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梦 之 断 想

在党的
93

岁生日即将来临之际，又
想起了一年半前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
国梦与亡国音的论述。

2012

年
11

月
29

日，习近平在率领党
的十八大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全
体成员参观《复兴之路》 展览时，指
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
华民族的中国梦。”这个中国梦，既体现
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又
是全世界整个华夏人的强国梦。两个月
后的

2013

年
1

月
23

日， 在十八届中纪委
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深刻分析了历史封
建王朝的兴衰更替，引用南朝陈后主亡
国之音的沉痛教训，强调了党的作风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要意义，警醒全党
以史为鉴，永葆党的纯洁性和生命力。

中国梦、亡国音这是一对鲜明对立
又互有因果的矛盾体。 从发于畎亩、出
于市井，到君临天下，再由一国帝王到
阶下之囚，这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
焉”的悲喜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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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封建王朝的
政治舞台上， 一次又一次轮回上演，成
为一个绕不开的“历史周期率”。

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炎黄子孙做了
千百年。特别是近代以来，在经历了二

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海战等一连串失
败， 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之
后，民族复兴的强国梦一直萦绕在每个
有血性、有骨气的中国人心头，成为一
代又一代仁人志士浴血奋斗、孜孜追求
的美好愿景！

而历史上的“亡国之音”是指南朝
陈朝皇帝陈叔宝所写的歌词《玉树后庭
花》。陈叔宝在位

7

年间，沉湎酒色，昏庸
淫逸，成天只知饮酒唱和，寻欢作乐。经
常组织上千名宫女组成乐队，命文臣雅
士填诗作词， 谱写艳曲由宫女们演唱。

最著名的曲子是陈叔宝亲笔所写的《玉
树后庭花》，词曰：丽宇芳林对高阁，新
装艳质本倾城。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
含态笑相迎。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
光照后庭。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
归寂中。

与此同时，与陈朝一江之隔的北岸
隋朝，雄心勃勃的隋文帝杨坚则采取举
贤招能、革除奢靡、倡廉尚俭等一系列
改革举措，富国强兵。公元

589

年，当陈
叔宝正沉醉于《玉树后庭花》的梦乡之
时，隋朝大将韩擒虎神兵天降，打进宫
中，将闻之躲入一口枯井中的陈叔宝及
其宠妾张丽华、孔贵人一举俘虏。偏安
江左

32

年的陈家王朝终于在后主的“花

开花落不长久”的靡靡之音中画上了句
号，而《后庭花》也从此被史家称之为
“亡国之音”。

200

多年后，诗人杜牧有感
于晚唐政治昏暗， 官吏腐败的现象，在
一次夜宿秦淮河时，闻听附近酒楼上传
来不绝于耳的缠绵之音， 慨然写下了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
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诗
句，忧国忧民之情跃然纸上。

其实，诗人所悲哀的又岂止是酒楼
上的商女们？更是对当时上到皇帝及达
官显贵， 下到各级文官武吏不思进取、

荒于政事、淡漠民生的辛辣嘲讽和无情
鞭笞。

由此再想到唐朝中期，当时的唐玄
宗， 也曾是一个颇有作为的开明君主。

他早期勤于政事
,

励精图治，开创了“开
元之治”的鼎盛时代。可他晚年耽于“回
眸一笑百媚生”的美色，奢靡腐化，荒于
朝政，“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
朝”，直至“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
羽衣曲”。 如日中天的大唐帝国自此夕
阳西下， 走向没落。 无独有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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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
前，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一
夜之间解体，建党

93

年、执政
74

年、拥有
近

2000

万党员的巨大政党瞬间垮台解
散，这一历史事件虽然个中原因一言难

尽，但最致命的一条原因还是苏共自身
的腐败， 腐败导致苏共失去了民心，失
去了执政之基， 最终为人民所抛弃。同
样，陈后主、唐玄宗之亡国丢家，其掘墓
人就是他们自己，正如杜牧《阿房宫赋》

