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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月德我 的 母 亲 草

让 爱 成 为 一 种 传 承
李仙云

新冠病毒肆虐两年多，世人的感慨
颇多。其中，最能体现人们心情的一句
话便是：今生无悔入华夏！套用这句
话，老赵也想说：今生无悔入菏泽！

我是菏泽人，却出生在东北。六十
年前，菏泽闹饥荒，为了活命，父母背井
离乡，逃荒到了东北。于是，在东北的
一隅，便有了我们这家山东人。

尽管我们吃着高粱米喝着大碴粥长
大，满嘴都是东北话，怎么看如何听都是
东北人，但是，父母用山东话告诉我们：

“儿啊，咱老家在山东，一个叫荷 zhei的地
方！”说这话时，我发现父母总是眼里闪着
泪光。我知道“荷 zhei”老家在父母心里
的分量很重很重！ 年幼无知的我曾经问
过父亲：“既然舍不得老家，为啥还来东北
呢？！”父亲猛抽了几口旱烟袋，无奈地说：

“当年，老家穷啊，吃不饱饭……”
东北地广人稀，勉强能填饱肚子，

所以，父母选择了东北。后来，东北的
生活越来越好，而老家菏泽的生活还是
很艰难。父亲说，老家穷啊，靠瓜干填
饱肚子，穿衣都是家织布。于是，父亲
经常让我给老家的爷爷奶奶、伯父伯母
写信，还经常十块八块地寄钱，接济老
家的亲戚。最让我记忆深刻的事情是，
父母杀了自己养的绵羊，熟了羊皮，亲
手缝制了两件羊皮大袄，我们坐着马
车，跑到公社，去寄给老家的爷爷和伯
父。包裹皮上就是我写的地址。从那
时候起，我知道了我们的老家在山东，
不是“荷 zhei”，而是“菏泽”。

老家的亲人们也时常来信，而念家
书的任务一般都是属于我的，回信也是
父母念叨着，由我来代笔。于是，我知
道了老家的许多事情，知道老家生活困
难，知道老家很远，知道老家还有我们
家族的十多口人。不知不觉间，我对老

家菏泽也有一种浓浓的思念了。是牵
挂？是向往？还是其他的什么，真的是

“说也说不清楚”！ 后来，我觉得老家菏
泽的家书“画风”突变了：分田到户了，
地里麦稻两熟了，吃穿不愁了，家家户
户都盖起了瓦房。这让还在吃高粱米
喝大碴粥的我们对家乡思念日甚。

再后来，爷爷奶奶来信便劝父母搬
家回老家，说是要“叶落归根”。这让全家
人好久好久都心神难安。毕竟在东北生
活了多年，有家有院了，更重要的是对白
山黑水、对那片黑土地有了很深的感情。

在 20世纪 80年代初的一个冬日，父
亲带着我回老家省亲。在老家的半个月
里，我们目睹了老家日新月异的变化，感
受了浓浓的亲情，也被老家优美的风光、
淳朴的民风和美好的未来陶醉了。

于是，在 1984年的冬日，我们举家
从东北迁回了老家菏泽。家乡的亲人

们分给我们责任田，腾出生产队的房屋
让我们暂时居住，我和弟弟也走进了乡
中学继续读书。

有党的好政策，父母又勤劳肯干，
再加上乡亲们的帮衬，我们家也盖起了
瓦房，购买了拖拉机、柴油机等农机具，
日子越过越好。多年之后，我和弟弟都
考上了学，毕业后成了国家干部，有了
自己的家庭和事业。一家人其乐融融，
幸福快乐！

老家菏泽曾经被戏称“山东的西藏”，
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给我们的父辈带来
了苦难和不幸，而今的老家菏泽早已凤凰
涅槃，成为三线城市：经济跃居全省前列，
有了机场，通了高铁，高速公路四通八达，
居民收入不断增长，社会安定和谐，已经
成为许多人向往的地方。当然，也是我
心心念念最为喜欢的地方！

