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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仁 忧 天 下
《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三》载：（唐僖宗乾符五

年）有个宰相好施舍，常使人背着钱袋子跟随自己，
看到乞丐就给钱，于是他每一出门，衣裳褴褛的穷
人就挤满道路等待施舍。

有个朝士写书信劝告他：“今百姓疲弊，盗寇充
斥，相公宜举贤任能，纪纲庶务，捐不急之费，杜私
谒之门，使万物各得其所，则家给人足，自无贫者，
何必如此行小惠乎！”宰相大怒。

《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三》载：唐德宗贞元三
年，粮食丰收，一斗米仅值一百五十钱，一斗谷仅
值八十钱。德宗外出打猎，夜宿农户赵光奇家，
问：“百姓乐乎？”答：“不乐。”又问：“今岁丰稔，何
为不乐？”答：“以前只有两税，现在又增加了很多
徭赋。并要农家把粮食送到京西行营贱卖，行程
数百里，车摧牛毙，几近破产。愁苦如此，何乐之
有？”德宗遂诏命复还赵家徭赋。司马光就这件事
批评唐德宗：“德宗幸以游猎得至民家，值光奇敢
言而知民疾苦，此乃千古之遇也。故当一新其政，
屏浮饰，废虚文，敦诚信，察真伪，矜穷困，伸冤滞，

则太平之业可致矣。释此不为，乃复光奇之家。
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又安得人人自言于天子
而户户复其徭赋乎！”

这两件史实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孔子曰：
“仁者爱人。”怎样做才是爱护他人，爱护人民呢？
不同身份的人应该有不同的标准。对于平民百姓
来说，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多做些有利于社
会有利于他人的好事善事，就可以算作仁者了。
但对于各级官吏乃至于一国之君来说，热衷于小
恩小惠，邀取虚名，不顾治下百姓冷暖疾苦，不从
大政方针上解决百姓的生存生计问题，就是本末
倒置，不能称为仁者。因此，“仁者”有“小仁”、“大
仁”之分，拥有相当权力的人，应有“大仁”之志，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
凡仁人志士，都是追求忧天下理想的，春秋时

的齐国宰相晏婴，当是其中的佼佼者。《晏子春秋》
载：齐景公时，一连下了三天大雪，他穿着狐皮大
氅坐在殿堂上，对晏子说：“天也不冷啊！”晏子说：

“天气真的不冷吗？古代的圣君，自己吃饱了却知
道有人在挨饿，自己穿暖了却知道有人在受冻，自
己安逸了却知道有人在劳苦，您知道吗！”景公于
是命令官吏普查全国挨饿受冻的人数，每人救济
两个月粮食，有病的救济两年粮食。景公一日外
出游玩，在道路上看到一个背着柴草的老人面有
菜色，悲伤地说：“让官吏供养他。”晏子趁机进谏

道：“您爱护老人，这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但齐国
只有这一个挨饿的老人吗？请您派人寻找没人供
养的年老体弱的人，没有家室的鳏夫、寡妇，供给
他们粮食。”景公说：“你是忧虑天下人啊！就这样
办。”于是鳏寡孤独都有了供养。

晏子家靠近市场，有一次景公问他：“你知道
市场上商品的贵贱吗？”齐国当时刑罚残酷，罪犯
要砍掉一只脚甚至两只脚，受刑的人多了，市场上
就出现了卖踊（假脚）产业。晏子回答：“踊贵鞋
贱。”景公听后减轻了这种刑罚。国人赞颂：“仁人
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齐侯省刑。”

汉光武帝刘秀更是心忧天下的大仁之君。《后
汉书·光武帝本纪》载：刘秀在位三十二年，多次下
诏减轻租税徭役，发放赈济，惠民以利。如建武六
年诏：“去年水、旱、蝗虫为灾，粮价飞涨。命令郡
国有粮食的，分发给年事已高的人、鳏夫、寡妇、孤
儿和有痼疾的人、无家可归贫困不能自谋生存的
人，官员不要出现失职现象。”如建武二十六年，初
建寿陵（刘秀陵），将作大匠窦融上书说：“不必计
较花费。”诏命：“所建墓地不许超过二三顷，不堆
土为山陵，不修池，只要不存水就可以了。”如建武
三十年二月，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禅泰
山。”诏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
欺天乎！’若郡县远遣吏上寿，盛称虚美，必髡，令
屯田。”于是群臣不敢复言。