中所言：“灭六国者六国也， 非秦也；族
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
个人如此，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
家概莫能外，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
个执政了

60

多年、有着
8000

多万党员的
大党， 面对当今纷纭复杂的世界风云，

面对党自身思想、作风建设中出现的诸
多新矛盾、新现象，执政的考验更加严
峻。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习近平同志在
担任党的总书记伊始， 短短两个月中，

在代表
13

亿中国人表达民族复兴的中
国梦、 强国梦夙愿的同时， 着意引用
1400

多年前陈后主亡国的史典，可谓高
瞻远瞩，立意深长，特别是近两年，党中
央出台八项规定，掀起了一轮猛似一轮
的反腐风暴，表明了新一届党中央领导
集体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忧患意识。的
确，经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特别
是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国家早已从
昔日的东亚病夫，发展成为屹立于世界
之林的东方巨人，先辈们的民族强国梦

已经初步实现。因此，在一些人眼里，刘
青山那句“老子们打了天下，享受些又
怎么样”的“名言”又有了新的市场。于
是，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章程，搞上有
政策、下有对策者有之；乱用党和人民
赋予的权力、胡作非为者有之；贪污受
贿、大肆敛财者有之；追求美色、腐化堕
落者有之；讲排场、图阔气、奢侈浪费、

漠视民生者有之……党的形象在这些
人身上受到了严重损害和玷污，人民大
众深恶痛绝。 这些现象如果任其下去，

那么中外历史上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的
悲剧就很难避免。

“历览前贤国与家， 成由勤俭败由
奢。”其实，经历了无数政权更迭，见证
了太多的王朝兴衰，今天的人们应当非
常清醒地认识到，习近平同志引用的亡
国之音的历史典故绝不仅仅是陈后主
的荒淫和那曲《玉树后庭花》。它也是夏
桀的琼室瑶台， 殷纣王的肉林酒池，大
唐咸阳宫中的霓裳羽衣曲，清朝末年执
政者的腐败无能……一言以蔽之，它是
一切骄奢淫逸、 腐败废政的代名词。因
此，要实现几代人梦寐以求的强大中国
梦，必须警钟长鸣，三省其身，筑牢勤政
廉政的防线，彻底消弭滋生亡国之音的
各种土壤，用当年毛泽东“要他俩（刘青
山、张子善），还是要中国？”那样的政治
敏锐和魄力抓反腐倡廉，“以踏石留印，

抓铁有痕”的劲头抓党的政治、思想和
作风建设，持之以恒地落实好中央政治
局作出的八项规定，使中国共产党永葆
“伟大、光荣、正确”的称号，惟其如此，

中华民族才能实现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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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诗

