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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战归德 （小说连载）

□刘秀森

（上接2月7日6版）
十八

李须铅立刻跪地，合手向天，发誓说：“苍天在上，我李须
铅如果有半句假话，愿遭雷劈！”

“好吧。”徐应操又想了想，最后下定决心，将他扶起，向
他附耳，说出一番话来。

李须铅听了，格外高兴，称赞说：“真乃好计！咱们严密
配合。我李须铅决不负义！”

徐应操谨慎地说：“不过，你和你们的那些人一定要小心
谨慎，事先不要露出任何蛛丝马迹。”

“放心，我们一定做到！”李须铅说着，朝徐应操深深一
揖，感慨地说，“你我在宋家集重逢，全是天数。以后若能成
就大业，你我的这次重逢定会载于史册！”

第二天下午，吉文元、朱锡锟率领的援兵便到了。细作
又从归德传来消息：义军从永城进攻夏邑，夏邑告急，陆应谷
怕夏邑再失守，不得不让归德知府陈介眉率兵前去增援。睢
州和宁陵随后也告急，陆应谷又不得不派兵力前去增援。

林凤祥和李开芳见声东击西的计策已经奏效，据守归德
的敌人兵力已经分散，自己的援兵也到了，便决定夜间突袭

归德。晚上，林凤祥向各部下令，二更造饭，三更起营，天明
前秘密进军到达归德城外，发起突袭。将士们接到命令，立
即作好准备，然后抓紧时间休息。

徐应操原来为李须铅出主意伺机行动，没想到还没找到
行动的机会，林凤祥便决定了今夜突袭归德的计划。他心里
不由得沮丧。但又想，这是笼络李须铅最好的机会，一定不
能让机会失去。想来想去，他决定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冒一
次险。

李须铅得到消息，心中着急，吃过晚饭，他便借去厕所，
再次来到徐应操的军帐，向徐应操说：“如此，我便没有机会
做出让陆应谷知道我在这里立了功的事情，如何是好？”徐应
操说：“我已想好了计策，正要命人秘密将你传来。时间紧
迫，你们只好在今夜过了一更天之后开始行动。”李须铅觉得
除非如此别无选择，只好孤注一掷，两人便密谋起来。

李须铅担心时间紧促，准备不足，难以成功。徐应操说：
“我暗中巧妙与你配合就是了。你们照我说的，盗了食油和
马匹，烧了粮草立即逃走，军中大乱时，我带领人马以追赶你
们为名，在你们后面设伏，为你们断后。”李须铅问：“你要是
行动败露怎么办？”徐应操说：“你不要担心，我有计策。”便把
自己的谋划向他详细说了。李须铅便急忙回去，秘密通知他
的同伙。

入夜，整个军营很快陷入了宁静。
一更天的时候，天空乌云密布，被笼罩在浓重夜色里的

前一军军营一片静谧，马棚里的战马咯嘣咯嘣嚼食草料的声
音，和着帐篷里熟睡的将士们不时发出的鼾声和镇外的池塘

里此起彼伏的咕咕蛙鸣，成了一部夏夜交响曲。
李须铅事先嘱咐他的同伙晚上在帐篷里假睡，一更天过

后，他以猫叫声为暗号，约大家到指定的地点集合。他的同
伙得了他的指示，遵照而行。

一更过后，李须铅见帐篷里的兵士全都进入梦乡，帐篷
内外鸦雀无声，便悄悄爬起来，摸出帐篷，模仿猫的叫声。他
的同伙便从不同的帐篷偷偷起来，悄悄地聚向预定的地点。

一会儿，大家到齐了。李须铅将他们秘密分拨，一半人
由他带领，去马棚盗马，另一半去伙房里盗食油，然后速速去
粮草车前放火，之后听他指挥，一起逃走。布置完毕，他们便
迅速开始行动。

李须铅带领的人一路躲避着巡逻来到了马棚前。两个
值班守夜的马倌见有人来了，急忙问：“谁？”

