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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如幻睁眼看，百人却有百种情。
我的父母去世很多年了。每到清明

节，去老家给二老上坟，总要在坟前清理一
下杂草，摆上水果、鲜花，再点燃香烛，焚烧
纸钱，万分崇敬地跪拜。

田边地头的几种野花，依然开着，可是
我的心境早已变了，不再是儿时过清明节
的那种心境了。我起身后，站在父母的坟
前泪流满面，想叫一声“爸爸、妈妈”，想和
他们说一会儿话，却是不可能的了！

只有像我这一辈的人，才真真正正地
明白，幽冥永隔，是如何的刺痛。天地无
情、无语，消歇了一阵子的小雨又淅淅沥沥
地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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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杜牧《清明》诗云：“清明时节雨纷

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慎终追远，是为了缅怀
亲人，同样亦是不忘来时的路。父母长眠
在豌豆田里，那片田野长满了豌豆杆，曾
是我玩耍的地方。在这里摘豌豆、挖花
生，非常开心，留下了无数欢乐的笑声，永
世难忘。如今却物是人非，回忆起来，唏
嘘不已……

小时侯，每到清明节，跟随父兄去上
坟，看父亲在祖父、祖母的坟前摆上果品，
燃香烛、烧纸钱，再对着长满荒草的坟茔跪
拜。父亲叫我给从未见过面的祖先下跪，
我懵懵懂懂地磕了几个头。起身后，站在
田埂边，一边看父亲给坟茔除草、添土，一
边瞅着路边的野桃花、杏花。突然河边有
一只黑色的大鸟，飞了起来，我兴奋地喊
着，叫他们看……那时侯的我，几乎感知不
到清明是一个什么特殊的节日。也许路旁
的草木花鸟，更让我的情绪高涨。但弹指

一挥间，我也垂垂老矣。那份单纯早就无
影无踪了。而生养我的地方，亦终将是我
的归宿。

清明节，是一首凄美的歌谣，是一阙
宁谧的小词，是一篇严肃的乡村故事，在
人的心里弦歌不辍……我在清明节，忽然
想起与父母相处的很多事情，有的时候是
一个手电筒，有的时候是一块桂花糕，有
的时候甚至会想起冬夜的围炉夜话。我
的记忆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但还是试图

“打捞”那些“破碎”的往事，慰藉贫乏的
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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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处的人们在清明前后扫墓祭祀，寄

托对先人的哀思，对传承家风、弘扬孝道
的作用很大。清明文化，形成已将近两千
多年，融入了人们的血脉之中，是一个家
庭、民族、国家的精神信仰，应该永远传承

下去。
那些曾经的欢声笑语早已随风而去，

让人不禁感叹：一个清明又一个清明，有
多少生命啼哭而来，又有多少生命突然而
去呢？

清明扫墓，最好带上小孩子，培养他们
对先人的恭肃静默之情。在扫墓的时候，
给孩子讲讲先人的事迹、长相、喜好，养成
他们厚重的品质。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
情感是要引导的，而不是天生就有的。很
多传统的东西不应该被视为糟粕，而应视
为民族精神里的引擎。

清明时节，人间最可珍惜。其实，又
何必伤感。亲人虽逝去，却活在我们心
中，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过好自己的生
活，记住亲人生前对自己的恩情。这样方
能告慰亲人。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很多东
西剥落了，但很多东西留下来了，这就是
民俗的历史、文化。

清明忆亲
□ 安 频

清明时节，细雨绵绵。我带着我的妻
子、孩子一起来到父亲的墓前扫墓、插花、祭
拜。望着墓碑上父亲的遗像，我思绪万千，
无限怀念。

父亲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正是兵
荒马乱的战争时期，我祖父为了躲避战祸，
将幼小的父亲交给家庭条件较好的他外叔
祖母家抚养。他外叔祖母是一位真正的贤
妻良母，因为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我
的父亲也受到了他外叔祖母的良好教育，
从小就格外知书达理，受到众人喜爱。

在旧社会，乡下人为了糊口，不得不学
门手艺。我父亲呢，不但学会了木工、瓦
工，而且还学会了编扎竹篮、补鞋等。因
此，别人都说我父亲多才多艺。但父亲的多
才多艺，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实惠，因为，
父亲非常轻视钱财，重视仁义。当有人找
他帮忙修房子或给他们装犁做耙等农具
时，父亲就毫不犹豫地竭尽全力去帮忙，
绝对不要人家半分钱财。为此，我父亲非

