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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进 ，可 笑 吗 ？
●李国文专栏●

■ 人 生 在 世 ，
谋生艰难。一个时
代，一个社会，有
其 温 暖 煦 和 的 一
面，也有其冷酷无
情的一面，每个人
都处于他那个时代
格局当中，谋生图
存 。 能 够 冲 破 格
局，做出一番事业
者是少数，非大智
大勇、有大作为者
莫能为。

辛 夷 花 开 □刘相美

人 品 实 力 □李云贵

近日，国网河北电力为加快落实群众便

捷办电需求，释放“阳光业扩”政策红利，围绕

企事业、住宅、店铺、新能源、电动汽车五大业

务场景，打造“网上国网”App 一站式办电体

验，客户可通过 App 直接在线办理新装、交

费、信息查询、用能分析等业务，基本涵盖了

企业、个人用户的全部办电需求。

国网河北电力营业区域覆盖石家庄、

保定、沧州、邯郸、邢台、衡水六市及雄安新

区，承担着服务河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职责。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服务的快速

兴起，国网河北电力营销中心基于大数据

与云技术，依托“网上国网”App 和“国网河

北电力”微信公众号等服务渠道，创新打造

线上双平台驱动，实现“业务办理+信息发

布”“能效监测+用电指导”等功能的强效联

动，一站式处理客户办电诉求，持续优化客

户办电体验。

“网上国网”是国家电网官方线上服务的

统一入口，旨在为广大客户打造掌上互动服

务平台，提供便捷、全面的用电服务。“网上国

网”将掌上电力、电e宝、e充电、车联网、国网

商城、光伏云网等渠道服务功能整合升级，让

“足不出户，用电快人一步”的理念真正融入

到百姓生活。

“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作为 2019

年度央企最具影响力的新媒体二级账号之

一，为客户提供电力政策法规、安全用电常

识、区域资讯热点等便民服务信息，不断升级

优化使用体验，赢得越来越多的用电客户认

可。

据悉，国网河北电力“网上国网”App、

“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等线上应用客户

群已突破千万，月均交费 1700 余万笔、办电

10余万件。

下一步，国网河北电力将继续以客户需

求为导向，精细雕琢产品，不断迭代应用，打

造“简、优、轻、快”的“互联网+”服务体验，使

广大电力客户尽享电力心服务。

国网河北电力打造线上服务平台 让群众办电更便捷

□李国文

生活勤俭，属于中华民族优秀的品质，
深受传统思想的熏陶。出身贫寒的曾国藩，
对此有着深刻的感受与领悟。

曾国藩的曾祖父，曾制定治家信条八个
字：早、扫、考、宝、书、疏、猪、鱼。前四个字
的意思是：早起打扫清洁，诚修祭祀和善待
亲邻；其余四个字，专指读书、种菜、饲鱼与
养猪之事。此信条是告诫后辈，要学会勤俭
治家，热爱劳动。曾国藩谨遵祖辈的遗训，
坚持简朴家规，信守不渝。

作为湖南赫赫有名的人物，身居高位
的曾国藩能够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着
实难能可贵。在生活上，他对自己很“抠
门”。在民间，人们称他为“一品丞相”，有
着双重含义。其一，是因为他官至一品。
其二，是他每天吃饭只有一道“主菜”，多半
还以豆腐为主，显然，他的饮食非常简单。
据说，曾国藩常穿的一件衣服，曾经 30年没
更换过。

不光自己带头执行，而且，对家人也要
求严格。曾国藩家，从不雇佣女婢或仆役，
家中男人，必须亲自下地耕田；女人，则需要
亲自纺织。他穿的所有鞋，都是夫人亲手做
的。曾国藩要求在日常持家中，即使一纸一
缕、竹头木屑也应拾起，积少成多，而不能浪
费。为弟弟曾国华举办大丧时，尽管内心悲
痛万分，却力求从简处理。为儿子娶妻时，
也要求其选择勤俭之家，而不愿与宦官之家
联姻。在儿子曾纪泽刚结婚时，他当面告

诫，婚后，要引导媳妇制衣织布，下厨做饭。
之所以这样严格要求，是希望能培养家人热
爱劳动与爱惜劳动成果的俭朴习惯，让家人
明白“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深切
道理。

曾国藩为了家中子弟能达到戒骄奢倦
怠、尚勤俭劳苦的目的，还亲自制定了一套
尚俭科目。科目规定：男子“看、读、写、作”；
女子则为“衣、食、粗、细”。曾国藩在南京担
任总督期间，他的夫人与儿媳，克勤克俭，纺
纱织麻，从未懈怠过。