老家菏泽，有你真好！

2022年 4月 13日，著名的表演艺术
家王玉梅去世，被喻为“东方母亲”的她带
着千百万观众的崇敬与爱戴永远离我们
而去了……

虽然她已离开我们两个多月的时
间，但时光的流逝，却永远抹不去对这位
伟大艺术家的痛悼和追思，虽时至今日仍
悲情难抑，长书当哭,老人家在银幕和荧
屏上的音容笑貌却不知不觉中时刻浮现
在脑海……

1981年，取材于山东农村题材的电
影《喜盈门》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让人
们念念不忘的，就是那个为了家庭团结和
睦，忍辱负重，打掉牙往肚里吞的慈善“母
亲”和“婆婆”形象深入人心，因而在广大
农村迅速掀起一股“《喜盈门》热”。后来
影片不仅获《大众电影》“百花奖”和“金鸡
奖”，同时，王玉梅老师也以独特的演技和

“戏虽少却真实丰满”的人物形象获“最佳
女配角”提名奖……

从此,我深深记住了，这位眼神充满
慈祥、忧郁、隐忍但却坚定，说话轻声慢语
但却掷地有声的“母亲”形象，特别是那眼
神，真可谓“不动三分情，稍动七分戏”，由
此崇拜之心和敬仰之情不由自主地渗入
血脉……

1982年，山东籍军旅作家李存葆根
据自卫反击战为背景的中篇小说《高山下
的花环》在《十月》杂志一经问世，就在全
国、全军引起强烈轰动。当时我和同学们
看这部小说时可以说是热血沸腾，热泪盈
眶，到现在小说的很多段落和“金句”还能
熟练地背诵下来。特别是小说的后半部
分，来自沂蒙革命老区的梁三喜烈士的母
亲梁大娘为儿子牺牲后还那带血的“620
元的欠账单”，成为整部小说最感人肺腑、
催人泪下的情节，每次看到那里都会情不
自禁地泪如雨下。按照小说当时的轰动
影响力和自己的审美判断，《高山下的花
环》拍成影视剧必成定局。当时我就推

测：如果是一个慧眼高明的导演，剧中“梁
大娘”这一纯朴但却高大的英雄母亲形象
的塑造，无论气质、形象、神韵和演技，非
王玉梅老师莫属。没想到一年后,我的推
测果真应验了。无论是电视剧还是电影，
《高山下的花环》中的“梁大娘”一角均由王
玉梅老师扮演。特别是电影拍完后，谢晋
导演专门请指挥这场战争的杨得志上将
审片。当看到王玉梅扮演的“梁大娘”恪守

“人死账不能死”的做人信条、祖孙三代连
步行加转车不远五千里辗转十多天从山
东沂蒙革命老区来到边防部队偿还烈士
儿子“带血的账单”时，这位曾多年战斗和
工作在山东、身经百战的老将军情不自禁
地落泪了。1984年 11月，当电影《高山下
的花环》在全国公映时，“带血的账单”一
节，影院内观众的抽泣声几乎压住了银幕
上的演员表演……

作为一个老艺术家，尽管获奖无数，荣
誉满身，但她却一向平和谦虚，低调做人。
她说：“我作为一名演员，没什么了不起，演
员只是一个容易出名的劳动者，对演员最
高的奖赏，应该是永远活在观众心目中。”

她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作
为山东人，无论是成名作《丰收之后》，还
是代表作《喜盈门》《高山下的花环》《山
菊花》《内当家》等经典作品，演绎的无不
是山东的人和事。根植山东，情暖全国，故
园之恋，可敬可赞！作为扮演母亲的杰出
代表，无论是《山菊花》里艰苦卓绝的母亲、
《喜盈门》里忍辱负重的母亲，还是《内当
家》里高风亮节的母亲、《高山下的花环》里
深明大义的母亲……她都把慈母的形象
塑造得光彩照人，栩栩如生；都把山东妇女
特有的刚强与柔善刻划得淋漓尽致，令人
潸然动容。“人民就是我的老师，人民教会
了我演戏”，这是她的从艺座佑铭。仅此，
也足以值得我们永远尊敬……

