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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不少青年男女尊奉起了单身主义，是
“三一三不”人：一人住、一人食、一人游；不恋、不
婚、不育。

这些人似乎不是从来都不涉爱情、从来都对
爱情说不的，而是被情所伤后，穿起了冷冰冰、带
铁刺的盔甲，拒爱情于百里之外。

“谁能给我一丝爱、一点暖，谁人忧我粥可
温、衣可寒？”所有传播媒介都大大地写着“爱”
字，呼唤着爱，且都声嘶力竭、呼天抢地呼求，但
似乎谁都没有得到过真爱，人人都被情所伤。

爱情是人生最美好的感情，但是很复杂，是
双向的。两个人都要投入感情，互动互疼互爱，
要在意和满足对方的喜好和诉求，暖身又暖心，
让两人都能有被爱了、收获了的感觉，否则就容
易不平衡，生嫌隙，爱情小舟难以行稳致远。

你抱怨无人给你一丝爱和暖，无人关心你粥
可温衣可寒，那你这样关心他了吗？你把他当成
此生不二、永不离弃的宝贝疙瘩，忧其安，恐其
病，怕其凉，畏其热，疼其饥，伤其累，苦其难，尽
心竭力疼爱、照护他了吗？

爱情的等式是真心换真心。没有付人以真
爱，莫怨他人不爱你。

我认识一对男女，认为他们是天下最深爱的
佳偶。

他俩在一次培训班上邂逅，灵魂天目即刻认
出了对方，她认定他是自己今生要找的真命天
子，他笃信她就是自己心底一直渴慕的尊贵公
主。两人皆发誓，非她不娶，非他不嫁，要用最真
切的心，用一生所有才智和气力疼爱彼此，享受
最美好的爱情。

每次发工资，她都先给他买他爱吃的、想要
的东西。一次去旅游，他不小心一条腿跌进湖水
里。大冷天，他还在感冒，受了寒咋得了……她
赶忙扯下自己的围巾，狠劲擦吸他绒裤上的水，
又挽起他的裤子，给他揉搓冰凉的腿。一直揉了
20多分钟，她的手酸困得难以伸展，但仍然咬牙
坚持。他的腿泛红发热了，她又脱下自己的背心

裹于其上。半船人都以感动的目光看着她做这
一切，撑船大哥还不由得对他说：“你的爱人可
真心疼你啊！”

他也不惧放弃自己的前程来陪伴她。他和
她考研，他上岸了，等候通知的她却因各种原因
没能考上。祸不单行，她的工作又遭解聘。她
瞬间崩溃，时而狂躁大作，时而抑郁不语，不吃
不眠。“我俩定要生死一道，迎战这场突然袭来
的凶险风暴！”他不顾父母断绝亲子关系的威
胁，毅然决然放弃了到外地读研，而是守在她身
边照顾她。他认真研读躁狂症改善调理办法，
买来抱枕让她摔，助她发泄胸中不满、压抑和愤
懑的负面情绪；陪她慢跑，分散注意力，感受运
动快乐；夜间带她上到本市最高的小山上看点点
灯火中的一城静谧；给她按摩耳后的安眠穴，让

她安睡；像小孩子过家家，比赛谁多吃了和快吃
了几口饭，谁胜了享受香吻奖励。

3个多月后，那个柔爱深情的她又回归了。
再考研，两人双双入名校。前一两年，她在南方
领导一个项目，不是她带儿子“打飞的”跨越
1400公里看望他，就是他带着女儿坐高铁来回
近 20个小时去见她。二人爱得如胶似漆，每次
分别总是百里相送，泪眼婆娑。

“哪里有贫穷，哪里就有爱情！”世界最伟
大作家之一的马尔克斯在他的巨著《百年孤
独》中这样断言。爱情，的确是越纯粹就越美
好、越享受，物质金钱有时甚或是爱情稀释的
危害物。我们不应该带着金钱物质的计算器
来度量和取舍爱情。选择一个真正爱自己的
人，而不是看重身外之物，才是最正确、最保
险的抉择。