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曾花了三千串
钱，新建了一座房子。曾国藩当即写信，责
骂弟弟：“新屋搬进容易搬出难，我此生盟誓
永不住新屋。”果真，曾国藩到死也未踏进新
屋一步，病故时，仍然在两江总督的简朴寓
所里。

他曾深有感触地告诫家人，无论是修
身、治家与为官，任何一个方面，都应把持最
严谨、最朴实的行为理念：“持身俭，则自立
自尊，不求他人；治家俭，则家业兴隆，永世
不堕；为官俭，则以俭养廉，居高不败。”曾国
藩一生勤俭的行为，感染了身边许多人，大
家纷纷效仿他的清廉与节俭之风，严于律
己，宽以待人。

时光流逝，曾国藩的勤俭之风，依然闪
耀着光辉，值得世人领悟与崇尚。其实，简
朴节约，理应成为每个人的基本美德与生活
风尚。

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的能力
很重要，可是，有一件东西比能力
更为重要，那就是人品。一个人真
正的资本，不是美貌，也不是金
钱，恰是人品。人品是生活的通行
证，在冷峻又善变的时代，人品，
是做事做人的硬实力。古今中外一
些品德高尚的名人故事，令世人由
衷敬佩并广为传颂。

东汉时期，在颍川有位县官
叫 陈 实 ， 他 办 事 公 正 ， 很 有 声
望。一天夜里，有个小偷溜进了
陈实的家里，躲在房梁上，居然
被 陈 实 发 现 了 。 陈 实 很 讲 究 分
寸 ， 他 没 有 喊 叫 ， 装 着 没 有 看
见。穿好衣服后，就把儿孙们叫
醒，来到自己住的房间里，非常
严肃地对他们说：“你们长大了一

定要爱惜名声，努力向上，严格
要求自己，不能做那些损害别人
的事。有些人原来并不坏，而是
对自己放松了要求，染上了坏习
惯，又不及时改正，慢慢地就变
坏 了 。 这 些 人 如 果 严 格 要 求 自
己，也可以做君子的。”

陈实说到这里，用手指着房梁
上边说：“你们看，梁上的那位君
子堕落到了这般地步，是慢慢变成
的呀。”躲在梁上的小偷听到后，
又惭愧，又惊慌，连忙从房梁上跳
下来，向陈实磕头认罪。儿孙们要
找绳索捆绑小偷，但被陈实制止
了。眼见小偷苦苦求饶，便说：

“看你这个样子，并不像个坏人，
你大概是因为生活上贫困，才不得
不这样做的吧？”说完，让家人取

出两匹绸缎，送给小偷，劝他改邪
归正。小偷痛哭流涕，感激不尽地
一再表示，今后决不当小偷了，要
重新做人。

机智聪慧的陈实，用他博大
的胸襟感化对立面，不仅让小偷
改过自新，而且，赢得了世人的
敬佩。

1834年，25岁的林肯当选为伊
利诺伊州议员，开始了他的政治生
涯。1836年，他又通过考试当上了
律师。当律师以后，由于他精通法
律，口才很好，在当地很有声望。
很多人都来找他帮着打官司。但
是，他为当事人辩护有一个条件，
就是当事人必须是正义的一方。许
多穷人没有钱付给他劳务费，但
是，只要林肯认为他是正义的，就

会免费为他辩护。
一次，有个很有钱的人请林肯

为他辩护。林肯听了那个客户的陈
述，发现那个人是在诬陷好人，就
直言相告：“很抱歉，我不能替您
辩 护 ， 因 为 您 的 行 为 是 非 正 义
的。”那个人赶忙解释道：“我就想
请您帮我打这场不正义的官司，只
要 我 胜 诉 ， 您 要 多 少 酬 劳 都 可
以。”林肯严肃地说：“只要使用一
点点法庭辩护的技巧，您的案子很
容易胜诉，但是，案子本身是不公
平的。假如我接了您的案子，当我
站在法官面前讲话的时候，我会对
自己说：‘林肯，你在撒谎。’谎话
只有在丢掉良心的时候，才能大声
地说出口。我不能丢掉良心，也不
可能讲出谎话。所以，请您另请高

