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廼曹元用字子贞，号超然，元代大臣。幼嗜学，读书常达通宵。始为镇江路

学正，以阎复荐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与清河元明善、济南张养浩并称为“三

俊”。

“沙碛秋高宛马肥”沙漠里秋高气爽，北方的马儿膘肥体壮。“哀笳一曲塞

云飞”哀怨婉转的笛声伴着边塞的云远去了。这首诗前两句看似描绘了边塞秋

高云飞，实际是展示心中的惆怅和哀愁。静静吃草的壮马和哀怨婉转的笛声构

成一静一动的画面。展现出塞北的粗犷荒凉，这样的描写正为下两句作了铺

垫。画外有音，意余象外。诗人寓“怀”于“秋”。

是什么样的怀呢？接下来“南都儿辈应相念，过尽征鸿犹未归”南方的亲人

们应该思念远方的人了吧，可是南归大雁飞过一群又一群，却仍然没有见到归

人，更直白的表达了思乡之情。前两联写景已毕，后两联折落到归乡情思上

来。思乡对于久别离家的人们是永恒的，而诗人的情感更为丰富细腻。这征鸿

意味远飞的大雁，古人常利用它们寄予自己的情怀。“奈何今之人，双目送征鸿”

情景交融，给人以凝重压抑之感，那乡思也越来越浓郁！

赏析： 红酒

沙碛秋高宛马肥，

哀笳一曲塞云飞。

南都儿辈应相念，

过尽征鸿犹未归。

秋怀
■元曹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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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农村家家户户拉起小喇叭，一天三次听广播，人们不出
门也知天下大事了。

我那时七岁，和所有孩子一样，欢天喜地。广播喇叭挂在炕西墙的顶棚下，
安装完毕，我就迫不及待地将耳朵贴在喇叭上，可是喇叭里的小人儿偏偏千唤
万唤不出来。旧社会过来的爷爷，头一回见过喇叭广播，逢人就说“这东西真牛
了”。他站在喇叭跟前，左寻右找，甚至把喇叭拿下，也找不到能说会唱的小人
儿究竟藏在那里？临终也没有搞明白怎么回事。

自从有了广播喇叭，家家户户不但能听到新闻、小说、歌曲等，大队还用它
往小队发送通知。一根线从屋檐穿进来，另一头接到喇叭上去，在接上地线，喇
叭声就更加清晰宏亮。因此，人们给它编了顺口溜：“屋里有根藤，藤上结个瓜，
每天早午晚，它就会说话”。地线就是它纤弱的藤蔓和发达的根系。地皮干燥，
得给地线浇水，声音沙哑，给地线浇点水，宛如得到适时灌溉的庄稼青枝绿叶。
万物生长离不开雨水，都会萎蔫，广播喇叭也一样。

自从各户安了广播喇叭，人们也有了北京时间。日出下地日落而归的老规
矩，彻底改变，劳动时间被拓展延长。早晨，广播曲开始响起，预告节目……这
时候，打扫完院子的母亲喊我们起床，我们懒被窝，母亲就会拿喇叭里的播音员
说事，数落我们，说人家播音员都起床了，你还有啥理由贪睡？久而久之，我们
对广播喇叭产生了怨恨，恨他啥时不响才好。有时冲着里面的女播音员骂娘，

“你怎么不睡过了点呢”之类的脏话，可是人家宽宏大量装聋作哑不和我们一般
见识，没瞌睡似的，照样准时起床，弄得怨声载道；于是我们盼它坏掉，想法让他

“哑巴”。当然，我们绝对不敢弄坏它，被父母发觉，轻则挨骂，重则挨打。冤有
头债由主，玩耍时捡石头打捆广播线的瓷瓶，弄断拉线，直到电线杆全身发抖。
可它照样一天三响，拿它没办法。

