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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暑得句
蒙建华

玉燕声方断，金蝉噪不休。
风吹炎火炽，日射碧光流。
莫叹红将敛，须欢绿尚稠。
青山裁作扇，彩墨画成秋。

八一建军节
张成吉

威风烈气凛寒霜，铁骨铮刀斩敌疆。
抗日烽烟铭壮志，拯民勇士励雄强。
铸魂麟阁千秋念，饮马冰河百战昂。
血染征袍红色泪，试看今日赤旗扬。

纪念八一建军节
李 伟

倚天宝剑铸昆仑，铁血春秋信史存。
风卷旌旗旋弱水，阵排道义守军魂。
初心显化英雄气，赤胆都为诸夏尊。
秦岭逶迤藏法宝，军民合一更无论。

夏雨过后
黄希庆

云开风定尘埃绝，鸟语花香气象雄。
旖旎江山尤透澈，婆娑岸柳愈葱茏。
千层霁色连银汉，七彩霞光映碧空。

旷野深青生嫩绿，游园姹紫斗嫣红。

缅怀路遥（通韵）
姬广良

陕北民风动野村，劲歌高亢卷红尘。
贫瘠铸就攀山志，清苦滋生渡海魂。
竭虑殚精观世界，韬光养晦隐冰心。
文星殒落同悲泪，天下谁人不识君。

访天姥山
梁 静

李谢神游天姥高，我来未陟气先豪。
登临直取云为径，日月同倾雨作醪。
扪石寻常生地籁，听松十万起风涛。
一时恍欲扶摇去，惟恨形拘心暂逃。

圣地歌（通韵）
孟宪方

晨钟暮鼓传天籁，玉振金声集大成。
礼乐千年擎鲁韵，宫墙万仞护儒风。
常怀机杼凫村志，不忘箪瓢陋巷情。
薪火传承多幸事，尼山对话又深耕。

观河吟咏
齐胜勤

曲河环邑水长流，两岸丛花林树优。
云影飘浮遮坝角，烟光浩渺掩桥头。

近观涛浪击飞鹤，远看风波摇渡舟。
身处瑶池闲境界，无须借酒解闲愁。

水上人家
聂尚奎

水上烟波铺彩霞，琼楼隐约到仙家。
飞翔白鹭门前过，浮动鸬鹚浪里划。
更有迎风摇棹曲，依然撒网走天涯。
孤帆渺影云霓共，最是迷人映日斜。

吟济宁古景（新韵）
姚念龙

城浮秀水水浮城，声远钟鸣鸣远声。
麟渡秋帆渔火醉，梵萦铁塔墨华清。
南池荷净拱王母，西苇歌悠唱晚晴。
李杜凤台重把酒，新词古韵咏昌宁。

端信书屋（新韵）
穆炳森

兖州城古史尊儒，端信崇文有阅庐。
柜架层多排典卷，室堂明畅易研读。
书能治昧胸宽亮，学可增知陋隘除。
喧闹之中存静地，置身翰海也心舒。

小院丝瓜
吉孟涛

郁郁葱葱顺架爬，缠缠绕绕醉丹霞。

抹芽去蔓心何忍，还有鹅黄艳若花。

春访云山桃源
王 义

岭上人家生雨烟，白云深处碧桃悬。
落花惊鸟绕幽谷，拨动飞流万古弦。

夕阳红
曹金华

桃花盛艳浸幽香，掌故词兴入韵行。
夕照诗心犹未晚，彩霞披就大红妆。

闻汛有感
杨 剑

汛日来时疾复狂，凶潮肆虐没骄杨。
登山东顾宣精卫，衔石护堤归故乡。

雨后初晴
赵宪明

田禾雨后绿如油，水涨堤沉一望收。
蛙鼓荷塘蝉唱柳，半轮新月挂枝头。

汉宫春·八一感怀
张 林

二七洪州，想城头挥日，剑结寒霜。此端星
火，漫燃四海三江。金沙大渡，料云崖、渐感温

阳。从此去、雄师追寇，霸王沽誉谁将。 阵
阵腥膻犹荡，惜笙歌遍地，安虑新殃。龙城洗兵
梦在，可射天狼？辕门细柳，欲听闻、壮士声
昂。遥望处、红墙赤帜，紫薇百载芬芳。

鹧鸪天·雨后太白湖
李传生

雨后风清艳丽天，荷花碧叶翠蒲莲。蒹葭
远眺频来问，菡萏清歌自得欢。 云有意，露
无言。有桥七十二龙贤。白衣廉孝垂今古，赢
取声名千百年。

一丛花·惜度暮春
齐先胜

风云空度伴烟霞，玉树满琼花。曲河浅水
长流去，浪涛滚、叠影交加。杨棉柳絮、犹如霜
雪，飘落绿山崖。 四时物换逝年华，衰老叹
白发。城楼险处闻天籁，饮浓酒，还品清茶。朝
看日升，暮观日降，坐对绮窗纱。