明，我没有能力为您效劳。”听完
这番话，那位有钱人什么也说不出
来，只得默默地离开了林肯的办
公室。

林肯之所以会成为美国历史上
最伟大的人物，而且能够长久地受
到人们的尊重，除了他成就的事业
外 ， 更 重 要 的 是 他 有 着 伟 大 的
品德。

一个人不管有多聪明，多能
干，背景条件有多好，如果不懂得
做人，人品很差，那么他的事业和
人际关系都会大受影响。只有先做
人，才能做大事。一个善于做人的
人，不论是得意或失意时，都应以
自己的人品赢得他人的信赖和尊
敬。有好的人品，才能有好的人
生，才能创造美好的未来。

每年春天，园子里的辛夷花浓
艳地绽开了，世人企盼已久。

辛夷与玉兰同属木兰科，两种
花只从瓣色上分辨，白、粉色为玉
兰，紫色为辛夷。玉兰更像入世君
子。玉者，温润；兰，空寂。《诗经》上
说：“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每见玉
兰，就会想到书里的君子，那种谦和
恭谨、优雅淡然的气质，会让人心思
敬慕而不敢亲近。其实，唯美的东
西，的确适合远远地来观赏。

辛夷却不同。李时珍说：“夷者
荑也，其苞初生如荑而味辛也。”采辛
夷花蕾阴干，因其味辛，可以通窍。

辛为五味之一，升散的力量最

强，可以到达身体最表层。古时立
春日，人要食五辛盘，即葱、韭、蒜等
五种辛辣气味的生菜，以发五脏陈
气。春日食辛，是让人从心底升发
向上向好的力量。

夷，同荑。《毛传》注文：“荑，茅
之初生也。”由此而知，荑，即茅草的
嫩芽。

茅草乡野常见，多生于沿河的
沙滩。河畔水多，记忆里，凡沟沟壑
壑都有水。少时，没读过《诗经》，不
知这种嫩芽就是荑草。后来读到

《诗经·静女》篇的句子“自牧归荑，
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
贻”，才晓得，荑草竟是“美人草”。

世人都贪爱新生，毕竟新生事
物皆纯美有朝气，让人心明净向
好。《孟子》也说：“人少，则慕父母；
知好色，则慕少艾。”

辛夷花色紫红，灿烂如霞，生于
每根枝条的最顶端，是草木升发之
气最旺盛的地方。花未开时花蕾形
如毛笔，故称“木笔花”。

自己却喜欢“辛夷”两个字，气
象好，色彩好，朝气勃发，透出一种
英雄气势。英雄一路向上向好，过
什么样的人生，走什么样的路，都能
心思坚定，勇敢向前。大胆去爱，大
胆去恨，大胆去追逐，哪怕大碗喝酒
大口吃肉，豪放恣意一回，也要充满

精气神。就怕丧失向上向前的力
量。其实，全力抗争过了，若不能改
变，也算时命，人生才不会荒凉寂
寞。

辛夷盛开时，司马光给好友范
镇写过一首《早春寄景仁》的诗歌：

“辛夷花烂开，故人殊未来。愁看柳
渐绿，更忍折残梅。”

范镇，北宋著名文学家，与欧阳
修、宋祁共修《新唐书》。诗中有句
注文：去岁景仁，约辛夷花开即来洛
中，芍药谢乃去。

诗词偏偏压在辛夷花的茎叶之
间。按说，范镇若来赴约，也要留住
两个月的光景吧，可知两人情意深

笃。眼下，辛夷花开，范镇却迟迟不
来，“愁看柳渐绿，更忍折残梅”，显
然，应了那句话：“春光容易把人
抛。”

世间的人情，等，最消磨人心。
伤感，却最是发散力量。

著名学者顾随先生讲，人的情
感无论哪一种皆有向上向下之分，
向上可以升华，向下也可以堕落；可
以成高兴的事，也可以成丑恶的
事。因此，不如放下牵念，等不来也
不伤感，春光不曾失色，一切都是美
妙的呀。