李须铅稳住心神，回答一声：“是我们，奉命来牵马的。”
夜色里，马倌见他们是自己人穿戴，便放下心来，问：“奉

谁的令？牵马干什么？”
李须铅暗中向同伴将头一摆，几个人立即上去，掐住了他

们的喉咙，然后用匕首将他们结果了。李须铅命令：“快拉马！”
一伙人很快将战马从马棚里拉出，腾身上马，朝伙房而去。

来到伙房，另一半人已杀了准备做饭的伙夫，将一桶桶
食油拎出。两支人马合在一起，立即朝粮草车赶去。来到粮
草车场外，见近处只有两个看护粮草的兵士，其他的都在较
远的地方，便立即冲上去，不等那两个看护粮草车的士兵叫
喊，立即将他们杀死，赶忙将食油泼在一车车粮草上，放起
火来。 （未完待续）

冬去乍寒煦阳照，
往昔岁月多自豪。
春意盎然景若画，
到处充盈崭新貌。

喜出望外锣鼓喧，
闹市乡村燃花炮。
元气升腾龙凤舞，
宵夜琼浆醉佳肴。

风拂万物五谷丰，
调理千姿百媚娇。
雨沛润泽四季土，
顺应天地植富苗。

祈祷社稷常安泰，
福禄俱增灾恙消。
美梦成真指日待，
好运相遂看今朝。

祈福美好闹元宵（藏头诗）

□杨忠信

古邑商丘，千秋风韵，
万载流芳。

看元宵灯火，城楼璀
璨；应天书院，文采飞扬。

阏伯台前，岁时如画，
旧梦新篇共一堂。

今宵夜，赏团圆明月，
盛世华章。

古城焕发新光，引无
数游人醉此乡。

叹繁华再续，梦回千
转；欢歌笑语，情满三江。

火树银花，龙腾狮舞，
共庆良辰乐未央。

愿明日，更宏图大展，
再创辉煌。

沁园春·庆元宵
□张 峰

乘风破浪四航母，雄
风展，满舵速，官兵拜年呈
神武。强军梦圆，蓝海入
主，岛链焉可阻！

兵强器锐军之志，有
备无患王者师，洗雪百年

中华辱。海疆滉浩，捍我
主权，神州恒久固。

注：乙巳春节，航母辽
宁舰、山东舰、福建舰、四
川舰的官兵向全国人民拜
年，令人鼓舞。

青玉案·四航母官兵拜大年
□谭体英

一个学者应该有学术情怀和使命担
当，他的学术研究不应该只局限于个人的
兴趣爱好，还应该具有繁荣学术、推动学术
事业进步的责任意识。当社会需要他进行
学术领域转进的时候，能果断听从社会的
召唤；当发现需要进行学术研究对象调整
时，能欣然转移学术阵地，表现出一个学者
应有的学术情怀和责任担当。王树林教授
就是这样一位具有学术情怀和使命担当的
学者。

王树林教授主要从事文献学的研究，
虽然 20世纪 80年代发表过几篇关于应天
书院的研究文章，但在这方面用力并不
多。然而，4年前与时任商丘市睢阳区的宣
传部长和文联主席的一次闲谈，却使王树
林教授毅然决定转移学术阵地，义无反顾
地承担起撰写应天书院志的重任。因为宋
代的四大书院，其他三大书院都修有院志，
且一修再修，而应天书院作为北宋皇帝赐
名的书院，且为北宋王朝培养了如范仲淹、
富弼、张方平、王洙、石介、孙复等大批名臣
名士，却至今没有一部史志，确实令人遗
憾。这种情况瞬间激发了王树林教授的家
乡情怀和学术使命感，他决心为国家的文
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应天书院建于北宋的商丘，真宗大中
祥符二年（1009年）得诏赐此名，是为书院
之始。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改为应天府
学，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升为南京国子
监学，真正以“应天书院”之名办学只有 26
年。正因为以书院之名办学的时间短，再
加之此地属于战略要冲，自古即为兵家必
争之地。靖康之变后，多次遭受战火。明
代时书院旧址又数次被大水淹浸，有关书
院的历史资料毁坏殆尽，现在残存的一些
史料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又互相矛盾，明清
以来甚至将范文正公讲院与应天书院混为
一谈。这些恐怕就是应天书院一直没有志
书出现的原因。可以想见，要厘清应天书
院的发展脉络绝非易事，要清晰地描述应
天书院的教学、管理、人才培养及其历史贡
献，更是困难重重。但王树林教授不畏艰
难，从搜集原始资料开始，采用考论相结合
的方法，将全书分为方域地理志、建置志、
沿革志、授徒管理志、职官志、人物志、著述
志、应天书院大事年表等八个方面，将应天
书院的辉煌历史一一展现在读者眼前。4
年的艰苦奋斗，取得巨大的成功，它主要表
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资料翔实。任何历史志传都是靠
资料支撑起来的，没有资料，志书撰写无从
谈起。而应天书院因为办学历史短，又屡
遭兵燹之灾，史料极其匮乏。为了寻找有
关应天书院的史料，王树林教授查遍相关
史书，除了正史之外，他将主要精力放在有