向炜
夏夜偶感
一

雨歇风住凉意生，如潮蛙声隔路鸣。

落寞河添情调，贤山赖此伴孤魂。

时而高亢时沉寂，细辨呱呱远亦近。

梦中也无紧要事，不如夜听天籁音。

二
信阳倘有江南誉，何故传统缺龙舟？

河水光潋滟处，数杆相对钓春秋。

三
如鼓蛙鸣骤然急，可为蝌蚪庆六一？

专心放歌传情意，暂留蚊虫玩捉迷。

雨住风捎泥土腥，入耳管弦尽梵音。

感其求偶声洪亮，夜深吟诗和知己。

四
月牙星淡光微明，风拂柳影拨水纹。

绿青红残夏韵瘦，倚栏听曲唯蛙鸣。

五
夜静蛙鸣起伏闹，声断音连起伏跳。

缓急有序忽远近，随风入耳分低高
千年传唱乡土息，哪首不含放牛调！

我劝王子勿聒噪，公主真情到哪找？

六
窗外夜深路灯明，蛙躲何处懒发声？

伏案写作遭蚊戏，耳畔对峙嗡嗡鸣。

残茶续水滋味淡，笔尖垂钓忧伤新。

一念不生心落寞，六根才动爱莫名。

七
虫鸣悠悠蛙伴唱，蛇滑草丛萤火亮。

小曲通宵免费放，撩拨花醉乱鼓掌。

八
月躲苍穹夜恋黑，蛙鸣郊外曲半醉。

遍寻满天星不见，莫非亦晓当班累？

讨嫌嗡声追身近，骚扰岂惧花露水？

夜静风凉心生事，吟诗不忘捉蚊归。

九
冷月随风闲飘荡，俯瞰贤山知凄凉。

荒野寂寥蛙失音，连绵墓地得青光。

十
河入夏穿霓裳，水色斑驳起风光。

夜来归晚忘名利，茗扬灯火映垂杨。

春日偶感
一

春困乏时懒腰伸，午睡觉来脑昏沉。

贪喝酒醉洋相出，侧卧榻上入梦境。

二
针尖丝细斜织密，薄烟笼庄归鸟急。

茶农酣醉何需酒？卧听淅沥小夜曲！

三
夜色阑珊春雨潇，柳枝缠绵打树梢。

自然奏响天籁音，万物恬谧心思少。

四
闲敲键盘心思满，细数蛙鸣声间断。

云散月孤夜半过，风掠冷雨闻雷惊。

五
雨倦风歇寒罢工，云遁天亮晴暖身。

群鸟叽喳说荤段，青虫害羞闭眼听。

远眺贤山找七彩，路遇荷塘嗅清新。

叶上丽珠不忍去，滑落水中听脆音。

六
雨收残水留湿润，节到暮春放倒睛。

枕边闹铃不及响，窗前鸟鸣催人醒。

河晨练多游勇，我带家兵入阵营。

叮当撒欢虎子嗅，一泡宿尿浇草坪。

七
雨洗贤山树滴翠，水漾河引柳垂。

忙写文章闲觅句，岂容春光负向炜？

信阳绿茶有感
一

水烫茸衣身舒展，茶洗头道唤春颜。

溢香随气沁心脾，每闻思绪归南山。

碧色绕杯阅沉浮，芽叶翻腾诉缠绵。

三番续泡醉午后，醒来清新口留甘。

二
毛尖贪玩藏春光，远离山岗别向阳。

泉水知情生妒意，明知被煮伴身旁。

莫道泄密为己利，为爱痴狂死何妨？

起落沉浮亦无怨，终将三味一杯装！

三
若喜绿茶何须碗？杯不离身成习惯！

上午豪饮食有味，夜来品茗睡方安。

我戏此物绿鸦片，但凡入口别无选。

百年不求美差做，当邀神女开茶馆。

四
芽肥叶硕杆粗壮，搓揉捻蒸焙天香。

日华月精凝味厚，汤清泛黄胜琼浆。

涤烦破困咽清爽，佳茗入肚洗枯肠。

嗜茶成习心相悦，绿衣化烟忘时光。

五
生在信阳结茶缘，偏爱毛尖舞翩跹。

随身携香藏眷念，杯不离手泡时间。

一日豪饮数杯绿，岂容百年留遗憾？

天堂若无家乡茗，纵能成仙亦不羡！

怀 念 父 亲

在这个温暖、宁静、繁花似锦的时
节，父亲走了。昨天他还能与我们说话，

此刻任凭母亲如何肝肠寸断地呼唤，他
已不能应答，阴阳相隔，生命的逝去总
也决绝。

别人都说
91

岁的高龄已属白喜事，

可我怎么一点都不觉得，胸前紧紧抱着
父亲的衬衫、马甲，感觉如英年早逝的
父亲一样的痛心。

老爸， 您不是给我订立了合同，要
活到

120

岁吗？

50

年的父女情分我嫌不
够、不够！我要您陪我们一生一世、一直
到老……

老爸您不是很顽强吗？早年投身革
命，穿越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枪林
弹雨顽强地生存下来，大军南下时来到
河南，留在了信阳，为建设新中国拼命
地工作，历经磨难您都挺过来了。