再摘掉有色眼镜，摒弃违逆心态，环顾一
下四周的男生女生，你会觉得你很好，他也不
坏，你和他是可以牵手相伴的。

“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如果好好经
营爱情，爱的风景线定会美不胜收，大慰身心
情怀。

追 爱 的 语 丝
□张引红

碧波微澜映翠屏，端午佳节情何深。
风清月朗醉游子，思绪缠绵入夜阴。
龙舟竞渡争芳草，笑看游鱼戏水心。
香草蒹葭共清凉，共谱端午欢歌音。

端 午 佳 节
□佘晨波

我们也曾年轻
盼着儿童节的礼物
树枝遮掩着阳光
却挡不住成长
成为矿工的我们
筑起了矿山的脊梁
日夜打磨的双手
早已长出厚厚的老茧
还有煤层一样的褶皱
刻录在乌黑的脸庞

我们也曾年轻
唱着稚嫩的歌谣
山川阻拦着歌声朗朗
却挡不住希望
成为矿工的我们
深入在第一线的煤巷
汗滴浸泡的额头
在轰隆隆的工作面愈发锃亮
矿灯忽闪着跃动的音符
点亮矿工们的诗和远方

如今的我们
看上去有些沧桑
岁月磨砺出珍珠
时光学会了鉴赏
我们也曾年轻
我们仍旧童心未泯
我们经得起考验
我们时刻奔赴战场
这是矿工们的宣言
更是年轻的新时尚
（单位：孙家岔龙华矿业有限公司）

我 们 也 曾 年 轻
□张宗勇

当我走在熟悉的街头，
回忆如潮水涌上心头。
那些消逝的时光，
如同破碎的镜子，
反射出斑驳的光影。

当我抬头仰望天空，
星星闪烁，仿佛在诉说着秘密。
我试图解读那遥远的光芒，
却发现自己的渺小，
在宇宙的浩瀚中显得如此微不足道。

当我闭上眼睛，
心灵深处的声音开始回响。
是我内心的呼唤，
是我对未知的渴望，
是我对生命的敬畏。

当我面对镜子，
看着那个熟悉的陌生人。
我试图寻找自己的轮廓，
却发现自己的形象，
在时间的流逝中变得模糊不清。

当我写下这首诗，
试图将内心的情感表达出来。
我发现语言的局限，
无法完全描绘出我内心的世界，
只能留下一些碎片，供人猜测和想象。

（单位：陕煤运销榆中销售公司）

当 我
□李睿思

异乡谋生，始终与故乡有着割舍不断的感
情。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相熟而亲切的对话，
故乡融入灵魂深处，抓一把故乡的黄土，就能
感到血液中脉搏跳动的旋律。

谁都不可能逃离故土。作家，更是如此。
朋友说我是从黄土地里一路打拼出来的作

家，笔下“土”的文字却很少。的确是这样，对
故乡蕴藏的感情太深厚浓烈，反而无从着笔，
曾几次动笔，又几次撂下。生养我们的那片黄
土地渗透了无数前辈的汗水，哪是我能用简短
文字表达清楚的？

小时候总想逃离这片黄土地，它贫瘠得让
人感到禁锢。人们渴望走出去，走得远些、再
远些，到更远的地方，看更多的风景，过上同城
里人一样的生活。

经过多少次拼搏、挣扎，终于远走高飞，离
开滋养生命的这片黄土地。到过军营、下过煤
矿、去过大城市，看过很多风景，写了不少外面
世界的文章，唯独没有故乡那片黄土地。在外