辛夷花开，你来与不来，心意里
都是澄清洁净的憧憬。

并不能清晰地描摹土门关的姿态。不
同的季节，它风貌各异，每一抹色彩，甚
至每一缕风，在它的映衬下都能变得扑朔
迷离，似乎有言说不尽的意蕴。

曾三次赶到土门关，那里的图景与细
节，让人不禁总想说点什么。

第一次，土门关蜷缩着，苍老身躯被
锈迹斑斑的钢筋、钢管支撑着，风似乎为
了烘托悲怆的气氛，从关门洞冲过来，呼
啸着，止步于老迈的土门关前，极为
失落。

这就是传说中韩信背水一战的那座威
武的土门关吗？关前熙熙攘攘的获鹿旱码
头驿道到哪里去寻觅呢？

北风掠过古槐树梢，呼啦啦的，顺势
屏蔽了土门关前面的世界，也仿佛要抹去
后面的世界。

第二次赴土门关，恰逢初夏。走在与
土门关隔河相对的一条仿古街上，大红灯
笼渲染着古驿站以往的辉煌。倚在笨拙的
木桌子上，点了一份炸小鱼。桌子太大，
小鱼太小，自己没有动筷子，就那样寻找
比喻，比如，时间和人的关系。小街，有
几分喧闹，老人背着手悠闲地踱过去，年
轻的父母抱着幼小的孩童，大声地告诫着
什么。那群顽皮小儿，跳过小木桥，跑上
石板路，仿佛重现早已远去的儿时光阴。

土门关在村子东南角赫然站立。并不
高大，却别有尊严。土门关确有至高的地
位。无论天地自然气象、战略地位、历史
选址乃至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等，都成就
了这座古城。时过境迁，地位不可撼动；
几近潦倒，气度依然威严。纵然是在这万
物葳蕤的夏季，绿色植被仍然遮掩不住土
门关的沧桑气韵。

太平河，犹如一道线，让土门关与复
古街市隔河相望，这边旗幡招展，游人如
织。对岸则是肃静沧桑。如果不熟悉历
史，近在咫尺的土门关，更像一位布衣老
者，淡定地守望着过去和未来。

一年后，小雪纷飞，第三次涉足土门
关。土门关守候在漓漓的雨雪里，巡游的
脚印留在关前，孤单而寂寞，天地苍茫，
仿佛前无古人。驿道上的石头经雪水的洗
濯，露出清晰的纹理，经年的车辙印呈现
出明暗的比对，背阴处，一层薄薄的雪，
洁白，闪着光，是自然点缀之美。

土门关现属石家庄市鹿泉区，从冷兵
器时代至今，它既是军事要隘，也是冀晋
陕的商道，素称“三省通衢”“晋陕通
衢”。由晋商开办的“大盛魁”等商号盛
极一时。如今土门关新建了一座高高的关
楼，上书“土门关”三个字，楼下是明清
式的建筑群，商铺林立，一碗热腾腾的大
碗茶，一根酸酸甜甜的糖葫芦，一盘香喷
喷的平山老豆腐，让更多的人回味“一京
二卫三通州，比不上获鹿旱码头”的
盛景。

究竟是“土门不土”，它还是 《祭侄
文稿》 的来源佐证呢。《祭侄文稿》 又名

《祭侄季明文稿》，被称为天下三大行书之
一，法自天然，笔势天成，唐代颜真卿所
书。其实，《祭侄文稿》 文字所述及其背
后的事，多与土门关彼此牵连。最早，土
门关隶属常山郡。安史之乱，河北尤甚。
唐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史思明造反，“平
原太守”颜真卿与其从兄——“常山太
守”颜杲卿起兵讨伐叛军。叛军攻陷常
山，颜杲卿及其子季明被捕遇害，颜氏一
门三十余口被害。愤而抒写祭文的颜真
卿，后来也因凛然拒绝叛将李希烈而被
害。土门关不喜欢征战和血腥，更不喜欢
哽咽悲切，反倒固守着源自于颜氏家族的
人格意义。忠义奋发，铸就绝唱，仅以书
法论，颜真卿那一腔血泪笔墨，是另一种
惊天地泣鬼神。

战马嘶鸣与汽车笛声，是不同时代的
语境，四通八达的道路是对土门关的拥
趸，古老的土门关并不寂寞。对岸繁华的
街市，已经延展到土门关前，商铺的大红
灯笼与陈旧的关楼对应着，成为流行的风
景和光景。

此刻，土门已变成有血有肉的历史参
照物，在时间的刻度里，土门拥有了双重
身份。历史物证里的它，无疑将与世人一
起，成为新时代的有力见证。

《儒林外史》是一部优秀的古典
小说。它不同于《三国演义》《红楼
梦》《水浒传》与《西游记》那四部
名著，吴敬梓那天马行空的率性笔
墨，入骨三分的深刻描写，别是一
种风格，值得慢慢玩味。这部小说
一无贯彻始终的人物，二无从头至
尾的故事，爱看热闹的读者，若不
能耐住性子细细咀嚼的话，就会有
读不下去之感。因此，《儒林外史》
的知名度要稍逊那四部名著，读者
相对较少。不过，范进因中举而
疯，由于编进过语文教科书，遂成
为国人尽知的可笑人物。