……

父亲特别关心时事政治， 离休后每
天看新闻，看《人民日报》、《参考消息》是

他最重要的事情。他每天端坐在书桌前，

天气好时会坐在阳台上， 一手拿着放大
镜、 一手拿着笔圈圈点点的画面是那么
深刻地留在了时光里， 也留在了我们的
脑海里。父亲因白内障渐渐失明后，每天
为父亲读报就成了母亲最重要的功课，

即使在每天长时间睡眠、 清醒的时间很
短的日子里，他仍然不忘让母亲读报，有
时刚读完他就忘了，又让母亲读。

父亲对时事政治很敏感，他常常把
子女召集回来严肃地说：“你们都给我
记住，你们是一名老党员的儿女，一定
要站在党的立场上！” 前几年开展创先
争优活动，父亲又记在了心里。他对我
说：“你要努力创先争优，今年不拿到先
进别回来见我！”那年恰巧评上个优秀，

只是公示了名单没有奖状，我请书记把
公示的名单打印了一份盖上章，过年回
家时才算给父亲交了差，他甚是高兴。

“宽待人、严责己”是父亲对我们一
生的教诲。 记得在我入党转正的前夕，

父亲寄来了一封信，打开信封，那张信
纸上只有十个大字：宽待人、严责己，按

时转正。父亲是这样要求我们的，自己
也是这样做的。他从不抱怨、常怀感恩，

感恩党、感恩国家、感恩社会。

姐姐刚刚新婚的女儿、女婿来看姥
爷。新郎姓万，是名军人。那时父亲尚有
模糊的意识， 他对新郎说了最后一句
话：“小万是个好孩子， 政治上比较可
靠，你一定要好好听党的话，听习主席
的话！”这样的话对父亲而言是自然的，

他的生命、他的灵魂、他身上的每一个
细胞都打下了他那个时代深深的烙印。

父亲高兴时常常唱起那首老歌《弹
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西边的太阳就要
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爬上飞快
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打得鬼子
魂飞胆丧……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

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歌声里带着
浓浓的乡音， 每次唱完他都会说一句：

“这歌真好听啊！”

去年除夕，当零点的钟声响起时，鞭
炮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 这时我突然听
到沉睡中的父亲大喊：“老师，老师（母亲
以前是教师， 父亲便一直这样称母亲），

快点，快点！外面打仗了！”哥哥闻声赶紧
安抚道：“爸， 没有打仗， 今天是大年三
十，在放鞭炮呢！”父亲似乎还在梦境里，

缓缓地说：“是过年了？ 过去打仗时子弹
像下雨一样，死了很多人，我还活着。”接
着就问：“钓鱼岛怎么样了？”哥说：“有我
们的海军把守着， 钓鱼岛现在安然无
恙。”父亲说了声：“哦，那我就放心了。”

然后又沉睡过去，把我们都给逗乐了。

那时父亲老年性脑萎缩日渐严重，

已分不清上午下午， 常常会问：“我是
谁？这是哪里？我怎么在这里？”他好像
努力地想着， 有时候他仿佛想起了什
么，自言自语地说：“哦，我姓张，是南下
时来这里的。”

那天听见父亲梦话般喃喃自语：“我
想喝家乡的水， 我们那里的井水真甜
啊，真甜啊！”我想此刻父亲的灵魂一
定是回到了那少小就离开的、 遥远的
家乡，魂归故里漫步在家乡的土地上，

那山、 那水、 那安睡在黄土地上的父
母， 于生命垂危的父亲又该是怎样的
乡愁呢？

父亲走了，像一片树叶，随着中国
历史的风暴， 落在了党需要他的地方。

他走过那么长的路， 经历过那么多沧
桑，品尝过万般滋味，但始终不变的是
他对党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他终其
一生实现了党旗下的诺言。他是一个坚
定的、忠诚的、真正的共产党员。

整理父亲遗物时，看到厚厚一本手
写稿《往事》，是父亲离休后写的，整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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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已微微有些泛黄，这是我第一次
看到。翻开手稿，写有当年父亲奉命带领
一个班的兵力，在土匪横行的险恶环境
下如何开辟抗日根据地的记载，这段历
史在教科书上曾多次读过，如今当我沿
着父亲的足迹，以一个女儿的视角，在父
亲的笔下重温这段历史时，恍若走进了
父亲曾经的岁月，感受着他曾经经历的、

