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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 从 文 的 墓 志 铭
●从维熙专栏●

■我想：碑前影壁
所以留下这几行文
字，是否它内藏沈
从文先生对社会以
及对人生的认知？
试想一下，一个年
轻时就立志从文的
湘西才子，到了人
生的成熟期，忽然
弃笔去从事古代服
饰研究，在精神上
要 经 历 多 么 大 的
洗礼。

古 寺 月 明
□卢旭东

□从维熙

复兴区国税：举办纳税人讲堂
为进一步满足纳税人涉税业务需求，邯

郸市复兴区国家税务局定期举办纳税人讲
堂，对纳税人涉及的具体税种进行详细讲解，
使纳税人涉税业务水平得到提高。（范先永）

汉沽地税：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
汉沽区地税局认真落实党建工作责任

制，组织全体党员深入学习新党章、党规相关
条例，以坚实的组织基础、强有力的政治保
证，全面开展各项党建工作。 （陈晓芳）

南堡国税：精心服务纳税人
唐山南堡经济开发区国税局通过云办税

服务厅、微信、实体办税服务厅等多种形式，让
纳税人多走“网路”、少走“马路”。 （魏金明）

涉县国税：税收普法教育基地揭牌
近日，全国税收普法教育示范基地在涉县

晋冀鲁豫边区税务总局旧址正式揭牌，涉县国
税局将以全国税收普法教育示范基地为平台，
宣传红色文化，构建和谐征纳关系。（刘一澎）

复兴区国税：加强税收管理工作
为进一步加强个体小规模纳税人的税收

管理工作，邯郸市复兴区国家税务局对辖区
的沿街门市及集贸市场进行逐户登记核实，
防止漏征漏管纳税人现象的出现。（范先永）

平山地税:联合办税效果好
平山县地税局与县国税局自成立联合办

税服务厅以来，进一步促进了国地税联合办
税服务工作的深度融合，让纳税人真正实现
了“进一家门，办两家事”。 （张立军、张健）

望都国税：进一步深化国地税合作
望都县国税局联合县地税局通过多方

面、全方位合作，实现了国地税双方
在服务联合、征管互助、执法协同等
多方面资源共享，提升了双方服务
和管理水平。 （赵磊、安姣）

魏县国税：大力扶持小微企业
魏县国税局全面落实小微企业税收优惠

政策，确保符合政策的小微企业纳税人全部
受惠。截至目前，该局共为4301户次小微企
业减免税收282.79万元。 （赵志强、封俊飞）

平山地税：规范税收执法行为
平山县地税局以“法治税务示范基地”建

设为契机，以依法治税、依法行政为手段，不
断加强规范性文件管理，规范税收执法行为，
大力推进法治地税建设。 （张立军、张健）

南堡国税：提升纳税人满意度
为提升纳税人满意度，唐山南堡经济开发

区国税局组织相关业务科室和岗位能手对前
台窗口税务人员进行岗位大练兵，让税务人员
提升能力，提高办税服务水平。 （魏金明）

馆陶国税：邀请党代表讲党课
近日，馆陶县国税局开展了一堂特殊的

党课学习活动，该局邀请了一名党的十九大
代表给青年税务干部们讲党课，课上大家认
真听讲，及时互动、学习氛围浓厚。（郭俊龙）

复兴区国税：积极帮助纳税人办税
邯郸市复兴区国税局安排专人，帮助纳税

人进行网上申报或征收大厅前台手工申报等
相关操作，让纳税人方便、快捷办税。（范先永）

涉县国税：开展系列学习活动
涉县国税局全体干部职工结合日常税收

工作，认真开展十九大精神系列学习活动，以

全新的精神风貌为纳税人服好务，以更大的
热情投身到税收事业当中来。 （王周杰）

柏乡国税：开展党建系列宣传活动
柏乡县国税局利用“柏乡党建微信群”，

定期推送“党建微课堂”相关精彩文章、以便
