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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初秋
【宋】邵雍
夏去暑犹在，
雨余凉始来。

前已流水，
天外尚惊雷。
曲几静中隐，
衡门闲处开。
壮心都已矣，
何事更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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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青铜云雷地乳钉纹瓿，商代晚期盛酒器。敛口，溜

肩，鼓腹，圈足。颈部饰双弦纹，肩部高浮雕三个兽首 (或
羊首)，肩饰目雷纹组成的夔纹，腹部饰斜方格云雷地乳钉

纹，圈足饰雷纹。通体光亮如新，纹饰细腻规整。高 20.5
厘米,腹径 29厘米。1957年石楼县后兰家沟村出土，国家

一级文物，现藏山西省博物院。

瓿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比较常见的小瓮，据说“瓮中捉

鳖”这个成语的典故就来源于瓿，瓿的常见材质一般为青

铜，或者陶土，其作用是古人用来盛酒，也可盛储酱料等，

瓿主要流行于商周时期。从这件瓿的体型来看，参照今

天白酒的酒精度，这样的容量是不会被用来放置白酒的，

所以哪一款白酒说是数千年的历史的，是不是侧面说明

了这款白酒的历史真伪性。那么那时候的酒被如此豪

饮，那一定是低度的饮品，黄酒就是这个时期的主流酒

品，也可以说这个时期的黄酒是北方黄酒的大踏步发展

时期，酒曲的酿造驾驭也是在这个阶段被掌握的。因为

酒曲的应用使得北方黄酒的产量更大量的提供给了权贵

阶级，只不过此时的青铜酒器的使用不是太有利于身体

健康。

石楼青铜器具有厚重、庄严、肃穆、富丽等美学特征,体
现了商朝人顽强拼搏的精神面貌以及对美的追求，自 20世

纪 50年代中期以来，石楼屡有商代青铜器出土，其中尤以

桃花庄、二郎坡、义牒、后兰家沟等地所出为丰。但这些铜

器经常是与人骨共存，所出器物也有一定的组合，可以认

为是墓葬的随葬品。出土的青铜器有鼎、 、簋、爵、 、觚、

卣、觥、瓿、盘、斗等，出土的兵器中还发现有蛇首匕、马首

刀、铃首剑等具有北方草原民族青铜文化特色的兵器，与

殷墟文化有不同的特点，具有本地的特色。

每当想起故乡或者踏足故乡，那种生命之中不

能承受之重便油然而生。

隔别多年，再一次阅读鲁迅先生的《故乡》仍被

其亘久地立于中国文学史的深邃所感动。突尔又想

起自己的故乡，尽管我的故乡没有像鲁迅先生一样

阔别的那么久，却仍然使我的思考和眷恋无法释怀。

在我的记忆中，故乡始终是朴实且厚重的。朴

实一如农耕文明下的纯净与淡然；厚重一如那山、

那树、那土的庄严与肃穆。30年前的故乡，呈现的

是农耕文明下的朴实与本真。冬日回乡，可以看到

身着厚厚冬棉袄的老者提着粪篮于村各处拾拣牲

畜粪便的情景；会看到楼焉聚集着冬闲的老农们头

裹白头巾，双手互插袖筒热聊着老山西的故事；或

许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锅炉暖器、没有羽绒服的缘

故，那个时候的故乡的冬天冷的刺骨。

还在村里读小学的时候是 1987 年，那个时候

冬日上学是要轮流带柴火的，在故乡北山称之为

“黑豆尖”。天差黑，用小绳子捆上一小捆“黑豆尖”

