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庆期间，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营造了浓
厚的节日氛围，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在网络上
用各种形式表达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和祝福。

爱国，是人们对自己祖国的深厚情感，是
公民的基本道德责任，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
心。爱祖国的河山，爱祖国的人民，爱祖国的
文化，是爱国的基本体现。毛泽东同志曾经
说过：“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
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探索救国救民真
理，是可歌可泣的。”我国众多文化名人身处
国难当头的存亡之秋，大都表现出安危不贰
其志，险易不革其心。“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
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
轩辕。”鲁迅先生的这首饱含悲愤的七言绝
句，道出了亿万爱国者的共同心声。

“纵使不成头被砍，也教人间称好汉”的
革命志士邹容，曾发出了铿锵的呐喊：“当知
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中国之一块土，为
始祖黄帝所遗传，子子孙孙，绵绵延延，生于
斯，长于斯，衣食于斯，当共守其勿替。有异
种贱族染指于我中国，侵占我皇汉民族一切
权利，我同胞当不惜生命共逐之，以复我权
利。”长期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亲密合作
的民主人士黄炎培，深明爱国大义，曾对其儿
子黄大伦说：“如果日本人真打过来，你贪生
怕死做了汉奸的话，即使日本人不打死你，我
也要打死你。但如果你能够在战场上杀敌为
国捐躯，我不会为你流泪，但绝对会为你感到
光荣！”原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在旧社会不
畏强暴，敢怒敢言，被郭沫若称为“蒸不烂煮
不熟捶不爆的响当当一枚铜豌豆”，却有一颗
强烈的爱国赤子之心。“九·一八”事变爆发
后，他发文痛斥日寇的无耻侵略行径，号召全
国人民奋起反抗，奔走呼号，血泪交迸，风云
变色，其惨痛悲哀之情绪，直皆裂胸而出。

“五四”新文学杰出作家郁达夫，是个“伟
大的爱国者，爱国是其毕生的精神支柱”。旅
居新加坡时，他对好友刘海粟说：“万一敌军
侵入新加坡，我们要宁死不屈，不能丧失炎黄
子孙的气节，做不成文天祥、陆秀夫，也要做
伯夷、叔齐。”原《大公报》社长王芸生，早在抗
战爆发前，就写了不少文章唤醒国民，启发民
智，被誉为以笔杀敌的新闻战士，他说：“我们
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
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少所贡献。到今
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惟有这三个
字——不投降。”蕙质兰心林薇因，是一个具
有创造才华的作家，更是一个巾帼不让须眉
的爱国功臣。其至交好友费正清夫妇多次劝
说他们夫妇移民美国，但她始终不为所动，深
情地说：“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们不能
离开她。假如我们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
们也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抗战爆发后，著名
作家巴金与民众一起流亡，一起宣传抗日。他
特别强调：“我们要抗战，我们要继续奋斗。纵
使抗战的意思就包含着个人生命的毁灭，我们
也要昂然向着抗战的路走。”革命志士杨度，曾
慷慨激昂地宣示：“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
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
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
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回溯历史，岳武穆百战不挠，袁督师独拒
强敌，这两人虽都被奸佞陷害，赍志以殁，然
忠裂所被，千载之下，犹令中华子孙感奋零
涕。文天祥断头菜市口，史可法战死扬州城，
更给中华民族保存了浩然正气。反之，石敬
瑭、张邦昌、吴三桂、臧式毅、殷汝耕等辈，或
投降异族，或甘做傀儡，哪一个不是毒被全
族、祸及身家？

百余年前，八国联军中的一位德国军官
在日记里感慨道：“做19世纪的中国人太悲
惨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中国人，
豪迈地向世人宣告：做21世纪的中国人太幸
福、太自豪了！因为我们的祖国太可爱、太伟
大了！

（作者系大祥区教育局退休干部）

爱国也如家
颜希文

一位政治人物，如果能切实
地为百姓谋福利，那么即使在他
去世之后，仍然能赢得人民对他
的深深敬意。在《诗经》中有一首
名为《甘棠》的诗，就是普通百姓
为怀念一位政治人物而作的。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
茇。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
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
说。”甘棠树，高又大，莫剪它，莫砍
它，召伯曾宿在那树下。甘棠树，
高又大，莫剪它，莫折它，召伯曾歇
在那树下。甘棠树，高又大，莫剪
它，莫拔它，召伯曾停在那树下。