常受人尊敬。这也是我们一家人引以为豪
的事。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国大办钢铁工
厂，以农支工。那时，国家在武汉刚刚创办
了武汉炼钢厂（今武汉钢铁公司），父亲响
应政府号召，依依不舍地与我母亲和我还
不到六岁的大哥分别，来到武汉炼钢厂当
起了炼钢工人。后来，大城市里的知识分
子纷纷下乡支农，我父亲又理所当然地回
到了农村当农民。

那时农村都属于集体所有制，生产的
粮食必须归集体所有。因为父亲的正直和
无私，又被生产队聘为仓库保管员。按理
说，作为仓库保管员，我家不应该饿肚子。
但是，正直的父亲硬是不往家里带回一粒
粮食，尽管我的兄弟姐妹都饿得一床不起，
父亲却无动于衷。

我五岁时，正是馋嘴的年龄，因为物资
的贫乏，我就到处找食物吃。于是，我就到
村子后面人家的菜园里偷黄瓜吃。有一次

却被父亲发现了，他当场就把我手里的黄
瓜一把夺了过去，还牵着我的手非要到那
家菜园的主人家里赔礼道歉。

特别让我耿耿于怀的是，有户人家用
木板车拉了一车红薯正从我家门前路过
时，板车缝里突然掉下来一个拳头大的红
薯，我当时喜出望外，立即捡了起来，洗也
没洗就往嘴里送。不料又被父亲看见了，
他非要我送还人家不可。我当时极不情愿
地将这咬了一口的红薯送还了人家。

后来，我在一所农村小学当校长。父
亲总是有事没事地在我的耳边唠叨，工作
要认真负责啊，要对得住老百姓啊，并且他
说的最多的就是要我正直无私啊、千万别
贪不义之财啊等等等等，说得我非常反感，
难道我不认真负责么？难道我就是一个贪
官么？于是我有时就顶撞他，真是啰嗦至
极。唉，现在回想起来，才觉得父亲的话就
是一口警钟，一把长剑。他的话时刻警醒
着我、指引着我，让我在今后的人生道路

上，要永远走正路。
俗话说，好人有好报。可是，我的父亲

却偏偏那么命苦，在六十二、三岁那年，他
双眼突然失明了。失明的父亲当时感到非
常痛苦。天天诅咒自己要快点死，不要拖
累了后人。在我们几兄妹的多次劝说下，
父亲才逐渐恢复平静，慢慢地接受这个残
酷的现实。但父亲不甘寂寞与平庸。他凭
借自己超强的记忆，将自己年轻时看的《三
国演义》《封神演义》《岳飞传》《金镖黄天
霸》《薛仁贵征西》《蔡金田告状》等都一五
一十、有声有色地讲出来，吸引全村的老人
和一些后生伢都来我家坐，听他讲书。我
曾经还笑称，我家成了老年大学啦，天天都
有老人家来我家听我父亲讲课呢！

光阴似箭，转眼，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九
年多。但时间越久，父亲的音容笑貌就越清
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特别是他老人家的
谆谆教导与光辉形象永远激励着我、鞭策着
我，让我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奋勇前进。

清明节的怀念
□ 邹五星

“楚天云雨第一雷，便是柴笋破土声。”
农历的二、三月间，春日暖阳加上春雨滋
润，水乡大地的柴笋悄悄地从河堤荒地池
埂上冒出来，一片齐刷刷的青绿，袭人眼
球。水乡的婆婆妈妈们拎着布袋在田野上
寻觅，忙着采摘柴笋。

这柴笋呀，它的生命力多么旺盛。它
不择地域，不择环境，只要它的根伸到有土
的地方就能冒出来，根的每一个节巴上冒
出一根柴笋。鱼池、藕塘的田埂上，墩台前
后的坡地、小沟河堤边、厂房的角落地面，
都有它冒出的身影。在“草色遥看近却无”
的浅草丛中，那一窝窝、一块块青色的、下
褐红上青绿的柴笋惹人喜爱。

这柴笋美得并不空洞。它是干柴、芦
苇的嫩茎。虽然它的长相不是花里胡哨，
但有它自己的本色——青绿的上装，褐红
的裙摆。不需人工栽培、下肥，不需要打药
治虫，无丁点的污染。一种朴素而自然的
美，一种藏而不露的本性。它把最有用的
东西——内藏的“笋芯”，献给人们。