我们公社的广播员是一男一女两个人，每天早晨都播送天气预报，说晴天
却刮起了风；大旱时节，人们盼下雨，广播说有雨却不下雨。社员们编顺口溜
说：“广播站，瞎胡闹，刮风下雨不知道，明明刮大风，却说雨要到。”进入上世纪
八十年代，党中央实施改革开放，农村实行包干到户，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科学技术越来越先进，此后电视机悄然步入农家，风靡一时的喇叭广播风光不
再，“小喇叭”彻底下了岗，零落成废品销声匿迹了。

电视机刚刚兴起时大多是黑白色的，彩色电视少且价格昂贵，很少有人买
的起。我家也买了一台十二英寸黑白电视，不用出门，在家就看到新闻了。那
时没有卫星传送电视信号，靠微波站转播，电视机不仅需安装室外天线，还要等
到晚上七点才能收看电视，且节目单一，信号弱，图像不清晰，总是让人意犹未
尽。

到了九十年代以后，随着科技的突飞猛进，电视节目改由卫星转播，看电视
比过去方便多了，节目一下增加到四十多套，也由等电视变为想看就看。电视
机也由黑白变成彩色，屏幕由小变大，由台式变成液晶，成为每个家庭必不可少
的物件，更加丰富了文化生活。

想起农村小喇叭
■刘玉国

“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道哪去了，不是他贪玩儿放丢了牛，
那放牛的孩子王二小”不知同学们有没有听到过这首歌？在历史的长河之
中，有无数英雄事迹，虽然经过悠久岁月，但英雄的精神会永代相传，不会被
磨灭。

这位小英雄虽然只是个虎背熊腰的小孩儿，但他却用智慧帮助报社成
员获得了宝贵的转移时间，用生命为中国胜利的道路打下了基础。可见，这
位小英雄的事迹着实让我们感动。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小英雄王二小的事
迹，领悟他舍己为人的精神。

王二小是一个小孩，在家排行老二，所以名曰二小。他是村里的孩子
头，在村里成立儿童团时，他当上了团长。他英勇聪慧，在日本鬼子扫荡时，
他主动担任起了拖延时间的重任。等任务完成，报社成员都安全转移后，他
又不慌不忙的牵着牛，把鬼子引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突然，王二小快速地
转过身来，一把抓住鬼子的手臂咬了下去。鬼子一声惨叫后，把刺刀刺向了
王二小的胸膛 。王二小的鲜血犹如小蛇一样流到了叶子堆上，那位小英雄
的身体缓缓地、慢慢地倒了下去。

王二小的死，相当的惨烈。他的牺牲化成了愤怒的催化剂，当天，日本
鬼子全部被八路军歼灭。

请问，谁能像王二小一样，为了战斗最后的胜利，献出自己宝贵的生
命。这种英勇无畏、舍己为人的精神，我们永远铭记在心，也要时刻记住：永
远不要忘了曾经的耻辱与敌人的凶残，否则中国的明天将会走向衰亡。

“我敬佩你，王二小，你用自己宝贵的生命，为战斗打下了最后的胜利，
你让我知道了在宝贵生命的云霄之上，还有可贵的精神！”让我们传承王二
小的精神，让我们二小的精神壮志永不灭。我们要更加努力学习和奋斗，长
大后报效祖国，让我们的祖国更加的繁荣富强。