便向刘家山小学走去。刘家山小学座落在坪道低

洼地带，每个教室的正中心立一大火桶，靠生火和

长长的火筒子供取整个教室的温度。那些个年月，

杜机机家的猪被狼咬死了，小学开会让第二日开始

学生推迟到校……70后村里那茬比我大的哥哥们

已上高年级，军民每天早晨到校前必先偷偷跑到我

奶奶的土窑里伴着煤油灯吸两袋旱烟才去学校，奶

奶却也一直在他母亲面前帮他保着密。红平和小

兵步行去几十里地外的成家寨找民国绿林高手学

习小洪拳。故乡的每一茬同龄人在故乡的方言里

统称为“一流上的”，均有那么几个高智商、高情商

的能够抓住时代发展的机遇，赚到大钱，活在人前。

故乡的西街在那个时候有种纯净的色彩，像极

了一部怀旧的电影所表现出的镜头。那时还没有现

在的信用社，是探照开的小卖部，玻璃货架下摆设着

诱人的纸盒饼干、橘子粉、午餐肉罐头……我们看得

垂 涎 欲 滴 。 探 照 说 ：“ 想 吃 ，回 家 和 你 妈 要 钱 来

买！”。探平的“卧龙酒家”开在现在新供销社的对

面，儿时只能远远望着进进出出喝的面红耳赤的成

年人们。从饭店厨房飘出的令人难忘的猪油炒菜

味，偶有认识的，跟进去，可以吃上几颗油炸花生米，

喝上一口纯粹的健力宝。旧供销社的柜台是用大石

板做成的，记得有一幅大大的宣传版画上画着一个

胖嘟嘟的娃娃爬在那里，手里攥着圆圆的饼干，旁边

是半块栩栩如生的大西瓜。柜台里摆满了连环画小

人书《渡江侦察记》《武林志》《朱仙镇》《三打祝家

庄》……跟着爷爷打了散醋、买了块盐回去在碾子上

碾碎了再放到 盐盆里把盐 碎了好食用。

刘家山公社也座落在西街，刻在大门墙顶上的

五角星以及“为人民服务”字样斑驳可见。刘家山

大队则在村中心地带的楼焉，每到村里有办红白事

宴的，羊宝便在高音喇叭上喊道：“喂、喂、喂，XXX
家事宴上吃汤水的，开了饭了……”我便跑到八仙

桌上取下我的碗勺拉着妈妈的衣襟要去吃汤水，妈

妈便说：“人家不欲比咱家……”成为童年抹不去的

回忆。

大队竟还是小二层结构，从一个小洞洞走台阶

上去，开会的大厅里挂满了公社大队时代的宣传黑

白照，记忆中有天柱的老父亲喂猪照、三则开手扶

拖拉机照、宝贵做豆腐照、贵宝杀猪照……那些个

年月大队有了一台黑白电视，记得我曾骑在粉壮肩

膀上和村民一道看《霍元甲》和《济公》。大队院全

是村民，看到兴致时，大家一起喝彩。那是一幅纯

农耕文明下故乡农人休闲的图景，它将随着岁月的

洗礼永驻生命长河，时时想来总是感动。

哈会打了一辈子的光棍，活着的时候头扎白头

巾，眼睛小且睁不开，那长相也难怪村人给他起一

绰号叫“哈会”，走路风欢，是我三老爷的座上常客，

经常在我三老爷炕沿上两人一起抽旱烟。夜半喝

了一碗凉旧饭从西街往官道上走，一步不小心踏了

个空，就从楼焉的红崖大畔上摔了下去，几丈高，命

大竟没有生命危险。

故乡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故乡的颜色也略有

改变。春天万物复苏，牛耕播种；夏天炽热炎炎，绿

色盎然；秋天集体劳作，层层梯田；冬天夜长梦多，

白雪覆盖。如此构成故乡不变的四季交错之图景，

永留生命，刻骨铭心。

做为北山的游子，故乡似刻在石头上的烙印，

永远地刻在灵魂深处，无论走到哪里，故乡，都成为

我生命中永不能抹去的怀恋。

山西省中阳县综艺影视文化传媒中心出

品的电影故事片《中阳一门三进士》，已被国

家电影局电审故字［2020］第 306号审核通过，

许可在国内外发行公映，并荣获吕梁市第六

届“五个一工程”奖，即将在中央电视台第六

频道“电影频道”播出。

影片《中阳一门三进士》，聚焦明代万历、

天启年间,山西省中阳县（古宁乡县）南街王姓

一门出了王编、王缙、王守履三个进士的历史

故事，艺术化地将两代人、三个进士的故事，

融于一体，集中精力讲述了王缙考取进士、恪