因《铁道游击队》而闻名遐迩的微山县，是片
红色的热土，曾上演过无数英雄的传奇。在微山
县城建局朴素的福利楼房里，住着一位93岁高
龄，却依然精神矍铄的老人——李乐乡。这位曾
打过鬼子，参加过淮海、渡江战役和抗美援朝的老
兵，传奇的过往感动过无数的人。

1931年，李乐乡出生在微山岛镇李庄一个四
合院。这里曾住过游击队的领导，也是游击队员
们聚会和商量抗日大事的地方，还是游击队伤员
们养伤的“医院”。

在这院子里长大的李乐乡，从小就知道了共
产党领导的抗日爱国的八路军、游击队。他曾目
睹了2000多名日伪军血洗微山岛的惨烈，那些强
盗进了李庄后，不分青红皂白，见人就刺，李庄的
百姓成了活靶子。祖父也挨了日本鬼子两刀，倒
在血泊之中，差一点丧命。鬼子们杀红了眼，连妇
女、儿童也不放过，伯母和她年幼的女儿，也惨死
在机枪扫射之下。李乐乡和侥幸活下来的家人，
被迫逃到了郗山亲戚家。

12岁的李乐乡对鬼子汉奸恨得咬牙切齿，少
年的他与乡亲们一起参加了游击队的打洋行、扒
铁路、夺火车、炸桥梁，这些战斗令鬼子魂飞胆丧，
他也亲眼见过游击队员们多次的湖上秘密行动。

在微山湖边抗日烽火中历练的李乐乡，17岁

就与哥哥李近仁一起，由爷爷李肇锦划船送去参
军，随后参加了淮海战役。兄弟俩经历淮海、上海
战役后，从苏州返回南京，同在华东三野测绘大队
学习。

1950年10月，李乐乡担任24军作战科测绘
员。1952年9月，他随24军奔赴朝鲜战场，参加
了金城反击战。作为一名测绘员，李乐乡需要时
刻查看地图，还要实地勘察，为作战指挥员提供准
确的地形信息。

为了绘制精准的作战地图，他和战友们冒着
敌机轰炸的危险，扛着测绘仪器，在冰天雪地里艰
难地奔赴前线。有一次，李乐乡发了高烧，昏倒在
路上，身边的战友将他抬回来，救活了他的命。

李乐乡不忘战友深情，也不断见证着身边战
友的牺牲，他倍加珍惜分分秒秒，战前绘制的《敌
我态势图》《兵力部署图》《工事构筑图》等作战地
图，都确保了志愿军战事打击的准确性。

李乐乡作为测绘参谋、二等功臣回国几年后，
在1962年上山下乡的新形势下，申请“志愿退职
还乡”，回到了韩庄公社大柳庄当了一名社员。他
把从部队带回的好稻种交给杨副社长试种，他帮
公社开展了5000亩稻改，帮村民策划修水渠，引
电厂废弃的热水自流灌溉，与大伙共同成就了畅
销省内外的“韩庄热水河大米”。

1964年春，李乐乡就被召回到微山县水建指
挥部，突击描绘全县约130幅1：1万透明底图，之
后又绘制了全县1：5万、1：10万、1：20万的透明
底图。这不仅便于水利建设使用，也为全县各行
各业的厂房厂址建设，提供了依据与参考。后来，
他又参与了微山县化肥厂、外贸草厂、箱板厂和许
多大小工程建设的测绘，以及地形图设计等测绘
工作。

1981年，李乐乡被正式调到新成立的微山县
城建局。从此，县城新修大街和新盖楼房、工厂、
医院、学校等等，都要按他设计的县城规划图定
位、放线与施工。在此期间，他被评为济宁市唯一
的“测绘工程师”。

1983年，他从城建局调到地名办，投入全国
首次地名普查。他和同事跑遍山川田野、河湖村
庄，用了5年的时间，在全市率先出版了《微山县
地名志》和地名图，建立了微山县地名档案，为全
市做出了示范。

被战火洗礼过的心灵，永远同人民的命运融
在一起。

1991年离休后的李乐乡，随即被返聘编写
《微山县城乡建设志》，并为党史、县志和部门志的
出版，编绘了大批量配图。在这同时，他查阅资
料，回忆梳理了微山湖区游击队与日寇、蒋顽进行
的31次战斗，并考证绘制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微山湖区战斗要图。他说：“图上的箭头，清晰标
识了我游击队以少胜多的许多著名战例，其目的
就是体现‘得民者昌，失民者亡’这条根本的历史
规律。”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时，李老将他
创作的文章和地图集，共同编著出版了《英雄湖
岛》一书，全面介绍了微山湖及微山县的形成及发
展，为后代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家乡旅游事业的
发展，提供了最好的参证和最直观的教材。

更让人感动的是，李老有个幸福和谐的大家
庭，儿子、儿媳、孙子及重孙四代同堂，至今都陪老
人住在简陋陈旧的楼房小院里。尽管儿女们的生
活不宽裕，但李老从2015年起，每年都向县慈善
总会捐款2万元，后来是3万元，用以资助生活贫
困的军烈属。老人家的义举，儿女们都举双手赞
成。