宋代俏厨娘

小时候，我见父亲总是绕
着走。因为母亲吩咐的事，不
想干，拖拖也许就过去了，而
父亲的命令，稍一迟缓，巴掌
就会落在身上。

上初一那年暑假，父亲
说：“你写日记吧，能坚持到过
年，正月十五我带你们去洛阳
看灯。”

那时，我还没去过洛阳
呢。夜晚，和小伙伴常常坐在
高高的麦垛上，眺望北边的天
地交接处灯光闪烁，大人说：

“那里就是洛阳啊。”于是，洛
阳，这个神奇的地方，就像天
上的街市一样，在我心里璀璨
着。能到洛阳看灯，而且还是
会动的灯，是一件多么幸福的
事啊。

于是，我开始写日记。想
到什么写什么，父亲并不天天
检查，检查也不仔细，有时还
念两句称赞一番。他每称赞
一次，我就感觉洛阳的灯离我
近了一步。

我写作业时，弟弟妹妹也
常在旁边问我：“姐姐，你又写
日记吗？”他们的希望也都在
我身上寄托着呢。于是，有时
累了，懒了，看着他们期待的
目光，我就又搜肠刮肚地挤出
一段来。

坚 持 着 ，盼 望 着 ，过 年
了。不用我开口，弟妹们都惦
记着十五看灯的事。

十四那天，天阴着。我的
心也提了起来。一会儿看看
天，伸出手接着看有没有下
雪。还好，没有下。十五那
天，我们起床很早，父亲早饭
时回来，我们都穿上了新衣，
梳洗好，做好了出门的准备。
只是天依旧浓重地阴着，我也
隐隐地担心。父亲说：“这天
要下雪，正月十五雪打灯，等
以后吧。”

我的心沉到了水底。父
亲吃过饭就出去了，弟弟妹妹
们失望了一会儿，也很快忘了
这事，高高兴兴地跑出去玩
了。只有我一个人，躲在屋里
写日记，泪水一滴滴地落在日
记本上。我发誓，以后我当了
大人，绝对不对小孩子失信。

父亲又提出检查我的日
记时，我沉默以对。他没有像
往常那样声色俱厉，也没有举
起巴掌。后来他问过两次，我
不交，他也就不再提了。但日
记已成为我的好朋友，在那
里，我说着最想说的话。

我长大了，父亲老了，他
对我也温和多了，常常没话找
话跟我唠嗑，有时还打来电
话：“电视上正放百家讲坛，讲
苏轼呢，你听听。”或者是，“我
想了一副对联，你看好不好。”

我小时候他对我的严厉，
我也慢慢理解了，但两人单独
相对，总感觉不自在。倒是孙
辈们在父亲面前无拘无束，把
父亲当成一棵树，攀胳膊，揪
耳朵，爬上爬下。他总是笑呵
呵的。我感叹，年龄真的能改
变一个人啊。过年相聚时，孩
子们争着向我报告：姥爷说正
月十五带他们去洛阳看灯。
我想起小时候巴望看灯的事，
心里泛酸。

这个星期天回老家，只见
母亲一个人。母亲说，父亲把
弟弟妹妹家的小孩子们聚集
到一起，带着他们乘伊滨专线
去王城公园看猴子了。

我说：“不是刚去看过吗，
怎么又去了？”母亲说：“你爸
说以前日子难，欠了你们很
多，得在孩子们身上补回来。”

原来，父亲一直不曾忘记
他的承诺。我感觉鼻子一阵酸
涩，忙扭过头，不想让母亲看见
我的眼泪。

父 亲 的 承 诺

连日来工作上颇不顺心，正好单位
组织旅游，便报名一同前往。

目的地是神灵寨，出发那天早上，天
色已略显阴沉，让我久已压抑的内心更
显沉闷，一路上竟无暇顾及太多沿途的
风景，直至同事提醒我马上要进山了，这
才懒洋洋地抬起头，透过车窗看那山景。