关人员的往来书信、笔记、文集序、跋、碑
记，以及相关人员的诗文上，只要是有点相
关的材料，他都收集起来。在资料的收集
上，可以说是做到了竭泽而渔。比如，为了
弄清楚应天书院的创建情况，仅在建置志
中作者就引用了如下典籍：《宋史·戚同文
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
《宋史全文》、张方平《乐全集》、曾巩《隆平
集》、宋徐度《却扫编》、杜大珪编《名臣碑传
琬琰之集》、洪迈《容斋随笔》、陈均《九朝编
年备要》、王称《东都事略》、祝穆《古今事文
类聚续集》《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富大用
《古今事文类聚外集》、朱章定《名贤氏族言
行类稿》等15种史料，书中其他部分也大都
如此。作者每论及一个问题，总要尽力搜
寻史料，追求毫发无遗，做到论从史出，持
之有故。《北宋应天书院志》建立在这样翔
实的史料基础之上，自然增加了其结论的
可信性。

二是考证精审。如前所说，有关应天书
院的一些材料在某些关键问题上说法不一，
甚至互相抵牾，因而需要对其进行仔细辨
证，以便去伪存真。在这方面，作者下了极
大的工夫，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范仲淹曾就读于应天书院，后应晏殊
的邀请，又在应天书院掌教两年。明朝官
员郑三俊出任归德知府时（商丘在五代即
为归德军节度使驻地），出于对范仲淹的敬
仰，便建了一所范文正公讲院。由于范仲
淹声名显赫，为世人所敬，于是从明末清初
的著名文人侯方域开始便将应天书院与范
文正公讲院混为一谈，认为北宋的应天书
院就是范文正公讲院。作者经过精心考
证，指出这是完全错误的。此外，《宋史·范
仲淹传》、王应麟《赤诚书堂记》以及明清的
几种地方志，包括《范文正公集》等书，都说
范仲淹“依戚同文学”，直至20世纪80年代
出版的书籍还持此说，更是大谬不然。作
者精心考证后指出：戚同文是五代人，出生
于 904年，家境贫寒，天性至孝。他是杨悫
的学生，因为品德优良，又聪颖异常，杨悫
便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他。后晋末年，社会
动乱不堪，杨悫住在将军赵直家，病重不
起，便将后事托付给戚同文。戚同文即为

杨悫三代人送终。也许是被戚同文的忠义
所感动，将军赵直对戚同文厚加礼遇，为他
修建房舍，方便他招徒讲学，致使“请益之
人不远千里而至”，培养出了很多优秀人
才。其中有 50人中进士，十余人入台阁。
戚同文去世后，其子戚维、戚纶和他的孙子
戚舜宾继续开馆授徒讲学。宋真宗时，本
邑富人曹诚出资在戚同文的旧居建了学舍
150间，汇聚了 1500卷书，并延请名师，继
续招徒讲学，且盛况空前。真宗大中祥符
二年（1009年），知府上奏朝廷，真宗赐名为

“应天书院”，并下令请戚同文的孙子戚舜
宾主持书院，曹诚为助教。据《宋史·戚同
文传》记载，戚同文卒年73岁，按此推算，戚
同文去世当在赵匡胤开宝年间。而据欧阳
修《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
铭》，范仲淹于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
入应天书院，此时距戚同文去世已三十多
年。怎么可能“依戚同文学”？这样的辨析
考证，令人信服。