召伯是谁呢？他姓姬，名奭，
是西周的开国功臣。周武王驾崩
后，年幼的成王即位，幸亏得到两
位贤臣竭心尽力地辅佐。这两位
贤臣，一位是周公，另一位就是召
伯。召伯深得民心，在他去世后，
老百姓思人及物，连跟他有关的
树都不忍心砍去。身为国家重

臣，召伯为什么不在庙堂之上，而
坐在甘棠树下呢？关于这一点，
古代的学者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有人认为，他是在树下“听讼决
狱”，也就是送法下乡，现场办
案。可是清人方玉润则不以为
然，在他所著的《诗经原始》里反
驳说，召伯既为天子大臣，出去办
案自然应该坐在衙门里，再不济
找间房子总不难，干嘛非得在田
间地头树底下坐着，难不成是故
意博取“爱民勤政”的美誉。倘若
召伯真的如此，那么“其伪甚矣”，
那他就太能作假了。我呢起初觉
得方玉润有点迂，偏要在“决狱”
这事上较真。读到一个“伪”字才
明白，大概方氏看过了太多打着
亲民幌子沽名钓誉的官员，对这
种种造作的姿态深恶痛绝，所以
坚决不信贤德如召公，也会如此

“作秀”。其实，从古到今，“作秀”
本就是政治生活的常态。《贞观政

要》中唐太宗吞蝗虫的故事就是
作秀。某年蝗虫成灾，李世民在
视察农业生产的时候，捉住了几
只蝗虫，一本正经地跟蝗虫说：你
们吃粮食就是害百姓，老百姓如
果有错，应该由我这位国君来承
担。你们要是有灵，就把我的心
给吃了，千万别伤害我的子民。
说完就把蝗虫往嘴里扔。这场秀
激发了士气，聚拢了人心。当然，
唐太宗之所以被尊为“千古明
君”，决不在于他吞了几只恶心的
虫子，说了几句感天动地的话语，
而在于作“秀”之外，他还能踏踏
实实地“做事”。“贞观之治”是靠
做实事做出来的，作秀仅仅是锦
上添的那点花边而已。

作秀可以赢得关注，但只能
笼络一时人心。只有做实事方能
赢得尊重，稳固长久之基业。老
百姓未必讨厌“秀”，“秀”得好的
确可以促进政府和民众的良性互

动，但这“秀”绝对离不开一个前
提，做好分内的事，用心地为民服
务，否则，所有的“秀”都会沦为虚
伪拙劣的演出。后人之所以如此
地珍爱甘棠树，是因为召伯曾经

“劝农教稼”，他向老百姓传授农
耕知识，和大伙一起流汗出力，累
了就在树下歇息，后人不忍心砍
树，因为它不是作秀的道具，而是
造福人民的纪念碑。

当下，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各
级领导干部都下基层，要接地气，
要为民办实事，做好事，金奖银奖
不如老百姓的夸奖，金杯银杯不
如老百姓的口碑，老百姓说好才
是真的好。公务员作为服务人民
群众的“公仆”，应在各自岗位上
积极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
终将得到百姓的认可和获得群众
满意作为对工作的最大追求。伟
大的功绩，不需要镌刻在官方的

“德政碑”上，它就像一棵茂盛的
甘棠树，牢牢扎根在人们的心
里。“君臣已与时际会，树木犹为
人爱惜”。这份朴素绵长的惦念，
这份思人爱物的情怀，才是人民
对一个政治人物最高的赞美。

（作者单位：湘中幼儿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

德 若 甘 棠
易小邑

“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
为红颜”。这诗好是好，却格局不
高，若改为“冲冠一怒为红颜，恸
哭大明俱缟素”，才算寄慨其深。
女色不曾祸国，因了女色而祸
国。若不是刘宗敏抢了陈圆圆，
吴三桂因此冲冠一怒，大明“再活
五百年”虽不大可能，多苟延残喘
些时日，概率也是蛮大的。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历史
往往也囿于政治人物的格局。一
个小女色，让有大英雄隆誉的吴
三桂，大乱方寸，大失镇定，大掉
格局，这会让大政治家耻笑了
去。莫说政治家，如文学家白居
易，朋友喜欢上了他“二奶”，白公
慷慨：兄弟带去，玩厌了，还我，玩
不厌，送你。宝马赠英雄，美女送
狗熊。楚庄王开晚会，搞“贴面
舞”，文武跳得正欢，突然“日暮酒
酣，灯烛灭”，有狗熊吃了狗熊胆，
去贴面楚庄王妃子去了。妃子剪
了狗熊帽子，将做的记号密告，

