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公子信陵君，收罗天下贤才，门下领

他薪水的人，经常有三四千。但他不怕花

钱，就怕别人说，某个贤才不在你麾下，显得

自己没有识人之明。

这不，又有人对他说，那个看守大梁城

东门叫侯赢的老头，年轻时是有名的游侠和

策士，现在虽然 70多岁，可人是越发老练了。

信陵君一听，就去探访侯赢。驾车到了

东门，远远望见一老头靠着城墙在晒太阳。

他赶忙下车，作揖道，您是侯先生吧，在下魏

无忌。

公子大名，谁能不知！你来这做什么

呢？

我来探望您啊！

我没有什么好探望的。年轻时，还行。

现在，糟老头子一个，不中用了。

信陵君一听，这话不对啊。连忙让人把

黄金礼物抬上来。

侯赢断然推辞，免了

免了，老朽不堪一用，这些

东西，还请公子拿回去。

信陵君道，一点薄礼，

难成敬意。您不要嫌礼物

少！

侯赢说，我要想发财，

早就发了，何必等到现在。公子您请回吧，

不要耽误我晒太阳呀。

信陵君也不生气，随便聊了几句，带着

礼物就打道回府了。

过了几天，信陵君大宴宾客，把全城有

名的人都请来，等大家坐好以后，信陵君说，

有一位重要的客人，需要我亲自去请，大家

稍等片刻。

众人都很惊异，莫非大王要来。一时间

人人兴奋，静静等候，不提。

信陵君亲自驾车，奔向东门，侯赢还在

那里晒太阳。信陵君下车，客客气气地说，

先生，我在家中摆了宴席，就等您入席了。

您不去，我就不走，您还得管我饭。

侯赢笑着说，好吧，好吧。我一穷老头，

管公子一餐饭，全家都要饿好几天肚子呢。

我随你去就是了。

侯赢登车，信陵君亲自驾车。周围的人

们都惊呆了，那可是魏王的弟弟亲自为一个

看门的老头驾车啊。

侯赢面色如常，说，我有个朋友，好久不

见，他在市场上卖肉，到了那里，我去看看

他。

侯赢带着信陵君到了一个卖肉的摊位

边，与摊主站着就聊开天了，两人谁也不理

会信陵君。信陵君就牵着缰绳，静静地等

着，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信陵君的随从们站

在不远处，气得脸都白了，低声痛骂侯赢，这

糟老头子，怎么敢这样摆谱。公子驾车，你

敢坐，公子等你，你聊天，也不说快点，真是

个不知好歹的东西。

周围的人们，却在羡慕侯赢，继而褒扬

信陵君，说，公子虚心下士，求贤若渴的名望

真不是吹出来的。侯赢边和大汉聊天，边偷

偷观察信陵君，见信陵君面色始终如一，甚

至越来越平和，心中暗暗点头，终于和大汉

告别，回到车上。

信陵君府上的宾客等了好久，听到传回

来的消息，个个目瞪口呆，心想，就算是人

才，也不能这样啊！这侯老头的架子可是端

到天上去了。

又过了一阵子，两人终于回来了。信陵

君请侯赢坐到首位，说，大家久等了，这位是

侯赢先生。他是贤才，大隐隐于市。今日，

我专程请先生来与大家见面。

这时，侯赢一反倨傲之态，站起来，诚恳

地大声说，我侯赢糟老头子一个，承蒙公子

看得起，称我一声贤才，甚是惭愧。今日，劳

烦公子亲自驾车迎我；我故意与人闲聊，公

子又耐心等我，毫无怨言。我就是再狂妄，

又怎会这般不识好歹？我这样做，是故意为