党员干部职工学习掌握新思路、新观点，为
党建工作建言献策。 （郭红亚）

唐县地税:实行税收征管新方式
唐县地税局全面推行新的税收征管方式，

全面取消“管户制”实行“管事制”，新征管方式
的运行，将日常管理事项前移，岗位职责更加
明晰，办税流程更加简洁。 （赵振民、甄卓正）

复兴区国税：加强纳税人信息管理
邯郸市复兴区国家税务局在日常工作中

加强对纳税人基础信息的管理工作，真实、详
细、具体的纳税人信息，为一线管理部门提供
重要的数据分析及信息保障服务。（范先永）

唐县地税：扎实推进精准扶贫
唐县地税局多措并举开展精准帮扶工作。

该局两个驻村工作队通过大量走访工作，分析
贫困村致贫原因、脱贫条件，同时，制定相应帮
扶计划，引进帮扶项目。 （赵振民、甄卓正）

莲池区地税：开展专题学习活动
保定市莲池区地税局通过开展专题党课、

专题座谈会、主题竞赛等活动，让广大税务干
部将办税服务理念、办税服务要求运用到日常
税收服务管理工作中去，让纳税人在办税过程
中享受优质服务。 （陈咏诗、吕欣子）

汉沽地税：打造税收服务新模式
汉沽区地税局在全面落实首问责任

制、一次性告知制度的基础上，积极借助先
进信息技术打造税收管理新模式，为纳税人提
供及时性、实用性、便捷性的服务。 （陈晓芳）

宁晋国税：开展专题党课学习活动
宁晋国税局通过开展专题党课、专家讲座、

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让党员干部牢牢把握依
法治税基本准则、廉洁从税行为规范。 （李梅）

汉沽地税：推动社保费扩面征缴工作
汉沽区地税局组织辖区 100 余家企业

召开了社保费扩面征缴会议，同时与社保局
组成三个检查组，对重点新开工企业，多轮
次检查指导，确保应保尽保。 （陈晓芳）

宁晋国税：抓好党建促税收
宁晋国税局按照“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常态化制度化要求，以“学”促“做”，将“以税
收抓党建、以党建促税收”工作理念，运用到
实际工作当中去。 （李梅）

桃城国税：多形式开展学习活动
衡水桃城区国税局全体干部职工，结合

自身工作实际情况，以微信、网站、报刊、电视
等媒介为载体，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立
足工作岗位、牢记服务使命。 （常晓晴）

大名国税：开展集中学习活动
大名县国税局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多次

开展集中学习，该局以党组带头学、个人自
学、专题讨论等形式，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 （李娜）

临漳供电：开展廉政教育活动
国网临漳县供电公司以“廉洁从业、干事干

净”为主题，采取“促廉、警廉、思廉、育廉、评廉”
等五种方式，打造廉洁自律防护网。 （饶敬兰）

饶阳供电：大力推广电能替代工作
冬季取暖来临，国网饶阳县供电公司大

力推广“电能替代”工作，将以电为原动力取
暖方式的醇基燃料采暖设备，作为新型采暖、
供暖设备加以推广应用。 （张雪、刘海霞）

雄县供电：开展专题学习活动
近日，国网雄县供电公司党委组织全体

中层干部开展了十九大专题学习，他们通过
公司网站、展板、QQ群、微信等方式将党的十
九大精神传达给每一名职工。 （李欣）

临漳供电：确保电网安全度冬
为确保电网设备安全度冬，国网临漳县供

电公司组织专业人员对辖区线路设备进行巡视
消缺，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饶敬兰、袁志勇)

