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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蔺，字谦仲，南宋时期无为人。
他是魏国公王之道的第六子，乾道五
年（1169）进士，历官信州上饶簿、鄂州
教授、四川宣抚司干办公事，后来升任
武学谕、监察御史、礼部侍郎兼吏部侍
郎、参知政事。宋光宗即位后，王蔺任
知枢密院事兼参政、枢密使，封开国
公。宋宁宗时改任湖南军主帅。当时
韩侂胄专权，排斥异己，设《伪学逆党
籍》，王蔺与赵汝愚、留正、周必大四人
被定为“首谋”，罢官归乡。王蔺由于位
高权重，交集的名人众多，书接上回，本
文继续从王蔺的交集入手，介绍这位
曾为国家重臣的历史名人、无为乡贤。

举荐俊杰，罗致人才。王蔺深得
宋孝宗信任，因此经常秉公向皇帝举
荐人才，他的意见也得到朝臣的重视。
宋孝宗曾经和大臣们谈论人才，尤袤
说：“近召赵汝愚，中外皆喜，如王蔺亦
望收召。”孝宗说：“是的。”陆九渊的学
生张次房拜访先生，陆九渊问：“我听说
最近很多官员因为听了王谦仲对你的
举荐，大家又在集体举荐你再出来做
官，有没有这一回事？”张次房说：“我承
蒙各位厚爱，惭愧的是没有办法来阻
挡这件事。所以才来向您请教。”从他
们的对话中，可以看出王蔺在举荐人
才方面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根据杜范《清献集·王蔺传》记载，
淳熙十一年（1184），宋孝宗给王蔺一道
手诏：“谋选监司，欲得刚正如卿者，可
举数人。”王蔺立即上奏，举荐了潘畤、
郑侨、林大中等八人，乞赐擢用。

潘畤，浙江金华人，他从小就很聪
明，稍长，庄重如成人。担任兴化知军
时，大小官吏十分佩服他，把他当作神

明一般。他在州县治理很有成绩，每
到一处，必问人才，兴学校，曾创建月林
书院，邀请朱熹讲学。官至安抚，除尚
书左司郎中，没有就任。去世后，朱熹
替他作墓志，说“某与公游虽不久，然相
知为最深”。郑侨，浙江兴化人，是王蔺
中进士那年的同榜状元。他耿直敢
谏，体恤民情，节气为世人推崇。官拜
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以观文殿大学
士致仕。工书法，著述颇丰。林大中，
浙江永康人，绍兴三十年（1160）进士。
他清修寡欲，但遇到原则性问题，则凛
然不可侵犯。官至吏部尚书，端明殿
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他反对韩侂胄
用兵，说：“今日欲安民，非息兵不可；欲
息兵，非去侂胄不可。”王蔺的这些举
荐，完全是秉持公心而无私利；所举荐
的官员，也是世人交口称赞的清官好
官。

弹劾名士，交恶权臣。王蔺忠义
直言，毫无保留，所以宋孝宗称赞他“磊
磊落落，唯卿一人”。他的耿直狷介不
仅让他遭同列忌恨，而且造成了一桩
难以结论的历史公案，这就是弹劾辛
弃疾。

措辞严厉，弹劾辛弃疾。淳熙六
年（1179），辛弃疾被任命为潭州知州，
兼任湖南路安抚使，在湖南，他做的第
一件事就是整顿“乡社”，将不法武装改
编成官府管理的地方武装；第二件是
创建了著名的“飞虎军”，步兵二千人、
马兵五百人，战马铁甲齐备；第三件是
救荒，措施得力。按说辛弃疾所做的
都是利国利民的事情，应该受到朝廷
的褒奖才对。但事物有两方面，辛弃
疾的每项举措都需要花费一定的钱

财，或采取必要的手段。有相关研究
资料显示，辛弃疾筹建“飞虎军”，仅地
方政府投入的资金就达四十二万贯；
他在剿灭茶商赖文政暴乱的时候，用
了计谋，以招降为名，当赖文政真来投
降的时候，当场将其杀死，或谓胜之不
武；他后来在上饶所建的带湖山庄，有
山有水有田舍，有上百间房屋，占地面
积超过十万平方米，朱熹造访后大为
惊叹，所费钱财应是一笔巨款。