旧时，中国人喜好章回体白话小
说，有久远的阅读史，可以上溯到宋代
的“平话”。“平话”，说白了，就是后来
的说唱艺术，尽管演技和歌喉是平话
艺人的看家本领，但若无精彩的人物
和曲折的情节，也吸引不了观众。这些
文本，后来经文人加工演变为小说，故
事便成为小说的灵魂，人物便是灵魂
的主宰。千百年来的耳濡目染，形成中
国人读小说的习惯。习惯一旦形成，就
很难改变。“五四”以后出现的当代小
说，由于其中羼杂太多的西方小说元
素，大多数中国人并不买账，始终在不

大的圈子里自得其乐。
这就怪当时的一些前辈，受到

太多的西方文化影响，他们大多数
有过留学欧美日本的经历，深受西
学熏陶，否定传统的古典文学，成
为一时风尚，妄自菲薄者多，发扬
光大者少；弃如敝屣者多，视若珍
宝者少。风气如此，时尚如此，一
些大师尚不能免俗，何况那些崇洋
媚外之徒。因此，这部具有开疆辟
界意义的《儒林外史》，从某种意义
上说，是南朝文学家刘义庆 《世说
新语》 的现实版，逼真地描绘了封
建社会文化人的“众生相”。

范进，属于这部小说第二个出
场的重要人物。在他之前，第一个
重要人物王冕，是吴敬梓用以标榜
的儒林楷模，三言两语就快闪了；
范进，看似重点，然而他的故事，
到他“挟了一筷鱼圆放在嘴里”，彻
底庸俗以后，也就从这部书里消失
了。这种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小
说之道，可谓中国这类小说的别开
生面之作。《儒林外史》 第二十八
回，有一句极其精彩、极其深刻的
话。季苇萧对鲍廷玺说：“姑老爷到
南京，千万寻到状元境，劝我那朋

友季恬逸回去。南京这地方是可以
饿得死人的。万不可以久住！”

人生在世，谋生艰难。一个时
代，一个社会，有其温暖煦和的一
面，也有其冷酷无情的一面，每个
人都处于他那个时代格局当中，谋
生图存。能够冲破格局，做出一番
事业者是少数，非大智大勇、有大
作为者莫能为。一般人，无大本
事，无大出息，只能在固化了的框
框中讨生活，也是事实。后代的
人，是不能以所处的变化了的情
势，来责备前人没有对邪恶、对压
迫、对不正义、对不公平作斗争或
抵抗，这类说风凉话的好汉，不过
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罢了。

范进是个可笑人物，其实，又
并不可笑。即使一个神经正常的
人，经过如此科举，落榜，再科
举，再落榜的长期折腾，忽然，一
纸大红喜报，敲锣打鼓上门，整个
人由碧落而黄泉，再从深渊而云霄
的大起大落，不精神失常，焉有他
哉？

如果他有膂力，很可能当他老丈
人——胡屠夫的助手。如果他有银
两，也许会像杜慎卿那样游山玩水，

游船吟诗。如果他脸皮够厚，也无妨
冒充一下“牛布衣”，混口饭吃。很遗
憾，他什么都不是。既不具备贾宝玉
在大观园内倚红偎翠的物质基础，也
不拥有张君瑞在普救寺里风流蕴藉
的个人条件。即或如贾宝玉者，虽然
他一生反对科举，视功名为禄蠹，毕
竟，出家前还得中一个举人，才放心
去当和尚。张君瑞尽管恋爱谈昏了
头，可终于还是要在长亭与崔莺莺分
别，上京赶考。所以，范进只有这条科
举之路可走，只有考下去，考到老，考
到死……

范进此病，俗称“气蒙心”。后来，
亏了他老丈人，用那杀猪的手，给了
他一巴掌，才陡然清醒过来。现在想
想，这个新科举人，高喊“中了，中
了”，疯癫谵妄于污泥浊水之中，样子
确是可笑，实质相当可悲。可是，设身
处地，为这个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
篮、识得几个大字、能写之乎者也的
老童生想，在这个“南京这地方是可
以饿得死人的”地方，不从 20岁考到
50 岁，还有其他什么更好的出路呢？
范进付出了一生为代价，成为科举制
度下的牺牲品，想到这里，也许就不
觉得好笑了。

三赴土门关
□刘亚荣

勤 俭 的 风 尚 □张帮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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