饶阳供电：开展冬季反窃电行动
国网饶阳县供电公司结合历年反窃电经

验及系统数据分析，按照“组织到位、职责到
位、措施到位、检查到位”的工作原则，组织人
员开展反窃电专项行动。 （刘海霞、杨志刚）

临漳供电：开展“电力顾问”进企业
国网临漳县供电公司深入开展“电力顾

问”进企业活动，他们及时了解客户用电需
求，解决用电过程中的难题，积极引导客户
节约用电、有序用电。 （饶敬兰、张书庆）

饶阳供电：多措并举确保冬季用电
国网饶阳县供电公司以防污闪、防寒、防

冻为重点，对设备进行运检维护和隐患消缺行
动，进一步加强电网设备运行监控，确保迎峰
度冬期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刘海霞）

塑造窗口服务品牌

到了湘西，不能不去凤凰城——那
儿长眠着乡土文学的一代宗师沈从文先
生永生的文魂。在我的认知中，前辈人
中能纳入纯正乡土文学这块圣土的，似
乎只有沈先生与孙犁了。毕竟他们的艺
术灵性，是与他们青少年时代所在的那
方水土融为一体的。

在我的记忆中，难得有与沈从文先
生会晤的机缘。晚年的沈从文先生，似
与文坛绝缘断电，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
文学会议。记得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
我受一位日本友人之托，给沈老送一件
信函，那是我唯一一次与沈老叙谈。当
时，沈先生家居于崇文门东大街的一栋
楼房内，室内没有任何装修，质朴得就
像身着布衣布鞋的老先生一样。沈从文
先生十分谦逊，在谈及文学话题时，他
说文学的后浪已经覆盖了前浪。我认
为，沈老所以说出这种话来，是出于长
者的宽厚风范，而并非文学现实。沈老
晚年一直淡泊文场，我十分尊敬老人远
离尘俗的人文精神。

正是出于对沈老人文品格的崇敬，
我一走进湘西凤凰城沈从文故居，心绪
便产生了莫名其妙的波动。加上沈老故
居内的光线幽暗，更使我这个远方来
者，如同行走在湘西大山的云雾之中。
我本无意多在其故居内停留，但是，沈
老孙女沈红祭悼爷爷的长文，却使我勃
然情动而停步。

那篇长文用墨笔竖写，挂在沈老故

居的耳房南墙上。文中写道：“七十年
前爷爷沿着一条沅水走出山外，走进那
所无法毕业的人生学校，读那本未必都
能看懂的大书⋯⋯他也写了许多本未必
都能懂的小书和大书，里面有许多很美
的文字和用文字作的很美的画卷。这些
文字与画托举的永远是沅水边形成的理
想或梦想。”

我个人觉得，多少评论家对沈老文
学的评说，都被沈红融入她的祭文当中
了。我没有能读全沈老的作品，但是，
他 于 1936 年 出 版 的 《从 文 小 说 习 作
选》《湘行散记》 以及他的名著 《边
城》，我是在青年时代就熟读过的。先
生当年与胡也频、丁玲编辑的 《红黑》
杂志，我在西单旧书摊上也曾翻阅过。
我认知中的沈从文先生，是一颗湘西水
土塑成的“文魂”；凤凰城 15 年的少年
生活以及后来一段在边川的士兵生活，
铸造了他与湘西难以割舍的情愫。

沈红悼念爷爷长文的收尾，多多少
少给了我认知上的一点安慰。她动情地
写道：“我记得爷爷最后的日子，最后
的冷暖最后的目光，默默地停留在窗外
的四季中，停留在过去的风景里⋯⋯透
明的阳光透明的流水里，有我湿湿的想
念。永远永远⋯⋯”

多么令人神伤的文字！怕是只有真
正理解沈老灵魂的亲人，才能有如此动
情的表达。我久久为这卷长长的悼文所
吸引，文中还写到她要送爷爷回到他的

土地，送老人长眠到他的风景中。沈从
文先生的墓园，就在凤凰城郊的一片苍
绿之中。离开先生的故居，驱车大约十
几分钟，就是沈从文魂牵梦绕的湘西山
峦。沿山路而上，再拾阶数十层，可见
墓碑之前有一块斑斓石壁，上边刻有沈
从文先生的遗墨。字体是墨绿色的，
上写：