淳熙八年（1181）八月，王蔺被破
格任用为监察御史，为报知遇之恩，新
官上任三把火，他一连弹劾了多名官
员，其中就包括辛弃疾。这是辛弃疾
第一次被弹劾，弹劾的措辞十分严厉：

“奸贪凶暴”、“虐害田里”、“用钱如泥
沙，杀人如草芥”。在《西垣类稿》中，收
录了当时以皇帝名义签发的处分辛弃
疾的文件，名字叫做《辛弃疾落职罢新
任制》，其中列举了辛弃疾的主要罪行，
翻译一下是：辛弃疾放纵他的贪求之
心，把公家的财产放进自己的口袋；敢
于诛杀，把百姓看成茅草一样。不听
领导的话，侵犯上级的权威；结交同党，
建立关系网。他的所作所为让朝廷内
外的士人、地方的普通百姓都怨恨愤
怒；他靠着四处送礼行贿，才侥幸消除
了别人的批评和议论。

辛弃疾因为王蔺的弹劾而丢了官
职，赋闲居家，沉寂了十多年，直到绍熙
三年（1192）春，赴任福建提点刑狱。但
此后，他过得并不太平，而是屡次被弹
劾，前后达七次之多。那么，王蔺的弹
劾是否有根据呢？为尊者讳，这桩历
史公案目前并无结论，但评论者没有
什么人指责王蔺捕风捉影，或者假公

济私、排斥异己；加之后来辛弃疾被弹
劾的罪名大致如此，而事发多端，所以，
至多认为王蔺的弹劾有小题大做的偏
激嫌疑。然而，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
辛弃疾是作为照彻寰宇的爱国词人加
以褒扬的，王蔺则委屈地、有些不分青
红皂白地被模糊到排挤辛弃疾的权贵
一边，这是不公正的。

名列伪学，交恶韩侂胄。绍熙元
年（1190）秋末，刚升为御史中丞的何澹
在留正等人的指使下，开始弹劾王蔺。
宋史明确记载这是一次极尽诋毁之能
事的弹劾：“时王蔺为枢密使，右丞相留
正甚惮之，虽上亦不乐也……澹忻然
上章，极其丑诋。”其后王蔺被降职外
放，“领祠，帅江陵”；于宁宗即位后，改
为湖南帅。

凭借拥戴宋宁宗赵扩继承皇位的
功劳，韩侂胄把持了朝中大权，先是挤
走了赵汝愚，然后开启“庆元党禁”，禁
绝朱熹理学，凡是与党人有牵连的，不
得任官职，不得应科举。其后罪名升
级，庆元三年（1197）十二月，仿照元祐
党禁的做法，订立了《伪学逆党籍》，入
籍者五十九人。王蔺并不是理学家，
已经被贬官在外，但还是被穷追猛打，
阿附韩侂胄的李沐、胡纮等人轮番弹
劾，原先诋毁王蔺的何澹更是投靠韩
侂胄门下，在攻击所谓“伪学”中兴风作
浪、推波助澜，所以，这一次，王蔺彻底
被解除官职，归里奉祠。

曾枣庄先生根据周必大《祭王谦
仲枢使文》，对王蔺卒年作了准确的考
定，宁宗即位，王蔺改帅湖南,庆元三年
(1197)，为台臣论罢,归里奉祠七年，嘉
泰四年（1204）卒。

王蔺：国家重臣，名士交集（二）
何章宝

我爱你芜湖
爱你浩荡的长江从门前奔流
爱你河湖相连密织的水网
爱你丫山盛开的牡丹
爱你天井山茫茫林海
爱你平原辽阔 丘陵起伏
爱你港口货物吞吐一派繁忙
爱你高铁列车经此驶向远方

我爱你芜湖
爱你赭山塔巍巍入云端
爱你陶辛水潺潺绕芳甸
爱你人字洞中石刀石斧
爱你干将莫邪神山铸剑
爱你鸠兹古镇徽商兴旺
爱你米公祠里翰墨飘香
爱你吴头楚尾名胜古迹星罗棋布