只见眼前重峦叠嶂，路的两侧蔓延
开数道山梁，再远处，一片乌黑沉重的雨
云被群山托住，隐隐有欲坠之势，而天就
从那处乌云开始，像被打破一个缺口，仿
佛顷刻间这天地之中就要注满雨水，当
真是“人在山中，山在眼中”。

众人瞧见这般天色，无不惊叹却又
深感惋惜：“山雨欲来啊！”无聊地在农家
小院呆到夜半，忽觉凉风袭身，四下里空
气流转，霎那间山风已掠过山脚下的竹
林，惹得竹叶沙沙乱响，仿佛天地间的蒸
笼被人掀开一道口子，众人无不惊奇，想
不到半夜竟有如此凉爽，便张罗着赶快
趁着凉意入睡。

我却烦闷地无心入睡，独自一人到
了山脚边，四下里除了风声，静得出奇，
全然没有白日里鸡鸣狗吠的喧嚣，让人
心静许多。

我索性闭上眼感受着夜风在耳边的
低语，渐觉耳边风声小了，竹叶静了，心
意轻了。“为什么风的低语如此妩媚？为
什么山的寂静如此醉人？为什么夜的阑
珊如此迷人？”

我呢喃着睁开眼，只见夜空里原本
的乌云此时竟被山风吹散，露出银盘般
的明月。我抬头望去，皎洁的月光肆意
挥洒在山头上，几棵老树正随风飘动，摇
曳树枝，如同坠入世间的仙子对月舞起
了长袖，或轻盈，或稳重，或收敛，满目间
全是那曼妙的身影，婀娜的舞姿。此刻，
我只觉天地间仅有这一轮硕大的明月，
辉映着山顶那几位秀丽的“仙子”，舞着
夜的脚步，让人把世间一切的烦恼都抛
诸脑后，令人心驰神往。

回到住处，已是深夜，那夜我睡得格
外香甜。翌日早上，我重振精神，和大家
共同来到山脚下，此刻朝阳初升，只见漫
山的云雾升起，如同袅袅的炊烟，又势如
万马奔腾，翻卷着爬上山头，将山与天连
在一起，那云雾最多的山头便是“将军
峰”，果然格外壮观。

回想昨夜景象，想起这些天来的苦闷
不过是过眼云烟，人这一生在到达顶峰的
路上，总有太多的坎坷和曲折，可上天总
会在最曲折的路上留下最美好的风景，激
励着我们在更高处寻找更美丽的景色，而
最终，这曲折的路不过只是脚下的铺垫，
最高的山峰亦不过是我们欣赏壮丽景色
的眺望台。

神灵寨，梦开始的地方。

邂逅伊滨，是在 2011 年的五一。哥
哥骄傲地告诉我，洛阳已经从洛河时代
跨入伊河时代，一座新城正沿着伊河修
建。哥哥在百度搜索洛阳最适合春天游
玩的山，得出的答案是万安山。走马观
花看下来，对伊滨的印象是山水之间，一
派火热的施工场面。

握手伊滨，是 2012 年的七月。我们
几个分配到伊滨区的大学生一路从关林
来到区管委会办公楼。一路上，看着宽
阔的大路，正在施工的楼房，我在心底轻
轻地说——伊滨，我来了。

感知伊滨，从在伊滨区上班开始。
周末加班，假日值班，这是整个伊滨区的
工作作风。伊滨啊伊滨，你有怎样的蓝
图，你有怎样的愿景，让这么多的人，为

了你甘心劳碌，为了你甘心付出！伊滨
啊伊滨，一个有魅力的新城，一个让人甘
心为之付出的地方。

参悟伊滨，将伊滨精神内化为无穷
动力。心中的伊滨，画面中有一望无际
的薰衣草庄园紫色的海洋，有姹紫嫣红、
果实累累的休闲观光园、万亩牡丹园，还
有116平方公里山水相映、白云绿地的万
安山世界级旅游度假观光区……更为鲜
活的是26万伊滨儿女拼搏奋斗的形象，
我骄傲我也融入了其中。