玉入土中洁犹在，梅落春时香永存，
大师安息吧！

梅落春时香永存
张允盛

仲夏时节，济南大明湖水波不兴，湖
岸草木葱茏，一场雨后，更显青翠欲滴，掩
映在湖畔绿荫中的铁公祠此时也比平时更
加庄严肃穆，威仪岿然。

远山如烟，湖水低吟，阳光透过树荫
照射地面，一片斑驳，仿佛穿越了几百年的
历史。树影摇曳，也好像在讲述当年金戈
铁马的故事。

一代英雄气盖世，不屈灵魂照后人。
铁公祠，隐藏着明代兵部尚书、山东布政使
铁铉多少感天动地、可歌可泣、扣人心弦的
故事？

时间回到620多年前的明代。
1399年（建文元年），建文帝的叔叔燕

王朱棣，在北平起兵发起“靖难之役”。朱
允炆派大将军李景隆讨伐，时任山东参政
的铁铉负责督运粮饷。李景隆战败，河北
及山东北部各城守军望风而溃。建文二年
(1400)四月，朱棣在济南城外击败李景隆，
并包围了济南。

这时，济南城内只有都指挥盛庸所
部，兵力单薄。危急时刻，正在外地为李景
隆的北伐军运送粮草的铁铉火速赶赴济
南，与盛庸歃血为盟，约定死守城池。

1400年（建文二年）六月八日，燕军兵
临济南城下。此时的朱棣得意洋洋，靖难
以来，他未尝败绩，朱允炆的主力都被打得
屁滚尿流，何况是小小的济南城。朱棣命
人用箭将一封劝降书射进城内，铁铉见信
后随即效仿此法回信一封。朱棣打开一
看，见是《周公辅成王论》一文。原来，铁铉

是借此奉劝朱棣要效法辅佐侄子治理天下
的周公，忠心辅佐侄子朱允炆。

朱棣恼羞成怒，遂下令攻城。而铁铉
督众，矢志固守，致使朱棣久攻不下。

朱棣攻济南三个月不得，便欲掘开黄
河大堤，引黄河水灌城。为了济南百姓的
安危，铁铉决定以诈降之计，诱杀朱棣。铁
铉派壮士暗在城门上置千斤闸，又派城中
年长的百姓到燕王大营跪伏请降：“朝中有
奸臣进谗，才使得大王您冒险出生入死奋
战。您是高皇帝亲儿子，我辈都是高皇帝
臣民，一直想向大王您投降。敬请大王退
师十里，单骑入城，我们恭迎大驾！”出征数
日，燕兵疲极，如果济南城降，即可割断南
北，占有整个中原地区，为南下扫清障碍。
因此，朱棣闻言大喜，忙令军士移营后退，
自己骑着高头大马，大张黄罗伞盖，只带数
骑护卫，过护城河桥，径从西门（泺源门）入
城受降。

城门大开。燕王朱棣刚进城门，众士
卒高呼"千岁到"，预先放在门拱上的铁闸
轰然而落，旋即砸烂了朱棣的马头，知道中
计的朱棣换马急返，幸免一死。历史在这
一刻差一点被改写——朱棣距离死亡，也
就咫尺之间。

朱棣大怒，以重兵围城，铁铉伏在城
头，大骂朱棣谋反。朱棣用数门大炮轰击
城内，城将破，铁铉急令人将朱元璋画像悬
挂城头，又亲自书写大批朱元璋神主灵牌，
分置垛口，燕军不敢开炮，济南城得以保
全。相持之间，铁铉又募壮士，出奇兵，骚

扰袭击燕兵。“燕王愤甚，计无所出”。姚广
孝向朱棣进言，回北平再图后举。燕军在
九月四日解围而去，从此南伐不敢再取道
济南，得以免受战火的泉城百姓于是称铁
铉为“城神”。

