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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底，94岁的父亲去世了。
在前三十年里，父亲一直在与人生

苦难作顽强斗争。父亲12岁丧父，从此
开启了苦难的青少年时代。为挣口饭
吃，给人放牛、犁田，做长工、打短工。有
一次犁田，钉子扎进脚板，主人不让停
歇，伤口感染流脓，肿得像包子，多亏一
过路郎中免费为其治疗。也跟人做过长
途小本贩卖，卖过瓦罐，贩过猪崽，近的
去过绥宁，远的走过贵州，都是肩挑脚
走，一天行程几十里上百里。有一次行
至天黑，在山路上遇一老虎，吓得浑身
发抖，父亲急中生智，将扁担竖着举起
（传说此法可以让老虎觉得自己的嘴吞
不下扁担）。父亲一动不动，老虎也一动
不动，对峙良久，也怪，老虎一甩尾巴走
了……父亲用他钢铁般的意志扼住了
苦难命运的喉咙，始终没有屈服！

父亲虽然没读多少书，但底层生存
的苦难并没有销蚀他善良厚道的品行。
父亲压根儿不懂什么是哲学，但在人生
拐弯处、关键点上，能看得高远、悟得通
透。1958年，省地质队到农村招临时工
人，父亲踊跃报名。但“苦日子”中，大家
不堪忍受纷纷辞工返乡，而父亲咬牙坚
持，后来转为国家事业编制的地质工
人。父亲的为人之道就是他常说的“做
人要呷得亏，做事要呷得苦”。也许是年
少时经历的苦难太多，参加工作后，父
亲格外珍惜工作岗位。我第一次看到

《毛泽东选集》就是从父亲那里，当时我
大约六七岁，父亲教育我时张口闭口都
是毛主席怎么说怎么说，我印象最深的
是“与群众打成一片”“实事求是”这两

句，这可能就是父亲最早给我灌输的
“红色基因”，没想到还真影响了我一辈
子。从我记事时起，父亲几乎每年都被
评为先进工作者，领回大奖状，我对父
亲肃然崇拜。每年评上家庭困难户的可
给点补助，单位评给他，他死活把指标
让给别人，说某某同志比我更困难。上
世纪七十年代，家里请一些瓦工、木工
之类修修补补，每次支付工钱时，父亲
总要在师傅讲的价钱上加几毛钱、块把
钱。父亲去世前这两年，许多人他都认
不得了，许多事都记不起了，但唯独给
别人发烟时不漏掉一人，见到门前过路
不认识的也发。父亲记忆丧失，万事皆
忘，但唯独骨子里留下的乐善好施这一
朴实秉性伴随他到生命的最后时光。

父亲对别人大方舍得，对自己却吝
啬有加，苛刻至极，一生勤劳俭朴。上世
纪70年代，星期日他不休息，去单位工
地上卖苦力背钻杆，挣点加班费。我七
岁时，跟着父亲在零陵地区（今永州市）
冷水滩生活了一年。有时，父亲就带着
我和弟弟到小溪捉鱼虾，改善家庭伙
食。父亲退休后回老家耕田，每年黄豆
收割季节，骑着单车，起早贪黑，挨家挨
户收购黄豆，用单车驮回来再卖，赚点
差价。为翻修房子，父亲省吃俭用，每积
攒一点钱就与母亲走村串户买杉木，每
次买二三根不等，把一根扛到前面一
点，再返回来扛另一根，如此循环。大一
点的树一人扛不动，就与母亲抬，常常
云起霞飞出、披星戴月归。家里1985年
翻修新房用的杉木就是这样积攒起来
的，当时我家新房在全村堪称一流。

父亲住院昏迷的那八天，我每天给
他擦屎倒尿，才发现父亲穿的内衣内裤
补了又补，我不禁潸然泪下。父亲双手
浮肿，我每天给他揉搓手背手指。之前，
我可从来没有这样认真抚摸过父亲的
手。这是一双平凡又不平凡的手，父亲
用这双手战胜了人生的一切苦难，支撑
起我们全家一步一步走向美好。

父爱如山，这个词用在父亲身上再
贴切不过了。那时生活极其困难，但父
亲坚持送子女读书，而且非常舍得买
书。我上学后，父亲经常给我买连环画，
六七岁就开始读父亲给我买的中篇小
说《闪闪的红星》，虽有些字不认识，但
读得如饥似渴、废寝忘食。1979年我读
师范时，父亲每月给我5元零用钱专用
来买书。改革开放后，家里生活逐步宽
裕，可父亲仍然节俭，每月退休金除了
日常生活开支外都存入银行。有一次，
他拉着我的手，说：“我存了几十万块
钱，等我‘百年’时不用你们的钱，剩下
的给你娘养老，不增加你们的负担。”就
连他和娘的棺木和墓地，他都提前安排
得妥妥贴贴。