未来伊滨，是古老村落中衍生出的
新希望，是伊河边上繁华的灯景，是铅
华洗尽的丛丛牡丹，是古都洛阳的“明
日新城”，是中原大地上一颗最璀璨的
明珠！

神灵醉梦

木屋，轩榭，亭台，小岛。
奇花，异草，庭树，果木。
漫步伊滨公园，有游玩的，有谈情

的，有垂钓的。更多的是带着小孩，带着
伴侣放松身心的。

伊河上有水坝，蓄水成湖，湖上有游
船。北望，有优美的“V”字造型桥墩的希
望大桥，再远有高铁大桥，高速路桥。南
眺，有龙门石拱桥千年巍然，焦枝铁路桥
瘦小玲珑，新修的龙门北桥畅通无阻。

台阶平整，光洁如洗。甬路弯曲蜿
蜒，蛇行逶迤。花径、花圃、花池色彩斑
斓，金盏菊、迎春藤、月季，熏香纱衣，扯
拽脚步。连翘、薰衣草、星星花、板蓝
根、金针花，名字就让人觉得透彻心扉，
似乎已被百味中药清洗了肺肠，如入香
花浴场。

油桃、碧桃、秋桃挂上了小的大的、
红的绿的、快成熟和正年轻的果实。山
楂树满树小青果，压垂了枝条。还有稀
罕的红豆杉，羽状复叶，形如绿梳。

春天满眼的红紫芳菲，眨眼已成盛
夏的果实累累。一带碧水悠悠平静潜
流。野鸭鸥鹭捕鱼，蜻蜓燕子食虫。黄
鹂百灵选翠柳和鸣，婉转悦耳。睡莲蒲
草旱苇子依水而居。水藻浮萍平铺水面
或藏水中，为鱼儿遮荫，为鸟儿营巢。

园中有保安巡逻，有园丁修剪浇灌
花草，除杂草，清枯枝败叶。他们也如园
中的水、树、花、鸟，成了公园不可或缺的
组成部分，护佑着园子的洁净与安谧。

这段公园在龙门北桥以北，裴村以
西，马村以南。展望马村薰衣草庄园一
段，康庄湿地公园建好后的那一天，不知
还要美几分？

哦，美丽的伊滨宜人居！

印 象 伊 滨

认识林，是在寇
店镇的一所小学。

那时，我一直住
在外婆家，在那里的
小学就读。林是我
们的班长。

他瘦瘦的个子，
白净的面庞，一和女
孩子说话，就脸红。
可学习成绩在班里
总是第一，是偃高的
苗子。

那年，我们就要
初中毕业了。林的
梦是考上河南省林
校。毕业后回村开
发一片果园，种上桃
树、苹果树、梨树、柿
树……

春天，桃花儿红
李花儿白，花下成百
成千的蜜蜂嗡嗡地
闹着，多惬意呀！

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高考那天，
林发高烧，晕倒在了考场……林的梦泡
了汤。

再次邂逅林，是在我上班的企业。
惊喜之余，了解到村里几年来变化

很大，建起了企业，这次厂里派他来学习
技术，为了帮助林，我把自己记在笔记本
上的资料毫不保留地给了他。

短暂一个月的学习很快结束了。
临别时，林说，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

的梦想，他一定会成功的。
我笑而不答。心想，那毕竟是梦想：

连大学门都没进，咋会实现呢？
此后便长时间没了林的消息。
今年，到舅家串亲戚，问及林的消

息，老舅顿时来了精神。
老舅说，林现在是村长了，日子过得

可红火了。
原来，为了圆梦，林买资料、上林校、

请专家，白天干活，晚上啃书籍，硬是凭
着一股钻劲、韧劲，顶着家人的压力，在
村南开发荒山种了果树。

“那石头山能种果树吗？不是白忙
活了吗？”不少村民摇头叹息。

“谁知道这小子还真行。你看，他种
的果树挂果可多了，不仅自己发了家，还
带动好几家种了果树呢！”

老舅笑呵呵地说，这几年林又引进
了新品种——白果树，销路好着呢！

循着老舅手指的方向，只见南山上
郁郁青青，漫山遍野飘着清香。

是啊，人只要不放弃自己的追求，终
有一天会梦想成真的。

林
之
梦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有咱们伊滨
区李村镇酒流沟出土的一组庖厨雕砖，描
绘了体态婀娜、精明洒脱、身怀绝技的宋代
厨娘从事烹调活动的几个侧面。

