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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肩妙手写风流

我家的四个“80后”
□ 姚亚秋

□ 陈俊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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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秋，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稻香湖畔

的中央纪委中国纪检监察学院新任市纪委书记

培训班上，我与伟柱先生是同班同学，那是

我们初次相识。课余，我们徜徉于学院小路，

交流学习心得，甚是投缘。面对学院大门上那

庄严的“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几个金色大字，我们

都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肃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他有诗为证：

学堂高府慕名扬，志士殊途寻秘方。

斩草除疴施对策，经纶薪火百年煌。

时隔两年，我与伟柱先生再度于中国纪检

监察学院北戴河校区成为同学，并在同一小组。

这样的缘分，让我们甚为珍惜。晚餐后，我们

去海边看海听浪，他亦有诗为证：

海天一色客心惊，同学相邀踏浪声。

造物生成偏有意，胸怀到此自宽宏。

我与伟柱先生同龄，他长我半岁。我们二

人成长经历大致相同，都读过两年师范，都当过

小学老师，都长期在县区、地市从事纪检监察工

作，都喜欢业余舞文弄墨，于是一见如故。今天

再读他这些诗，把我又带到了十多年前，带到了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一起学习的日子。

2012 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党以零容忍的态

度，以霹雳手段铁腕治腐。同为地市纪委书记，

一个赣一个陕，相隔于千里之外，但共同的责

任担当，让我们仿佛并肩战斗。“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两人电话微信不断，有说不完的