我爱你芜湖
爱你裕溪河两岸滚滚的稻浪
爱你无为盆地丰富的石油储量
爱你电线电缆连接四海
爱你奇瑞汽车驰骋五洲

爱你海螺水泥享誉八方
爱你芜湖铁画举世无双
爱你埃夫特智能机器人走俏市场
爱你中电科芜湖钻石飞机蓝天翱翔
爱你6026平方公里土地蕴藏着无尽
的宝藏

我爱你芜湖
你哺育着多少英雄儿女
王稼祥对党忠诚 鞠躬尽瘁
戴安澜为国捐躯 血染疆场
田间诗篇似催征的战鼓
张恺帆顶天立地 无私无畏
马毛姐渡大兵过江 英勇顽强
吕其明一曲《红旗颂》情燃华夏

我爱你芜湖
爱你物华天宝 人杰地灵
爱你江淮大地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勤劳智慧的368万芜湖人民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伟大旗帜
意气风发担使命 同心协力创辉煌

我爱你，芜湖
方小平

钱景宏上大学的时候，边边角
角的时间，他利用起来读读书。他
说 ，古 人 总 结 的“ 一 寸 光 阴 一 寸
金”，是最恰当的比喻，浪费时间
觉得心疼。同学戏谑叫他“钱串
子”，他也不恼火，眯缝着眼，露出
两 个 虎 牙 说 ：“ 我 姓 钱 ，自 然 爱
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同学
们也不再忌讳，“钱串子”的昵称
比大名叫得人还多。

钱景宏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
到大石峪村当了村官。他跟着村
主任穿街过巷熟悉环境。村庄三
面环山，一条路通向外面，就像大
簸箕摆在那里。钱景宏想起小时
候，看见姥姥端着簸箕簸玉米的情
景，他两手不由得向上颠了几下。
走在街巷里，芦花鸡领着一群小鸡
在草丛中咕咕地觅食，看见他们过
来 ，张 望 几 眼 ，仍 然 不 紧 不 慢 地

“进餐”。远处的几声狗叫，让幽
雅的村庄更加静谧。

“咱村的环境真好！美丽的田
园风光。”钱景宏感叹道。“嗯，环
境不错，就是有些穷！”村主任看
了钱景宏一眼，“你这个村官，好
好帮我出出点子。”钱景宏看看周
围浓绿的庄稼，点点头。

村主任开会去了，钱景宏一个
人在村里转着，和村民聊天。70
多户人家，青壮年都出去打工，剩
下老人和孩子。没有什么经济作
物，地里只种些玉米，亩产不足千
斤。一斤玉米也就六七毛钱，年收
入能有多少呢？他叹口气。

钱景宏盘算玉米的价钱，索性
到村民家里看看。几家老人烧火
做饭，有的还在用风箱。看到风
箱，他想起小时候到姥姥家，姥姥
就用风箱咕哒咕哒地煮米蒸馍。
他觉得好玩，不做饭的时候偷着空
拉风箱，吹得柴灰喷出来，落得满
头满身。钱景宏又不由得空拉了
几下风箱，找找小时候的记忆。

“爷爷，您喜欢拉风箱做饭？”
老人看看眼前这位村官，往灶膛塞
了一把玉米秸，说：“地里种了玉
米，用它的秸秆烧火做饭，不糟蹋
东西。”老人还告诉钱景宏，儿女
们用的是煤气灶，他觉得烧火有热
炕，还是用风箱好。从老人家出
来，钱景宏还是没有找到致富的点
子。“钱串子呀！”钱景宏叫着自己
的雅号。

周末，钱景宏和乡里几个村官

去县城影院看电影。他们看着电
影，吃着爆米花。倏然，他蠕动的
嘴巴停下来，借着银幕上的光，看
手上爆米花，像酥豆一样香脆，像
雪花一样浪漫，是玉米开放的花
吗？一个念头像电影镜头一样闪
现出来，大石峪……玉米……爆米
花……蒙太奇般地排列在一起。
这些想法是一团火，在钱景宏心中
燃烧着，他的脸红红的，无心再看
电影了。钱景宏回村后，赶快把想
法说给村主任。

“ 恐 怕 不 行 吧 ？ 你 让 他 们 表
演，磕了碰了怎么办？上了年纪的
人，除了他们自己，还得过儿女这
一关。他们的儿女同意吗？”村主
任听完钱景宏的想法，头摇得拨浪
鼓一样，像看完《十万个为什么》，
满是问题。

“咱们实际去做一做，有问题
就有办法解决，比如，给老人上保
险，找人培训……”

