，顿时像掉进冰

窖。但现在最重要的是保住性命，他想方

设法、装疯卖傻，默默等待逃离的机会。

借着齐国使团来魏国的机会，孙膑成功地

跟随使团逃魏到齐。齐国大将田忌与孙

膑相见甚欢，收为门客。

不久，借着和齐王赛马的机会，田忌

把孙膑推荐到齐王面前。齐王一番交谈，

大喜，就要封官。孙膑说自己这个样子，

没法做官，承诺齐国有需要自己的地方，

一定不遗余力。

孙膑的机会很快就来了。庞涓统兵

讨伐赵国，赵国向齐国求援。齐王就派田

忌领兵出征救赵，孙膑随军参谋。在孙膑

的建议下，田忌率领齐军，大张旗鼓，摆出

要攻击魏都大梁的样子。庞涓接到消息，

顾不上攻击赵国，急匆匆地回兵来救大

梁。行军到桂陵，中了齐军埋伏，惨败。

庞涓被俘。孙膑传了个话，说不想见你，

就放了他。

桂陵之败，对庞涓来说，实在是奇耻

大辱。当他听到孙膑传话的时候，内心羞

愤无比。但是，他其实不知道，更大的失

败还没有来呢！

十三年后，庞涓带领魏军讨伐韩国。

韩国求救于齐。齐军这次依然是田忌为

将，孙膑做军师，故技重施，直扑大梁城。

庞涓闻讯，回军来救。孙膑命

令齐军撤军，庞涓衔尾急追。

第一天，追到齐军的扎

营地，发现齐军留下的做饭的

火灶，竟然有10万多，心下甚

为警惕；第二天，追到下一个

扎营地，火灶只有 5万多了，

庞涓很是高兴，这是齐军害怕

了，这么多人逃亡；第三天，看

到齐军留下的火灶只有3万

多的时候，庞涓忍不住哈哈大

笑，说：“我就知道，齐国人见

到我大魏武卒，就像受惊的兔

子一样。孙膑，这次定要将你

也俘虏一次，一雪前耻。”

庞涓命令让步兵随后赶

来，自己率领骑兵风一样赶了

上来。追到马陵这个地方，天

已经黑了，前边树林茂密，其

中一棵大树，被剥了皮，在暗

夜中明晃晃的，十分扎眼，上

面似乎还有字。军士点燃火

把，只见上面写着“庞涓死于

此树之下”。庞涓大惊，知道

又中了孙膑的埋伏。顷刻间，周围万箭齐

射。

庞涓看看周围，知道这次无法幸免，

自己也实在没有脸面再做孙膑的俘虏。

他长叹一声，说：“唉，这下子，让孙膑这小

子成名了！”说罢拔剑自刎。

魏是当时强国，魏军号称“武卒”，是列

国中第一支职业军队，战斗力之强，列国是

望风披靡。庞涓也是一时名将。却两次败

于孙膑之手，沦为孙膑的陪衬和踏脚石。

人之一念，有的时候，真是决定一生

的荣辱。

假如，当年庞涓对孙膑不忘初心，推

心置腹，这人生的故事，又将是何等美妙

的另一番光景啊！

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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