话。他有诗云：

素昧平生也结缘，同仁连理远情牵。

心笺已录今朝好，何日相逢笑比肩。

他说，我们业余爱好写诗写字，关系处理好

了会促进工作，处理不好会影响工作。我们首

先是纪检干部而不是艺术家。扬雄谓:“诗赋小

道，壮夫不为。”在事关党生死存亡的反腐败斗

争这个大事上，我们必须头脑清醒，干好本职，

让组织放心。他亦有诗云：

不赋比兴不赋仙，厉兵秣马好称贤。

征程待我挥师日，剑胆琴心有洞天。

2013 年，他带队来我任职的安康市传经送

宝，对我们在纪检系统开展全市创优秀、全省

争先进、全国出经验活动，激励干部干事创业

争创一流的机制大为赞赏，相约两地共同开展

此项活动，一起干在实处、走在前面。他诗云

“正风革命波澜阔，反腐方兴意志坚”，又云“扬

清激浊护生态，纪检担当责在肩”，我们必须铁

肩担责任、工作创一流。

伟柱先生是一个时刻保持头脑清醒的人，

他用诗为自己警钟长鸣。与伟柱先生交流最

多的还是作为纪委书记，处在风口浪尖上如何

做到自身安全。纪委书记干的是打铁的活，打

铁必须自身硬。纪委书记监督别人，手里的权

很大，但也受别人监督，能不能管好自己是个

重大问题。他诗言：“人生屐履一痕牵，步步为

营步步莲。”他说，要守牢党纪国法，走好人生

的每一步，让每一步如莲花开放。又言：“人生

档案自身填，事业崇廉试比肩。莫怨粗茶滋味

淡，香飘清气两相鲜。”他说，人生档案里，干好

事业和保持廉洁比肩并行，粗茶淡饭自有清

香，干净做人永久芳香。再言：“白发经年不染

尘，度人先自正其身”“责在双肩当自律，品行

风范记书签”。他常讲，纪检监察干部是监督

别人的人，处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

第一线，己不正，焉能正人。监督别人，首先要

监督好自己，当好廉洁自律的风范。

调任抚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时，好友设

宴饯行，他即兴而吟：“不惑之年志竟成，蓬门

今始觉光荣。躬逢胜饯休谈醉，事业当为万里

程。”有志者事竟成，多年努力工作，从草根成

长为一个地市的纪委书记，倍感光荣，但不可

得意忘形，陶醉在喜悦里，提醒自己务必明白

行稳方可致远，革命的道路还很长。

调入南昌市委工作，他感怀：“幸入洪城酒

半杯，豫章先敬布衣才。为官厚德堪称首，宠

辱升沉福自来。”东汉豫章郡（南昌）人徐孺子，

勤学苦读、学识渊博、恭俭谦逊、淡泊宁静，他

传道授业、讲学授徒，恭廉表率、教化乡里，成

为当时一座道德标杆。伟柱先生对南昌前代

先贤徐孺子特别敬佩，一心要像他那样品行如

玉、厚德为人。

他把诗词创作与履职工作相结合，把诗词

作为廉洁教育的利器。其诗云：“立世何能躬

斗米，修行莫慕赏文钱。红尘善恶终非乱，正

道公私岂可颠。”他说举头三尺有神明，法网恢

恢疏而不漏，不要有侥幸心理。其诗又云：“昨

日风光显贵权，今朝落马枉呼天。一枷怨望青

云路，别泪声声叹断弦。”他说，违法犯罪，一朝

落马，风光不再，铁窗度日，追悔莫及。

作为纪委书记，他除了履行监督执纪问责

主责主业外，还要抓好市委安排的其他中心工

作，如抗疫、防洪、脱贫攻坚等都在他诗中。他

写抗洪救灾：“九派蛟龙舞莽泱，洪魔压境虐时

长。浔阳儿女多奇俊，众志成城笑水狂。”他去

木塘村夜访群众家：“暮春夜色不心惊，一片蛙

歌伴我行。进屋烹茶闻厚味，开轩把酒话真

情。”他写疫情防控：“闻讯浔阳封栋，万巷核酸

查控。何惧暑炎天，莫让疫情惊众。”

从 1990 年在江西省九江市纪委任副科级

纪检员，到 2020 年卸去南昌市委常委、市纪委

书记、市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他一干就是

三 十多年。在新任市纪委书记到位，接力棒

交班大会上，他写道：“激浊除疴传箭急，扬清

润玉念珠圆。”他以诗的形式总结三十年躬耕

的纪检工作。他应该欣慰，敢于斗争，刮骨疗

毒，猛药祛疴，激浊以荡滓秽，扬清以冰清玉

洁，自己做到了不辱使命、不负韶华。

改任南昌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他

以诗遣怀：“春风未老新程启，挥手豪情织锦

篇。”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他以诗述怀：“闲身依

树坐，暑气有天征。迎面清风拂，安然自不

惊。”他应该为自己点赞！在位有权时，守底

线，不越红线，不做亏心事，退下来了不怕鬼敲

门，食也安，寝也安。

2024 年大年初三，我驱车千里来到九江与

伟柱相会，他诗兴大发，赠诗于我，抒发老友久

别重逢的喜悦。“春光初照放晴开，幸有高朋入

赣来。远别风流人未老，相逢语笑面如孩。”

这是我俩平生第四次见面。他又带我上庐山，

拜谒白居易草堂，带我寻浔阳江畔琵琶亭。

他还带我参观了当年他创新建成的南昌红

谷滩廉文化公园及南昌廉文化馆。南昌廉文

化馆运用智能语音、VR（虚拟现实）、AI（人工智

能）等现代化科技手段，生动形象地寓教于乐，

让廉文化在互动学习体验中直入人心。省市

部门干部职工、广大市民纷至沓来观摩学习，

交口称赞。他说这个馆是我们开展全市创优

秀、全省争先进、全国出经验活动的成果之

一。几年过后，他为这个成果而自豪，他诗云：

“登楼进馆品箴谏，胜景人文一桂冠。”

