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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支山歌
给党听，我把党
来比母亲，母亲
只生了我的身，
党 的 光 辉 照 我
心……”这是父
亲 生 前 最 爱 唱
的一首歌，当年
我年少不懂，可
懂 得 已 是 中 年
时 。 一 个 还 在
襁 褓 中 就 失 去
母亲的人，从小

被继父母各种虐待凌辱，童年时代就
走出家门给地主做长工，正是在人生
最窘迫潦倒之时，受到一位军区领导
的赏识和厚爱，让父亲走上了革命队
伍，从此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党在
父亲心里，是恩比泰山重，情比大海
深。其实我们一家三代人，都在蒙受
党的恩情。

二十多年前，我正值豆蔻妙龄，
高位截瘫无法动弹的双腿，已让身心
俱疲生活苦不堪言，可屋漏偏逢连夜
雨，给我人生最大支撑的父亲，突因
心肌梗塞骤然离世。在那段人生的

至暗时期，有天残联理事长带领工作
人员前来探望，当那位和蔼可敬的理
事 长 握 着 母 亲 的 手 ，关 切 地 对 我 们
说，“有困难找残联”，那时，我正在参
加 律 师 专 科 自 学 考 试 ，正 为 出 行 发
愁，理事长当即决定，我考试期间，他
会安排车接车送。

得知我爱好文学，喜爱写作，还有
文章见诸报端与杂志，理事长当即邀
请我参加地区残疾人代表大会。那次
会议中，听着那些残友在政府的帮扶
下，在各行各业做出的傲人成绩，我心
中一次次热血澎湃，那是一种对生命
的感召与唤醒，自救者天眷之。

那年我穿着红红的嫁衣，茫茫人
海牵手了那位“为我推椅可好”的人。
正当午时，在一阵热闹的鞭炮欢鸣中，
残联领导和工作人员捧着喜庆的“百
年好合”匾额，仿佛从天而降，出现在
我的婚礼现场，暖心的慰问亲切的祝
福，原本一场简陋至极的婚礼，被推向
了高潮，为我们做证婚人的孙叔禁不
住感慨：“我主持过无数场婚礼，今天
最让我感动，地区残联领导的到来，简
直蓬荜生辉，让这场特殊的婚礼更加
意义非凡……”随即残联领导对我说，

为解决我的实际困难，他们正在为我
申请办理残疾人最低生活保障金。看
到我“浑身伤痕”的破旧“坐骑”，他们
竟雪中送炭，把残联仅留的一辆轮椅
赠予我。

迫于生计，多年前丈夫带着我和
孩子，出外打工，在异地他乡，当我踌
躇良久求助当地残联，这些残疾人的

“娘家人”，在丈夫择业，孩子入学等诸
多棘手问题上，一次次解我们的燃眉
之急。

儿子当年就读的学校，不仅减免
他的学杂费，还每年给孩子发放助学
金。最难得的是，懂得维护孩子自尊
的学校，对于此类帮扶从不曝光炒作，
一切都像春雨润物般无声进行，让孩
子在没有压力却动力十足、感恩满满
中接受帮助。记忆中几次家访，老师
还自掏腰包給儿子买衣物和学习用
品，言语中满满的爱与关怀。

今年是党的百年华诞，回顾过往，
每一个艰难时刻都是党和政府，在为
我们这些身居底层的弱势群体，排忧
解愁，移开那些前行路上的羁绊障碍，
我想深情地道一句：“一家三代念党
恩，党的光辉照我心！”

一家三代念党恩
○ 李仙云

最初认识紫薇，那是二十多年前
的事。

那时我在乡镇教书，有一年，学校
从临县拉来了几株花树，我带着一群
孩子去栽。孩子们纷纷围着花树，问
是什么名字。我告诉他们，是紫薇花，
开起来很漂亮的。当时孩子们满眼的
期待，干起活来也格外卖力。其实，我
同他们一样，也是第一次认识紫薇树，
至于花开得好看，还是听校长说的。