历史上以烹饪为业者，大多以男性为
主，不过在宋代却曾出现过较多的女厨。
不论在酒肆茶楼，还是在皇宫御厨，都有从
业烹调妇女的身影。有幸能为皇上烹调的
称为“尚食娘子”，为大小官吏当差的则称
为“厨娘”，因而具有良好的庖厨技艺，成为
宋代城市男子择偶的一个追求标准。

以女子命名的名牌食品和食店频现古
籍，如宋五嫂鱼羹、李婆婆杂菜羹、王小姑
酒店、王妈妈茶肆、汴河岸卖粥妪、金明池
酒肆卖酒女等等，这些“饮食名片”必是厨
艺精良、经营得法，才广泛传于时人之口，
进入记叙都城生活的著录。像宋五嫂鱼
羹，在东京饮食业中很有名气，南渡临安
后，仍然以独特味道享誉京城，宋高宗赵构
曾尝过她的鱼羹，宋五嫂一次就得了10枚
金钱、100 枚银钱、10 匹锦绢；由于曾得御
赏，市民便纷纷趋向，宋五嫂遂成富媪。

宋代廖莹中的《江行杂录》叙说了一件
事。有一位退休太守，想起在汴京一官员
家吃过一回晚膳，是厨娘调羹，味道特别适
口，印象很深，还乡后也想雇一位厨娘，摆
摆阔气。他费了很大劲托人物色到一位厨
娘，年方二十，能书会算，颇具姿色，手艺之
高，更不在话下。数日厨娘即启程前往老
太守府中，未及进府，先在五里地以外住
下，遣一脚夫先给老太守递上一信，字迹端
秀，措辞委婉，要求老太守发一乘暖轿来接
她，猴急的老太守即刻照办。待到将厨娘
抬到府中，人们看到这厨娘确实不同于一
般庸碌女子，红裙翠裳，银索攀膊，举止娴
雅，曲尽礼节。老太守大喜过望，第二天便
请厨娘展露本领。厨娘令随从的几名厨婢
打开带来的箱笼，但见白金餐具璀璨耀目，
刀砧杂品件件精致，把一家老小看得目瞪
口呆。厨娘换上围袄围裙，挥刀切肉，惯熟
条理，真有庄子比喻的运斤成风之势；其余
厨婢分工明细，各司一工。厨娘做出的菜
品馨香脆美，清新细致，众食客筷子指处，
如风卷残云，纷纷说好吃好吃。

再来看这一组庖厨雕：每块砖雕所绘
厨娘的服饰大体相同，都是危髻高耸，宽领
短衣，长裙曳地，焕发出一种精明干练的气
质，甚至透出一种雍容华贵的神态，其全神
贯注之态，跃然眼前：

第1块砖表现一厨娘在整装束冠，上身
着窄袖对襟旋袄，露出格子纹抹胸，下身着
长裙，一侧系佩饰，预示厨事即将开始；

第2块砖表现一厨娘下厨斫鲙备餐，她
身着旋袄围裙，挽袖露出臂上长圈套镯，高
木方桌上置短刀一把，切墩上有大鱼1条，刀
旁有一柳枝穿3条小鱼，尚待刳洗，脚边有一
盆水，盆水荡漾，桌下一方形火炉，炉火熊
熊，上置一双耳铁锅，水在沸腾……

第3块砖表现一厨娘在方炉前煎汤，炉
上置汤瓶，她正执火箸拨动炉中炭火，以俟
水沸后点茶；

第4块砖表现一厨娘立于长桌前清拭
茶具，长桌套有桌围，桌上置有带荷叶盖的
茶罐、茶匙、茶托与茶碗，这块砖与第3块砖
的情节似前后连续，表现的都是烹茶活动。

这批雕砖曾让一些资深研究者着迷，
认为雕砖构图生动，人物栩栩如生，生活气
息浓厚，线条流畅，刻工细腻，评价它们是
此类雕砖中重要的代表作，为研究宋代服
饰、家具和饮食等生活情况留下了宝贵的
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工艺美术和历史研
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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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酒流沟出土的庖厨雕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