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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玷污“农民的儿子”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举反腐利剑，肃贪
政纪，打虎拍蝇，一批又一批大小贪腐官员应
声中剑，纷纷落马。据《法制晚报》消息，仅
2014

年， 中纪委在全国已公开点名通报落马
的县处级以上官员就达

637

人， 基本上日均
2

人。而十八大至今仅仅两年时间，就有
61

位副
部级以上高官倒下， 掀起了共和国历史上最
猛烈的反腐风暴， 充分印证了中央对腐败问
题“零容忍”的坚定决心和强硬态度。

阅读众多高官落马信息， 探寻他们贪污
腐败的人生轨迹， 在为党风日渐好转欣然点
赞的同时， 也发现了另外一种引人深思的怪
现象，那就是不少人“进去”后，在纷纷表示忏
悔之际（要么在审判时当庭痛哭流涕，要么洋
洋万言痛说家史），多半都要拿“农民的儿子”

说事。有媒体统计，在已公开的
53

封厅以上出
事官员的悔过书中，有

14

封是以“我是农民的
儿子”为开头的，这种不约而同的集体行为，

令人回味之际，不得不联想起几个问题。

首先，“农民的儿子”是一个什么概念。先
说“农民“。“农民”一词最早出自《谷梁传·成
公元年》，曰：“古者有四民。士民、农民、工民、

商民。”亦即后来的“士农工商”。其中，农民是
指长期从事农耕生产的人。几千年来，中国农

民的生活多半是同贫困和苦难联系在一起
的，农民永远都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为最基本
的生存而栉风沐雨、终生奔波。也因此，农民
也一直是以吃苦耐劳、纯朴善良、憨厚实在的
形象定格在历史书上、烙印在世人心中的。毛
泽东曾经说过大意如下的话： 农民的手是黑
的，脚上有牛屎，但他们的心里是干净的！而
在语言逻辑上，“农民的儿子”虽然不能与“农
民”直接画等号，但真正意义上农民的儿子是
有着农民的秉性和特质的， 即他们的心里是
干净的。至少，他们没有机会搞以权谋私，没
有条件包养十几、二十几个情人，不能像马超
群（原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供水公司总经理）那
样有

67

处房产、

37

公斤黄金， 不会像魏鹏远
（原国家发改委煤炭司副司长）那样家里的现
金要用

16

部点钞机点数并且当场烧坏
4

台，更
不会像徐才厚那样地下室里的美钞、英镑、人
民币等重以吨计。两厢对照，那些无论是在法
庭之上表白还是在书面中忏悔的刘志军、倪
发科、刘铁男们，半点也不符合“农民的儿子”

的标准， 根本没有资格妄称自己是农民的儿
子，当然，农民也没有这样的儿子。尽管他们
曾经有过那么一段农民的儿子经历， 但后来
是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颠覆了那段历史，

背叛了原始的身份。今天，当他们一个个走进
高墙之内的时候，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把“农民

的儿子”帽子往自己头上硬扣。此种做法，在
逻辑上是偷换概念，在语言上是自我表扬，在
行为上则是对“农民的儿子”的玷污和亵渎。

其次， 狱中高官们为何总要强调自己是
“农民的儿子”。首先是侥幸心理使然。记得上
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干部犯事，人们总要
把他的出事与他的祖宗三代联系起来， 是穷
苦农民出身的， 根红苗正， 就会在处理上从
轻；是反动家庭、剥削阶级出身的，就追根溯
源，老账新账一起算，罪加一等。今天，诸多贪
官锒铛入监，之所以一再拿起“农民的儿子”

的法宝，是否也期盼农民家庭、农民的儿子这
块曾经的招牌能博得世人的同情， 或者能让
法律给他们网开一面呢？ 其次是作秀。 所谓
“农民的儿子”， 连他们自己都不会相信，其
实，他们每个人内心最清楚不过，自己的所作
所为早已与农民的儿子不搭边了， 之所以有
这类表现， 完全是说给别人听、 做给领导看
的，正如在台上时他们所作的李大伦（原郴州
市委书记，已判死刑）式的散文诗一样的工作
报告或季建业（原南京市长，