之，就是要让全大梁的人都知道，公子爱才

若渴，礼贤下士。

从此，侯赢成为信陵君的门客。侯赢又

推荐了朱亥，就是那天聊天的屠夫。信陵君

去看望了几次朱亥，请他吃了几次饭，但是

朱亥始终不冷不热。公子很奇怪，但也毫不

介意。

过了几年，为了救援被秦军围困的邯郸，

魏将晋鄙率军赶到邯郸。但是魏王害怕秦国

事后报复，命令晋鄙按兵不动。信陵君劝谏

无效，只好与自己的一千多门客组成敢死队，

去救赵，实际就是与邯郸共存亡的意思，临走

时去看望侯赢。侯赢平淡地说，我老了，不能

跟随公子一同上阵杀敌，预先祝公子旗开得

胜。信陵君听了很不是滋味，但也不好说什

么，就辞别侯赢，带领队伍出发了。

他边走边琢磨，我对侯赢够尊崇，够好，

我今天去赴死，他怎么会一句有用的话都不

说呢，看那个表情，甚至还有点冷淡，莫非是

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他吗？不行，我得回去

问清楚。

信陵君让队伍停下，原地待命，自己驾

车返回来见侯赢。远远的，就看到侯赢依着

门口远眺，看到信陵君，哈哈大笑说，我就知

道，公子会回来的。

啊，请先生指点我。信陵君福至心灵，

深深地作揖。

公子您带领这点人去救赵，就好像肥羊

去撩逗一头饿虎，您觉得有用吗？

没用。可是我没有其他办法，只好与赵

共存亡。

此 无 谓 之 举 ！ 现 在

有 一 个 办 法 ，公 子 想 听

吗？

快快请讲。

魏 王 最 宠 爱 的 女 人

如姬，父亲被人杀害，魏

王下令缉拿凶手，结果始

终没有找到。如姬求助

于公子，公子派人杀了此人以报如姬。如姬

为报公子大恩，死都肯，一直没有机会。公

子若去求她件事，她一定肯答应。

求她何事？

魏军调动的凭据是虎符，虎符藏在魏王

宫中。公子去求如姬，盗出虎符。矫王令、

持虎符去晋鄙军中，夺军救赵，岂不比你自

己去，强多了吗？

信陵君恍然大悟，当下就去安排。第二

天，如姬果然派人把虎符送来。

侯赢说，晋鄙万一有所怀疑，就大事不

好。所以，请朱亥随行。晋鄙肯听，万事大

吉，不肯听，朱亥自有办法处置。

信陵君带着朱亥与侯赢告别，侯赢说，

本该与公子同去，但我老了，不堪一用。我

估摸着公子的行程，你到晋鄙军中之日，我

在这里自杀。

信陵君见到晋鄙，晋鄙果然有怀疑，要

派人去和魏王再行请示。旁边的朱亥大喝

一声，现有虎符、王命在此，你竟然不遵令而

行，是何居心？说罢，从袖中取出一柄铁锤，

砸死晋鄙。同一日，侯赢自杀。

之后，信陵君指挥魏军，成功击败了秦

军，保存了赵国。

信陵君和侯赢信陵君和侯赢
□ 李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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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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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碛口古镇黑龙