又如戚同文的卒地问题，《宋史·戚同
文传》和《戚纶传》都说是长子戚维把戚同
文接到自己随州任上时而卒。但作者从
《戚纶传》中戚纶中进士的时间到做太和县
令的时间上推算，又发现戚同文的卒年与
宋史记载的73岁合不上。作者随即进行考
证，王禹偁与戚纶是同年进士，又是好友，
他在《小畜集·送戚维序》中说：戚维自入仕
以来，一直宦途偃蹇，长期滞于下僚。今年
秋，国家因为四川的一些县令长期空缺，于
是下令命戚维前往遂宁任职。接令后，戚
维左右为难，去遂宁任职，即无法奉父母。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还是决定赴任，但心
中又放不下父母。大概是到任安顿好后即
如《宋史·戚同文传》所讲“迎同文就养”。遂
宁，即遂州。《宋史》本传说戚同文卒于随州，
当为“遂州”之误。这样细致地分析推理，其
结论应该是可信的。

三是内容丰富。应天书院虽只存在了
二十多年，但它在当时影响巨大，办学成就
显著，培养了众多的优秀人才，成为方圆千
里的名校，以至成为宋代四大书院之一。
厘清书院的发展历史，纠正一些以讹传讹
的错误，固然重要，但真实地展现当时书院

的教学与管理，特别是厘清当时书院的人
才培养情况及其历史贡献，为今天办学提
供某些借鉴，应该说更为重要。作者因而
把主要精力都放在这两个方面，从而使本
书不仅弥补了应天书院无志的缺憾，更使
本书具有了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于前者，作者从大量零星的史料研
究中发现，书院从授徒理念到授徒内容、从
传授知识到以德育人、从生员管理到体制
创建，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授徒管理体
系。具体说来就是：在办学理念上坚持有
教无类，无论贫贱富贵，均可入学就读。在
教学内容上以经学为主，兼授诗歌与辞
赋。教学制度比较完备，院主、助教、书院
提举、掌教、管记等行政管理人员各司其
职。讲书负责授课，有时也请当地政府官
员中学问丰赡、经艺深厚的人来书院授课，
讲学自由开放。教学方式也十分灵活，教
师讲授与学员自修相结合，注重因材施教，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所长及爱好，自主选择
主学方向。管理上以德为重，将学生的行
为品德操守纳入考核制度，其中孝悌忠信
是每个学员必须做到的。书院定期举行授
学之礼与祭典之礼，以培养学生尊师重道
的品德。

关于后者，作者专门辟有职官志、人物
志、应天著述志等。职官志是对应天书院
期间、府学期间担任应天知府及提举书院
的官员的生平进行叙录，个别在应天书院
升为南京国子监学时有影响的著名官员也
予以稽考。人物志则分为先师考、名师考、
戚同文名弟子考、书院英才考等四个部
分。正史有传的即依传展开，正史无传的
即从相关史料中细绎而成，这部分当然是
作者用力最多的，也是很有学术价值的。
由此不仅可以知道哪些人才与应天书院有
关，也可了解应天书院在人才培养上所作
出的巨大贡献。应天著作志主要是对北宋
应天府一地的文人著述进行稽考著录，这
些人或学成于应天书院，或受应天书院的
影响，意在彰显应天书院的学术贡献。应
天书院大事纪年则采用纲目的形式，通过
可信的史料，对自真宗赐名应天书院至升
为南京国子监学的几十年里的一些重大事
件进行细致梳理与考证，其引证资料之丰
富、辨析之深刻、叙说之清晰、评说之公允，
令人叹其用力之勤、知识之博、识见之精，
因而也极具学术价值。

从散落在各种书籍中钩稽有关资料并
加以精心考证写就《北宋应天书院志》，无异
于从残砖断瓦和碎木片椽中筑成华丽大厦，
其中的艰辛，非常人所能想象。此时的作者
已退休多年，自不必为稻粱去谋，完全是基
于学者的使命责任来完成这一艰巨而又很
有意义的学术研究，其学术精神令人起敬。

一个学者的使命担当
——读王树林《北宋应天书院志》

□刘周堂

滔滔黄河水，
茫茫大中原。
大美中华文明史，
悠悠五千年。
优良家风传后世，
勤谨耕读建家园。
和平存心善为本，
敬老孝亲大于天。
如今赶上（了）新时代，
咱们个个要争先。
为中华复兴作贡献，
优良家风世代传。

滔滔黄河水，

茫茫大中原。
大美中华文明史，
悠悠五千年。
优良家风传后世，
不可恃强欺良善。
一姓知亲亲情暖，.
百姓皆亲天地宽。
踔厉奋发新时代，
咱们个个要争先。
为中华复兴作贡献，
优良家风世代传。
为中华复兴作贡献，
优良家风世代传！
世世代代传！