2013

年
10

月被中
纪委立案调查）所推行的“雨污分流”之类政
绩工程， 靠作秀来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
向。再次，是推卸责任。说自己儿时吃过多少
苦，初入社会时多么勤奋，工作时付出多少，

无非是竭力证明自己本质是好的， 自己变坏

是有原因的，是环境助长了自己的贪欲，是体
制使自己堕落变质。这实际上，仍然是在为自
己开脱，把责任推给社会，是内心未能真正认
罪服法的又一种表现形式。

不可否认，以出身家庭而论，不少落马高
官可能确实出生在农村， 父母确实是面朝黄
土背朝天的农民， 自己也确实是经历过饥饿
贫困的生活磨难，最后靠十年寒窗苦读之后、

一步一步从基层走上重要领导岗位的。 但这
就能作为置党纪国法于不顾、 不择手段进行
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理由吗？其实，他们真
正应当反思的， 是他们在位高权重、 一言九
鼎、香车宝马、锦衣玉食的时候，怎么健忘了
谁是农民、谁是农民的儿子这一命题？为什么
那个时候，他们不仅不需要“农民的儿子”这
顶在今天视为宝贝的桂冠， 而且会时时在农
民面前耀武扬威、颐指气使，并且每每以农民
的“父母官”自居，甚至视农民为“刁民”、为草
芥呢？

再次，即使是农民的儿子又该如何？退一
万步来说，即使是地地道道农民的儿子，但也
应当自觉遵纪守法，恪守道德底线。因为在一
个法治国家里，不管是谁的儿子，只要以身试
法，违法乱纪，贪污腐败，都必将会受到党纪国
法的严惩。而且，“农民的儿子”也绝不是能够
保全犯罪分子逃避于法网之外的“护身符”。

我 说“乡 愁 ”

乡愁是什么？是长年在外行走、打拼的人
对故乡的一种淡淡忧伤，一份浓浓诗情。而淡
淡的忧伤、浓浓的诗情，说到底，就是对故乡
的深情眷恋。

笔者年届古稀，从
1964

年离开放过牛、种
过地的老家算起，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

50

年
时光从人生中悄然溜走，要说什么都没留下，

那不是真话。这中间，有刚参加工作时的勤勉
与欢欣，有戎装戍边的艰辛与自豪，有作为公
务员的谨慎与自尊。但是，蓦然回首，真有种
“是非成败转头空”的感觉。留在记忆深处、且
让自己时常回味和感慨的， 却总是少些故乡
的风物人事。

我总会不经意的在子孙面前说起
50

年前
故乡的往事。

也总会为当年的某些人、某些事慨叹。

子孙们每每听到一半便失去了耐心：“哎
呀，又炒陈谷子烂芝麻了。”

真是老了。 老了的重要标志是： 躺下睡不
着，坐着打瞌睡；新东西记不住，老东西忘不掉。

那么，那些忘不掉的，到底是些啥呢？

为春风所破的茅屋
1300

多年前，唐代诗人杜甫写过“茅屋为
秋风所破歌”。他老人家在自家茅屋为秋风所
破而沮丧、无奈的同时，做了个得到“广厦千
万间”的唐朝梦，希望以此“大庇天下寒士”并
使之“俱欢颜”。和杜老先生不同，本人少时没
见过高楼大厦，亦没见过华屋美居，对春沤夏
漏秋补的茅草房，虽有着深深依恋之情，却也
期盼那茅草能经久耐用，不烂不腐，不用年年
翻修补漏。 千载岁月流逝，

50

年光阴荏苒。而
今，杜老先生若在，会和我一样，会惊讶发现，

在唐人故国，在鄙人故乡，再也找不到当年的
茅草房了。 取而代之的， 是鳞次栉比的砖混
房、小洋楼，而且，大多还贴上了外墙瓷砖。红
花绿树掩映中，山乡农居已是美轮美奂。你会
由衷感叹：山河巨变，今非昔比！昔日的茅屋
当然不再是为秋风所破， 而是为此刻正盛吹
在新时代、新中国大地上的强劲春风所破。茅
草房，已成为故乡的历史记忆。