这柴笋采摘方便。老人们戴着手套，
就地取材。选取两手掌多高的柴笋掐除上
面的叶稍装入布袋。阳光下，柴笋苍翠耀

眼；雨后，柴笋翠绿明亮。春风里夹杂着刚
出土柴笋的淡淡清香。人们不分时段、不
顾晴雨，只要愿意就奔向近处的田野村
落。她们肩背手拎，大小兼容，四处寻觅。
近处的步行回家，远处的就开着小车运
回来。

采回的柴笋还得焯水。青青的不能直
接上市。蔬菜焯水那是家庭主妇的拿手
戏。农家的大锅柴火灶，木柴火烧得旺旺，
锅里的柴笋满满。待水烧开滚烫之后，就
把柴笋翻一翻，让柴笋均匀煮好，不见青
色。煮好后的柴笋迅即捞到盆里，稍待片
刻，人们就开始剥柴笋了。

剥柴笋也有讲究。出锅不久的柴笋
冒着热气，一股清香扑鼻。剥柴笋一般是
在夜晚进行。左邻右舍三三两两的老人
们过来帮忙，洒下一地闲话，呈现两手忙
碌。说着、剥着，当手指甲间染下黑色的
斑迹，几大盆柴笋已剥下来。只见根根柴
笋剥去了外面几层的粗叶，去掉了上面掐
不动的部分，留下了黄白嫩生的笋芯。一
盆盆用清水浸泡着，那一根根鹅黄的小柴
笋明亮亮的，耀眼惹人。

卖柴笋无需吆喝。清晨的菜市场，卖

柴笋的小摊点一溜儿摆开。新鲜嫩黄的
柴笋吸引着川流不息的买菜人。他们指
指点点、前来光顾。“这柴笋新鲜，昨晚剥
出来的。”“这个么价呢？”“还不是大行市，
前些天卖过上十块，近几天卖到六、七
块。”一番讨价还价，人们就开始选择柴笋
了。这些买主十分讲究，捏一捏、闻一闻、
看一看，少了水分才买下来。多则大几
斤，少则一两斤。那第一批采摘的柴笋粗
壮、白净、颜色好，留“尾”不长。自然就成
了“抢手货”。就这样，老婆婆、大妈们各
自的或多或少的柴笋就卖光了。一早晨
的光景，老人们挣了几个油盐钱，心里自
然舒坦。

后来随着天气转热，出远门的、就近
的打柴笋的人们多起来，卖柴笋的小摊也
增多了。这柴笋一多，价格自然就会下
跌，只卖四、五元一斤了。农家老妇人的柴
笋有时卖不完，剩下的就带回家，把它压
干脱水，放在冰箱里，吃上三、五个月也没
问题。

青黄不接柴笋正当时。那时农家菜园
里青菜蕻子下架，莴笋还未长成。柴笋上
市弥补了人们餐桌的不足。随之而来的这

些柴笋就进入餐馆，进入寻常百姓家。柴
笋的食用真是五花八门：凉拌、清炒、炖煮、
下火锅、做熟食皆可，亦可与鱼、肉、鸡、蛋
配制成菜。常见的是柴笋炒肉丝，清香绕
盘，味美可口。据说，它和蒲菜、茭白一样，
是非常不错的野味。它还具备一定的药用
价值。既饱口福，也利健康。就地取材，经
济实惠。可谓是一碗难得的时令美菜。

农历的二、三月间，万物蓬勃生长。春
上的天气时而艳阳普照，时而春雨连绵，既
温暖又湿润。采掰后的柴笋一茬接一茬地
冒出来，人们间歇性地采摘，不断地为市场
输送鲜货。柴笋又成了一碗抢手菜。

柴笋，水乡大地自然生长的野外植
物。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年复一年，
繁衍生息。出土不久的柴笋成了人们餐桌
上的野味，待后来长成干柴，身材好一点的
成了人们编扎的材料，其它的可用来做柴
烧。柴笋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的奉献人
类，这难道不是一种美德？难道不是大地
的恩赐？

柴笋飘香上餐桌，水乡老妪采摘忙。
她们时不时地去野外采摘，给自家挣点收
入，给市场输送野味。

春风吹绿柴笋香
□ 曾繁华

立春几天了，天还是阴雨绵
绵。今早，雨总算停了，中午时
分，初春的第一个暖阳总算从一
团团时隐时现的云层中羞答答
地钻了出来，见到多日不见的阳
光，郁闷了几天的心情一下子舒
展开来。