人眼里，故乡似乎已经淡出了我的视野。
恰恰相反，走得越远，思乡之情越迫切。

故乡的那方水土给予了我生命，让我获得了
思考问题的灵感，在外求生经历过无尽的羁
绊。在一年一年变老的岁月里，思念故乡的
心情更为迫切。思念故乡的千年老柏树，天
空飘过的云彩，乡间小路上生长的一草一木、
一花一树，尤其是那些小名狗娃、猫娃、黑子
一起长大的玩伴，质朴、勤劳的长辈，绿茵茵
的庄稼地，寂静夜晚月光下的满天星辰，寒冬
腊月漫天飞舞的黄土，夕阳西下时飘散的袅袅
炊烟……

每次回到故乡，小时候经历过的一切就似
开闸之水涌上心头，勾起无限回忆。当初为何
要拼命逃离故乡？受不了父辈那整日干不完
的农活，过着缺吃少穿的苦日子。离家多少年
后再回到故乡，感觉脚下这块黄土地是如此亲
切、踏实，仿佛自己才是这片黄土地的主人，应
该用一生来坚守。

黄土地无私养育着它的子子孙孙，一生不
离不弃地在黄土地上辛勤耕耘，人们把种子撒
在地上，除草、施肥、杀虫、收割，把生命交给
了土地。一年 365 天在黄土地上刨食，造就
了他们极强的生命力和敢于同命运抗争的能
力，我对其充满敬畏，他们才是这片黄土地的
忠实守护者，让我获得无尽的能量。

人各有志，怎样活都是活着。农民辛苦
一辈子围绕土地活着，与那些功成名就的人们
的耀眼生活并无区别。他们与命运抗争的勇
气无人比拟，我很难用恰当词句描述农民的辛
勤，不愿用华丽词汇去粉饰他们在黄土地上的
辛苦，只是期待社会能尊重和关爱农民，给予
他们应有的尊严。

曾经在所谓的“精英”面前，我也因为是农
民出身而自卑过，时常也为有这样的行为感
到羞愧。试想，没有庞大的农民阶层，哪有时
代的盛世安稳。他们头顶烈日，在黄土地上挥
洒汗水，用毕生精力充实着人们的饭碗。他们

没有索取，只有奉献，无怨无悔地说：“老天爷
就让咱和土地打交道，不种地干什么？即使粮
食再不值钱，你还得种地，不种地吃什么？”他
们用朴素的语言和行动肩负着国家使命，用一
生去守护自己要守护的这片黄土地。

人类社会劳动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
贵贱之说，种地也是一种职业，农民不需要
任何人同情。他们勤劳智慧，朴实奉献，用
汗水创造财富，他们日出而作，晚上睡得安
稳，活得自在，他们特有的幸福就是勤劳。
提耧下种子是希望，收获果实是生活保障，丰
收是价值体现。

年幼时想千方百计逃离这里，如今为自
己是黄土地的儿子感到骄傲。每次踩到这片
土地就不愿离去，徘徊在那熟悉的乡间小路
上，与每一位下地干活的乡党打招呼，竟是如
此自然与温暖。暮色将晚，夕阳晕染下的村庄
氤氲缭绕，一切将烙印在游子的心中。

（单位：《陕西煤炭》杂志社）

家 乡 的 那 片 黄 土 地
□王成祥

下班后开车一
路向东，只为捕捉
夏日暖风吹来成熟
麦子的气息。时值
芒种节气，心心念
念的麦田大多已经
收割，只留下参差
不齐的麦茬静静守
候着土地，以示曾
经的蓬勃。在快要
放弃的时候，终于
看到一片晚熟的麦
田，心中窃喜，总算
不枉此行。

远处不时传来
布谷鸟婉转悠扬的
鸣叫，回荡在静谧
的田野间。而这欢
快的叫声对于我来
说，再熟悉不过。

小时候除了寒
暑假外，还有一个假期——忙假。虽
然小孩不一定能帮家里干什么活，但
老师要回家收麦子，因此就多了一个
假期。小时候不像现在有收割机，可
以直接打出麦粒。那时候麦子大多要
靠人力收割，我还依稀记得每到收麦
的季节，村里就特别忙碌。微辣的阳
光、成熟的麦香、劳作的汗水，构成了
我童年整个初夏的记忆。