守婚约，拒绝与尚书千金结缘，坚持与订婚后

双目失明的杨家女完婚，呕心沥血撰修《明实

录》，累死于翰林院的感人故事，形象地再现

了王家与人为善、重义守约、敬业履职的家风

家训代代相传，因此成就了流传数百年的文

化传奇：“一门三进士”。影片虽然故事曲折，

冲突不断，但是编剧李慧频和导演梁嘉诚却

独出机抒，如其主题歌所唱，“丹心抚琴曲”，

逆袭传统的矛盾激烈、情节复杂的故事片路

子，而是节奏舒缓，情绪雅致，娓娓道来，犹如

弹奏一曲优美动人的古琴雅调，自始至终围

绕着立德为善、孝老爱亲、诚信做人、坚守正

道、守信履约、敬业奉献的精神，以诚恳的叙

述，认真的再现，来揭示人性灵魂深处的一种

良性本质，从而弘扬了中华传统美德，传播了

正确的婚姻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让观众的心

中产生向善向美向爱的激情涌动与久久回

荡，给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

《中阳一门三进士》,无疑是一部小成本电

影。在科技迅猛发达和人人都怀有艺术理想

的当下，小成本电影已经成为中国电影的重

要组成部分。中国电影正在逐步从高投入大

制作高收入向低投入高收入阶段过渡。尽管

现在小成本电影在质量和数量上还远不及大

片。但是，在今天中国电影充满变革的时代，

有好多新的年轻编导，正在携带着小成本电

影突出重围，他们在电影的故事性、艺术性和

个性化等方面，进行着勇敢而不懈的努力和

探索。《中阳一门三进士》正是这一批年轻的

电影力量之流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

《中阳一门三进士》，是以进士王编之弟

王缙科考中举、进士和杨家女婉儿萌发爱情、

侍奉婆婆、婚姻纠葛、相夫育子的两条主线，

或平行或交叉，贯穿始终，来讲述故事的。故

事以王缙巧救乞丐女孩、施舍穷人与从观音

庙祈福出来的杨婉儿、丫鬟相遇开始，由于两

家父辈关系密切，两人从小认识，此次遇见，

心心相印。接着提亲、下聘、订婚。订婚后，

两人便常在一起吟诗写字、弹琴作画，感情进

一步加深。王缙说其兄王编已经高中进士,为
王家争了光，他也立志不辱家门，待考取功名

后便可完婚。杨婉儿见其胸怀大志,通情达

理，愿他早日金榜题名。王缙离别家人，赴省

城乡试。不料途中遇匪，被抢劫一空，落难破

庙。杨婉儿绣花破指，血滴鸳鸯绢上，不祥预

感袭上心头。京城商人高魁来晋谈生意，夜

进破庙拜神，巧遇昏睡中的王缙。高魁相救

后叙旧，才知其正是嘉靖年间祖父在王家客

栈不慎失银 500两，店主拾金不昧的后人，于

是帮助度过难关，参加了科考。王缙一走，母

亲武氏忧心成疾，一病不起。王编任山东兵

备道右参政远在他乡，夫人陈婷怀孕在身，侍

奉婆婆,多有不便。从小身受忠孝节悌教育的

杨婉儿，从父母的闲谈中听到后，决定没过门

也要去侍奉婆母。科考后的王缙，到客栈感

谢高魁的帮助。高魁说他若中举后，可推荐

他投拜朝中大学士范大人门下，继续求学，一

鼓作气，参加明年春天京城的会试，最终考取

进士。并告知王缙京城店铺的地址，一旦中

举后，就去京城找他。王缙回乡后，把赶考遭

遇及幸遇高魅搭救之事讲给母亲。母亲听后

感叹说，“谢天谢地，看来人还是要多做好事

啊！”他果然中举，家人决定让他与婉儿尽快

拜堂成亲。未料杨婉儿拒绝出嫁。新的矛盾

遽然出现。编导就是如此娓娓动人的讲述着

故事，以其自然真实的生活状态和诚心诚意

的叙述手法相互契合，去淋漓尽致地突出故

事的主题，以此引起观众的心灵感应，激发人

的共鸣共振共情。

故事是一部电影的生命力源泉。小成本

电影不可能有宏大的场面，一线的演员和大

制作，更多的是靠电影的叙事结构、精彩剧情