课间孩子们喜欢去摸那几棵紫薇
树，那树皮光滑细腻，摸起来凉凉的，
跟别的树皮完全不一样。记得当时我
让孩子们写作文，就写摸树皮的感受，
很多孩子都说像母亲的手。这句话给
我印象很深，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看
到紫薇树就想起了母亲。那几株紫薇
长得非常快，从五月开始，就陆续打了
许多花苞，一摞摞的，把枝头都压得喘
不过气来。每天上课，路过那几棵紫

薇树，都有学生“行注目礼”，眼巴巴地
看着，期待着紫薇花开。终于，在一个
清风拂面的清晨，紫薇花开了一点点，
紫色的花瓣，点缀在绿色的枝头上，煞
是好看。开始并不多，要不了几天，一
层又一层都开了，像一滴紫红色的颜
料，滴在绿色的宣纸上，慢慢浸润出一
片紫红的世界。

紫薇花开，给学校增添了许多生
机。同学们纷纷驻足观看，尽情欣赏
着美丽的风景。六月末，学生们就放
暑假了 ，那几株紫薇花依然灼灼地
开。一层又一层，上下次第开放，全然
不顾是否有人欣赏。直到九月份秋季
开学，那紫薇花依旧开得热热闹闹，前
后足有三个多月。“都说花无百日红，
这紫薇花算是例外了。”有次我跟同学
们说，他们纷纷点头表示认可。从炎
热的夏天开始，紫薇花陆续开放，一直
到初秋，每天都有花儿在绽放生命，真

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尽情演绎着对生
活的热爱。

后来，因工作需要，我调入县城
工作。渐渐的，紫薇花不再是稀有植
物，几乎随处可见，有的公园甚至一
片紫薇树。每年的盛夏，我总喜欢驻
足观赏紫薇花。“盛夏绿遮眼，此花红
满堂。”蓝天白云下，烈日骄阳中，紫
薇肆意绽放，如霞似锦，给人视觉上
的愉悦，难怪白居易对紫薇花给予了

“独占芳菲当夏景，不将颜色托春风”
的美赞。

因为喜欢紫薇花，常常带孩子去
观赏。摸摸光滑的树皮，闻闻淡淡的
花香，孩子像当年的学生一样充满好
奇。南风吹拂，摇动一树的紫薇花，那
红色的瀑布，顿时随风而动，将夏天摇
摆得格外动人。

紫薇灼灼开，我的心情，也不由得
跟着欢腾起来。

紫薇灼灼开
○ 赵自力

清平（今贵州凯里市）人孙世祯
是明朝后期的言官，也是一位人皆称
道的清官，更是一位足以感天动地的
孝子。

明初，由于军屯文化的强势进入，
清平地区到明中后期不仅出现了贵州
文化史上耀眼的“进士群体”，也出现
了走向国家政治舞台的“仕宦群体”。
孙世祯就是其中之一。

孙世祯（原作“孙世正”，依《太学
题名碑》改），字兴甫。自幼笃志立学，
万历癸酉（公元 1573 年）举于乡，丁丑
（公元 1577 年，万历三年）成进士。授
桂平县令，时傜僮啸聚为乱，世祯至即
单车抚渝之，擒其渠魁，馀党悉平。行
取南工科给事中。万历初，奄寺多不
法，世祯悉数其罪，词甚激切。政府敕
书曰：“自巨珰冯保擅权内外，章奏不
敢一字及中官者十有馀年，大疏入，心
甚忧之。昨得旨，使人释然”云。会上
取翠屏甚急，屏料及雕镂甚细，出窑见
风多碎难成，督厂内臣严刑催逼，毙箠
楚者多，桢上疏极谏，得旨，敕罢。出
为韶州知府，居六月，丁父艰归，哀毁
骨立。服阕，补顺庆府。府旧有官店，
太守征其租，悉捐之以店舍为社学，以
馀租给贫士。……升云南副使，备兵
澜沧，……（摘自《乾隆通志》）

孙世祯自幼年跟从孙应鳌游，每
有心得，辄记录并请教于孙应鳌，久而
久之，集成书。因得孙应鳌“就正”，将
书稿命名为《就正诗稿》。今《就正诗
稿》二卷，已散失。

孙世祯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清官。
《乾隆通志》记载：“……（孙世祯）入仕
籍近二十年，囊橐萧然，家徒四壁”。