但是，我在想，还有人会记住那些曾经星
罗棋布于故乡土地上的茅草房吗？还有人会记
住那些茅草房中发生过的悲喜故事吗？

嬗变中的乡村俗话
故乡的民风体现在许多俗话中。

我印象最深的俗话，有“远亲不如近邻”、

“百善孝为先”、“一勤天下无难事”等。少时的
乡邻，都很朴实，好像还都很木讷，但真诚、实
在。相互之间帮个忙，出点儿力，那是从不言
谢、更不用提报酬什么的。不论是谁，包括几
代同堂的，也包括兄弟多分居的，对爷奶父母
或其他长辈，无不敬重孝道。十里八乡，没听
说有谁对父母兄长忤逆不孝的。 任何不尊不
孝言行，都会为乡邻所不齿。记忆中的乡邻也
都勤劳、节俭。父母常教育我们，“一勤天下无
难事”，只要勤劳肯干，就不愁过不上好日子。

是的。祖祖辈辈期待的那个好日子，真的在改
革开放时代到来了，我故乡的农家，也都慢慢
地富起来了。这些年每次回乡，每次都觉着有
新的变化，这是最让故乡游子高兴的。

不过，也有让人缺憾的。不知从什么时候
起，亲朋邻居做事干活，也“亲兄弟明算账”

了。事前讲价，事后掏钱，“谁也不欠谁的”。言
下之意，你帮我干活，我付你工钱，我也就不
欠你情了。

过气了的“穷光荣”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人们聚
在一起，不是比富，而是比穷，谁穷谁光荣，谁最
穷谁最光荣。 今天的年轻人对此会觉得不可思
议，但这是真的。不为什么，就因为天下是无产
阶级的，“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是天下的主人”。

穷，就是无产阶级；穷，就意味着根正苗红。改革
开放几十年后的今天，“穷光荣”早已下课，走入
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富光荣。富，意味着有本
事，意味着有能耐，意味着有关系，意味着有身
份、有地位。什么时候起，夸富、比富、崇富之风
蔓延开来。短短几年里，山乡里房子一幢比一幢
好， 装修一家比一家豪华， 轿车一辆比一辆高
档。春节前后，外出回乡的大、小老板，一个比一
个腰粗气壮。攀比、较劲，在明里暗里发生着。

穷，不再光荣。前年春节后，老家在外务工多年
的一个侄子来给我拜年，一只脚刚踏进门，便对
我家正开着电视机喊了起来：“呀———，叔，你怎
么还在用这么老的电视机？你回老家看看，哪家
不是大屏液晶？” 我未及搭腔， 他接着来了句：

“这样的电视机即使我有，我也不敢再用，乡邻
们不把我笑死！”落座之后，我这个“苦大仇深”

的老贫农，对侄子来一番“忆苦思甜”、一番“节
约是咱传家宝”的教育，侄子一边“是是是”答
应，一边“有粉要擦在脸上不能擦在屁股上”回
应。

咳！“乡愁”这玩意，给人以酸甜苦辣的宽
度，也给人以古往今来的深度，不是吗？

难

忘

四

十

年

前

那

个

春

节

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事情会从人们
的记忆中消失，但每个人都会有那么一两
件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往事。对于我来
说，四十年前下乡在农村过的第一个春节
是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

1974

年
8

月， 刚满
17

岁的我高中毕业
后，就只身从广西玉林登上北去的列车，几
经辗转， 回到父亲当年为解放广西而离开
的家乡———河南省罗山县﹙今河区﹚青山
公社冯楼大队茶场下乡锻炼。

从未在北方生活过的我，一踏上家乡的
土地，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水土不服，浑身
长满水泡，奇痒无比，一挠就破，水流一身，