1402年（建文四年），燕军绕过守卫严
密的济南，破东阿、汶上、邹县，直至沛县、徐
州，向南直进，在灵璧击败朝廷军队后，又突
破淮河防线，最终攻占京师。建文帝下落不
明，朱棣自立为帝，改年号为“永乐”。

朱棣夺取帝位后，回兵北上再攻济
南，铁铉死守不肯投降，但此时势已不在铁
铉这边，最终城池被攻破。朱棣又设伏兵
计擒铁铉，铁铉终于在淮南被俘，被押送到
京师。

明朝江山仍在，只是换了主人。镇守
济南的铁铉，虽仍是明朝臣子，但已为新帝
所不容。以卵击石，铁铉和朱棣，仍有一场
对决。

铁铉站在阶下，向南背对着中庭，立
而不跪，骂不绝口，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
最后的抗争。朱棣想让铁铉向北一顾，终
不可得。《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割其肉，纳
铉口中，令啖之，问曰：“甘否？”铉厉声曰：

“忠臣孝子肉有何不甘！”遂寸磔之，至死，
犹喃喃骂不绝。

铁铉说这句话的时候，身上虽然千疮
百孔，但赤心如铁、骨硬似钢。

三十七岁的铁铉遇害后，父母被发配
到海南，大儿子充军，二儿子做了官奴，后
来被虐而死。三十五岁的妻子杨氏和仅四

岁的女儿也被籍没为奴，沦为乐户发配到
当时的官营妓院做妓女。

朱棣当了皇帝，铁铉当然被归于“奸
臣”之列。他虽然痛恨铁铉，但每每激赏他
的忠义，还对群臣称赞他。

明神宗初年，下诏“祀建文朝尽节诸
臣与乡”，修铁铉等七位建文忠臣之庙。南
明弘光帝时，追赠铁铉为太保，谥忠襄。清
乾隆帝追谥曰“忠定”。

历经几百年反复，铁铉终归“忠臣”行
列。可事到如今，仍有人不理解他的选
择。铁公祠的游客中，有个年轻人不解地
问：反正都是朱家的江山，铁铉犯得着以身
家性命相搏吗？拿鸡蛋碰石头，铁铉图的
是什么？

铁铉留给后世极为丰厚的精神财富，
当然也包括对这些疑问的回答。

面对“反叛”的朱棣，支撑铁铉的是儒
家传统的“忠君”思想和正统观念。朱元璋
称其为“鼎石”，朱允炆视他为中坚，老皇帝
的信任和重托，小皇帝的倚重和推崇，是铁
铉不敢辜负的。放到今天来说，铁铉的“知
其不可而为之”，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
使命感，是救民于水火的责任感，是追求礼
乐治国理想的崇高感，是勇于担当的神圣
感，是一种对真理的坚决捍卫、对理想的执
着追求和对强权的反抗。铁铉过人的胆识
和宽广的胸怀，不抛弃不放弃的执着，百折
不挠九死不悔的坚韧，在他以卵击石的一
腔孤勇中呈现得淋漓尽致。他那不屈的灵
魂和伟大的人格力量，永远值得后人称颂！

易文

最硬的骨头 不屈的灵魂
—— 仲 夏 瞻 仰 铁 公 祠 忆 铁 铉

老家菏泽，有你真好
赵学智

这是生长梦的时代
这是生长梦的大地
我把梦放在你这里
这里是保存梦的最好的地方
见到你
我就走进诗里了
大美菏泽
你是诗做的
上阙有温婉的体温
下阙有音乐般的呼吸

菏泽
沿着你的名字
走进美丽风景
每一处都是美妙的音符
我们聆听着动听的音乐
每一处都是精彩的图画
我们欣赏着恢宏的画卷
走近你

听到你鲜活的心跳
望着你
需要一个辽阔的视野

这里是盛产传说的地方
盛产传说的地方是美丽的地方
美丽和谐的宜居之城
文明善治的幸福之城
山清水秀风光壮美
物华天宝山川秀丽
景色宜人人杰地灵
历史厚重
文脉深远
我们感受着这里的风土人情
我们感受着这里历史文化的体温

