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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清廉洪湖 扬清风莲韵

我的命运与苦难相伴，可谓一生衣禄苦
中求，但我以苦为乐，贫不贱，困不绥，更不失
刚毅自强之秉性，每当我的拙作见诸书刊报
端时，我的心灵就得到了些许慰藉。人是注
定要受苦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人人
脸上写着一个“苦”字：左右眉毛像草字头，左
右颧骨加中间的鼻梁像一个十字，底下一张
嘴是一个口子。可不是？学生必须“苦学”，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谁贪玩
谁的功课就不及格。上学时不吃读书的“苦”，
工作以后就要吃生活的“苦”，“男儿若遂平生
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做事的人必须撸起袖
子“苦干”，谁苟安谁就要失败。宗教家必须经
年“苦修”，书法家必须晨起“苦练”。吃得千辛
万苦，才能获取功名富贵，成为别人敬重、爱戴
的人。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苦攻科学难关，

“水稻之父”誉满华夏。“苦”使人头脑清醒，意
志坚强，精神抖擞，身体健康，自古先贤豪杰都
是苦出来的，车胤工勤不倦，博学多通，家贫不
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以夜
继日焉。故留“囊萤照雪”之佳典。闲来无事，
凭窗望马路，看烈日当空之下，几人挥汗前进，
几人躲在大楼的阴影里打盹；冬日寒流袭来，
几人鸡鸣而起在寒风中昂首阔步，几人赖在被
窝里不敢伸出头来。这就象天平戥秤一样，
可以掂出人的斤两来。勤快勤快，有饭有菜；
懒惰懒惰，忍饥受饿

古人管用功读书叫“苦读”，又叫“攻”
读。攻城略地，须亲当矢石，出生入死，发挥
高度“不怕苦”的精神。古人论读书，以一个

“攻”字了得。今日为从文者良可深思，亦传
示子孙勤耕苦读，自强不息。谨以此文，故昭
令德,以示子孙！

什么是家？在我看来，家是最好的靠山；
家是最暖的港湾；家是一生的财富；家是一
辈子的牵挂。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
核；不仅关系到子女的未来，也关系到家庭
的兴衰。好的家风，是一个家庭最好的传家
宝，传承给子孙后代，光耀门庭永不败；好的
家风如汩汩泉水，为国增色，为家添彩。故
而家庭的风气，小则是家传代继、香火赓续
之本，大则是国之兴废、民族盛衰之要。“家
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
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
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
家教，注重家风。”

风与气，字面意思是一种自然现象，流动
而变化，一种无味、无色、无形的东西，之于一
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其风气是德行、
是教化、是传统，更是立身固本之需。风气，
之于社会家庭，就是一种精神的积淀和人生
的修为。家风，传承着精神，涵养着德行。优
良的家风，是美德的积淀，是善良和诚信的传
承。中华传统美德尊崇的是：做人德善为先，
待人诚信为先，行事勤俭为先。

中国人讲究为人处事先修身、养性。
《礼记·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
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
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
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

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
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
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
后天下平。”讲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的道理。

自先秦以来，中国有关家训的经典真可
谓汗牛充栋，其内容之丰富、涉及面之广博、
影响力之深刻为世界各国文化所罕见。人们
所熟知的“桐叶封弟”的故事就缘起于周公对
侄子周成王的训诫：“人主无过举，不当有戏
言，言之必行之。”这一训诫使成王直到老死
都“不敢有戏言，言必行之”。人称圣人的孔
子教育儿子的“不学诗无以言”和“不学礼无
以立”之言则成了古代早期家训的典型内
容。孟母三迁的故事借助《三字经》的传唱
几近家喻户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
断机杼”。颜之推更是把家训写成了学术著
作，他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处事哲学，写成

《颜氏家训》一书，全书七卷二十篇，阐述立
身治家的方法，内容涉及许多领域，强调教
育体系应以儒学的“仁义礼智信”为核心，尤
其注重对孩子的早期教育，并对儒学、文学、
佛学、历史、文字、民俗、社会、伦理等方面提
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朱柏庐的《朱子治家
格言》，仅624个字，精辟地阐述了修身治家
之道。“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国藩硬
是打破“贵不过三代”的魔咒，曾氏家族做到