小时候总感觉父母无所不能，一
眼看不到头的麦田对他们来说根本不
在话下，家里的庄稼也总要比别人收
割得早一些。烈日下，他们一人一把
镰刀，并肩作战，只听到簌簌的割麦
声，一簇簇麦子在镰刀下屈服，被割
断、撂倒，紧接着打结、捆绑，一顿操
作行云流水。不多时，一捆捆麦子就
像整齐排列的士兵，等待接受检阅。
麦子割完了，就要在事先碾好的场
（为打麦、晒麦，提前平整碾压出一块
空地）里打麦，这道工序需要多人协作
才能完成。每到这时候，整条街巷的
人都会来帮忙，有人负责送麦子到机
器里，有人负责接麦粒，有人负责把秸
秆挑开搭成麦垛，因为怕危险一般不
让小孩靠近。这时候我们会穿梭在忙
碌的人群中，干一些力所能及比如撑
袋子、扫落到远处的麦子的活儿，即使
这样也会忙得不亦乐乎。一台打麦机
在村里轮流工作，打麦往往不分昼夜，
场里也接上了电灯，机器声、嘈杂声、
嬉笑打闹声，格外热闹非凡。

麦子打好了就要开始晾晒，这时候
场就发挥了作用。晴好天气里，把麦
粒铺撒开来，每隔一两个小时翻搅一
次。儿时的我最喜欢做翻搅麦子的
差事，用木耙将小麦划出多条平行
线，接着又从另外一个方向垂直划
开。不穿鞋翻搅小麦时可以清晰地
感知大地的温度，那种接近滚烫却还
能承受的热度既暖又痒，从指尖直达
心窝。

五月的天气，雷阵雨说来就来。
只听一声惊雷，豆大的雨滴倏然落
下，农人快速将麦粒装袋或者堆起，
用塑料纸遮盖。此番操作不需要指
挥，自然分工，迅速完成，真可谓虎口
夺食。农忙时节，为了节省时间，饭
都是送到地里吃，那时候的小孩几乎
都参与到送饭的差事中。本来可以在
家吃饱了再去送饭，却偏偏要和大人
抢着在地里吃，似乎那样才更有味道，
就连送到地里的水都特别香甜。现在
回想起来，忙碌之中却也是乐趣无穷。

等到麦子晒干，留够一家人一年
的口粮，其余的在价钱好的时候卖掉，
才算是真正的收成。而新麦磨成面粉
做的面条、蒸的馍馍也特别好吃，那种
淀粉咀嚼后在唇齿间的回甘带给人极
大的满足感。那一刻才真正体会到粒
粒皆辛苦。

不知何时收割机早已代替人工，
再加上如今经济作物增多，种小麦的
人越来越少，曾几何时收麦已经成为
一种回忆。

站在麦田边，搓一把麦穗，吹去麦
壳，咀嚼麦粒，似乎一切都还在昨天。

（单位：澄合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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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下五千年苍茫的历史烟云中，中国帝王
史的绝代女帝武则天（624年—705年）、武周开国
君主（690年 10月 16日—705年 2月 23日在位），
开创了一个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的时
代。她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智慧和气魄，强
势提升巡察覆盖面和威慑力，构建了古代巡察监
督新格局，留下了不可磨灭、不可替代的印记。