吃过午饭，想起多日不去的
湖边不知怎么样了？心想正好乘
着午后的阳光去湖边看看。

下楼、过街，同往常一样，我
不紧不慢沿湖边小路，边走边欣
赏湖边的风景。初春的湖边，乍
暖还寒，百草枯黄，树木还是光秃
秃的，有些沧桑的样子。前来散
步的人依然很少，湖边和冬日一
样，还是十分清冷。

也许是暖冬的原因吧？在冬
天过去之后，高高的栾树与梧桐
树上，几片生命顽强的叶子，还挂
在枯黄的枝桠上。我慢步向前，
这些枯黄的枝叶不时从高处飘落
下来，轻轻落到我的头顶、身上，
而后乖巧地趴在我脚下那条光洁
细长的湖边小路。看着这些枯黄
卑微的叶子，我不觉有点于心不
忍起来，脚步尽量避开它们安身
的地方，不去打碎它们最后那点
叶落归根的心愿。

我左躲右闪地移动着脚步，
身体不时被路边伸出的枝叶所拍
打、绊着。我随手扒开那些摇晃的枝条，忽然发现，这
个树枯草黄的早春，几根划过我面前的杨柳枝，却已
不再是冬时的黢黑、枯黄。那微微泛出点青色的柳枝
上已经鼓出了浅黄色的嫩芽，随着柳枝的摇晃，在我
的眼前跳动，像一串串跳动的音符。我有点惊讶，这
个百花争艳、鲜花怒放的湖边，几枝最不起眼、最柔
弱的杨柳枝，竟然她是第一个奏响向春天进军的序
曲。一时间，我不觉有些佩服起这柔弱的杨柳树了，
想起早年间广泛流传在乡亲们口中的“人不知春，草
木知春、无心插柳柳成荫”等赞美杨柳树顽强生命力
的词句。

杨柳树，我最熟悉不过，她易成活、贱命、落地生根
的特性，使她当仁不让地成为家乡最多见的树木。沟
边、荒坡、只要是有土壤的地方，就算是那盐碱或低洼
的沙地，也能见到她高大婀娜的身影。她们或独居，或
成群，生长在被人们忽略的荒郊野外，任马踏、牛践地
扎根在家乡的田边地角。

印象里，杨柳树虽然枝干高大粗壮，却因杨柳树树
干易受到病虫害侵袭，造成杨柳树干空洞；且杨柳树即
便成材，也因材质疏松，而不堪大用。因此，杨柳树在
乡亲们的眼里，只是作为妇孺们灶前一日三餐的烧材
罢了。

高大的杨柳树，虽然因不能制作实用的家具或是
农具、更不能修桥建屋而失去了人们的喜爱。但杨柳
树也因特有的根须发达、极易成活与不怕水淹的特点，
被各级政府和防洪专家选定为防洪抗洪、保护堤垸的
首选树种。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地处荆江的家乡几乎年年
水患，因此沿江边的大堤、民垸、栽种的全是清一色的
一排排、一片片的杨柳树，她们随着大堤的蜿蜒，浩浩
荡荡，延绵数十乃至数百公里，紧紧守护在堤垸的里
里外外。

记忆中的杨柳树枝细叶尖，葱茏滴翠。特别是初
春的时候，当家乡其他树木都还在枯萎沉睡的时候，杨
柳树柔软的枝条上却已绽出颗颗碧玉，似乎是在告诉
乡亲们春天来了。几天过后，那一颗颗碧玉慢慢舒展
开来，先是鸦黄、浅绿，待到阳春三月，那柳絮如细微的
雪花一样飘舞着，从大堤内外四散开来，夹带着一股清
香，站在大堤上，放眼望去，那千万枝摆动的柳条，就像
是在诠释和朗诵伟人那首“春风杨柳万千条”浩荡的诗
意。透过杨柳垂下的枝条，凝视着柔柔的春光，小燕子
在柳条穿梭飞舞着、闪耀着。各种鸟儿也早早地从四
面八方飞来，在那里歇息、歌唱。各种鱼儿也不知从哪
里游来了，在堤边的水洼里觅食、嬉戏。各家喂养的鸡
鸭、牛羊也跑来了，在树林里蹦跳着、玩耍着，杨柳林里
更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初夏，家乡进入漫长的梅雨时节，阴雨霏霏，一连
数日不停，有时甚至十天半月。而此时家乡进入到每
年的防洪季节。