我退出领导岗位后，每个周末回家
陪伴父母，可才一年，父亲就匆匆走了，
以至于现在我不敢回家了，因为回家再
也看不到家门口抽烟晒太阳的父亲了，
车轮启动时再也看不到父亲站在门前
台阶上为我送行向我挥手了……

“念我先君，其艰其勤。生我劬劳，
至于成人。”愿普天之下劳苦之父母福
禄安康。

（周乐彬，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我 的 父 亲
周乐彬

“无规矩不成方圆。”规矩
是一个人待人接物、为人处事
的准则。

“昔孟母，择邻处。子不
学，断机杼。”被后世尊为“亚
圣”的孟子，小时候很贪玩，孟
母为了把他教育好，曾经搬过
三次家。刚开始时，孟子的家
在墓地附近，年幼的孟子经常
看见送墓扫墓的情景，于是总
学着跪拜、哭嚎。孟母认为这
样对孟子的影响很不好，就把
家搬到了闹市附近。可孟子又
学起讨价还价来，孟母又把家
搬到学校附近。从此，孟子每
天看到的都是富有学识的读
书人，听到的都是琅琅的读书
声，便跟着读起书来……试
问，若孟子没有这样一位深明
大义的母亲，他还会有以后的
成就吗？

无疑，孟子受到了最好的
教育——家教。家是我们人生
的第一所学校，是我们学习人
生基本准则的地方。良好的家
庭教育，能教会我们辨别好与
坏、善与恶，教会我们面对成
功与失败、平坦与崎岖，教会
我们如何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怎样朝着梦想前进。

有人会问，难道家教一定

是摆大道理吗？其实不然。回
望童年，父母对我们的教育往
往是从一粒米、一根线开始
的。曾记得小时候，每到过年
吃年夜饭时，父母亲总要教育
我们兄弟，要珍惜粮食、讲文
明礼貌、尊老爱幼、不要随便
拿别人东西等等。这些被我们
轻视的“耳旁风”，其实早已潜
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做一件
事前，我们总会习惯性地思考
这件事是对还是错，会不会对
某个人有影响，会产生什么后
果。这些或许连我们自己都没
有意识到的改变，正是家教使
我们受益之处。

一个人一生受到的最好
的教育，或许就是父母的言
传身教。父母遵纪守法，团结
和睦，重亲情讲孝心，家庭氛
围始终民主开放、健康温馨，
这对孩子生理、心理成长非
常重要。

总之，父母教育孩子应将
严格要求和尊重、信任、关爱
孩子相结合。严格并不是简单
地限制和命令，而是要做到

“严中有爱，爱中有严，严爱结
合，刚柔相济”。

（石颂军，任职于新邵县
陈家坊镇黄山坪学校）

好家教让孩子受益终身
石颂军

秦始皇嬴政用了十年的时间灭掉
六国，让秦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
一的中央集权国家，那一年他仅仅 39
岁。他统一天下，结束战国乱局，诚然是
继承了前人的基础，可以说“奋六世之
余烈”，才能成就千古伟业。

秦始皇被明代思想家李贽誉为“千
古一帝”是当之无愧的，因为他做出了
许多史无前例而又影响后世的成就。他
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统一文字，废除
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加强了中央集权，
影响了中国两千年历史。他抗击匈奴、
征服百越、修筑万里长城等，一系列组
合拳让华夏文明成为了一个牢不可破
的整体。

秦始皇本来期待江山能够传至后
代万年不变，没有想到的是他在南方巡
视的时候暴死。秦二世继位后，短短几
年时间就把国家玩没啦。秦朝仅有 15
年寿命，在历史上属于典型的短命王
朝，这大大出乎这个千古一帝的意料，
他在九泉之下一定非常失望。

暴政，让秦朝失去了民心。秦朝实
行商鞅变法后，老百姓的徭役负担增加
了十倍以上，老百姓的经济负担也大幅
度增加。这一切都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
来。“苛政猛于虎”，面对吃人的老虎，老
百姓只有奋起一搏。所以，陈胜吴广起
义后，天下老百姓纷纷响应。

天下大变，国策没变。旧制度无法
适应大一统的新时代，面对天下之变，秦
始皇没有调整政策，持续用兵消耗了国
家的财力。刘邦的谋士看到了这一点，所
以刘邦建立大汉王朝后，连续几个帝王
都是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让老百姓松
一口气，减轻负担，发展经济。

天下大变，基石不稳。大一统后影
响国家稳定的隐患没有消灭，六国虽然

灭亡了，但是残余势力和影响依然存
在。一旦有人点火，六国残余势力迅速
集结，成为击败秦军的主要力量。虽然
秦始皇采取了没收天下铁器聚集一块
的办法来控制武器，但是依然无法阻止
天下再次大变的气候形成。

天下大变，后方不牢。秦始皇没有
及时确立接班人，让奸臣有可乘之机。
他没有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南巡突然
离世，给了小人机会，造成赵高、李斯乱
国。他们倒行逆施，屠杀宗室，公子扶
苏、大将蒙恬等一批能人被杀，国家稳
定的中坚力量被自己人消灭了。