照我思索
能理解我
照我思索
可认识人
这几句朴实无华的格言，我是铭刻

于心扉了。我理解那个“我”字，既是
自我，又是非我。说其是指自我，是我
行我素的含意；说其非我，最后一句是
指客体的他人而言。我想：碑前影壁所
以留下这几行文字，是否它内藏沈从文
先生对社会以及对人生的认知？试想一
下，一个年轻时就立志从文的湘西才
子，到了人生的成熟期，忽然弃笔去从
事古代服饰研究，在精神上要经历多么
大的洗礼。

墓园周围的林木，已然有落叶飘
零。一代文星，长眠于他的故土，固然
可了却其乡思之魂，但是其文魂是否得
以安息，则为文史学家们留下了一个研
究课题。我顺手拾了一片墓碑之前的落
叶，夹在书内，从湘西带回北京。日前
翻看此书时，见叶片已然枯黄碎裂，感
伤之情便油然而生。

北京的暮春，微醺的晚
风悄然潜入了法源寺，卷起
满地落花。

朱红色的寺门缓缓地关
上了，僧人踏过落满月光的
青色小径，后院的禅房，掩
映在葱茏的花木之中。庭院
内一片空明，布满苔痕的地
面，恰如一面生了锈的古代铜
镜，又像一泓池水。水中纵横
交错的藻荇，大概是竹丛和松
柏的影子罢。几座大殿的影
子直落在镜面上，留下暗影幢
幢的轮廓。朗月下的法源寺，
沐浴在澄澈的寂光中，如同一
艘泊在月光上的古旧画舫，载
着满船的星辉和月影，不知要
飘向何处⋯⋯

幽深曲折的胡同，将喧闹
的市声远远隔开了。白天熙
来攘往的游人都已散尽，唯有
门口的两只石狮，在月夜中
屏着呼吸。此时的法源寺，唯
美、贞静，不沾染一丝俗世气
息，王朝的兴衰，城市的繁华、
没落都与它无关。其实，寺庙
更喜欢藏身于空寂无人的深
山吧。白云缭绕、深溪
静流处，一盏青灯，一
卷佛经，尘世的喧嚣与
浮华，只不过是一场浮
光掠影的梦。

名气很大的汴京延福宫，
香烟袅袅，奏折散乱在地上。
宋徽宗赵佶正在为翰林图画
院的考试题目冥思苦想，突
然，一阵飘渺的钟磬声从远处
传来，他黠然一笑，提笔写下

“深山藏古寺”五个大字。俊
美潇洒的“瘦金体”在月光下
闪烁着清冷锋利的光芒，如同
被切割的钻石。

技艺高超的宫廷画师们
自信满满，在上好的宣纸上挥
毫泼墨，满室雅香。末了，只
有一幅作品让这位艺术天才
拍案叫绝：崇山峻岭，清泉飞
流直下，老态龙钟的和尚，将
泉水舀进桶里。其巧妙的构
思与想象力，让后世的画师们
自叹弗如。

后来，这次考试被传为佳
话，也为宋徽宗不甚光彩的一
生增添了些许亮色。大概，徽
宗也心藏一座泊在月光上的
庙宇吧，雕梁画栋，浓芳依翠，
一 只 蝴 蝶 在 香 径 中 翩 翩 起
舞。赵佶就是那只蝴蝶，朦胧
的月色将他迷惑了，在美中耽
溺，江山社稷统统抛诸脑后。
此时，一场致命的危机正向大
宋王朝逼近，还在艺术王国里
引吭高歌的赵佶先生却浑然
不觉。

北宋靖康年间，金人南
侵，徽钦二宗被俘。这就是历
史上著名的“靖康之耻”。这
对可怜的父子在被押解北上
时，曾被囚居于燕京的寺庙。
据史料记载，当时，宋钦宗被
囚禁在悯忠寺，也就是如今的
法源寺。