庙斜对面、湫水河直

角拐弯处的对岸，大

致介于李家山与寨子

山之中位有一座山，

远远地望去，山之造

型酷似骆驼形状，美

其名曰“骆驼峰”。说

起山之来历，这里还

有一个脍炙人口的传

说故事。

传说，在清朝康

熙年间，碛口镇的西

湾村出了一个巨商，

此 人 姓 陈 ，名 三 锡 。

说起陈三锡，当年掌

控着碛口古镇街面上

近一半的商铺，还有

着几百峰骆驼组成的

晋商驼队，常年穿梭

于晋陕商贸往来的商

道，可谓“九曲黄河第一镇，水

旱码头小都会”之碛口古镇商

界的代表性人物。

在陈三锡的驼队里，有一

峰非常健壮的公驼，比起一般

的骆驼来，它能超负重近 100
斤 。 但 这 一 峰 公 驼 很 是 不 一

般，脾气暴躁，且难于管理。说

来也巧，在驼队里还有一峰母

驼，脾气温顺，且善解人意。于

是，驼工们就专门把这一公一

母 骆 驼 拴 到 一 个 槽 子 里 去 喂

养。结果，自从那公驼和母驼

喂养到一个槽子里以后，公驼

就再也不发脾气了，干活也表

现得很卖力了。两峰骆驼朝夕

相伴，和善友好，不知趟过了多

少条河流，走过了多少里路程，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两峰骆驼

日 久 生 情 ，情 深 意 笃 ，恩 爱 有

加，形影不离。

可是，有一年春夏之交，母

驼不幸染疾，终日卧槽不起。看

着日渐消瘦的母驼，公驼干脆就

成天家守护在母驼身边，任凭驼

工们怎么打也好，如何骂也罢，

就是不离不弃！过了一段时间，

母驼的病情日益加重，每况愈

下。公驼也不知遭受

了 多 次 的 鞭 打 与 挨

骂，索性不去干活了，

一直守护着母驼。驼

主 闻 讯 ，很 是 不 悦 。

心想，这总不能白白

地养着它们吧！反正

母驼医治无望，早晚

要死的，干脆就“一不

做、二不休”，让母驼

早点一死了事，也好

让公驼早点去干活。

于是，驼主私下作了

安排，让驼工喂母驼

时，在饲料里偷偷地

放了毒药，母驼很快

丧命黄泉。公驼得知

其故，一日，公驼一头

将投毒的驼工撞倒在

地，狂奔而去。众驼

工想方设法，再三阻

拦，拦不住，便呼喊着去追赶。

一直追到湫水河畔，眼看众驼工

就要捉住时，只见那峰公驼纵身

一跃，不费吹灰之力，跃到了湫

水河对岸，众驼工惊诧莫名，隔

岸望驼兴叹！

当公驼跨过湫水河以后，

就再也未继续前行，而是静卧

在小山坡上，悲鸣不已。只见

公驼的眼泪唰唰地流，泪水顺

着山坡往下流，一直流到湫水

河里。瞬间，河水暴涨，奔涌而

下流入黄河。

翌日清晨，众驼工就跑到

湫水河岸观察，结果发现，公驼

不见了，而公驼原来静卧的小

山坡也不见了，奇迹般地变成

了一座骆驼峰。众驼工急忙禀

报陈三锡。沉思良久，陈三锡

长叹一声道：“哎！‘问世间，情

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原来，

我一直未解其意，不知其故，今

知啊，今知啊！”遂命众驼工，将

母驼也厚葬于骆驼峰山下。时

过不久，此事被天官知晓后，甚

为感动。于是，天官又石化了

一只天犬，让其终生守护公驼

和母驼，守护这座骆驼峰。

骆
驼
峰
的
传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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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节登凤山
秋回故地又重阳，夜雨新晴夕气长。