江西历代著名诗人层出不穷，诸如陶渊明、

王安石、晏殊、黄庭坚等，他们以诗言志、寄情

于山水田园之间，感时伤事发贤人君子之思。

尤其是白居易，谪居江西九江四年左右，九江以

灵秀的山水浸润滋养了白居易，白居易写下了

《琵琶行》等关于九江的 300多篇诗文。白居易

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主张

诗文创作要接近实际，把握时代脉搏、反映社会

现实。伟柱先生在九江生活工作了近五十年，

我认为白居易为人为文为诗对他影响最大。读

伟柱先生诗词，不难发现有两个方面与白居易

如出一辙：一是他在诗歌创作中擅长以赋法铺

陈，力避艰涩、怪险，追求平易，以此形成了朴素

的美学风格。二是对现实生活的强烈关注。除

少量反映个人生活情趣的诗和闲适诗外，大多

反映我们时代的现实生活，反映所从事的纪检、

抗疫、防洪、脱贫攻坚等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有价值、有意义

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

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

课题。”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这样的创作观

念，不仅仅是对传统文艺精神的继承和提升，

也是对总书记文艺思想的遵循和贯彻。

伟柱先生现在是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华

当代文学学会会员、江西省诗词学会顾问，著

有文集《清风苑》《方竹苑》。《东篱苑》这本诗词

联选集收录诗稿 200 余首，记录了他三十多年

的心路历程。这些诗作中一些发表在《中华诗

词》《中国诗词》《诗词世界》等大刊上。当年白

居易琵琶歌一曲，醉了浔阳千百秋。相信伟柱

先生今后还会写出更多的诗词佳作，让浔阳

江、让赣江、让长江黄河也为之陶醉。忆与伟

柱先生交游的历历往事，品他呕心沥血的篇篇

诗歌，我才疏学浅，只好用他一首赠给同事的

绝句，改几个字为伟柱先生画像，以为特别适

合他。诗云：

卅年纪检写春秋，

生性坦然疾恶仇。

俯首横眉匡正义，

铁肩妙手写风流。

——读吴伟柱先生诗集《东篱苑》

人们常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们家

有四个老人，就如有四个宝，而且都已年过八旬，

是地地道道的“80后”，分别是我爸爸妈妈和公公

婆婆。他们虽然患有各种慢性疾病，但都能够

身体力行干些家务劳动，相互体贴，生活美满。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乐观、善良、自食其力。