一、重中央、轻地方，“头重脚轻”的唐代监
察。唐代建立了以“一台三院”为核心的监察制
度，御史台为全国最高监察机构，专司巡视监察
之职，下设“台院”“殿院”“察院”三院。其中“台
院”主掌纠弹中央百官；“殿院”主掌殿廷仪卫、京
城纠察等事；“察院”主掌巡按州县、纠视刑狱等
事，监察地方官吏及尚书六部。其上至御史台，
下至“台院”“殿院”“察院”都负有纠弹、监察“京
官”的职责，十分重视对中央官员，也就是“京官”
的监察。但对地方州郡长官的监察，主要依靠皇
帝不定期派遣中央官员以黜陟使、采访使、巡按
使、按察使等临时性的官职前往各地巡察，以此
来监察地方官员。如贞观八年（634年），太宗派
遣李靖等 13人为“黜陟使”，前往各地巡察；贞观
十八年（644年），李世民派遣谏议大夫褚遂良等
23人为“黜陟使”出巡各地。一旦皇帝不派遣京
官巡察全国，那各地的地方州郡长官就会陷入无
人可监督的状态。

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由于巡察
地方官员的官职多以临时性指派为主，且没有专
门监督他们的律法，因此在对这些外派的巡察官
员缺少有效监督的情况下，被派出巡察各地的

“京官”极易与被巡察地方官员狼狈为奸，进而会
严重削弱巡察监督的效应，甚至助长地方州郡长

官的腐败。地方吏治的腐败导致民间怨声载道，
进而出现反抗朝廷的起义。如何遏制这些问题
持续恶化，巩固千秋万代的基业，无可辩驳地摆
在继任者面前。

二、建机构、强职能，“传承创新”的巡察新
局。弘道元年（683年），唐高宗李治逝世，唐中宗
李显即位，武则天临朝称制。684年 2月，孱弱的
李显刚登基 50 余天就被废为庐陵王。《资治通
鉴·卷第二百三·唐纪十九》中记载：二月，戊午，
太后集百官于乾元殿，裴炎与中书侍郎刘祎之、
羽林将军程务挺、张虔勖勒兵入宫，宣太后令，废
中宗为庐陵王，扶下殿。中宗曰：“我何罪？”太后
曰：“汝欲以天下与韦玄贞，何得无罪！”乃幽于别
所。从此，武则天走向了治国理政的前台，“政事
决于太后”。

684年，武则天将御史台更名为“肃政台”，分
设左右肃政台，其中左肃政台“知百司，监军旅”，
掌纠察中央百官和军旅；右肃政台“察州县、省风
俗”，掌纠察京畿地区和地方各州县官员。此后，
为了继续加强对于地方州县的监察，武则天又赋
予左肃政台“察州县”的权力。

与此同时，为了让中央朝廷能够持续监察地
方，武则天还下诏：“寻命左台兼察州县。两台岁
再发使八人，春曰风俗，秋曰廉察，以四十八条察
州县”，左右肃政台的监察御史、侍御史们需一年
二次，即春夏季各一次，定期前往全国各地进行
巡察。其中春季曰“风俗”，秋季曰“廉察”，在巡
察的过程中御史们可根据武则天所定下的《风俗
廉察四十八条》对地方官吏进行纠弹。御史们在
完成对各地州县官员的巡察回京后，需将在巡察
过程中所纠察出的情况汇报给武则天，然后武则

天就会根据他们汇报的情况进行“赏其当赏，罚
所当罚”，若是廉洁奉公者，则加以重用，若是贪
赃枉法者，则严惩不贷。

三、设铜匦、察民情，“直插底层”的震慑效
应。信任不能代替监督，为预防前往各地巡察
的御史们与地方官吏相互勾结，从而狼狈为
奸，让武则天不能真正了解到各地吏治的真实
情况，她首创设置了用于接受各方意见文书的

“铜匦”，并派遣专人“知匦使”负责整理呈送武
则天。

《资治通鉴·唐纪十九》：垂拱二年……三
月，戊申，太后命铸铜为匦，置之朝堂，以受天下
表疏铭。其东曰“延恩”，献赋颂、求仕进者投之；
南曰：“招谏”，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
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灾变及军机
秘计者投之。命正谏、补阙、拾遗一人掌之，先责
识官，乃听投表疏。全国各地臣民所投递到铜匦
中的文书，在每日凌晨都会由“匦使院”官员将其
取出交由知匦使负责处理。之后知匦使就会将
所取出的文书分门别类，登记投递者的保人、姓
名、住址，然后再派人前往询问投递者。若投递
者保证此事千真万确，则会让其在十日内不得
离开京师，随时准备被武则天“召问”。由此，在