沾在衣服上，晚上睡觉脱衣服时，粘在上面
的肉拉扯得特别痛。善良的大嫂看到疼痛难
忍的我， 晚上就在煤油灯下用纳鞋底的针，

在灯火上消毒后帮我将水泡一个个挑破，把
水挤出来，擦干净，然后抹上自制的草药水。

很快，水泡不长了，瘙痒止住了，疼痛消失
了，我算闯过了水土不服这一关。

我所在的茶场是生产中国名茶———

“信阳毛尖”的主要基地，那时茶叶都是人
工制作，技术要求十分严格。为了掌握炒茶
技术，我虚心向师傅学习，吃了不少苦头。

人工炒茶分生锅、 熟锅和烘烤三个主
要环节，其中熟锅的技术要求最高，学习难
度最大， 操作人员要在

240

度高温的铁锅
里， 徒手沿锅底不停地搓揉茶叶， 一不小
心，手就会被烫起泡。我初学时，由于不得
要领， 手掌经常触碰锅底， 瞬间就会发出
“哧、哧”地响声，然后冒出一缕白烟，紧接
着就会感到痛，鲜红的水泡随之而起。

尽管如此，我从不叫苦，也不休息，继续苦练，深得师傅们的
爱怜和喜欢，他们毫不保留地将炒茶技术传授给我。我仅用两个
月时间就能独立操作，并很快挑起了大梁，炒出的茶叶符合“信阳
毛尖”特有的“细、圆、光、直”的技术要求，成为茶场的主要骨干。

1975

年春节， 是我平生第一次离开父母在外过的第一个春
节，印象特别深刻。

按照惯例，每年腊月二十五左右，大队茶场除留两人守场
外，其余人都放假十余天回家过年。这年春节的守场任务，由

17

岁的我和一位
70

岁的独身老汉魏大爷负责。记得茶场社员离开
地处皇城山山顶场部的第二天，就下起了鹅毛大雪。我早上起
床一看，哇！漫山遍野，银装素裹，一根根手腕粗的冰柱悬挂门
前……第一次看到如此壮观的雪景，我既好奇又惊喜，不过，短
暂的惊喜过后，随之而来的便是苦闷和相思：往年这个时候，家
中独儿的我准会拿着母亲给的钱去买好吃的，或者正与伙伴们
嬉笑打闹，燃放鞭炮。而如今，在一片银色世界面前，分不清哪
是路，哪是坑，门都不敢出，我们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往来，十
分孤独。好在年年负责守场的魏大爷有丰富的经验，早已备好
了生活基本所需，才不至于缺粮断炊。

除夕之夜，我和魏大爷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吃完年夜饭后，小
聊一会儿便入睡了。 没过多久， 酣睡中的我似乎感到有人在叫
我，原来是魏大爷急匆匆地推醒我，向我借唯一的家用电器———

手电筒。我猜想一定是有什么特殊情况，一问，魏大爷才告诉我：

在我们住处不远的羊圈里，刚才持续发出惊恐杂乱的哀鸣声，一
定是有狼来袭击羊群了。我马上起身跟随魏大爷出去查看情况，

还没到羊圈门口，就看到至少有七八只狼发出绿色的凶光，瞪着
我们，没有一点后退之意。魏大爷让我赶紧回屋点着火把，拿铁
器过来，在我们的高声怒吼和一阵紧似一阵的铁器敲打声中，才
把僵持了好一会儿的狼群赶跑了。

第二天大年初一， 我因为受到深夜狼群的惊吓和寒风劲吹
而感冒了，四肢乏力，食欲全无，但我们靠勇敢和智慧赶跑了狼
群，保住了集体的羊群，心里仍然很高兴，很自豪。这一年的

10

月，我光荣地当选为县知识青年积极分子，并出席县第三次代表
大会，还在会上重点作了事迹介绍，留下了青春奋进的足迹。

四十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下乡在农村过的第一个春节，心
里总是激动不已。这个春节，我没有添置新衣，没有燃放爆竹，没
有走亲访友，没有得到一分压岁钱，甚至连多与一个人说话、拜
年的机会都没有，但“漫天风雪守茶场，除夕之夜斗群狼”的特别
经历，留给我一生难以忘怀的记忆。