“好！我支持你！你负责这件
事 吧 ！”村 主 任 同 意 钱 景 宏 的 建
议。

乡里大集上，大石峪村留在家
里的 60 名老人组成表演队，或拉
风 箱 ，或 用 转 炉 ，集 体 表 演 爆 米
花。钱景宏放《风箱打令》乐曲，
老人满面红光，皱纹里溢满光芒，
铁炉旋转、火苗跳跃、风箱响动，
特别的场景引发众人围观、拍照。

“砰！砰！砰！”此起彼伏的响
声过后，空气中弥漫着香甜的爆米
花气味。雪花样、李子花样的爆米
花形成花海，铺在集市一角。“我买
一桶儿！”“我买一袋！眼看着做，吃
着放心！”现场手工制作总是调动人
们的味蕾，他们的爆米花被抢购一
空。钱景宏用手机录像，配上《爆米
花的味道》歌曲，“玉米在发烧，爆米
花的味道……狠狠吃个饱，热情用
大火烤，快乐在膨胀发酵”，做成抖
音上传到网上，爆米花香味伴着音
乐，透过屏幕扑面而来，很快被刷
屏。“大石峪牌”爆米花成了品牌。

“ 年 轻 人 就 是 不 一 样 ！ 有 点
子！会玩抖音，把爆米花带火了！
更是把咱村带火了！”村主任拍着
钱景宏的肩膀说。钱景宏露出两
个虎牙，笑着说：“咱这是把几毛
钱一斤的玉米变成‘玉’米卖。上
学 的 时 候 ，同 学 都 叫 我‘ 钱 串
子’。我要让‘钱串子’名副其实，
让咱们山村美丽而且富足。”

钱串子
赵文新

我是喜欢月色的。喜欢在春风习
习的傍晚，开了南窗，让一缕洁白如玉的
月色，移到我的案前，落在我的书页间。
那墨色的小字，沁了月光，仿佛一小朵一
小朵沁了雪的寒梅，书香都沁在了心上，
被生活磨砺的心，也变得轻柔欢快起来。

这也让我想起儿时借月读书的往
事来。

儿时读书，并没有那么充裕的时间，
放学回家，一推开门，总被唤去抱柴，挑
水，煮饭，喂鸭。诸多忙碌后，已是饥肠
辘辘，吃完饭，收拾完碗筷，在饭桌上写
作业是常有的事。儿时多停电，一盏烛
光借一窗明月，静静的夜，时光悠悠而
过，母亲在烛光下做些针线活儿，我和姐
姐们围着烛光写作业。那时的情景，如
今想来，却觉得分外温馨。有时，烛台被
母亲端走，烛影晃悠悠地跟着母亲，我们
只好端了书，掀开窗帘，让明月化身成一
盏烛光，安静地陪着我们读书。

儿时，很多“闲书”的阅读，也都是在
月光下完成的。那个年代，在月光下偷
读“闲书”，是每个孩子对往事最亲切的

怀恋。“闲书”在不识字的母亲看来，只要
与课本无关的都称之为“闲书”。好在父
亲是一名乡村教师，在西屋的柜子里囤
了很多书籍。不但有作文选、故事集、百
科全书等书集，还有《红楼梦》和《西游
记》，更有《围城》和《牛虻》，《茶馆》》，巴金
的《激流三部曲》。如今想来，真是感谢
那一柜子书，让我在童年，把那些看似无
处可用的时光，用得恰到好处。

老家的屋前屋后，很多地方，都有我
捧书而读的回记。柴垛处，最宣软，一靠
可以是一整天，到了黄昏十分，月光皎
洁，即使饥肠辘辘，也可以以书充饥；老
槐树上，白天爬上树，槐叶青青翠翠，时
光静谧；到了傍晚，就只能倚树而读，好
在无人打搅，能看几页是几页，倒也觉得
分外得意；房山头，有雪的夜晚，也去过，
只是雪花纷纷，打湿了扉页，连书中的意
境，都透着冰冷，后来只能作罢。当然，
这些都是夜色未深，明月爬上天空之时；
待夜色深下，也只能望月兴叹，被强唤回
入睡。

多年后，我依然感谢那个曾经借月

色而读书的自己，是书籍润泽了我干涸
的心灵，给予我人生有益的营养，丰富了
我的阅历，让我在小小的村庄里，看到了
外面的大世界，在苦寒的生活中，坚守内
心的笃定，奔着一个目标，趟着岁月的
河，逆流而上。