了长盛不衰，代有人才。应该说这与他写给
家人“家俭则兴，人勤则健”的大量教育书信
有着深刻的内在关系。不妨看看这些为人
称道而至今脍炙人口的名训，如范仲淹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包拯
的“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司马光的“由
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陆九渊的“家之兴
替，在于礼义不在于富贵贫贱”；顾炎武的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的“苟利国家
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张之洞的“仁厚
遵家法，忠良报国恩”；梁启超的“人必真有
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等，这些家训蕴
含丰富的道德伦理，深藏着中华文化的精
髓，涵养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有其永久的
美德精华，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基
础、根脉，是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
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家风的形成来自示范、来自继承。闻一
言以醒，经一事以悟，言传身教得真论，身体
力行获良知。可以是融于血脉，刻入心灵；也
可以是潜移默化，风起树动。好家风经历岁
月锤炼，成为世人奉行不二之真理，无非为
善，无非履孝，无非劝学……好家风衍生善的
品格、好的风范、美的风度，是长期修为的自
然流露。父辈永远说不出莫言的“人字的结
构就是互相支撑，不但灾难中的人要互相支
撑，和平中的人也要互相支撑……只有互相

支撑，才能有生成空间……你在用真诚的善
意抚慰着他人的创痛时，你自己的灵魂也得
到了升华……”诸如此类的具有深刻哲理的
句子，但父辈的话形象直白：“你们看看我们
住的房子，是方形的框架结构，四方支撑，你
拉着我，我搭着你，紧紧团结在一起，凝聚在
一起而形成合力。做人，就是这么个简单道
理。”父辈是种地的农民，每天面朝黄土背朝
天、一身泥来一身水，做人做事就像土地一样
单纯朴实，那么真挚率性，生活方式也是那么
简单，甚至可以说是粗俗。尽管如此，他们却
给我们这些后代留下了真诚、善良、坚忍、淳
朴、勤奋、节俭的精神基因。父辈把简朴厚重
变成了挂在嘴边的“勤俭持家”“吃亏是福”

“知恩图报”“踏实厚道做人”等口头语，并把
“行善积德、勤俭持家、奋发向上、诚实为人”
作为家训立下，传给其子孙后代，体现了父辈
的做人之道。

“润物细无声，家风也无痕”。良好的社
会风气需要从每一个家庭形成，更需要从我
们每一个人做起。只有这样，我们每一个人
才会健康快乐，我们的每一个家庭才会幸福
温馨，我们的生活才会美好而充满阳光，我们
的社会才会和谐而充满活力，我们的国家才
会兴旺发达、繁荣昌盛。家风连国风，国风兴
家风；人讲精气神，国讲正清和；有了好家风，
日子更红火。

“家风”之说
□ 陆剑

荷塘印象
□ 郑学章

每当从生活琐事中暂时解放出来，我就
喜欢到附近的人民公园，除了散步，主要是看
那里的荷塘。

人民公园紧连着市人民政府机关大院，
四年前我退休后被临时聘用到某单位上班，
人民公园荷塘是我上班途中的必经之地，二
十分钟的路程中，经过荷塘大约需要三分钟，
这时，我的脚步不知不觉便缓了下来，仔细地
观赏起荷塘的景色。

荷塘的美景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夏天的
早晨，太阳从一个居民小区的房顶上照射过
来，那带着彩色的光线射入荷塘，壮观极了，
荷塘顿时增添了一片亮色，阳光下荷塘边的
垂杨枝叶随风轻轻飘动，荷塘里荷叶茂密，绿
油油的遍布满塘。有的荷叶像一把圆圆的绿
伞，上面亮晶晶的水珠反射着阳光，随风在荷
叶上来回滚动着；有的荷叶才从水中露出尖
尖的角，蜻蜓歇在上面似在吸吮它的芬芳；有
的荷叶因荷梗细软而不能站立，平躺在水面

随水波轻轻荡漾。荷叶中盛开着不少荷花，
它是荷塘中的仙子，鲜艳夺目，红里透白，里
面包藏着襁褓中的雏莲，发出独有的、淡淡的
清香。

这处荷塘原来只是一个臭水塘，后来随
着城市的配套建设，改造成一处风景之地，它
大约五、六亩地的面积，中间架有一座宽阔、
坚固、美观的走道桥，很受人们喜爱，荷塘的
美景为人民公园吸引、增添了不少游人，附近
的居民聚集在这里，散步的散步，赏荷的赏
荷，甚至有人吟诗作画。到了晚上，灯光远照
下的荷塘给人另一种美感，人在岸上、桥上，
荷叶多在灯火阑珊处，状态静美，是那么淡
然、那么从容，保持着与世无争优雅的韵味。
我之所以喜欢荷塘的景色，不仅是因为春季
荷叶的出世鲜嫩可爱、夏秋时荷叶的浓绿与
荷花的绽放无比华丽绚烂、莲的成熟甘甜诱
人，更主要的是它让我想起了少年时我农村
家里的荷塘。