几天之后，长江水位急剧上涨，滚滚长江，波涛汹
涌，千里江堤，浊浪排空。江水迅速涨到大堤的堤
边。滔滔洪水中，平日里那些弱不禁风的杨柳树，丝
毫没有退缩地站在了风浪的第一线，挺立在汹涌的波
涛之前，开始扮演极为重要的防洪角色，冲在抗击洪
水的最前面。洪水一浪一浪打来，把堤边的杨柳树团
团包围着、咆哮着、肆虐着，想把她们推倒、折断、压
弯，直至把她们揉碎。而杨柳树在洪水中一棵连着一
棵，一枝拉着一枝，一簇接着一簇，在大堤前筑起一道
坚固的防线。杨柳树以柔软的身姿和坚韧的意志，用
那套特有的以柔克刚的“太极拳”模式，一连数日、有
时甚至是十天半月，杨柳树以看似软弱的身姿，迎水
而动；甚至随着浪花的节奏，像现在大妈们跳的广场
舞一样，左右摇摆，让久来不退的凶猛洪水毫无办法，
甘拜下风，直到悻然退去。

一次次洪峰的洗礼，杨柳树枝优雅的枝叶，已被冲
刷得七零八落，枝条上挂满随风浪打来的芦苇和杂草，
连幸存的为数不多的枝叶上，也染上了污渍斑斑的泥
沙，曾经葱茏滴翠的杨柳树，早已是挂着残枝败叶的落
汤鸡，没有了往时挺拔的样子。但洪水退后不久，杨柳
树便以顽强的生命力迅速调整生长姿势，很快恢复了
原来婀娜多姿的样子。待到来年的春暖花开，杨柳树
一样又以郁郁葱葱、生机勃勃、优雅的姿态，去迎接下
一轮波涛汹涌的洪水，守护着大堤的安全，保卫家乡人
民的平安。

进入到新的世纪，随着三峡大坝建成，以及国家加
大对长江水患的治理，二十多年来，家乡已很少遭受长
江洪水的袭击。乡亲们口中谈论的是如何发展经济和
发家致富的话题。乡亲们对于防洪抗洪的话题，似乎
已有些陌生而很少有人谈起。因此当我每次回到家
乡，行走在家乡村村台台、沟沟坎坎、坑坑洼洼，栽种的
都是些有较高经济效益的花木果树，甚至连荆江大堤
和江边的民垸堤边，栽种的也是生长成材快速的杨树
和一些我不知道名字的树木了。虽然我所生活多年的
小县城，偶尔也能在公园、街边，看到几棵或是一排的
杨柳树，但那也只是掺杂在樟树、樱树、桂树、玉兰等景
观带中让人观赏的风景树了。因此，当我在这异乡的
湖边，看到家乡的杨柳树时，心中那种无形的激动、对
家乡的杨柳树敬佩之情不觉油然而生！

家
乡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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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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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

古代楚国，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出现
一批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其中伍子胥和
申包胥堪称最具代表性的典范，为世人所
传颂。

伍子胥，楚国监利人，著名的政治家、
军事家、谋略家，吴国大夫、相国。父亲伍
奢，楚国重臣，太子建太傅。因为楚平王昏
庸无道，父纳子妻，重用奸佞，听信谗言，加
上太子建少傅费无极诋毁太子建，伍子胥
愤愤不平，伸张正义，对楚平王直言谏止，
楚平王不仅不听，反而震怒。为此，费无极
对伍子胥怀恨在心，劝楚平王以伍奢为人
质，引诱伍奢之子伍子胥和伍尚至郢都，以
便斩草除根。伍奢和长子伍尚惨遭杀害，
伍子胥在至交好友申包胥的帮助下，幸免
遇难，逃离楚国，投奔吴国，并立下誓言，要
兴吴灭楚，为父、兄报仇雪恨。离别之时，
伍子胥对申包胥慷慨陈词：“我一定要颠覆
楚国！”申包胥听了之后，感到很惊讶，也豪
不示弱，斩钉截铁，针锋相对：“我一定要保
存楚国！”彼此将个人友谊置之度外，一个
执着报仇雪恨，一个坚持捍卫国家，各为其
主，势不两立，爱恨颠倒，反目成仇，最终分
道扬镳，站在了敌对立场，从而埋下看谁笑
到最后的伏笔。