画阁烟岚闲映绿，标枝露叶静飞黄。

河归霞集山城聚，虎踞龙盘凤鸟翔。

日上中天风弄影，三川云水正苍茫。

访千年里
探胜寻幽径复前，宝峰山下望千年。

晴川迢递田禾好，屋舍参差客侣牵。

水脉汤汤从信义，湖光色色起风烟。

石州城外云行处，踏翠流觞竞作仙。

游金阁寺
兰若山环白石危，梵林踏访得来迟。

长天吐絮霞舒卷，野径寻踪意坐驰。

翠柏传芳云寺落，幽情生善本怀悲。

攀岩面壁终尘道，穷顶临风赏月眉。

秋过知春湖
静水白云湖上秋，桥边泽畔可寻幽。

葭蓬满地生凉意，日色凌波入醉眸。

暑往香沉枝叶老，天清影过野风柔。

残荷剩有花开艳，自立空明任去留。

游宝峰山
绝 凌霄势劈空，登临极顶宝峰雄。

层峦泛海初迎日，古塔摇山自御风。

放眼云鹰天地远，闻声林鸟有无中。

晚晴但爱奇松劲，秋色长怜一叶红。

重阳日游莲花池
秋高气爽又重阳，故地今来木叶黄。

莲谢浮萍时岁老，影从去鸟野风凉。

寒花半落情难寄，孤蝶低回梦几行。

还看水天晴一色，闲舟泊岸柳轻扬。

游麒麟山庄（一）

别有逍遥逐浪舟，客踪欲寄白云游。

清门且向麒麟问，胜地欣承凤鸟留。

蝉噪风轻声寂寂，山随岸远水悠悠。

朝阳金染东边树，梦里银波皓月浮。

游麒麟山庄（二）

麒麟降瑞大河湍，千古名闻二碛滩。

历险始知川势阔，凭空忽见水流宽。

天然形胜生云殿，不尽波涛落玉盘。

隔岸山来如笔架，谁人着彩更披丹。

游义居寺兼咏刘萨诃
一朝佛洞寺千年，坐拥松冈漫水边。

梵殿灵光初日度，真身宝塔四时蠲。

出生入死终行道，绳祖追踪直比肩。

清绝尘嚣迎静气，伽蓝净土自壶天。

游安国寺
冬阳煦暖远情牵，路转峰回古木鲜。

几处亭台鸾鹤影，一帘崖壑玉珠泉。

探幽极意寻荒径，放眼澄怀入碧川。

霜柏森森犹老健，清风拂面忆前贤。

白马仙洞游
初来白马仙居会，便到云峰起处游。

胜事高闻空不见，青山霍落洞长留。

求神称愿千年梦，入地迷宫百尺楼。

自有闲人归去晚，松风朗月共悠悠。

过石楼黄河湾
空水苍茫入望看，河来谷返有奇观。

分明扑面山飞势，迢递流光自泛澜。

放眼云烟千里远，忘怀天地一时宽。

风涛上画谁添色，造化赋形神鬼难。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与王栋老师结缘《吕梁

报》。《吕梁报》是《吕梁日报》的前身，是当时吕梁地

委机关报。王栋老师是一位编辑，负责文艺副刊的

编辑工作。记得初次见面称呼“王老师”时，先生摆

摆手：“马齿比你长，老师不敢当！”得知我在一所乡

镇中学任教，先生更是谦虚有加：“你才是老师，我

充其量是老王。”先生的风趣与幽默，一下就拉近了

我们的距离。于是，就有了下面亦师亦友的几则小

故事——

“辣友”

王老师当时负责《吕梁报》文艺副刊“三辣园”，

这是一个杂文栏目。先生说，为什么开办这个栏

目，现实生活需要我们，既要讴歌闪光点，也要揭露

阴暗面；既要赞扬真善美，也要鞭挞假恶丑！比如

有些部门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比如有些办事人

的吃拿卡要，比如有些小商小贩的坑蒙拐骗，等等，

都是我们“三辣园”批判斗争的对象。先生说这好

比老百姓一日三餐，调味盒里少不了这三味：“辣

椒、生姜、芥末油”，正是这三位“辣友”，常常呛得人

们一把鼻涕一把泪。我们就是要把“三辣园”打造

成一款锐利武器！我们做不到鲁迅先生的“匕首”、

“投枪”，那我们就做做辣椒、生姜、芥末油！“三辣

园”的开办，争取在和平建设年代，也同样能起到针

砭时弊的喉舌作用。受先生的教诲，《吕梁报》不时

也有我的“辣文”出现:讽刺不在专业领域下苦功夫

的杂文《“功夫在诗外”种种》，鞭挞官僚主义、形式

主义的杂文《论“从口到手最长”和“从手到口最

短”》，嘲讽游戏人生不务正业的杂文《玩本身没有

错，错了的是玩的人》，讥笑“养起宠物养不起爹娘”

的杂文《摆对宠物与人的位置》等等。先生一一安

排在显著位置刊发，记得报社有位编辑曾戏谑王老

师和我是一对辣园师徒，王老师当即笑靥如花，欢

迎“任辣友”常回“三辣园”辣辣走一回。

“文友”

其实王老师既是一位编辑，也是一位写作高

手，出自先生的妙文华章也常常见诸报端。我们也

常常一起切磋“辣椒、生姜、芥末油”怎么个比例，辣

的效果才“呛脑呛喉呛鼻经”。先生曾经撰写过一

篇杂文《解岩说蟹录》，可以说是这方面“辣”的集大

成者。文章说，癌症不过是“岩石”“螃蟹”，没什么

大不了的。因为中国古代“癌”原作“岩”，古中医将

表面凹凸不平、质地坚硬如石的肿物称为“岩”；而

在西方“癌”一词则来源于“蟹”，形容癌肿的形态和

生长方式如同张钳伸爪的螃蟹。经过先生这么一

番“解岩说蟹”，我们这才知道中西医都从形态上，

用“岩石”“螃蟹”这些通俗生动形象来定义、来揭露

恶性肿瘤这个面目狰狞的病魔。人类文明就是这

么有趣，实在不能不佩服中西方文化的心有灵犀！

难能可贵的是，行文不止于此，先生笔锋一转，由肉

体癌症上升到“精神癌症”，指出要切实加大反腐倡

廉防范的力度，要严防精神上和思想上“生长岩石”