家里的荷塘大约只有一间普通平房的面
积，是房屋后废掉的小河形成的许多荷塘中
的一个，原本只是洗衣的塘堰，经父亲种下藕
种后成为荷塘，我见证了荷塘四季的景色变
化，目睹了藕种生出荷梗荷叶、荷花、莲蓬、莲
子的过程，尤其是冬天荷叶枯萎，繁华落尽，
一片片碎叶化入泥土，其壮举令我感慨不已，
荷莲出于污而不染，不仅奉献出它的美丽，而
且莲藕给人果实。一天，我和父亲在荷塘里
挖了不少藕，我们一家人在洗藕和给积下的
莲子除去硬壳时，父亲对我说：“做人要学莲
藕，不受环境污染的影响洁身自好，养成莲藕
一样清正廉明、乐于奉献的高尚品质。”父亲
的话也是他为人一生的写照，他是一名建国
初期入党的老党员，历任地方基层干部，尽管
生活贫困，却从来不以权谋私，一身正气，光
明磊落，深受人们尊重。他的这番话，更主要
的是他实践莲藕品质的表率作用，对我的确
产生了影响，以致我后来在生活和工作中始

终以莲藕的形象为榜样，保持一个共产党人
的纯洁性，永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让个人
的利益始终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

家里的荷塘随着时光的推移渐渐变得遥
远，但它留在我脑海中的印象却依然清晰，连
同父亲的话语，早就让我产生了关于莲藕的
情结与清廉的情怀。

退休后的那段时间，是我情绪极低沉的
时期，生活带给我一份意外的压力。每当我
走在人民公园荷塘桥上，总会不由自主的产
生联想，更多的是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
价值。其实，这些问题早就由莲藕的经历所
诠释了，父亲的言行同样如此。荷塘重新给
了我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终于让我的心
情豁然开朗、云拔雾散。同时，也告诉下一
代：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为人清正廉
洁，奉献社会。

愿这种清廉、奉献的莲藕品质、莲藕精神
代代相传！

我生在洪湖水浪打浪的岸边，故乡
人崇尚荷花，喻她为仙子，标榜她为洪湖
市的市花，她也是我浓浓的乡愁，更是我
精神的图腾和人格的追慕。

我一辈子观荷赏荷、崇荷爱荷，希望
按荷花的格调去做人，力图按照她出污
泥不染的品质去塑造自己。因此，对荷
花的钟情是我终生的执着。

每年到了六至八月间，美丽的洪湖，
就成了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
红的人间仙域。故乡的百里洪湖，已然
成了我观亭亭玉立，沐碧湖清风，赏荷抒
怀，悟荷明志的寄情圣境。

我和志趣相同的朋友们，少年时就
与家乡的荷花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此把
对荷花的景仰和追捧，作为了乡愁心恋，
这种情结堪称洪湖基因，必然庚续在了
我与后辈水乡人的血脉之中。

多少年来，不管学习和工作有多忙，我总会在荷花盛
开的季节，走近湖荷身边，来一次荷恋心乡的神志回归。
这种来源于心灵深处的萌动，无非是在观赏荷花的情感
邂逅中，把她当作人生品格的一面镜子，去鉴析自我，去
反思言行举止，去按荷花清廉洁守修为自我。

每一年，我都会邀上二三个知已，驾上一叶翘尾采莲
小船，伫立船头用竹竿撑着，随心所欲地把自己当着荷花
仙子，支开两旁簇拥的擎雨盖，吸几口清新的莲香，兜揽
缕缕清风，徜徉在碧荷粉花的苍穹中，不只八次十次地被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的风姿所倾倒。那种
心旷神怡的享受，宛如灵魂出窍，处羽化瑶池一般，顿悟
得身心也被融汇进了片片荷色接红霞，点点胭脂熏映碧
水高雅怡情冶志的意境中了。

此时的荷花与人都能堪称知已。自古言物以类聚，
人与群分。于是，应邀游湖看荷的知已，断然不会与那些
品行不端，违法乱纪之人为伍，因为去观荷犹如朝圣，理
所当然，圣洁的荷花自然不容亵渎。

朋友们都懂得，只有心正品正身正的人，置身在绿叶
含新粉，红莲秀锦衣的场合，才能够真正感悟到大自然托
付给荷花对人的教化。每到这个时候，我和许多人一样，
面对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荷花，对大自然缔造这般
神奇纯洁物种，给予有悟性者慷赠和教诲启迪的感恩之
心，就油然而生。会对她自含秋雾贞姿洁，不竞春妖治态
秾的风韵，产生无比的崇敬而发自肺腑的褒赞与讴歌，似
乎又一回在灵魂得到净化后，再次决然去放飞人生。这
算是在水乡观荷中，又一种精神和情感升华的收获。