优良家风世代传（歌词）

□吕纪元

桃月和莺月都生在春天。
桃月长到十一岁，大眼睛、大脑门，稀稀疏疏的黄头

发，像个营养不良的大头娃娃，却装了满肚子的书。
莺月不读书，她会绣花，会做针线活，会做饭，扎着

绣花小围裙，啰啰啰……端着缺了一角的烂盆喂猪。
乌溜溜的头发挽了斜斜莲蓬髻，俨然一副当家小娘子
的模样。

桃月偷偷扯着莺月的衣襟，拉到老杏树后，悄悄问：
“莺月姐姐，你想不想去读书？”

莺月掸一掸袖子上的饭粒子，低眉顺眼说：“咋不想
呢？可奶奶不让，说女孩子家家的，即使读出来了，也是
好了别人家……桃月，你给大伯母再说一说，央她去求一
求奶奶吧。”

“莺月，莺月 ......”
奶奶从篱笆院里扭着小脚唤着莺月走出来。莺月口

里应着走开了。
桃树上堆着累累簇簇的红蕾。桃月抬头吹一口气，

想把花蕾吹开。
桃花开时，村南头的牛娃哥哥娶媳妇。
刚下过小雨的湿漉漉的地上，捆着大红花的礼盒摆

了一溜。莺月穿一套红袄红裤，乌黑的发髻边别一头红
绒花，含着喜滋滋的娇羞，像个新娘子。她低低掩嘴儿笑
着，和几个女孩子臂弯里挎着红色小包袱，准备去接新娘
子。莺月发育得真好，十一岁个头就长起来了，在几个十
七八岁的大姑娘堆里一点也不显矮，脸蛋白生生的，虽然
搽了胭脂，也掩盖不了一缕稚气。

桃月挤在一群闹喳喳的小孩子中间，一点也不显
眼。小胸脯子像洗衣板一般平，若不是头上梳着一根老
鼠尾巴似的细辫子，哪有人把她当姑娘看。即使当姑娘
看，也是七八岁的小丫头。桃月的娘读过书，性子恬淡。
是那种扔进人堆里，又能一把拎出来的，幽淡、安静，带一
点小忧伤的书香气。桃月的娘喜欢素色，桃月的衣服都
是素净颜色，月白的棉布小袄、蓝布小棉裤。又瘦又小的
姑娘也很安静，像一株清新的植物，散发着淡淡的皂香。
桃月的娘喜欢用茉莉花的香胰子洗衣服。

奶奶很骄傲地站在人群前，摆一摆手，喊一声：“孙女
儿，过来。”

桃月和莺月都跑过去。奶奶抬手撩一下莺月齐齐的
刘海，眉眼里都是欢喜，叮嘱女孩：“领头的红包袱万万不
可交错了人。那家姑娘没有嫂子，只有个年轻的婶子，嘴
边有颗黑痣，记下了吗？”

莺月走在迎亲队伍的最前头。奶奶的目光一直落在
她身上。桃月有点小自卑，见奶奶惯常的冷漠，不由得
缩了缩小脖颈，一片叶子似的悄无声息落到人群后面
去了。

桃月没能去送亲。她把一副红纸黑字的喜联放进迎
亲莺月的小包袱里，喜联上清秀的小楷写着“花好月圆白
首偕老”的祝福。

小村古朴，民风淳厚。村里人都送给一对新人暖喜
喜的心意，桃月怎能例外。她小小年纪，心胸里却装满对
小村的爱，对村人的爱。

桃月与莺月
□朱盈旭

人生没有信仰
就像舟船没有航向
没有信仰的人生
总是在岁月的长河里
随波逐流
横冲直撞

人生缺失信仰
就像草木缺失阳光
缺失信仰的人生
总是在成长的道路上
停滞不前
陷入彷徨

人生动摇信仰
就像屋宇动摇栋梁
动摇信仰的人生
总是在风雨侵袭中
气节不保
形象塌方

人生抛弃信仰
就像夜空抛弃月亮
抛弃信仰的人生
总是在考验来临时
弃明投暗
跌进泥塘

人生与信仰
□韩玉玺 郝齐付

水墨丹霞 陈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