“爬满螃蟹”。更难能可贵的是，大家有所不知，先

生写作这篇辣文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是癌症晚期，

透过先生轻松幽默的语言、辛辣风趣的笔调、诙谐

冷峻的文风以及所展现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让我

们见证了一位敢于与生命抗争的白发老者铮铮硬

骨的凛然形象，同时我们不得不被先生藐视癌症如

草芥、顽强与病魔抗争的勇气所折服！读先生的辣

文常常令人不禁莞尔，不过在欢快活泼一笑之余，

留给人们更多的应该是深深的思考。

“报友”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报社当编辑是一件很

辛苦的事情，当时既没有手机、微信，也没有电脑、

打印机，当然更不会有“复制”“剪切”“粘贴”这样

便捷快速的信息化处理手段。受当时条件的限

制，报社来稿一般都是纯手工书写，所以稿件的编

排一直是脑力加体力的复合型劳动。报社领导本

来安排王老师可以悉心在家养病，可是王老师一

直坚持奋战在新闻工作第一线，常常既当编辑又

当记者，同时还兼画版员和校对员。有时稿件急

了甚至通宵加班，王老师亲自跑到印刷厂，帮助工

人拣字、排版、上版、印刷，这些业务那可是标准的

体力劳动，这对一个年近花甲且重症在身的老人

来说，绝对是生理和心理的巨大考验。一段时间

我在吕梁教育学院进修，经朋友引荐参与一家中

学生刊物的编辑工作，业务上好多不懂的问题正

好可以就近请教王老师。王老师总是推开手头的

工作，不厌其烦地对我手把手指导，交往的次数多

了，慢慢地我们又成了“忘年报友”。编辑报刊最

辛苦的莫过于“画版”这个工序了，王老师拿出一

张排版纸给我作示范，必须将稿件的内容对应设

计到排版纸上，还要纯手工重新誊抄一次，要精确

到每一行、每一格，要具体到每一个字、每一个标

点 符 号 ，要 保 证 所 有 的 文 字 、数 字 、图 片 准 确 无

误。同时还要兼顾整个版面的艺术效果，还得考

虑适当的位置填充一些“报花”。出于好奇，我问

王老师：“王老师，你每天工作都是这么辛苦吗？”，

王老师很认真地看了我一眼：“那可不！”

“摘友”

兴县白君曾经写过一篇短文《中缝》，说的是一

位编辑，在谁也不起眼的报纸中缝做文章，利用报

纸有限的边边角角，每一期的中缝安排得满满当

当，有文摘类的，有趣味类的，有生活类的，有曲艺

类的，都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内容，没想到这档类

似农家的“大烩菜”，以其独特的色、香、味，赢得了

广大读者一致的欢迎和好评。白君笔下的这位“中

缝编辑”就是王栋老师。“中缝”的一些内容实在令

人爱不释手，为此我积累了好几本“中缝”文章摘抄

本呢。一次见到王老师，桌子上摊开好多报纸杂

志，我一脸纳闷地问：“王老师，你这是要开广告公

司吗？”王老师说：“现在我有三件宝，浆糊、报刊、剪

纸刀！”只见王老师熟练地把报刊上剪下的“豆腐

块”，在背面抹上浆糊粘贴到一个大型画册上，王老

师兴致勃勃地将厚厚的几本“画册”抱过来，轻轻拂

去上面的尘土，翻开来一页一页让我欣赏，从纸质

的颜色深浅就可以断定，这是时间跨度相当长的文

摘作品集，这又是一项需要坚强的意志力才能坚持

下来的工作！又一次被王老师敬业的态度、执着的

精神、奉献的情怀深深打动！王老师说：见过艄公

在黄河里淘沙吗，我现在做的工作就是大浪淘沙、

披沙拣金呢！我懂了，怪不得《吕梁报》中缝那么吸

引读者，原来是有这样一位默默无闻大浪淘沙的

“老艄公”呢！

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已经改版扩大为《吕梁

日报》的记者基层采风，告诉我王栋老师安详地走

了，无情的病魔最终还是夺去了老师的生命。但老

师忙碌的身影、勤奋的耕作、幽默的谈吐历历在目

仿佛昨日，老师的奖掖后生、谆谆教诲更当铭记心

怀永世不忘！今特谨撰一副对联，深切怀念这位人

生路上难得的良师益友——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三辣园篇篇檄文战邪恶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中缝报字字珠玑慰苍生

吕梁游踪吕梁游踪
□ 薛保平

亦师亦友忆王栋亦师亦友忆王栋
□ 任玉龙

东风吹散梅梢雪，

一夜挽回天下春。

从此阳春应有脚，

百花富贵草精神。

立春立春

【宋】白玉蟾

◇诗词坊

乍见此图，便被画作宏

大却静谧的意境所触动。苍

岩劲峭，层峦叠嶂，树木葱

郁，绵延千里。一条瀑布从

远山倾泄而下，蜿蜒前行，灵

动了整个画面。山气迷蒙，

笼罩在群山翠柏之间，温柔

了整个意境。仔细端详，山

间还有一人鲜衣倚杖而行，

惊起群鸟争飞。尘世琐碎，

案牍劳形，但无论如何，都不

应该丢弃闹中寻静、寻山访

水的闲适心情。整幅画动静

结合，虚实相生，色彩对比鲜

明。摹山画水的同时，画家

的心境与向往亦在不经意间

传递出来。 刘晓娜

国画《春山观瀑图》 王雪平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