一直以来，我几乎从未中断过一年一度与荷花亲近
的朝觐，仿佛每一次缘逢，就是情不自禁地要去赶赴家乡
与荷花的一场心灵约会。如果不把自已的情感融汇在碧
水蓝天，绿荷粉花的世界中一回，好像这一年就会觉得有
说不出的或缺。

只有按期履约去进行荷恋心乡的洗礼，所有的烦恼
都会烟消云散，在市俗中被尘染的身心才会得到洗涤。
好像在与荷花的情感对话中，就会增添人生不忘初心，砥
砺奋进中的无穷勇气，方可去抵制不良风气的侵袭，去应
对生活中的所有挑战，才有资格做个如荷花似洁玉的正
人君子。

不容质疑，人们赏花赞花的情怀。在百花齐放的世
界，绚丽多姿的众多木草花卉，装点了我们这个色彩斑斓
的人间。自古以来，文人骚客们留下赞美群芳的诗词歌
赋多如星辰，闪闪烁烁。

有的人崇敬牡丹的娇艳富贵，有的赞赏菊花的纯净
清雅与隐香，一代伟人毛主席喜爱梅花俏也不争春，只把
春来报的傲然坚韧风格，其实人们都是在寻找一种品鉴
花卉言意之外的精神托付。

而我，自幼深受周敦颐爱莲说的影响，在家乡湖河塘
堰处处荷情风姿的熏陶中，与莲花结下了不解之缘。由
此，我酷爱她“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
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 ”的
风骨与精神。

我爱荷花，因为她是心乡的象征，是我心灵里的蓝
田，纵然走遍五湖四海，也淡漠不了对她魂牵梦萦的眷
念，她俨然是自己的灵魂精神。

每当在异乡看到荷花，我同样会激情满怀，身心倾刻
之间遁回故土，眼前又展现了水乡镜湖三百里，菡萏发荷
花的场景，从而陶醉在一片乡愁，一片心歌神赞之中。

不可否认，即便穷尽天色七晖，也画赞不完洪湖水乡
大小莲池中秀樾横塘十里乡，水花晚色静年芳，胭脂雪瘦
熏沉水，翡翠盘高走夜光的夕霞湖光。

是啊，翻遍天典也难措辞褒扬尽我故土心乡的荷花
风姿绰约，亭亭玉立的那种“世间花叶不相伦，花入金盆
化作尘。唯有绿荷红菡萏，舒展开合任天真。”的风华。
唯有这种品德才能使人在爱荷访荷中，得到精神充实和
志向激励。

这种收益也表现在荷花对我的启迪与熏陶，从而规
范了我一生的人格轨迹，才有可能以荷花为榜样，效仿她
冰清玉洁，洁身自好的品德，以至我无论是在工厂搞生
产，抓经营，在企业公安当派出所长，管党务，作纪委书记
的岗位上，我都在荷花仙子的品格领引下，践行坚守着不
从市俗，不贪不腐，刚正不阿，守身如玉，两袖清风的无悔
人生，也让我成为了行业劳模标兵，屡次获得优秀共产党
员等光荣称号，这些勿庸置疑有着与荷相勉的关联。

如今，时代又赋予了崇荷情怀新的涵意，清廉文化也
是共产党人自勉自洁自强的标的，无数优秀共产党员，

“一身正气、光明磊落、两袖清风”的高尚品德，和荷花冰
清玉洁的形象又是多么契合。

当前，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从上至下营造崇廉尚洁
风尚的同时，更需要千千万万党员，在奋进新征程，建功
新时代的事业中，做一枝枝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为我党
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和活力贡献力量。

我曾经很怨恨我的父亲，很长时间我都
不愿意提起他，看到别的父子之间其乐融
融，我就很羡慕，因为我的父亲是一个很严
厉的人。

父亲是一个私塾先生，后来取消私塾
后就在村小学教书，其教书严厉在当地方
圆十里都是出了名的。看到父亲，就会让
人想起鲁迅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
的那个私塾先生，在我的印象中，他总是戴
着一个高度的近视眼镜，拿着一本厚厚的
书，夹着一个宽宽的戒尺，学生或者子女功
课不用功时就用戒尺打手板，再有就是揪
耳朵，甚至打屁股，不听话的学生常常会被
手板打红。父亲对学生严格，对自己的子
女更是严厉。