后来，每当我出差在外，遇到一僻静
处，无论是清凉似水的西窗，还是月影袅
娜的凉亭，只要抬头看到一轮皎洁的明
月，就总疑心自己错过了大好的读书时
光，而辜负了那月光照拂的静谧。无论
出差再累，我也要在月色美好的夜晚，静
静地打开台灯，轻轻翻几页书，将身心沉
浸在书中去。等我起身闭灯之时，明月
已升上中天，推开窗，满庭都是沁白的月
色。那一刻时光的饱满，内心的充盈，真
的是沁了梅香，醉在了心上。

而今，明月再一次挂上西窗，我关了
灯，让月光小巧地落在我的额前，轻轻翻
开书本，仿佛又回到了从前。月光拂照
间，在我小小的书桌前，我仿佛又闻到了
寒梅的香气，一缕一缕，从书的扉页间幽
幽袭来。

一案书香沁月明
高玉霞

临近毕业，行走校园中，不时碰
见三两个学生拖着行李箱迎面走
来。他们带着青春的骄傲与激情行
走在灿烂的阳光下。阳光毒辣，地
面似乎有被烤焦的气味。杨花在风
中翩跹，茸茸的花絮随意落在他们
的头顶、肩上、身上。

下课，我路过操场，看见学生们
正在照毕业留影，他们笑靥如花、灿
烂无比。

“青春”两字都鲜活地刻在一张
张的笑脸上。

一个男生坐在石阶上弹拨着吉
他，轻声浅唱着《同桌的你》：“明天
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
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
……”听到这熟悉的曲调、陌生的嗓
音，我的心顷刻纠结在一起。陡然
发觉，日子好似翻书页，哗啦啦的，
让人来不及看清纸上的字迹。

傍晚时分，漫步校园湖畔的小
径上，凉风习习吹来，栀子花的香味
阵阵弥漫。不经意间遇见一对情侣
争吵。到了毕业，爱情该何去何从？

不久前，一个即将毕业的学生
找我谈心，主题就是爱情。他说他
失恋了。其实，男孩一表人才，女孩
温柔可爱，他们已相恋几年。他们
的爱情如山涧溪水潺潺长流。可这
样的感情还是迈不过毕业这道门
槛。

王子和公主终要从童话中走出
来，回到现实的生活里拾起柴米油
盐。校园爱情是人生中最珍贵的回
忆，可惜多数却成了青春流年里一
道伤痕。

池塘里的蛙鸣整夜不断，密密
匝匝，像一位歌手坐在塘沿敲打架
子鼓。挑灯夜读时，被碎碎的蛙鸣
闹腾得理不清头绪。隔壁的学生宿
舍楼，传来悠扬的笛箫声，在耳畔游
荡着，时缓时急。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
不同。

铁打的校园，流水的学生。每
年，一拨一拨的人走，而后又一拨一
拨的人来，匆匆又匆匆。总说，毕业
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了。

这是一段美丽、纯洁的年华，可
以为之赋新词，可以不食烟火。但
光阴似流水，一去不返。一个季节，
无论多美，终究不能留连太久。

几场梅雨，飘洒江南江北。淅
淅沥沥的雨水滴滴答答地洗涤着杨
花。一尾青春，就这样，在岁月的转
角悄然流逝。

拣个晴日，送几个毕业生离校，
心中五味杂陈。想起探春远嫁时那
句词“风雨路三千，各自保平安”，不
由感叹，茫茫人生，谁都不是归人，
只是一骑红尘过客罢了。在此，我
轻道一声：同学，再会！同学，珍重！

毕业珍重
汪亭

夏天交出饱满，通体变绿
植物高调，从大地出发，在高处生活
像一粒谷穗，迎风招展
让不远处一场金黄，鼓胀胀地走进
树叶，毅然填满枝头，开启一生的

故事
向日葵里的小房子，已有金蝉在呐喊
女人，也准备了蓝图和梦想，企图拥
抱身体以外的绿色
一只喜鹊将枝头登高

荷塘里，那株亭亭玉立的荷花，已准
备好琴弦
只等弹一曲天上人间
此时，正午逼近，草木葱郁
远山镀金，豪迈地燃烧

夏天
谢尚园

镛晟 摄

寻梦的蝶儿 周文静 摄

美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