《黔诗纪略》记载：孙世祯生平谦退，即
贵显往返经里门，恂恂若处子。在官
清约，自为县至郡领，将二十年，囊橐
萧然。孙世祯不仅自己清廉，其对皇

帝“浪费”、“荒诞”之举，亦仗义执言。
为此还被罚俸、敕罢。

当时，中原各省自万历十年后，年
年有灾民流离、哀鸿遍野。史书上频
频出现“水旱相仍，大饥疫，人死无数”
的记录。万历十四年（公元 1586 年），
时任南京给事中的孙世祯上疏，说：

“承运库买金珠宝玉至十九万有奇，若
少减数万，即可活数万垂死之命”（《国
榷》）。忠言逆耳，但明朝皇帝却听不
进去，下诏处孙世祯罚俸两个月。

明神宗宫廷大量召买珍珠宝石，
孙世祯等言官人微言轻，无法劝阻皇
帝骄奢淫逸。到 1599 年，由于皇室召
买珠宝数字太多，市场上买多卖少，商
人乘机抬价。当时户部急于上供，只
好加价购买，比旧价增至五六倍，以至
二十倍。《大明文魁》讲述了这样一件
事：……四月，天子从宫中拣选三千名
内竖，授予衣甲，于内廷里操练。养军
队肯定是要钱的，天子第一个考虑肯
定是这笔钱不会从内承运库里出，而
是伸手向户部。天子先要太仆寺配三
千 匹 战 马 ，然 后 又 是 狮 子 大 开 口 要
钱。户部尚书张学颜明确表示，没钱，
马也不给，同时奏请停内操。天子不
听同时命户部每年加刍料银七万多
两，最后一共从户部每年划走三十万
两之数。于是言官们不干了，给事中
孙世祯，阮子孝，道御史田一麟，郭惟
贤，潘惟岳，谭希施陆续上表要天子停
止内操。天子当即大怒，上谏的御史
要么罢官，要么夺俸……

《大明文魁》记载两年后的一段官
员对话，可对之进行佐证：林府私宅之
内，林延潮正在踱步。书房里面坐着
是方从哲、于玉立、林材、钟羽正、郭正
域数人。钟羽正道：“学士，两年前刑
部广西司主事董基，南京科给事中孙
世祯，道御史田一麟，御史郭惟贤，南

京科给事中阮子孝，江西道御史潘维
岳，冒死上疏曾言，内廷清严地，无故
聚三千之众，轻以凶器尝试，臣实为皇
上的安危担忧。”“这番上疏结果天子
震怒，然后董基被贬为万全都司都事，
其余具被处罚。天子还下旨再敢上疏
言废内操者重责。这一次若要重蹈覆
辙，我所联络几个科道官员，他们说纵
是有心也是无力”……

时任清平知县刘启周评价孙世
祯：“吾果城三巴名郡，守其土者，馀润
及数世唯我朐山先生（朐山盖世祯别
字）不及其身，而行资尚乏，得毋清廉
而过者乎？”

孙 世 祯 的“ 孝 ”名 ，更 是 远 近 闻
名。《乾隆通志》载：“……（孙世祯）丁
父艰归，哀毁骨立”、“……（孙世祯）升
云南副使，备兵澜沧，纡道归里省母，
相聚月馀。无何母卒，哀痛过甚，寻亦
卒。”

孙世祯被再度启用为韶州知府
后，父亲病亡，孙世祯“哀毁骨立”。守
孝毕，在顺庆府任上被提拔为云南副
使，上任时绕道回乡探望母亲，不料相
聚一月有余，母亲去世。

短短几年内，父母相继去世，孙世
祯悲痛欲绝。岂料“哀痛过甚”，孙世
祯竟然“哭母而亡”！

孙世祯“哭母而亡”之时，年不过
五六十。其孝义，足以感天动地，垂范
后人。

孙世祯才华横溢，现存世的诗作
仅见《雪中同友圣寿寺小集》一首。
诗云：“十年裘马倦风尘，此日惊看故
里春。漫忆旧游重载酒，祗园飞雪亦
亲人。”