请记住，他的名字叫王二小
■萃英小学张文浩

一声惊雷响起，

万物复苏。

雨点和雷电演奏起了轻盈的交响曲。

小草从地下探出头来，

大地披上了一身绿装。

小白菊也绽开了，

把这身绿装点缀地更加美丽。

蝴蝶展开柔嫩的翅膀，

在阳光下跳着动人的舞蹈。

蜜蜂也飞出来了，唱着轻快的歌。

他们给这幅美丽的画，

又添上一层光彩。

可爱的春姑娘啊，

我喜欢你！

春 天
■经棚镇中心完全小学 杜春晓

小时候听大人哄孩子唱的摇篮
曲：“小耗子，上灯台，偷油吃，下不
来。”长大后，读到了“硕鼠硕鼠，无食
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特别是受
到老鼠迫害以后，就开始反感它了。
老鼠昼伏夜出，白天深藏洞穴之中，晚
上偷偷摸摸出来活动。偷油，偷葡萄，
偷衣服，偷粮食。自古以来，老鼠一直
与人周旋，不论城市还是乡村，无处不
在。老鼠生儿会打洞，它们惯用的战
术就是挖地道。不论你用鼠饵毒杀，
还是养猫捕杀，用老鼠夹子，捕鼠笼
子。人们想尽了各种办法，绞尽脑汁，
也不能完胜。

时迁盗甲，可谓高手，然而老鼠也
毫不逊色。我的同事说了一件事，有
一年冬天，他们食堂杀了一头猪，剩下
猪头舍不得吃。那时候没有冰柜，怕
被老鼠咬坏。大家纷纷献策，最后敲
定了一个万无一失的办法：把猪头悬
挂在库房里高高的梁柁上！离地一丈
高，四壁是砖墙，可保无虞，只等来年
二月二美餐一顿。大家路过这间空仓
库的时候，还要抬头看一眼！可是，到
了第二年春天，大师傅上去拿下来一
看，顿时傻了眼。原来只剩下了一具
空壳和里边的骨头，所有能吃的东西，
都被洗劫一空，半点不留。眼巴巴地
等了一个冬天，失望之余，大家开始琢
磨，这老鼠究竟是怎么上去的呢？看
了半天，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原来
是有一根细细的麻袋线从房梁上沿着
墙壁垂下来。到了晚上，好事者蹲守
在那里，听见窸窸窣窣的响声了，猛地
一下拉着电灯，果然是这厮!一只大耗

子正顺着那根细绳儿往上爬呢，好一
个梁上君子。

我对天地万物怀有敬畏之心，对
老鼠则深恶痛绝。老鼠过街，人人喊
打。老鼠形象猥琐，行动诡异，口碑不
佳。人们对老鼠的感情比较复杂，大
多都是反感、厌恶和憎恨。

传统年画中有一个经典的造型
——“老鼠嫁女”。这其实是一个过年
的习俗，人们认为，正月的某一天，老
鼠会嫁出女儿，因此在这一天祭祀老
鼠，送上贡品，祝福老鼠顺利嫁女。这
看似是一种祝福，但实际上可能只是
祈求老鼠早点儿离开自己的家。

马戏团的动物表演很好看，街头
卖艺的行当里，有耍蛇的，耍猴的。从
来没听说过还有耍老鼠的。《聊斋志
异》中，有一篇《鼠戏》：“一人在长安市
上卖鼠戏。背负一囊，中蓄小鼠十馀
头。每于稠人中，出小木架，置肩上，
俨如戏楼状。乃拍鼓板，唱古杂剧。
歌声甫动，则有鼠自囊中出，蒙假面，
被小装服，自背登楼，人立而舞。男女
悲欢，悉合剧中关目。”听见歌声，它就
出来表演，像人一样站立舞蹈。竟然
能把剧中的男女悲欢演绎得如此精
彩。老鼠的表演，达到这种地步，也算
灵通了。

《聊斋志异》中有一篇讲述人鼠恋
爱故事的文章《阿纤》。故事发生在山
东高密，一个叫奚山的商人，路上阻
雨，宿于阿纤家，见阿纤美而慧，“视
之，年十六七，窈窕秀弱，风致嫣然。
山有少弟未婚，窃属意焉。”他看中了
这个少女，想办法让阿纤给弟弟奚三