茶 乡 情

行树起
爽爽朗朗的心情
玻璃杯一样的透明
沏上一杯毛尖
看丝丝缕缕
悠悠袅袅的茶雾
看绿芽翻转升腾
又飘然下沉

下沉凝神静气
轻舒慢展着腰身
亭亭玉立

像银针闪亮晶莹
像鹊舌嗷嗷待哺等候

亲昵

今夜我把茶斟满
碧绿清香润色我的诗行
像家乡的泉水
滋润茶园

浇灌桃李
酿造大山的甜蜜

一年忙碌回家的计划又变
好者有梦梦是我思念的

家园
卖茶归来的老爸拖着长

长的影子
长长的影子留在山下
床前大口的吃着糙米饭
妈递上热茶递上唠叨
路上买个馍也垫垫
垫啥两天开学娃的学

费还得攒

爸一声哭喊辗转
辗转到天明
又打电话又写信
爸妈小山村
我今天回家

湖 水

程永康
湖水掀起爱的波浪
有个月亮在水中摇晃
点点渔火燃亮满天星斗
渔歌袅袅抚慰秋野山乡
绿林屏障不时地
报以掌声
千山万岭依恋地
驻足观望
脉脉含情的
湖光月色
在我的记忆里收藏

湖水孕育了草木万物

也滋润着
我的爱恋和希望
每当看到这湖水
就使我想起远方的
一位姑娘
她那深邃
明亮的眸子仿佛清澈
纯洁的湖水
既柔情荡漾
又澎湃激扬
虽只梦中相见
却至今仍在我的心上
缓缓流淌

读诗集《仰望星空》有感

诗人程永康的诗集《仰望星空》

出版了，笫一时间送我一本，让我先
睹为快。看着他耕耘的果实，我感慨
万分。

我在
30

年前就认识他，那时他风
华正茂，英俊潇洒，给我留下美好形
象。如今他已退休，把悠闲的时光撒
向劳作的田野，令人敬佩。他的每首
诗都写得酣畅淋漓，读来让人遐想。

《大别山之晨》 这首诗写道：……

露珠深深地吻着清晨生怕蒸发……

/

湿漉漉的朝霞挂在山崖
/

大别山的早

晨啊
/

一幅未干的水墨画。多么好的比
喻呀，一幅未干的水墨画，给人美的感
受。

另一首诗《我愿意》：……在这花
团锦簇的日子里

/

我不愿做安于现状
的旁观者

/

我愿做土砖一块
/

去砌进更
加美好的未来。 他没有豪言壮语，愿
做一块小小的砖，砌进更加美好的未
来，表达了他退休后不甘寂寞的心路
历程。

在《耕地的农民》中写道：踏着清
冷的晨曦

/

把犁插进解冻的土地
/

翻开
一个复苏的季节

/

也翻开老农的思绪
和联想……老农的思绪和联想就是

获得丰收的季节，诗意境深远，构思
也好。

……我愿随雪化春水
/

奔流故乡
润农田

/

雪花生命虽短暂
/

留得洁白在
人间……这是在《望雪》这首诗中写
到的，也是他的生活感受。人要像雪
花一样，留得洁白在人间。诗虽直白，

但直抒胸臆。

程永康的诗语言优美， 思想突
出，都是弘扬真善美的，给读者一道
可口的美食，让人慢慢咀嚼，细细品
味。

祝愿他在诗歌创作的路上越走
越远，也祝愿他生活幸福！

□

张德源

□

李明生

□

王西亮

□

杨玉宝

□

涂彪

黄

山

回

忆

电脑桌面换成了黄山雪松“夫妻双立”并肩
抖擞图，松下一对老外老年夫妇携手揽山，远处
一片白茫皆不见。

这地方我
2012

年去过。 夏日的黄山除了山
腰与山脚葱茏碧绿以外，登顶后除了石头，就是
人头，偶有一棵叫“迎客松”的植物，物以稀为
贵，人头纷纭朝拜，让“松”不胜其烦，不堪重负，