沿着你的静美和芳香
春天呼吸般走来
这里人们的生活

悠闲写意
历史在这里留下
文化在这里凸起
改革开放的步伐铿锵有力
创新超越的力度波澜壮阔
你春风化雨深入人民心灵深处
你以身作则站在改革开放前沿
你可以从每一次规划领略一种气势
你可以从经济发展感受一种速度
你可以从经济建设仰望一种高度
你可以从深化改革体会一种力度

菏泽是一艘大船
已鼓满强劲的风帆
党是我们的船长
带领我驶向辉煌的海岸线
这里的阳光温暖芳香
这里是一个生长梦的地方
把心放在梦里

全身都会温暖
记住一个名字很容易
而要记住一个梦
需要在心的最纯洁处
留一个地方
总有一些地方
离我们的心灵是那么的贴近
也许它不瑰丽
也许它不很赏心悦目
但是它令人心境安详
这里是离心灵最近的地方
这里的风景最为深沉
这里的风景最有厚实感
这里的风景最有思想
这里的风景亘古永恒
我把梦放在你这里
这里是保存梦的最好的地方
在我心底
我把你诗意的风景收藏

生 长 梦 的 地 方
金明春

曹曹曹

风风风

每年的母亲节,花市上的康乃馨都售
卖得很热。这一天，我自然会想起我已故
的母亲，想起我的母亲草。

是的，我这里说的就是母亲草——
我已经养了三十多年，它只是一种极普遍
极普通的草本植物，母亲草，是我个人对
它的比喻，也属于我的私人敬谓。它的学
名叫垂盆草，能入药，有清热解毒、利湿退
黄之功效。在我的曹县老家，人们叫它山
马蜂菜。

垂盆草的生命力很强。它耐贫瘠，对
土壤环境要求不高，石缝、沟边、路旁，肥
沃也好贫瘠也罢，只要泥土湿润，都能旺
盛生长。多年来，我用简单的盆盆罐罐，
盛些普通花土，也一直养活得很好。它耐
寒，最严寒的冬季，它的根须也在残雪冻
土下吸蕴营养。每年早春，垂盆草总是悄
无声息地发芽生叶，然后开出极不上眼的
五星状的黄色小花，虽不艳不香，却生机
盎然。垂盆草耐旱，即便是被骄阳晒个半
蔫，只需浇一点水或者遇一场雨就能复
生。若是夏季雨水丰沛，它会在每一个草
节下面都“伸”出一条细细的、淡红色的根
须。若是盆栽，这些纤细的根须会像“小
腿”一样慢慢地爬过盆缘，伸“头”向下垂
生，最后将盆缘严严实实地罩住，形成一
圈草绿色瀑布，十分招人待见。

我现在阳台上自种的几十种花草中，
我内心最喜欢、呵护最精心、分种最多的
便是垂盆草。因为，它让我时时想起我已
故的母亲。

四十年前，也就是 1982年，当时我正
上大二，全家也刚从农村搬回到城里的老
家，但家里的贫苦窘迫状况并未改变。父

母艰辛地做了点饮食小生意，起早贪黑。
老院破旧的房檐下，不整齐地堆着半撂半
旧的砖。那年夏天我从大学放假回家，旧
砖撂之上，一小盆翠绿的花草映入眼帘，
十分有生机。我注意到母亲每天从街上
卖饭回来，再累也总忘不了给它浇水，然
后总是在盆草前观赏良久，苍老的脸上露
出愉悦的微笑，安详而知足。母亲说这花
叫山马蜂菜，是她从邻居家分移来的。我
对这个叫山马蜂菜的花草，可以说一见钟
情，特乐意帮母亲为它浇水。这花草也不
负母子期望，长得很快，一条一条地向外
爬生，最后越过盆缘下垂，完全罩住了土
盆，形成一圈绿色的瀑布。