我爸是四人当中年龄最长者，已年近九旬。

他一生磨难较多，家中兄弟姊妹多，早早参加工

作，长兄如父，过早地承担起家中的重担，他为

人忠厚老实，勇于担当，正直不阿。他担任县民

政局局长期间，县城东关村一位姓张的 70多岁

老奶奶常年领着个盲人儿子到县城各单位靠捡

煤渣艰难度日，十分可怜。当她打听到我父亲

正直善良，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求我父亲帮帮

他们，父亲听完他们的遭遇后深表同情，二话不

说，在他的职责范围内积极联系咸阳、宝鸡等地

的盲人学校。由于盲人儿子当时已快 30岁了，

好多学校不愿接收，父亲就多次奔波于省市之

间，向上反映情况，争取支持。经过多方协调和

努力，他终于如愿以偿地上了盲人学校，学习推

拿按摩技术，成了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孤儿

寡母的生活不但有了着落，这位盲人还结婚生

子了。他们惦记着父亲的好，时常把自家产的

鸡蛋蔬菜拿到家里，父母为了让老奶奶安心，时

常把东西收下又把钱偷偷塞进她的口袋。在父亲

的职业生涯中，类似这样为民办事、一心为公的

事例很多。现在若谁要再提起，他就说过去的

事情，就不要再提了。

父亲现在最大的特点是生活很有规律，每

天按时起床、按时吃饭、按时吃药、按时休息。

他退休以后的生活单调又安静，经常一个人在

家看电视，新闻联播是他每天必看的节目，心静

如水、淡泊名利，一个人怡然自得。

妈妈刚好和爸爸性格相反，为人大方、性格

开朗，言谈举止得体。母亲唯一的舅舅，家中的

养子不好好孝敬老人，还常常让老人干很重的

农活，却在吃饭穿衣上虐待老人。舅爷每次来

我们家总是穿得破破烂烂像个叫花子似的，母亲

从不嫌弃，给老人在县城街道买些饭菜，让老人

吃顿饱饭，并把父亲穿旧的衣裳送给老人，还给

老人些零花钱，这样年复一年，直到舅爷去世。

她总是默默地做着这一切，从未给人讲起。

妈妈退休后和我爸离开了老家，但她和周

围的远乡近邻都能很快相熟相知，打成一片。

由于老爸好静、不爱出门，她常常去外面和小区

周围的老人拉家常，说说笑笑，为人祥和，是个

豁达乐观的老人。2009年6月，在陕西中医药大

学第二附属医院住院期间，由于肺部有阴影，需

要进一步检查，于是做了个气管镜检查。由于

检查过程中伤到了动脉血管，引起大出血，生命

垂危，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她不停地口吐

鲜血，一盆接一盆，但她仍很乐观，看着我们姊

妹几个着急慌乱的样子，还不停地安慰我们不

要怕，心里默默给自己鼓劲加油。事后她才给

我们说，她相信医疗技术，她一定能活过我外婆

的。在这个信念的支撑下，她终于挺了过来，

她乐观豁达的性格也始终感染和影响着我们。

她对待子女很平和，也很勤快，从不向子女要求

什么，她和爸爸自己承担家务劳动，也从不给

女儿们添麻烦。

我公公是四人当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一位。

上学期间，年龄最小，学习刻苦认真，聪敏好

学，每次考试总是名列前茅，是他们那个年代

为数不多的优秀高中生。他刚上小学时，毛笔

字写得非常好，每年春节期间把全村的春联都

承包了，一写就是好几天，从不遗漏一户，被村

上人亲切地称为“小先生”。他为人善良，经常

帮助村里的孤寡老人、乡邻及自己的兄弟姐

妹。村上有一个叫黑娃的年轻人，自幼没有爹

妈，公公待他如亲儿子般，经常帮他找些零活

干，还把老家的房子让给他住。村上有个叫宝来

的年轻人，家里非常贫寒，公公除了物质上接

济以外，还鼓励他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大学。虽

然他最终没有考上大学，但还是在公公的鼓励下

考上了合同制干部，一家人的生活有了很大改

善。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公公在三原社交期

间，曾一年多没有回家，离家时适逢我的丈夫

刚出生，等回到家时，我丈夫已经会跑了。由于

他工作认真、踏实肯干，受到时任社教组组长

的省政协原副主席胡景儒高度赞扬。退休以后，

他常常和同龄人一起搓个麻将，在家练练书法，

在县上参加退休干部书法大赛曾获得一等奖。

公公和婆婆相处融洽，相濡以沫。公公在家很

爱操心，常常操心婆婆是否按时吃药，是否关

好家里的煤气、水电等；在外操心婆婆是否走

错了路，是否带钥匙等。总之，公公对婆婆体

贴入微。退休以后，他还通过向乡邻、健在的

长辈问询，撰写了郭氏家谱，让良好家风一代

代传承下去。

由于长期生活在农村，我婆婆最大的特点

是勤俭持家，常常舍不得吃穿，反对家人铺张浪

费，对其他人却很大方。丈夫老家的二叔生活

困难，家中还有个智力不健全的孩子，每每遇到

难题，婆婆总是第一个伸出援助之手，虽然她自

己舍不得倒掉饭菜，但对待二叔一家人却极其

慷慨大方，大到粮食钱财，小到针线零食等。婆

婆不但自己帮他们，还要求丈夫及弟弟也要照

顾好他们一家，在婆婆的帮助下，二叔一家人的

生活有了很大改善。现在虽然生活条件好了，

她却总是捡废旧的箱子卖废品，把我们不穿的

衣物送给农村经济困难的亲戚。

我家的四个“80后”，虽然性格特点各不相同，

但任何璀璨夺目的金银珠宝都不如他们宝贵。

他们勤劳、善良、简朴、豁达、相互谦让的品质，

是我们一家良好的家风，是我们最宝贵的精神

财富，也是我们代代相传的无价之宝。我们都

将尽心尽力孝顺他们，如同珍贵的传家宝一样，

福报代代相传！

“豌豆儿割了麦穗穗黄，山川里翻起

了金浪，日头晒得热汗汗淌，脚儿飞赶开

了麦场。”每到麦黄时节，我便会想起三

舅到关中赶麦场的情景。

在过去那个务工机会不多的年代，

小麦一黄，三舅都会和村里的人结伴到

离家很远的关中农村赶麦场，挣点钱补

贴家用。之所以说是遥远的关中平原，