承受的生命历程，不禁百感交集。

这一天我们把父亲连同他钟爱的
墨镜、听家乡戏用的录放机、一份《人民
日报》、一份《参考消息》一起放飞在繁
花似锦的时节里。

无尽缅怀， 默默的思念……我常常
回想起曾经的岁月， 那温馨的记忆犹如
芬芳的花朵开满了大地， 我静静地坐在
那里，久久地倾听，远处的风中隐约飘来
了那首歌：“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
山湖上静悄悄……” 我仿佛又听见父亲
那饱经沧桑带着浓浓乡音的歌声……

人

有

瑞

德

事

方

丰

盈

郭春顺在信阳办了多处酒家，都以“瑞德丰”名之，生
意一直看好。 有不少人说， 郭春顺办酒家的理念非常清
楚———只有以德经营，事业才会一路顺风，一路丰盈。笔
者是该酒家发展的见证者之一，也认为这评语正确不谬。

先圣曾言，“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德是人的社会
价值观实行的道德基础， 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儒家推崇
的“仁”，道家倡导的“真”，佛家秉持的“菩提”。仁者爱人；真
者崇尚人和自己和自然和社会的和谐相融； 菩提即觉悟后
的大慈大悲，修己渡人，共同达到正大光明的境界；用更先
进、更具时代感的共产党人的宗旨来表述，就是“为人民服
务”，变为当下的社会道德遵循，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仁的最高境界是“恕”。恕，就是以他人的感受为出发
点，爱他人胜于爱自己。郭春顺办酒家，虽然资本由自己
出，管理由自己掌控，但是，他尊重劳动者———员工；尊重
技术———大厨等的手艺。先后进入几处酒家的员工数以千
计，人人都得到合理的报酬，实现了体面的劳动。由此，郭
春顺也获得了本团队工作人员的敬重，年龄小些的视他如
长辈；大一些的视他如兄长。说他，身为老板无霸气，赚了
钱没有铜臭味；做人低调，脸挂微笑，言语和善，简直就像
个活菩萨。

仁者，以德润心，以文化人。郭春顺尊重知识，尊重文
化人，与德艺双馨的文人交朋友，敬他们如上宾，让他们
“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把个酒家设计装扮得文化氛
围极浓。食客进酒家，坐有古色古香的木质大凳和太师靠
椅，看有大小不一形式多样的宜兴茶具；走廊、餐厅的墙
壁上， 挂满了古今中外名画和书法家的各类书体的诗词
条幅； 尤其让人震撼的是二楼南走廊的墙上贴满了文革
时期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河南日报》等官方泛黄的
报纸，这就让客人在观赏、阅读思考时得到情操的陶冶、

心灵的净化，由喜爱酒家到热爱国家，同时还获得了优秀
文化只可传承、弘扬，不可摧毁、践踏的警示！

食客是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郭春顺认为，要获得更多的朋友。他对
酒家食材的采买、饭菜的质量和卫生都有严格的要求，尽力让食客们吃到
色香味俱佳并富有文化味的食品。有顾客赞道：瑞德丰酒家地面无水渍、

墙面无灰尘，服务很规范，价格很合理，诚信没挑的———三年前我存放的
两瓶酒，今年来饮用，原酒立马送到餐桌上。

唐代文学家陆贽说：“以公共为心者，人必乐而从之；以私奉为心者，

人必稭而叛之。”德者讲大爱，讲奉献。郭春顺说，酒家的长期成功发展，得
益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事业做得再大再红火，也不能忘记党和政府的恩
情，凡应缴纳的税费，都应当主动适时缴齐，这就是“君子务本，本立而道
生”的底线遵循。