靠“绳捆索绑”被迫屈服，赖“吊瓶”点滴度日。好
不凄惨！石头是大石头垒小石头，巨石头独立或
成山峰一绝境，或自甘堕落做一小品。成山峰的
叫天柱峰， 好像苍天也赖它支撑似的， 就算是
吧！

当地的地导登山跟过山车一样。 在腰中的
音响催逼下，“嗖嗖嗖” 健步拧腰十几丈高的光
明顶巨石已被其征服在足下，“呼啦啦” 随团的
少男少女们不甘落后， 你拉我拽地也纷纷追随
而上，摇旗呐喊，山谷呼应，彩衣飘飘，白云悠
悠，白驹过隙，白云苍狗，一年年，一岁岁，黄山
就在这白日的喧嚣，入夜的宁静中默挨岁月，好
像黄山不是黄山的，而是那些外来的观光客的。

黄山的植被贫瘠，生态脆弱，入夜承载不了如此
庞大人群的蹂躏， 加之几乎所有的生活物品都
靠黄山挑夫人驮肩挑，一担担运至山顶，物价奇
贵，普通游客不必要如此这般“消费”，所以，黄
山的夜，才被经济规律调节的如此安谧。

山脚下的竹林那是丰神俊逸，墨绿滴翠，荡魂
曳肺，大片大片的数不过来，微风拂扫，竹声婆娑，

一壶静茶，安享天籁，目迷翠绿，耳闻流水淙淙，倚着徽派的白墙黛瓦，

飞檐挑拱，偶过一徽派的女子浣衣洗菜，一轮弯月斜挂蓝盈盈的穹庐，

两山相夹，一山横挡，曲径通幽，竹簧俏摇，一飞鸟惊出山月，真仙人境
也。都说无限风光在险峰，我言人间凡景胜天庭，难怪七仙女思凡，情
愿与一凡夫俗子的董郎结连理，埋首凡尘度人生，这徽派的小人家，这
片房，这幅竹，这缕风，这轮月，这一切的一切，都诱人沉迷红尘。

走街串巷，一户人家的女儿刚高考完，帮家人卖东西，父亲是
村支书，家里挺宽敞。女主人善言，说道女儿今年高考作文题是“放
梯子”，好难哦！这放梯子也成了作文题，那我每日在这卖茶、卖黄
山竹， 岂不这黄山的清风明月也会成了高考的文章哦！ 同行者偷
笑，岂不嘛

,

生活本就是一部大书，无论是人山竹海，还是锅碗瓢
盆，“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嘛，况这“世之奇伟瑰怪”

“黄山”的一草一木呢！

“五岳归来不看山， 黄山归来不看岳。” 看惯了黄山的奇拔险
峻，曾经沧海难为水，再看其它所谓的叫山的物什，都小儿科了。归
来的高速上，瞥见一垄垄自山坳处延起的座座民居，小楼屋顶的太
阳能热水蓄水箱金属在夕阳下反光，一个个卫星接收的“圆锅”鳞
次栉比地在一家家人家的屋面上排列着，现代化并不遥远，世界就
在眼前。这让我想起前文中提及的“放梯子”的话题，这太阳能、卫
星接收天线就是黄山人连接外界世界文明的“梯子”，而黄山就是
一架“天梯”，给黄山人带来了世界，也给世界送去了一座叫黄山的
绝妙风景；不久的将来，铁路通了，那是一条连接“天梯”的“天路”，

会给黄山人带来吉祥和富裕。当然，如果不控制客流，调节密疏，或
者不得不实行“歇山”式的季节性管理，黄山不会是“痛，并快乐
着”，不堪重负的结果是世界上将会永远失去“黄”山。

李一冉瓷画作品欣赏

黄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