是因为过去的交通不像今天这么发达便

捷。那时候，镇安每天发往西安的班车

只有两趟，如果遇上乘客多时，坐不上班

车的乘客就要在县城等上好几天，即便

是坐上车的乘客，也要颠簸六七个小时

才能到西安，到了西安再搭乘去小麦产

区农村的班车。就这样，路途中最少折

腾两三天，时至今日，三舅在闲暇时还会

谈起过去赶麦场的事。

三舅说，他们从家里走的时候，带的

东西很简单，一个化肥袋子里装几件换

洗衣服，一把镰刀、一顶草帽，带点路上

充饥的干馍，再准备上十块钱，以备路上

不时之需。准备好这些东西，他们就可

以出发了。

每逢赶麦场时，三舅和同伴来到镇

安汽车站，往往都是人山人海。有时坐

不上班车，三舅和同伴一急，就跑到马路

上招手拦开往西安的运货车。手一招，

货车司机停下来，头从驾驶室的车窗伸

出来，眯着双眼，一副神气的模样。三舅

和同伴快步迎上前，点头哈腰，又是递

烟，又是点火，好话说了一大堆。有的司

机同情乡下农民，也就把嘴一翘，让他们

坐在货车顶上。也有司机干脆不说二

话，“哧”地踩一脚油门跑了。

等到了西安，三舅和同伴又迅速往

小麦产区赶，不是长安附近的农村，就是

户县（如今的鄠邑区）附近的麦田。等到

了小麦产区的公路边，那里早已站满了

黑压压的人群，他们都是来自各地的如

三舅一样的麦客。等有人来，大家就呼

啦一下子围上去，争先恐后地抢活。三

舅一看这阵势，觉得能揽到活的希望不

大，就想了个办法跑到前头路口等。结

果还真奏效，过来一个喊麦客的人，经过

讨价还价，最终达成割一亩小麦三十块

钱的协议，总算是有活干了。

在关中农村赶麦场，晚上主家一般

是不留宿的，吃过晚饭算完账付完钱后，

就要自己找地方过夜，幸好那天叫三舅

和同伴去的主家人好，加之他家的麦子

还没收完，就把三舅和同伙留下来了。

第二天又割了一天，付过钱之后，就连夜

赶往下个麦场。

白天割麦汗流浃背，衣服被汗水浸

透了；到晚上赶夜路，从汗液里稀释出来

的盐渍，把衣服染得白花花的，风一吹又

干又硬。

赶完麦场回来时，有班车就坐车，没

班车就偷偷扒货车回家。三舅常说，想

到过去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幕，这哪里是

去赶麦场挣钱，简直就是去冒险。

在科技不发达、生产力落后的年月，

山里的麦客们用自己的汗水和劳动，帮

助关中农村的农民从“虎口”夺回了粮

食，既确保了“颗粒归仓”，又让山里的麦

客们挣到了钱。近年来，随着收割机的

普及，麦客已无用场，但那些赶麦场的岁

月永远刻在人们的记忆里，那些赶麦场

的故事永远被人津津乐道，成为农耕文

明史中的一页。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有云：“四月

中，小满者，物致于此小得盈满。”说的是

小满时节，夏熟植物开始灌浆饱满，但尚

未成熟，这种万物生长丰而未满之态叫

作“小满”。古往今来，文人墨客甚是喜

爱小满景致，留下了无数佳作。

小满是一卷生机盎然、欣欣向荣的

风景画。小满时节雨水丰沛，瓜果、农作

物生长繁盛，大自然充满了蓬勃生机。

宋人欧阳修在《五绝·小满》中写道：“夜

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垄头麦，迎

风笑落红。”小满时节，夜莺在繁茂的柳

枝头自由欢歌，明月的清辉照亮万里长

空；浅夏的落花让人淡然一笑，最打动诗

人的莫过于田垄间随风舞动的麦浪了。

简洁清新的诗句透出诗人对小满景致的

喜爱之情。元朝元淮笔下的小满风景也

颇具风韵：“子规声里雨如烟，润逼红绡

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

秋天。”细雨中杜鹃鸟唱着欢歌，黄梅已

大半成熟，农民即将迎来桑蚕和小麦的

大丰收，诗文字里行间可见作者的欢欣

之情以及对小满后生活的憧憬。

小满是一幅筹划农忙、预祝丰收的

农耕图。谚语有云，“小满动三车，忙得

不知他”，这里的三车便指水车、油车和

丝车。丝车是缫丝用的车，油车用于压

榨菜籽油，田车为引水灌溉用的脚踏车。

南宋诗人范成大在《缫丝行》中写道：

“小麦青青大麦黄，原头日出天色凉。

妇 姑相呼有忙事，舍后煮茧门前香。

缫车嘈嘈似风雨，茧厚丝长无断缕。”这

里写的便是小满前后养蚕人摇车缫丝的

忙碌景象。

古时，农人除了忙碌农事，还得为即

将到来的丰收采买农具，此时的市集“小

满会”便是个好去处。

此集市一般在小满前后

一两天开始，小朋友们

在市集上买玩具和好吃

的，大人们则采买些农

具，如：镰刀、筐、麻绳、

簸箕、草帽、木锨、搅麦

耙子等，捎带采购些夏

季消暑用品。据说，规

模大些的“小满会”还会

搭台邀请戏班唱戏，热

闹无比。可以说，“小满

会”既是麦收前的动员

会，又是一场夏季的欢

迎会。

小满是一道不慌不

忙、自在随喜的心灵风

景线。小满因含“将满

未满”之意，渐渐地由农

耕事务延伸为寓意“知

足常乐”的人生态度。清人曾国藩在《小

满》有云：“花未全开月未圆，半山微醉尽

余欢。何须多虑盈亏事，终归小满胜万

全。”古人讲究中庸之道，所谓“满易招

损，水满则溢，月盈则亏”。曾国藩“小满

胜万全”的心态真乃人生至理。现代插

画师姑苏阿焦也在《人间小满》一书中抒

发情感：“人至中年，莫过一个‘难’字。

总想面面俱到，却也常常有心无力。那

就留点遗憾，让自己活得稍微地不圆

满。”是啊，我也不禁感慨：给人生适当留

白，小满才是最好的人生状态。

小满是一幅风韵独特的画卷，充满

了诗意与生机。这幅画卷里，有辛勤耕

耘的踏实，有对未来生活的期许，还有怡

然知足的幸福，真是人间好时节。

征 稿 启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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