“己之温，思人之寒；己安之，思人之艰。”郭春顺认为，老板是鱼，食客
是水，鱼离开水必死，水离开鱼还是水；酒家是一粒种子，民众是土地，种
子离开了土地，就不能生根、开花、结果。是鱼就要回报水，珍惜丰厚的水
源；是种子就要恒爱土地，敬畏土地。我办酒家，不能做无良商人，不能巧
欺食客。该回馈社会的，无论是救灾、济困等等，尽己所能，都伸出了援手，

这是自己的一份责任，就像一支歌的歌词那样———树高千丈也忘不了根！

“誉至无欲。”郭春顺办“瑞德丰酒家”所作出的奉献，获得了来自各方
面的荣誉和夸赞之声。对此，他依然故我，脸上长挂的仍然是象随心移的
沉静，走路虽急，脚步依然平稳。他说，我才做了点什么？国家有共同的大
梦，我也有自己的小梦，为了实现梦想，我只能在办好酒家和服务社会中
继续默默前行。

不 懈 的 牛

牛下岗了。 牛下岗不是身体问题，

也不是能力问题，纯属于人间现代化进
程的加快，耕作方式发生了变化。人们
的耕作方式越来越机械化，再也不依赖
于牛了。这不，自开展土地流转后，耕地
由分散经营变为集约经营，各地成立了
多种形式的农业机械合作社，这些合作
社的机械取代了牛，所以，牛就下岗了。

牛对下岗后的生活很不适应。他们从祖
先到现在， 一直是以忠实勤劳而著称
的，现在一下子闲了下来，整天觉得浑
身不自在。

于是，牛便想出去找点事干，一来充
实自己， 二来为社会发展尽一点微薄之
力。

这天清晨， 当牛又像往日一样出门
去找工作时，被大门口的狗看见了。狗对
牛早出晚归去找工作很不理解：“没有地

可耕了，待遇变化也不大，你就不能到外
面一边吃着草一边逛逛、玩玩？不操心，

不受累，无风险，多么自在，何乐而不为
呢？我们想这样还不能呢！”

牛摇了摇头：“不能这样的。我们世
世代代都是以勤劳为本， 以耕作为主，

四只脚从来就不习惯闲着，一副脊梁更
是为负重而生的。 牛族之所以强大，就
是坚持劳动不止，才能生生不息，被人
重视。虽然我们也知道养尊处优，也懂
得坐享其成，但我们更清楚不能这样去
做，如果这样去做，就会损害我们的意
志，萎靡我们的精神，败坏我们的名声。

无数事实证明：一个没有进取心的队伍
是没有前途的，一群不奋争的生命是没
有明天的。”

狗看出了牛眼中的失落， 就劝慰
说：“你辛苦大半辈子了，也该歇歇了。”

牛长叹道：“只怕一歇就回不到从前
了。 我们生来就是闲不住的， 在那人少地

多，耕作设备落后的年代，全靠我们的勤劳
和深耕，才使土地能养人。越贫穷的地方我
们越忠诚，越贫瘠的土地我们越忠厚。如今
时代变了，科学技术发达了，耕作手段先进
了，我们的作用不那么显眼了。我们生来不
图名、不图利，心里只想着劳动。只要有工
作，虽然一路走来很累，但心情很愉快，没
了岗位后真的闲下来时，心里憋屈得很，产
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失落感。”

狗发现牛不高兴， 嘴上替牛鸣不平，

但心里也很无奈：现在的耕种机、打碾机，

运输车，确实比用牛效率高。有些东西终
归是要淘汰的。于是狗对牛说：“闲就闲着
吧，没有事做了就吃了睡，睡了吃得了。”

牛听了很惊讶：“吃了睡，睡了吃，那
不成了猪？” 牛可不想像猪那样活着，整
日无所事事，等长肥了生命也就终结了。

牛们根本不习惯这样的生存， 讨厌这样
糜烂的生活。

狗知道劝解不了牛， 就又在门前躺
下了。

牛离开了狗向前走着，他想：只要自
己坚守本分，不迷茫、不气馁、不颓废，就
一定能找到新的耕作场地， 用自己的辛
勤劳动为人类幸福再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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