以及引发共情的艺术点来吸引观众、感染观

众、感动观众。所以，艺术性是其根本。小成

本电影必须“不忘本”，在资金受限的条件下，

讲好故事，塑造好人物，摄影画面、服装造型

等都要讲究品质，让观众喜欢看、愿意看。杨

婉儿是一个具有良好家庭教养的知文识理、

远见深明的温柔淑女。她认为成家必使夫君

分心，有碍学业，为使相公乘弱冠之年中举，

一鼓作气，明年春天考取进士，以图更大前

程，决定暂不完婚。王缙也是孝道为先、修身

向上、虔诚勤勉的有志男儿，自然懂得未婚妻

的真情爱意，决定上京求学，专心攻读。两人

再次惜别，婉儿将血滴鸳鸯的丝绢赠予王

缙。万历二十二年甲午科选贡，二十五年丁

丑科举人的王缙，以十七岁就中举，后中壬辰

科进士的哥哥王编为榜样，在范大人的精心

指导下，刻苦攻读，于万历二十六年中戊戌科

进士，钦封吉士常读，中秘书散馆。杨婉儿是

一个独立意识较强的有尊严的女人，在夫君

不在身边的日子里，除了昼夜精心侍奉婆母

外，还坚持刻苦攻读诗书，为使自己将来能与

夫君等案齐眉、相夫教子，争做贤内助。竟因

长期熬夜劳作，双眼模糊，以至失明。谁知就

在王缙参加完殿试不久，吏部司务官来找他，

说受张尚书之托想招他为婿。他当场言明自

己在家乡已有婚约。但司务官为了巴结上

司，硬要他答应这门婚事。王缙坚守正道，不

攀权贵，决定回乡完婚成亲。他回乡后，才知

道杨婉儿已经双目失明，但诚信忠厚、一诺千

金的家风使他毅然决定恪守婚约，与杨婉儿

完婚。杨婉儿却是刚烈明理，不愿连累夫君，

加之王缙随从因离京时受人嘱托故意从中作

梗，更使杨婉儿产生误会而痛下决心，拒绝了

王缙。但王缙的真诚和坚定，最终感动了随

从，说出了真相，才使两人终于走到了一起，

举行了婚礼。鲜明独特的人物形象和精彩复

杂的剧情，成为了吸引观众、感染观众、感动

观众的重要的成功利器。

小成本电影不在宏伟历史中叙事表意，独

立制作的方式，却赋予编导更大的自由创作空

间，其艺术表达与历史表意能够在扬长避短的

情况下，达到个性化最大的程度的实现。王缙

被授翰林院检讨，世称太史之后，又被敕封征

仕郎。妻子与他相夫教子，执手濡沫，共同过

清贫的日子。影片不走传奇表达的艺术路子，

而是依据生活的自然形态，采取舒缓优雅、节

制适度的诗意表达手法，去一笔一划地塑造人

物形象，去渲染表达主题。为了早日编修《明

实录》这部大型国史，王缙夜以继日，尽职尽

责，累死在工作岗位，英年早逝。杨婉儿与未

成年的儿子从京城一路扶棺回乡。沉静忧伤

的长镜头让人为之动情。满城百姓出城跪迎

王太史的场面更让人动容。最后儿子王守履

天启元年考中辛酉科举人、次年中壬戍科进士

的字幕交待，更让人回味无穷。

近日，杨荣找我，要我为他正在编辑的新闻作

品集写个序，我答应了。因为，我曾经长期当过记

者，对记者工作的甘苦深有体验；我也曾经是杨荣

工作的单位——光明日报社的总编辑，对他的情

况多有了解；我还曾经是中央宣传部分管新闻工

作的副部长、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局长，对新

闻舆论工作的性质、任务、目的颇有感悟。一句

话，我对杨荣的作品，对杨荣的工作，对杨荣的为

人，有话可说。所以，我没有推辞杨荣的请求。

杨荣在要我作序的信中写道：“之所以编辑这

本集子，不是觉得自己的作品有多大价值，而是想

回顾自己走过的路！”那么，杨荣“走过的路”是一

条什么样的路呢？在我看来，他“走过的路”是一

个优秀记者的成长之路！

称杨荣为“优秀记者”一点不为过。他 1985
年调入光明日报从事新闻报道工作，以后成为光

明日报高级记者、山西记者站站长，是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的专家。在新闻工作的岗位上，曾先后