残冬未尽，西风彻夜拍打
着窗扉，一盏残月挂在树梢。
宋钦宗听着从前院传来的木
鱼声，突然惊觉，人生是何其
讽刺和戏剧性。这座古寺本
是唐太宗为纪念出征阵亡的
将士而修建，现在，却用来关
押他这位“亡国之君”。悲痛、
悔恨一股脑涌来。

竹丛在风中泠泠作响，晃

动的树影仿佛水中漾开的波
纹，久久不能止息。身居闹市
的法源寺，其实从未真正出
世。斗转星移，月圆月缺。北
宋灭亡之后，南宋又灭于元，
大宋王朝从此烟消云散。然
而，故国虽亡，诗人谢枋得的
赤胆忠魂却永远地种在了那
个时代深处。南宋灭亡之后，
他在穷山野岭之间流亡，结果
被强行招出来入仕，从南方押
到元大都，留拘在悯忠寺里。

1289 年春天，悯忠寺内
百花争相开放，蜂蝶嬉闹于枝
头。面对如此良辰美景，谢枋
得应该也有过一丝犹豫吧。
然而，他最后还是决定追随故
国，绝食而尽了。

乾隆皇帝曾在寺内写下
了“ 最古燕京寺，由来称悯
忠”，并题“法海真源”的匾
额。这块匾额，至今高悬在大
雄宝殿上。清代以来，法源寺
逐渐以花木繁盛名动京城。
每年春天，达官贵人、才子佳
人纷至沓来，在丁香树下、海
棠花畔，赏花、咏花，留下很多

美好的诗文。相传，龚
自珍以及宣南诗社的众
位文友，几乎每年四月
都到寺中参加“丁香诗

会”，吟诗作赋，为这座古寺增
添了不少文人雅趣。

百年前一个春日，花好月
圆，燕子成双。清代女词人顾
太清与丈夫奕绘，结伴来到法
源寺赏花。花香染满了她的
裙裾，眉眼里全是掩藏不住的
得意。荣华富贵，夫妻唱和，
那正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
光。在这里，她写下了“绕座
飞花雨，成阴荡碧烟”的著名
诗 句 。 后 来 ， 奕 绘 因 病 去
世。没过两年，一段无中生
有的绯闻在京城闹得沸沸扬
扬 ， 太 清 也 因 此 被 逐 出 王
府，流落陋巷。在那段穷困
潦倒的日子里，当巷口升起
一轮圆月时，太清一定会想
到 多 年 前 的 那 个 美 好 春 日
吧。月长圆，花依旧，只是
心境早已大不相同。

夜深了，寺内的海棠花睡
了，栖在枝头的杜鹃做着香甜
酣沉的梦。一个清瘦的身影
在树下徘徊，月光洒在那人白
色的长袍上。当天，徐志摩陪
同印度诗人泰戈尔到法源寺
观赏丁香。满园的春色点燃
了徐志摩的创作激情，他整夜
都在海棠树下，一边徘徊，一
边作诗。清幽的月光照在诗
人年轻的面庞上，他甜蜜地笑
了，有些陶醉，也有些忧伤。
那正是他和“现代美女”陆小
曼热恋之时。他在一首诗中
写道：“月光你能否将我的梦
魂带去，放在离她三五尺的玉
兰花枝上。”看来，点点相思，
都 化 成 了 志 摩 笔 下 的 缕 缕
月光。

后来，徐志摩的老师梁
启超特作宋词纪念此事：“临
流可奈清癯，第四桥边，呼
棹过环碧；此意平生飞动，
海棠影下，吹笛到天明。”不
知道这位性灵诗人，在海棠
花下文思泉涌时，是否会想
到，曾在法源寺中停留过的
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呢？时
光如流，斯人已去，唯有清
风明月，一如往昔。