后来我从书上查知，这种母亲称之为
山马蜂菜的花草叫垂盆草。说真的，那
时，我的同学中，家里养花的已不少，都比
我家体面——放在窗台，有土盆或陶瓷
盆，品种多，还有一些名贵的。我常为自
家只有一盆小花草而自惭形秽，更何况那
花草只能放在旧砖撂上，盆子还是有裂纹
的。而今想来，这花草是伟大的，就像我
的母亲，住的是旧房，穿的是破衣，纤小、
柔弱，在狭小的生活圈子里，顽强地生存，
用瀑布一样的生命绿荫，呵护着我们兄弟
姐妹长大成人。

母亲不在了以后，我搬了好多次家，
但母亲留下的垂盆草我还年年岁岁地养
着，就像母亲生命中那吃苦耐劳的品格，
一直在我的生命里延续。

现在，母亲已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
垂盆草已成为我心中的母亲草。我会年
年把它养好，以缅怀我如垂盆草一样平凡
而伟大的母亲。

◀◀花艳蜂忙花艳蜂忙
李陶李陶 摄摄

每到父亲节，想起我已过世二十多年
的父亲，我就黯然神伤。

父亲在世时是一名狱警，他对待工作
总是认认真真、兢兢业业，一干就是三十
多年。

我 17岁那年很不幸因外伤导致脊髓
损伤造成高位截瘫，更不幸的是我受伤的
第二年，大姐也在一次特大交通事故中凄
惨丧生。“泰山压顶不弯腰”的父亲，把内
心巨大的悲痛化作战胜苦难的力量，他一
边工作，一边带着我四处治疗，父亲硬是
用他坚强的意志力让原本躺在床上都坐
不起来的我，靠功能锻炼，最后固定住膝
盖，可以拄双拐行走。

父亲告诉我，只有“吃得苦中苦，方能

人上人”。即使生活再艰难，他的身上都
有一种生命的韧劲，他从不消沉抱怨，用
自己最大的能力为我营造最好的生活。
父亲曾无比坚定地对我说：“即使爸砸锅
卖铁，也要想办法治好你的病。”可高位截
瘫就是“不死的癌症”，脊髓损伤是无法治
愈的。每想起父亲那句话，我就自责愧
疚，良心难安。

二十多年前那个深夜，57岁的父亲
因为心肌梗塞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心
中太苦也太累了，在原本不该离去的年龄
过早地离开了我们。父亲急匆匆地走了，
没有留下一句话，我的世界也开始山崩地
裂，顷刻倒塌，我承受了生命中无法承受
的种种打击与心碎，那些没有了父亲关爱

的日子，我的人生就像暗夜行山路。
多年后，我也有了孩子，我才真正理

解了父亲。这些年来，我不知不觉中像父
亲当年爱我一样，爱着我的儿子。教会儿
子乐观坚毅，用母爱悄无声息地滋润孩子
的心田。我从父亲那里感受到了世间最
美的情感——爱，我也将把这种爱的教育
传承给我的孩子。

儿子去年大学毕业，他通过招聘进入
一家国企成为蚀刻注入工程师。进入职
场他才明白，原来靠自食其力赚钱是那么
艰难，单位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机器一
旦出现故障，在车间里穿着无尘服一待就
是整晚，那种疲惫与辛劳难以言说。可让
我感动的是，在他爸爸生日那天，他加班

归来拖着疲惫的脚步，却依然冒着寒风上
街去给他爸爸买了一部新款手机，他心疼
爸爸一直像个梁柱般顶着这个家。这个
父亲节前，他发了薪水，又特意给他爸爸
买了一双品牌的鞋子，老公嫌贵，他直接
来了句：“贵有贵的价值啊，妈妈不能走
路，全靠你那双脚呢，还不得把鞋子穿好
点，把它保护好。”

是父亲教会我即使身处逆境，也要勇
敢坚强地面对，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要
把自己的内心锻造得打不垮、压不扁，当你
的抗压能力增强了，才会去破解那一道道
生活赐予的难题。或许这就是一种爱的传
承。它就像一种无言的教育、无字的典籍，
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们的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