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

“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其作多次获评“中国

新闻奖”。2008 年，他以优秀的作品、优良的人

品、优异的业绩，获得中国新闻记者的最高奖“范

长江新闻奖”。杨荣是一个真正的、名不虚传的、

国家级的优秀记者。

那么，杨荣是怎样从一个农民的孩子成长为

国家级优秀记者的呢？我读杨荣的作品，想杨荣

的为人，看杨荣的工作，感觉到在杨荣的记者生涯

中，有三个闪光点：一个是“勤”，一个是“正”，一个

是“实”。这三个闪光点，连成了杨荣人生的轨迹，

这轨迹就是一个国家级优秀记者的成长之路。

在我的印象里，杨荣的最大特点是“勤”。“业

精于勤”，一个有作为的记者，要从“勤”字起步，做

到勤学苦练、勤问善思、勤耕细作。杨荣勤于学

习。他说过：“当合格记者，关键要写好文章；而写

好文章，首先要‘吃’尽好文章。这就得学习，即读

大量的书。”他这样说也这样做，始终把读书学习

作为当合格记者的基本建设，狠抓不放，持之以

恒。他读哲学、读历史、读文学、读政治经济学、读

社会学，还读与报道题材相关的各类专业书籍，做

到不懂什么，就学什么，报道什么，就学什么，不断

丰富自己的学识。杨荣勤于思考。思考能生发灵

感，思考能发现价值。他不满足于读书，也不满足

于调研，他把读书与调研结合起来，揉在一起进行

思考，从中产生报道的点子，找到报道的意义，不

断地生产出别具匠心的新闻作品。杨荣勤于采

访。新闻界有句行话：新闻是跑出来的，不是写出

来的。记者只有迈开双腿，到生活中去，到群众中

去，到实践中去，才能找到新闻，才能发现真谛。

他长期守在基层，跑在城乡，马不停蹄地采访各类

新闻，山西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他深深的足印，众多

的厂矿学校都有他忙碌的身影。杨荣勤于写作。

他一年四季，笔耕不辍，把写作视为最大乐趣，把

产生有影响的报道作为人生最大追求，每年向报

社发送大量新闻稿件，其中很多稿件被编辑部放

在头版头条刊发，出版各种著作 250多万字，是光

明日报的高产记者。杨荣勤于总结。他明白，总

结能使人积累经验，能使人不断进步。因此，他特

别注重对工作的总结，甚至每一次采访，他在写完

稿子后，不管如何辛苦，都要挤出时间把采访的情

景、感受、启示记下来。所以，每一次采访他都有

两份收获，一份是新闻报道作品，一份是工作经验

积累。正是一个“勤”字，使杨荣一步一步地登上

了新闻工作的高峰。

在我的印象里，杨荣的突出长处是“正”。他

身怀正气，为人正直，主持正义，这是一个记者必

须具备的职业道德，也是记者成长成才的根本条

件。记者是一个崇高的职业，它承担着传播信息、

引导读者、影响社会的重要使命；它传播的信息必

须是真实的、准确的、有益的，有利于人们思想进

步和社会发展；它要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良

好的职业道德，做到心地纯正、公道正派、明辨是

非、仗义执言、为民服务、为国效劳。杨荣为此做

了很多可圈可点的事。他曾冒着责难，采写了某

市医疗市场混乱不堪的批评报道，促使省里一次

取缔了这个市 130 多家医院的行医资格；他采写

了某市借国企改革之机将 2亿元国有资产以 6000
多万元卖给私人企业的内参报道，引起中央高度

重视，在国企改革中起了重要的警示作用；他根据

调查所得的材料编写了《药价虚高的表现、危害和

成因》一稿，国务院领导同志看到后作出批示，责

成有关部门研究解决；他还采写了《一个不可忽视

的问题——山西省劳模贫困现象透析》的内参稿，

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作出重要批示，山西省委、省政

府就改善劳模生活待遇问题作出新规定；他从一

封群众来信中了解到山西省地矿局一位工程师因

收取技术咨询费被判刑，就深入调查，以内参报道

方式向中央反映，使这名工程师无罪释放，为知识

分子伸张了正义；他曾经写稿揭露某地林场的国

有天然林被滥伐，引起时任国务院总理朱 基的

关注，责成有关部门严肃查处，结果随同杨荣采访

的一位通讯员遭歹徒行凶报复被砍成重伤，杨荣

本人也接到许多威胁电话，他不顾报社、家人和朋

友的劝阻，多次到医院看望这个受伤的通讯员，坚

定地敦促有关部门抓紧破案，表现出党报记者的

优秀品质和凛然正气。

在我的印象里，杨荣的鲜明风格是“实”。他

为人朴实，他做事扎实。虽然是光明日报的高级

记者，是新闻界享有美誉的优秀记者，但“山西农

民娃”的本色没有变。他身上穿着极普通的百姓

装，嘴里说着土里土气的山西话，心里却始终装着

国家的大事、人民的心事，用自己的笔为国家添

彩、为人民谋利，做着一件又一件实实在在的事。

他采写的稿子，也像他做人一样，朴实无华、平实

无奇、真实无假，没有华丽的词藻，也没有惊人的

情节，更没有虚张的声势，以事实说话，以情理服

人，以政策引导。他的稿子之所以能产生良好的

社会效果，其原因说到底他是用自己的心血来写

的，用一个记者的良心来写的。

我写了这些文字，大抵勾勒出了杨荣为人做

事、新闻作品的特点和风格，也描绘了杨荣在几十

年新闻生涯中不断进取的轨迹和途径，无疑这就

是一个优秀记者的成长之路！

愿更多像杨荣那样的优秀记者活跃在我国的

新闻舞台上！

是为序。

一 个 优 秀 记 者 的 成 长 之 路一 个 优 秀 记 者 的 成 长 之 路
——杨荣新闻作品集序

□ 徐光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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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青铜云雷地乳钉纹瓿
□ 韩思元