清《清平县志》有孙世祯传，推为乡
贤。现代《贵州通志·人物志》亦录其生
平。孙世祯之孝义、清廉，只是明代清
平文化现象的一个缩影，一个符号。

“清廉忠孝天下闻”的孙世祯
○ 里丹

凯里乡贤，当首推王德舆。
清平卫初设卫学之时，书籍奇缺，

乡贤王德舆亲赴福建购买大量书籍，
捐卫学惠及乡里学子、启蒙一方的故
事，至今仍在凯里地区传颂。《黔诗纪
略》赞王德舆曰：“德舆武人而能力储
经籍以惠学者，顿使蕞尔清平名臣、名
儒接踵而起，倡导之功，何可没也！”

黔东南第一位举人、清平同乡钱
润有诗《呈王德舆指挥时新购经籍至》
（见《黔诗纪略》）记王德舆千里买书之
事。诗云：

赳赳王佥事，胡为书满床？
垂勋在丹徼，创业启青箱。
较猎时开幕，听诗数举觞。
愿随诸稚子，脱剑理丹黄。
诗中“王佥事”，即王聚。
王聚，字德舆，祖籍浙江嵊县。明

洪武年间，王氏入黔始祖王敏调守贵
州清平，遂落籍于清平。王聚系王敏
的后人。正统年间，王聚袭卫千户，两
从兵部尚书王骥征川，累功升指挥佥
事。天顺初，掌卫篆，并领兴隆、黄平
军马。……成化初，守迤东六卫，继掌

阃司，严号令，公赏罚，兴利厘弊，政令
肃然。六十致仕。卒，年八十五。

王德舆性孝谨，父卒，虽小故，必
禀母命。治家严肃，诲子弟必以孝弟
节义。

王德舆的“义”，在清平地区（今凯
里）是有名的。当年，清平地区闹饥
荒，路有饿殍，民不聊生。有一山东籍
陈姓人家，在清平卖一个 10 岁的幼女
给一个四川人。王德舆恰好征乌蒙回
清平途中遇见，得知此事后，以双倍的
价格赎回这 10 岁幼女，并许给厚奁，
将其嫁给千户胡杰为妻。王德舆“赎
女厚嫁”，在清平传为佳话。

当初，清平卫学初设，当地读书人
很难得到书籍，无书可读。看到这一

“窘境”，王德舆急在心上，专门奔走数
千里之外的福建，备购经、史以归，清
平人文“为之一振”。《黔诗纪略》记载：
固然，然清苑之贤，成自德與。德舆武
人而能力储经籍以惠学者，顿使蕞尔
清平名臣、名儒接踵而起，倡导之功，
何可没也！其后裔名德蝉联有以也。

明代前期、中期，清平所在的黔东
南地区经济文化落后，书籍更是不可
多得的“奢侈品”。黔东南第一位举人
钱润见王德舆千里购书而来，喜极而
诗《呈王德舆指挥时新购经籍至》。钱
润深知这批书籍对于清平地区意义重
大，诗中充满了无限感怀的肺腑之言。

后世贵州巡抚、泰和郭子章有语
赞王德舆曰：“逆长鲸之鳞，捋飞虎之
须，伟哉！清苑之遗王氏，谷也丰矣！”

一个武将，有此“文化情怀”，有
“千里买书”义举，开一方风气之先，实
为难得。故其后世代为清平书香门
第，其后人王炯更是高中进士。

王德舆的“文化情怀”惠及乡里，此
后清平地区人文蔚起，明代一口气出了
六位进士，其中孙应鳌更是官至国子监
祭酒、南工部尚书，成帝师、名儒。

王德舆是屯守清平地区的武将后
裔中颇具眼光的世袭武官。他大力倡
导、捐助乡学后，进而拉开了清平地区
武将后裔由武习文，并以集群式走向
国家政治舞台和文化中心的序幕。

选自《凯里文史旅游故事》

“千里买书捐乡学”的王聚
○刘青古

紫薇花开紫薇花开 （（图片来自于网络图片来自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