郎做了媳妇。不数年，家中大富；后来
兄长奚山发现阿纤不是常人，以为是
妖怪，怕害了他弟弟，就设法驱逐了阿
纤。几经周折，阿纤和奚三郎得以团
聚。这时候奚山过得很穷了！阿纤主
动承担了赡养公婆的责任，还拿金银
和粮食周济奚山。习以为常，不念旧
恶。阿纤在，其家渐富，阿纤去，其家
渐贫，原来阿纤是一鼠仙也。女主人
公阿纤外秀惠中的品格打动了奚三
郎，演绎了一段爱情佳话。这么可爱
的老鼠也只能在聊斋里才有，使人们
从而向善的希冀。

想起了秦朝的丞相李斯，李斯的
励志故事，竟然和老鼠有关。李斯者，
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他
看见厕所里的老鼠吃的不怎么样，还
总是被人和犬惊扰。他又看到粮仓里
的老鼠，吃的是粮食，居住在大房间
里，没有人和犬去惊扰它们。于是李
斯叹道：人这一辈子混得好与不好，就
像老鼠，关键看你在什么位置上发展
啊。这就是李斯的仓鼠哲学。这一价
值观的确立，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
迹，注定了他悲剧的结局，才有了后来
的黄犬之叹！李斯本是楚国人，从荀
卿学帝王之术。后来他辞别老师，西
入秦，辅佐秦王称帝而治，立下不世之
功。后来赵高排除异己，诬李斯父子
谋反，下狱论死。

二世二年七月，李斯和他儿子被
判腰斩于朝阳，行刑之前，他回头看着
儿子，汪然出涕曰：“我想和你再牵着
咱家大黄狗，一起出上蔡城东门，去追
逐狡兔，还有这个机会吗？”于是他们

父子同时被杀，夷灭三族。真是早知
如此，何必当初。他不该听信赵高之
言，做了伤天害理的事，矫诏害死公子
扶苏。如果不能秉公持正，一心为公，
而是为了一己私利，置国家社稷命运
于不顾，为非作歹，就不如老老实实在
地方上做个小吏，业余时间还可以和
家人一起牵着黄犬，去郊外追逐野兔，
不失天伦之乐。正是因为此人和赵高
狼狈为奸，使得泱泱秦朝帝国，二世而
亡，成就了后来者刘邦项羽的英雄美
名。

猫捉老鼠是天经地义，狗拿耗子，
却被视为多管闲事。只是如今的猫被
养作宠物，顿顿吃的是猫粮，甚至与人
同桌而食，一榻共眠。它们捕鼠的本
能日渐退化，有的猫见到耗子，竟然战
战兢兢，东躲西藏，反倒被耗子吓坏
了。因为做了宠物，猫就丧失了捕鼠
的能力。

多行不义，必自毙。柳宗元《三
戒》中有一篇《永某氏之鼠》。永州有
一个属鼠的人，把他家的耗子惯坏
了。不养猫狗，不让仆人打耗子。他
家的仓库厨房，让老鼠随便活动，他不
管不问。因此老鼠们奔走相告，远近
的老鼠都跑到他家来了。因为可以吃
得饱，又没有什么祸患，结果是弄得他
家没有一件完整的器物，衣架上没有
一件完整的衣服，吃的食物大多都是
老鼠吃剩下的。大白天出来，成群结
队地和人一起走路，夜里到处打架斗
殴，发出各种瘆人的声音，闹得人没法
睡觉！然而这人真是好脾气，竟然是

“终不厌。”就因为老鼠是他的属相！
后来换了主人，老鼠以为可以“为

态如故”。结果惹恼了这个新主人。
他说，这些阴险的家伙，真是邪恶的东
西，偷盗作乱尤其厉害！但是怎么可
以到了这种地步呢。于是借来五六只
猫，撤去缸罐，关起门来，打水灌进老
鼠洞里，雇佣很多人来捕捉。杀死的
老鼠堆得像一座小山丘。

作恶多端是不能长久的，必然会
在扫黑除恶的重拳下毙命。柳宗元
说：“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
哉！”

随笔

戏 说 老 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