“王不从，令群臣尽绝缨而上火，
尽欢而罢。”后三年，晋与楚战，有
楚将奋死赴敌，卒胜晋军。楚将
者谁？当年调戏妃子者，狗熊变
英雄，流氓变忠臣。

吴三桂好小气，好没格局，一
个陈圆圆都舍不得，怪不得赢不
得万人之上位，赢不了万里江山
域。

然则，吴三桂小气不？不小气
的，吴公公老婆固然看得重，老财
却是看得蛮轻，“三桂轻财好士，人
有一长，收录无弃”。钱是王八蛋，
吴公公起意纳士，对金钱是不当回
事的。有士人留府第中数月，吃啊
穿啊，用啊耍啊，无数用度，都不计
数，汗漫使钱。这人要走，“赠以二
万金，别扃鐍一箧为母寿，皆珠宝
也。”这人后来狗熊当英雄没？吴
三桂叛乱后，奋死赴敌么？好像
没，“某归江南，遂为富人，惜不知
其姓氏。”

吴公公好士，对寒门之士，赠
之大把黄金，而无所求，看上去也
真没求到什么，只可证明吴公公
其养士之闲散成本。商人做生
意，都要街头白送些餐巾纸的，拿
了餐巾纸的，都与商家做了大买
卖？也是没有嘛。

轻财好士 ，都是要漏些钱
的。“巡抚袁懋功内召，馈以十万
金”，十万金啊，兑人民币少说是
千万。领导老母高寿，你送一万

还是两万？小气，你看人家吴公
公，袁领导要调走，一送便是十万
金。吴公公对地方官，对其下属，
也最舍得，“知县以上官，有才望
素著及仪表伟岸者”，不是一“以
三万金为赆”，便是“各以银一封
与之”。

若有所轻，必有所重，如吴公
公这般大员，这般轻财，在重什
么？“沛公入秦宫，宫室帷帐狗马重
宝妇女以千数。”别说秦宫里有金
宝宝银圆圆，更有好多李师师陈圆
圆啊。刘邦都不爱了，好醇酒的刘
邦轻财了，好妇人的刘邦轻色了，
啥意思？项羽不懂，难怪项羽成不
了大器。

大官轻财，皇家大怕；大官重
财，皇家大爱。秦朝大将王翦，善
将百万兵。你百人都管不好，皇
家却常将百万人几百万人给你管
的，管得好，就大不好——太不吉
祥了。这是甚逻辑？这逻辑你不
懂啊，王翦最懂，他率军征楚，跟
老板秦始皇讲条件，一，要给我六
十万个兵，二，还要给我六十万亩
田，还要给我红绥戴胸前，还有给
我红颜知己抱胸前，还要给我小
孩子解决副处级待遇，还要给我

到北邙山供应冷猪肉。王翦没完
没了，婆婆妈妈，跟秦始皇讲抱老
婆带孙子事，他人都皱起眉，独有

“始皇大笑”。你们晓得个屁啊，
“夫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国
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
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
疑我邪。”六十万大军交给你，你
若不好财，不好色，你想要什么？

吴三桂轻财好士，还真不是
好品质。他看重的不是金钱，他觑
觎的是江山。江山如此多娇，引我
们折腰。袁世凯也是轻财好士的，
袁对士啊将啊，文啊武啊，大把大
把银子，“洪宪皇帝真长策，一把票
子买士心”，买得天下士人入毂中
——士人以为士人赚大了，却不晓
得，他给你钱，你得给命。

重色而助清，你说吴三桂格
局小，我也觉得其格局小，为私爱
耳；轻财而反清，你道其格局大，我
仍然觉得其格局小，求私位耳。有
说法是，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的是
尊严，老婆被人抢去，是可忍孰不
可忍？确不可忍，你不可忍，此乃
你家私事，个人决斗去，何以绑
架六军去缟素，大明来缟素？一
怒，国家大劫难，百姓大遭殃。
所谓轻财者，拿的非自家钱，皆
国帑国资与民脂民膏，其实者：
慷国家之慨，买士人之心，害江山
之乱，谋自家之位。

（作者单位：双清区科协）

历史的格局
刘诚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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