秦始皇改变了天下，但没有顺应天
下之变，及时调整政策，没有守住人民
的心，秦朝最终二世而亡。

秦朝为何二世而亡
晓宇

日前，我们慕名游览了涟源
湄江国家地质公园，第一站打卡
地就是藏在深闺人“已”识的仙人
洞。人们下了摆渡车，就步行前往
探胜。随队的公园讲解员对沿途
一些景物因形赋名做着介绍。我
可不想让她的台词先入为主，屏
蔽了我观赏时思索的通道，于是
远远地躲在后面，孑然独行。

绿叶衬红花，众星捧明月，奇
美的景观也是由不俗的环境烘托
出来的。这是一道蜿蜒的峡谷，两
旁是峻峭的山丘，绿树山花争奇
斗艳，藤萝蔓草争宠献媚，裸露的
岩石参差其间各领风骚。那些岩
石造型奇幻，绝壁上的孔隙中形
成一团结核，仿佛龛堂中供奉着
的一尊面壁的智者。右侧的山头
上，相向矗立的两座石峰，酷似身
披铠甲的壮士，在为仙人洞府站
岗放哨。

曲径通幽处，一座穹庐式门
洞赫然在望，一瀑泉水从门口堤
坝上顺流而下。右侧门框处有鎏
金竖式牌匾，镌刻着“仙人洞”三
个字。我尾随着众人，攀着护栏
拾级而上，来到洞口。洞内光线
熹微，幸亏有洞壁两侧的彩灯照
明，才能依稀观赏洞内景色。地
下河水清澈见底，略一俯身，靓
影可鉴。抬头扫描间，我便被惊
艳到了，此仙人洞虽非彼仙人
洞，不在高峻陡峭的险峰，却也
氤氲着无限风光。我原以为洞顶
有喀斯特地貌常见的石钟乳景
观，岂料这里属沉积岩地质结
构，竟然别是一番洞天。这里除
了有几处灰褐色的沉积物悬在
洞门顶上，别无突兀。洞壁和穹
顶的岩石历经地质年代的变迁，
遭受强力挪移撕扯搬运、重荷挤
压沉积等劫数，呈现出比石钟乳

之类更加独特的风貌。除偶尔有
干裂、孔隙和结核之类沉积岩表
征之外，令我莫名诧异的，是那
些层理构造显著的地质特征。这
里的岩面规整、精密、层层叠叠，
仿佛用积木之类超小型方砖无
浆砌筑而成，砖缝毕现，线条分
明，时而是整齐划一的平板，时
而打造出立体质感的嶙峋斗方，
时而是堆垒有致的壁挂。就整体
而言，排列组合之得体，精工细
作之极致，工程结构之繁复，能
令世间的能工巧匠们望洞兴叹！
我想，人们不避蹈袭之嫌，把它
叫作仙人洞，也许是因为它的独
具鬼斧神工的艺术感染力吧。

我往纵深处走去，忽然远处
一片明亮。拐过一道弯，光源映入
眼帘。那是象牙状的一线天光，从
岩洞尽头处两座相拥的山崖臂弯
处透射进来，与其水中的倒影相
映生辉，好像一弯上弦月落进洞
来。光影里弥漫着薄雾轻纱，游人
浸染其中，如在荧屏里一般缥缈
灵动。光亮处传来潺潺流水声，我
急于一睹虚实，快步登临高处，却
见光影映衬中，一道瀑布从山崖
缺口处飞流直下。那瀑布如素练
般洁白，如灵蛇般窈窕，如山里娃
一般顽皮——泉水从十数丈高的
山涧倾泻到洞底一块尖棱的岩石
上，激得水花飞溅，拍照、观赏的
游人稍不留神，就会被打湿衣衫。
我也走近瀑布，伫立凝神，陶醉在
这幽明交汇的两重天地间，对仙
人洞命名的用心又有了一层领
悟。眼前这流淌的光影，这飞泻的
瀑布，也是大自然匠心独运的杰
作啊。这动态的画面与洞内静态
的构建相映成趣，才赋予仙人洞
名字更为完善的意蕴。

（黄三丛，武冈市退休教师）

惊艳仙人洞
黄三丛

梦 幻

杨运焰 摄

◆岁月回眸

◆旅人手记

◆六岭杂谈

(上接1版)
会议强调，“积极吸引邵商回归和

返乡创业”是今年市政协第一个专题议
政性常委会会议协商课题，要充分发挥
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用好聚识
优势，着眼于邵阳实际情况，深入调查

研究，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
提实。要扎实做好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
议各项筹备工作，坚持求细求实、求高
求精，做到突出主题、抓住关键、精准建
言，为加快推动我市邵商回归、返乡创
业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要精心组织、

深入议政，通过“走出去、请回来、联起
来”等方式，多请客商说、专家讲，让大
家议，将市政协议政性常委会办出影
响、办出特色、办出成效，办成邵阳的招
商引资会和宣传推介会，为邵阳高质量
发展汇商聚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