伍子胥在逃往吴国途中，忍辱负重，病
困交加，沿门乞讨，险过昭关，求助渔夫渡

江，赠送宝剑谢恩，颠沛流离，吃尽苦头，辗
转到了吴国。当时，吴王僚刚刚当权执政，
公子光做将军。伍子胥投靠公子光，通过
公子光的关系见到吴王。不久，伍子胥看
出公子光有取代吴王僚之心，互相暗暗沟
通之后，伍子胥便将在吴国结交的刺客专
诸献给公子光，然后自己隐退，耕于乡野。
次年，公子光乘国内空虚之时，指使专诸在
鱼腹暗藏匕首，以献鱼为由进入吴王宫中，
将吴王僚刺杀而自立，是为吴王阖闾。阖
闾任命伍子胥为外交使臣，与其共谋国
事。阖闾六年，楚昭王派公子领兵攻打吴
国，吴王派伍子胥迎战，在豫章打败了楚
军，夺取了楚国的居巢（楚邑）。阖闾九年，
吴王听从伍子胥意见，趁楚国将军贪财、唐
国、蔡国怨恨楚国的当口，联合唐、蔡两国
共同攻打楚国。前后历经五次战役，打到
了楚国都城郢都，楚昭王仓惶出逃，吴王进
入郢都。伍子胥到了郢都，找到楚平王墓，
掘墓鞭尸三百，以泄其愤。后来，吴王回到
吴国，在伍子胥、孙武等人的辅佐下，奋发
图强，兴国安邦，日趋强大，势敌诸候，雄踞
东南，称霸一方。可以肯定，如果没有伍子
胥殚精竭虑，出谋划策，文治武攻，攘外安
内，就没有吴国的今天。

然面，好景不长。越王勾践投降吴国
之后，念念不忘丧国之耻，臣服之辱，卧薪

尝胆，抱冰饮恨，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时
刻准备卷土重来，灭吴复国。伍子胥察觉
到勾践蠢蠢欲动的复国野心，多次规劝吴
王夫差讨伐越国。并对吴王说：“吴越地
邻，有吴则无越，有越则无吴，况且勾践能
辛苦，善施惠，恐为后患。”吴国太宰伯嚭
因受越人贿赂，为越美言。伍子胥谏言，
但夫差置若惘闻，不与理睬，拒其谏而听
太宰言，受越入降。伍子胥料想吴国必
败，自己无力回天，只好将儿子改姓王孙，
托付于齐国。夫差伐齐，得知伍子胥托孤
之事，大怒，赐剑令其自杀。伍子胥手握
宝剑，仰天长叹，流露出“剑在手，问天下
谁是关雄”的悲壮豪情。临终前，托付门
客将自己的眼珠挖出来，悬挂在吴国国都
东门，以观越人入吴，说罢拔剑自刎。公
元475年，吴国果然为越国所灭，吴王夫
差悔恨自尽。

说到这里，回过头来再说申包胥。
申包胥，楚国臣，监利人，为监利春秋

“三杰”（伍子胥，监利伍家场人；申包胥，
监利张家场人；黄歇，监利黄歇口人）之一
杰。伍子胥和吴兵打败楚国，都城郢都沦
陷，楚昭王外逃，臣民东逃西散，背境离
乡，血流成河，尸堆如山。申包胥看在眼
里，痛在心上。为了拯救楚国和人民于水火，
克服重重困难，跋山涉水，星夜兼程，不远

千里来到秦国，请求秦王援助。申包胥对
秦王说：“吴国是一个贪婪的国家，肆意虐
杀楚国人民，导致楚国江山失守，楚昭王流
亡在外。如果楚国亡了，楚地变为吴国的
领土，与秦国相邻，就成为秦国边境的一大
隐患，随时都有暴发的可能。”又说：“大家
知道，秦、楚两国关系很好，楚国愿意追随
秦国，楚国土地的流失等于秦国土地的流
失。”秦君听后觉得有理，但未有表明帮助
楚国的态度。申包胥救国心切，不顾颜
面，在秦国朝廷嚎啕大哭，一连哭了七天
七夜，油盐不进，滴水不沾（史称申包胥哭
秦廷），此举终于感动了秦君，于是派兵去
救助楚国，攻打吴国，最终吴国败下阵来，
偃旗息鼓，抱头鼠窜，撤回自己的国都。楚
国得救，楚国人民得救。可以说，是申包胥
用自己的诚心和眼泪换回了国家，重建了
楚国。

古人云，有志者，事竟成，精诚所至，金
石为开。申包胥的忠诚和志向，促使和激
励他实现了自己复国报国的理想，体现了
他非凡的人生价值。申包胥的家国情怀和
坚强信念，深深感染了每一个楚国子民，同
时也印证了自己的诺言：“如果楚国灭亡，
我一定要再复兴！”他的爱国之情，他的忠
君之心，天地可鉴，世人皆碑，在历史上留
下光辉的一页！

话说楚国“二胥”
□ 陈安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