“直插基层”常态化巡察的同时，武则天面向最
广泛的民众直接获得“第一信号”“第一手资
料”，达成“周知人间事”之目的，从而强化了对
地方官员监督的无缝衔接，让监督利剑高悬、巡
察监督常在。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所说
的“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
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这样吏治清明，天下
英才尽归其用的壮举。（单位：乾陵管理处工会）

武则天“立威”巡察破解基层监督难
□董昌辉

每当关中地区麦浪滚滚金色如潮时，每当
看到农民兄弟厉兵秣马迎接夏忙时，我这个在
泥地里“滚”大的农村娃，不由得感触深深，思绪
飘飘。

关中是出了名的小麦种植地。这里的小麦
种植过程，尤其是小麦收割那一段特殊时刻，不
知凝聚了多少代农民的心血和汗水。

记得白居易有一首诗《观刈麦》至今印象深
刻。它让我穿越时空，回到遥远的年代。

诗中写道：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
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
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
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
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那个时候，农人的状况大概可用三个字来概

括，第一个是“忙”。此刻，无论男女老少，全家一
起上，就连一般不出门的姑娘也要参与，所谓“夏
忙夏忙，绣女下床”就是这个意思。第二个是

“喜”。辛苦了大半年，大伙儿就盼着这一天了，终
于可以结束“青黄不接”的困顿局面，能不高兴
吗？第三个是“苦”。白居易诗中描述“足蒸暑土
气，背灼炎天光”就可以佐证。尽管如此，他们不
知疲倦，不觉劳累，抢收抢种，防止因为天气多变
而影响收成，所谓“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农耕社会占据了我国历史的大半部分。几千
年来，农民们在夏忙中，总是重复着这样的规律。

1949年后，由于施行了品种优良化，水利设施
普及化，农业技术推广普遍化等措施，农业生产形
势出现可喜局面。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关中地区
的麦收技术始终滞后，很长一段时间，农民们仍用
原始的工具——镰刀收割麦子。那时即使用“跑
镰”的方法，一天下来最快也只能收一两亩麦子。
如果没有在现场亲自体验，那个辛苦是无法想象
的。那时人们要在一周到十天的时间内，完成收
割、捆绑、运送、垛麦、碾场、扬场、晾晒、入仓等多种
程序，付出艰辛的努力，才能完成夏收任务。

重要的是要“抢”时间，防止意外事件。如果
天公不作美，遇上强对流天气，贻误了时间，就

会酿成悲剧。据老人说，大概在二十世纪五六
十年代，由于麦收期间阴雨连绵多半个月，麦子
垛在场上都发了芽，不得已大家只能去吃“芽芽
麦”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有了长足发展，关中
地区麦收状况也有了巨大变化。现在，如果有机
会深入麦收现场就会发现，那真是“多快好省”。
人们普遍用的是联合收割机，从开始收割到麦子
颗粒入户，已经形成了“一条龙”的作业程序。每
户收割大概也只用半天到一天的时间。这样不但
减少劳动时间，还极大降低了劳动强度。村里的
老人们说，夏收太“轻松”了，农民再也不用像过去
那样要下“牛马”般的苦咧！

喜庆丰收，颗粒归仓，夏季麦收作为一项重要
的农事活动，不仅是所有农民兄弟之希望所在，也
是全国人民之希望所在。从木石农具、青铜农具
到铁制农具，再到现在的联合收割机，开镰、碾场、
扬场已成为历史，农民兄弟们享受着现代文明带
来的便利、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麦收也成为中国
社会变迁、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好见证。

关 中 的 麦 子 黄 了
□韩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