我们的上一代人都信奉古训，“子不教，
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棍棒底下出孝
子”。父亲的教育方式很严格，我家兄妹六
人，我排行第五，大雪纷飞的清早，别人家的
孩子都还在暖和的被窝里赖床，我们却要按
时起床，“早起三光，晚起三慌”，“打扫堂前
地，放出笼内鸡”，从不敢有所懒惰。从小父
亲就教我们背诵《三字经》，讲究仁义礼智
信、温良恭俭让，遵从老幼尊卑，要做谦谦君
子，不做不齿小人。每天晚上一到掌灯时
分，堂屋的大厅上就会吊起一盏明亮的煤油
灯，兄弟几人全部一字排开，秉灯夜学，父亲
会额外布置一些作业我们做，要我们背唐
诗、背宋词，一旦背不上来，轻则罚站，重则
打手板。我们从小就练习写古体诗词，平平
仄仄仄仄平，讲究押韵，讲究对称，因此，几
年下来，也还积累了一些古典文字基础。

父亲最大的爱好就是写书法。他的毛

笔书法在当地小有名气，他把自己的书法写
下来，作为字帖，要我们从小就临摹，父亲说，
书法是一个人的脸面，马虎不得，方圆几十
里，只要哪里有大型的桥闸工程新建，需要写
字的，都是把父亲请去，用很大的毛笔写好，
剪下来，然后蒙着修上去，父亲偶尔带着我们
路过大桥或者船闸，看到那几个高耸的大大
的水泥字，脸上就会露出一丝自豪，这也是我
所看到的父亲少有的温馨时刻。

我虽然挨打的次数不算很多，但我总是
很怕父亲，看到父亲就想绕道走，就像老鼠见
了猫，在外面从不敢犯错，如果在学校和同学
打架，在村里和小伙伴们打架，回家了不管你
有没有道理，先要挨一顿打，承认错误，并作
出保证再不打架，方才罢休。

虽然父亲对学生管教很严厉，体罚也很
重，但好像没有一个家长对父亲有意见。村
里人见到了父亲总是和颜悦色，说您放心，
就当是您的孩子，该打则打，该骂则骂。逢
年过节大家都来家里找父亲写对联，谁家生
了小孩都来家中向父亲讨教起个名字，甚至
哪家发生纠纷了，都要到我家来找我父亲评
理，如果我父亲说哪个有道理，那另一方必
定会主动认错。很多年后，我碰到被父亲体
罚过的学生，我总担心他们会记恨父亲，可
是提起先生，他们都充满了感激，从未曾听
到过半句怨言。

在我初中快毕业的时候，家中带口信到
学校，说父亲快不行了，当我从学校赶回家的
时候，奄奄一息的父亲在艰难地给大哥交代
后事：再苦再难也要供老五读书，不读书就没
有指望了，这些年，不是我要对你们狠，子不
教父之过啊。

听了父亲的话，我不觉落下泪来。
后来，我在农行参加了工作，吃上了

“公家饭”，父亲教我养成的谨慎、守纪的家
训我时刻不敢忘，敬畏职业、敬畏权利、敬
畏制度，谨言慎行，看到身边很多人踩制度
的红线，利用自己银行的身份做资金生意，
一时赚了一些钱，花天酒地，可我从不越雷
池一步，赚点工资钱，吃碗良心饭，也有些
人笑话我，说我情商不行，“玩不转”，可到
最后，那些踩红线、“玩得转”的同事和朋友
被高利贷逼得隐姓埋名、远走他乡，我也深
深为他们惋惜。

“常怀敬畏之心”，我把这句话当成我参
加银行工作后的座右铭。敬畏权力、敬畏金
钱，银行是一个整天与金钱打交道的单位，有
时候，身边成捆的现金堆得像小山一般，在我
的眼里却如同商店柜台上的商品一样，从不
曾有过非分之想，一个从贫苦农村出来的穷
小子，能够在国家单位里上班，这已经是“鲤
鱼跳农门”的飞跃，如果控制不了自己的贪
欲，一旦思想失控，那将会是万劫不复。

我在银行工作三十多年，即将步入快要
退休的年纪了，虽然没有当什么官，但也过得
安稳、踏实，我渐渐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
这一切真正来说，源于父亲“严是爱，宽是害”
的启蒙教育。

终于，我理解和原谅了父亲。
每年清明，不管怎么忙，我都要抽空回老

家，到村头的墓地祭奠父亲，父亲身前不喝
酒，就爱抽烟，我点燃一支烟，伴随着烟花纷
飞的爆竹声和袅袅的香烟尘雾，寄托上我对
父亲的一份愧疚和敬意，冥冥之中，父亲的嘱
托又在我的耳边响起——严是爱，宽是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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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是爱，宽是害
□ 杨磊

解读“苦”字
□ 王明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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