故 乡
□ 刘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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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

商青铜云雷地乳钉纹瓿，
商代晚期盛酒器。高 20.5 厘
米,腹径 29厘米。1957年石楼
县后兰家沟村出土，国家一级
文物，现藏山西省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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渑池会上，蔺相如保全了赵王的脸

面，对赵王来说，这功劳可不啻于攻城略

地。可想而知，赵王有多高兴。从渑池

一回来，赵王立即拜蔺相为相，排名还在

大将军廉颇之上。

这下，廉颇不高兴了。其实，这搁谁

头上也不会高兴。廉颇身为赵国大将军

很久了，为赵国开疆拓土，立了不少功

劳。而且廉颇做大将军的时候，蔺相如

还不过是一个太监头子的门客而已。现

在，就因为在渑池会上呛了秦王几句，就

爬到了自己头上，廉颇这面子上也说不

过去。

很快，廉颇的气话就传出来了：蔺相

如凭借口舌之利，居然位居我之上，你们

等着瞧，等我遇到他，非给他好看不可！

这话立刻就传到蔺相如耳中。蔺相如采

取的对策，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他的对策

是：躲。各种躲，只要是廉颇可能出现的场合，

他都不去。甚至一起上朝议事，他都托病。不

仅自己躲，还要让下属、门客、朋友，都躲。

时间一长，一些门客就不满意了，对

蔺相如说：“大人，我们来您这里，不是当

缩头乌龟的。您这样惧怕廉将军，我们

请求离开您。”

蔺相如请大家坐下，说：“大家来说

说，秦王和廉将军，谁更厉害、更可怕？”

“廉颇将军虽然勇猛，但比起秦王

来，自然是比不过！”

“那么，当面怒叱秦王难呢，还是与

廉颇将军吵一架、打一架难呢？”

“当然是当面骂秦王难啊，那是要掉

脑袋的！”

“秦廷上，我敢当面骂秦王；渑池会

上，敢让秦王击缶。我难道会怕廉将军

吗？”

“那您为什么这么躲廉将军呢？”

“我与廉将军，都是国家重臣。如

果，我们两人起了纷争，受害的是国家，

得益的是秦国。何况，廉将军是我大赵

战神，我让让他，也没有什么丢人的！”

门客们听完，深感佩服，再也不发牢骚

了。有一天，廉颇宴客。宴席上，有宾客不

小心把这事一说。廉颇听了，脸色大变，将

酒杯一摔，说：“我真是小人。蔺相国以国事

为重，处处忍受我的侮辱，真是大人大量。”

他酒也不喝了，立刻让人把柴房的荆

条取来，脱掉上衣，露出脊背。从荆条中抽

出几条格外粗壮带刺的，用绳子狠狠地绑

在自己背上，血立刻顺着荆条流了下来。

他不乘车，也不骑马，朝蔺相如家中

走去。一路上，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大

家 说 ：“ 这 不 是 廉 颇 将 军 吗 ，这 怎 么 回

事？”但谁也不敢喧哗。

早有人跑到蔺相如府上，告知了这件

事情。蔺相如抛下手中的书，飞步跑了出

来，正好在大门前，与廉颇迎面相遇。

廉颇一见蔺相如，噗通跪下，说：“廉

颇给相国请罪来了。请您狠狠地责打

我。”

蔺相如一把搀住廉颇，将他扶起来，

说：“廉将军乃国之柱石，功勋卓著，相如

早就钦佩不已。”他解开绳子，不顾荆条

扎手，将之远远抛开，说：“请罪什么的，

休要再提。”

廉颇说：“相国胸怀如此宽广，廉颇

让天下人所笑了。”

蔺相如握着廉颇的手，说：“能与将军

推心置腹，实在是人生一大快事。廉将军

不嫌弃的话，相如与将军结为兄弟。”

廉颇大喜，二人互拜了三拜，站起

身，不觉哈哈大笑起来。

将 相 和
□ 李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