小时候生活的村子，逢农历
三、八大集。集日就是我家的节
日，会有许多客人来。客人大致
分为三种：非亲非故的客人、远
近的表亲和父亲的朋友。

我家门前是一条不算宽的土
路，集市就在这条路上。每逢集
日，天还不亮，街上就出了摊
子。炸馃子的、蒸包子的，热气
腾腾向上乱窜，香气滚滚向四下
里扩散。早饭吃过，路上车马行
人密起来，赶车的，背筐的，骑
自行车的居多。不远处有几个存
车处，妇女或体弱年老的男人，
手把着一大串竹棍做的牌子，站
在路边招揽生意。

我家不存车，但院子里很快
便放满了车。第一拨客人到了，
跟母亲说一声，自己是张家姑太
太的什么人，放下车子就走了，
他们舍不得存车的五分钱。当时
三分钱一斤韭菜，七分钱一斤
醋，八分钱寄一封信。车子大多
是大水管车，没有车撑，半米长
的木棍在后轮前支过去，有的还
在侧面拴一个筐子，很占地方。
晌午前，客人们陆续回来了，买
的东西装进筐里，打个招呼走
了。暮春仲夏，口渴了，自己到
院角水瓮边，掀开盖帘，摘下挂
在瓮沿儿的铜舀子，咕咚咕咚灌
一气凉水。

对于这些客人，出身大户的
奶奶很反感。车子倒了砸了喂鸡
的瓦盆，破筐里的猪崽拉了一地
屎，五天一个集耽误很多活计，
一年还要搭上几挑子水⋯⋯母亲
笑而不答，只要不是麦秋，头天
傍黑，总要扫净院子，去远处洋
井挑来甜水，再擦拭干净瓮盖和
铜舀子。

远近的表亲一般不来。卖

完牲畜过了饭时，他们才会驮着
空筐子来，手里还会拿一个浸了
油的草纸包，里面是包子或馃
子。按理，这包子馃子足够他们
饱餐的，但是街头有亲戚，在外
面吃饭会被笑话，不光彩。把香
喷喷的纸包一放，在炕头上一
坐，稀的干的饱饱地吃了，两
全其美。因而我家集日的午饭
总是晚做。

客来了，母亲把刷了的碗再
刷一遍，斟满热水，放在炕上，
再端过旱烟簸箩。簸箩里装满了
新搓的旱烟，给客人把烟递过
去，点上，母亲便去忙饭了。细
粮少，擀一剂面条，葱花儿炝
锅，做一锅糨乎乎的热汤面，炒
一盘鸡蛋，切一碗腌萝卜，再把
客人拎来的包子馃子熥一下。父
亲和客人盘腿坐到炕头，母亲在
旁边盛饭。小孩子则在另一个屋
子里猫着，不许乱跑。

客人走后，我们最盼望的时
刻来了。锅台上撤下来的盘子
里的吃食，被我们一扫而光。

父亲的朋友来了，我们最不
自在。首先，不能随意去待客的
屋子，撩着门帘探头儿也不行。
其次，作为长女，我要烧火。因
为炒下酒菜，这火一烧就是好长
时间。弟弟们最受拘束，眼馋着
客人崭新的自行车，拧脚蹬子不
行，摸把套儿不行，掏车兜子更
不行。唯一可以满足的只有一个
节目：被父亲叫进屋里，向客人
汇报考试分数——我们姐弟很少
不考第一的。

母亲从迎门橱子里，小心地
端出茶具，仔细地洗，准备沏
茶。茶具是父亲出外买来的，冰
青色壶身上一丛墨色兰草，茶碗
儿镶黑边，把儿很小巧。沏茶的

开水不能大柴锅烧，母亲说这水
有味儿，要我提着暖水瓶去村东
头刘家茶馆倒，三分钱一壶。

待客的烟是平时父亲舍不得
抽的，带过滤嘴儿的。酒是一定
要摆的。父亲叫我去供销社买一
种叫“吴川”的酒。菜呢，母亲
去集上割点肉，从供销社食堂买
点猪杂、花生米，把西屋坛子里
的咸鸭蛋掏出来，洗去厚厚的盐
泥巴。炒、切、煮、炖，我和母
亲一顿忙活。偶尔，我以端菜倒
茶的名义进到屋里，烟气、酒味
缭绕下，父亲和客人噼噼啪啪扒
拉着算盘子，母亲说他们在核
账。父亲在社办厂里当会计，核
账在我心目中是神秘而高贵的
事情。

上了初中，学习紧张了，我
一度很反感集日。一天，实在忍
无可忍了，我去质问母亲，费时
费力照应客人，图啥？指着门前
的路，母亲说：门敞开了，路才
能越走越宽，你忘了你去邻村看
电影迷了路，在咱家放车子的老
棒黑灯瞎火把你送回来？你奶奶
开刀住院，亲戚朋友三十、五十
地帮衬？

后来，我家搬离了村子，房
子卖给了本家。除了门前的路和
石墩子，其他的我都模糊了。这
几年，白发母亲常念叨，那路修
宽了，可惜石墩子让人偷了，不
知人们还去院里放车子不。母亲
还总说我们待客不周——客来
了，往饭店里领，不把客让到热
炕头上，叫待客的礼数吗？连卧
室的门都不让人进，这是什么
规矩？

我不敢说母亲老了。私下
里，我担心，匆忙行路中，我们
会丢了不该丢的东西。

家 有 客 来
□宋灵慧

公元前99年，李陵出击匈
奴遭遇失败，不得已投降。消
息传到朝廷，汉武帝震怒，群
臣皆声讨李陵的罪过，唯有司

马迁说：“李陵侍奉亲人孝敬，与士人有信，一向
怀着报国之心⋯⋯李陵并非真心降敌，他是想活
下来找机会回报大汉的。”

然而，公孙敖迎李陵未果，便谎报李陵为匈奴
练兵，以期反击汉朝。随后，汉武帝诛杀了李陵的亲
族，司马迁也以“欲沮贰师，为陵游说”被定为诬罔
之罪。诬罔之罪为大不敬罪，按律当斩。

面对大辟之刑，慕义而死，虽名节可保，但自
己所著述的《史记》未成，名未立，这一死如九牛亡
一毛，与蝼蚁之死无异。想到文王拘于囚室而推演

《周易》，仲尼困厄之时著作《春秋》，司马迁毅然选
择了以“腐刑”赎身死。至此，司马迁背负着父亲穷
尽一生也未能完成的理想，面对极刑而无怯色，
在坚忍与屈辱中，完成了属于“太史公”的神圣使
命——“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皇皇巨著《史
记》，最终在司马迁艰难而伟大的取舍中成书。

1906 年初，在日本留学的鲁迅观看了一部短
片，记录的是日俄战争期间，有些中国人被怀疑为
俄国间谍，被日本人当众砍头，而围观的中国人只
是麻木地看着。鲁迅被深深地震撼了。他意识到，中
国人的问题不在身体，而在国民的灵魂。他想，即便
自己学医成功，不过是可以医治好一部分人的身
体而已，但国民的灵魂已经出现问题，那是更具有
普遍性的事情，他决定“弃医从文”，拿起笔来，唤醒
麻木的中国人的神经。于是，一代伟大的思想家与
文学家就此诞生，一篇篇影响至今的文学佳作，在
鲁迅先生的郑重取舍后，横空出世。

再说今年初因病逝世的著名学者黄大年先
生。他曾获全国30个公派出国名额之一，被选送至
英国攻读博士学位。在英国期间，他成为国际知名
的科学家，拥有优渥的科研与生活条件。2009 年，
他接到母校吉林大学打来的一通电话，国家“千人
计划”实施，学校邀请他回来报效祖国。随后，他毅
然放弃英国的一切，选择了母校吉林大学做全职
教授，成为东北第一位引进的“千人计划”专家。

这些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在民族大义与个
人荣辱的取舍中，其价值取向无疑令世人钦敬、折
服，他们的光辉事迹，也必将照耀千古、永久流传。

取舍之道
□袁恒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