李老家中有许多保存完好的军功章、立功证
书、纪念章、老照片，以及他用过的测绘工具。老
人要求把这些都送到县军事博物馆，女儿都找人
拍照录像，并在家里给儿孙做好了影像留存。

红色基因代代传，老当益壮不一般。这个团
结友爱的市级“五好家庭”，也是军民鱼水情的一
个缩影，因为家是最小的国，国是最大的家。

图为李乐乡和他的军功章、测绘图等。
■李书廷 摄影

微山湖畔的测绘老兵
孔令娥

我家一直住在
城郊，40多年前，
嗜烟如命的爷爷买
不起烟叶，见我这
小孩没事干，就给
我一个“任务”，每
天中午去县影剧
院拾烟渣，第二天
晒干，爷爷用上小
学的哥哥写过作
业的本子，卷成个

“喇叭筒”过烟瘾。
看到爷爷吸

得有滋有味，我也
想吸几口尝尝，爷
爷总是瞪我一眼
说：“吸烟是一种
恶习，既伤身子又
毁钱，你身子弱，
千万不能吸，将来
长 大 了 也 不 要
吸。”爷爷越不让
我吸，我越有一种
神秘感。于是，在
一个晚上，避开家
人吸了一回，直呛
得我流了泪，满嘴
苦涩,一个劲地呛
咳才停下来。从此，我再没吸过烟。

后来，我读了高中，看到一本宣传
戒烟的小册子，才知道烟里含有烟碱和
尼古丁等有害物质，更坚定了不抽烟的
决心。高中毕业后，我考取了医学院，
发现做我们导师的许多专家、教授大都
不抽烟。医学生抽烟的人，也比其他学
科的大学生少得多。直到上了解剖课，
进医院实习，参加了肺癌、喉癌患者的
手术，我对烟的危害才真正从感性上升
到了理性。

毕业后，我被分到一所县级医院坐
门诊，接触的人多起来，每天都有患者
敬烟。而我发现，许多农村患者平时舍
不得抽好烟，来医院看病前专门买盒高
档烟，进了门诊，恭恭敬敬地先递给大
夫一支，这朴素的用意不言自明。

患者递上的烟，我都当即奉还，说
明自己不会抽烟。患者多的时候就不
行了，不管你抽不抽，都往你办公桌上
扔。尽管我特意在桌上放置了“谢绝让
烟”的警示牌，还向让烟者道谢和解释，
但仍不起作用。

最终，还是惹得患者不高兴。他们
似乎以为，大夫不抽我的烟，就与我不
近乎，就是看不起我，能用心为我看病
吗？有时甚至影响了医患关系。时间
一长，我也就适应了患者的心理，只管
抬头问诊，低头开方，患者一个劲地把
烟扔过来，也只好任他扔吧。

最令人难堪的，是平时遇上亲朋好
友老同学。我本身不抽烟，更不带烟，
他们让烟被拒时，少不了拿我戏谑，就
是你们大夫活得仔细、命值钱。甚至有
人给我下结论，在家准是个“妻管严”，
要不怎么到现在连烟也不敢抽。

说起“妻管严”，还真是不抽烟帮了
我的大忙。参加工作后，在朋友的大力
撮合下，我一连谈了几个女朋友，大都
因为不是她相不中我，就是我看不上她
而“拜拜”。后来，一位幼儿教师看上了
我。有一天我俩在月光下互诉心曲，当
我问她为什么看上我时，不想她脱口而
出：“你不抽烟，又会写文章，有一种作
家风度！”

不会抽烟竟成了她对我的第一好
感，实乃知我者也！接下来，我与这位

“孩子王”组成了幸福美满的家庭。转
眼间，我们的儿子已大学毕业，子承父
业，也成了一名医师。

近些年来，我发现公众场合抽烟的
人越来越少了，戒烟控烟已成为世界性
的大趋势。我有一种力量壮大的感觉，
不自觉中也开始了我的戒烟宣传。我
不仅向我的亲朋好友宣传戒烟，还向我
的患者宣传，也陆续写了一系列的戒烟
科普文章，发表在了《家庭保健报》《医
学科普》等报刊上。

作为一名临床医生，宣传戒烟是我
义不容辞的职责，为了提高全民族的健
康水平，戒烟宣传将伴我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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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嘉祥县曾庙前广场西侧的“一贯心传”石坊，
是明代万历七年（1579年）所立。

“一贯心传”是什么意思呢？按照宋代大儒朱
熹的说法，是指中国历史上伏羲、神农、黄帝、尧、
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曾子、颜
子、子思子、孟子一脉相承的“心传道统”。唐代韩
愈首倡儒家道统说，弘扬“仁义道德”。这个道统，
比较经典的表达就是《尚书·大禹谟》中的“人心惟
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被称为“十六
字心传”。那么，这16字又是什么涵义呢？

“人心惟危”中的“人心”，是指现实中的人
心，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实中人心受
各种欲望、私心杂念的诱惑，容易偏离正轨。“道
心惟微”中，“道心”即人天赋的、区别于禽兽的

“明德”之心，也就是道德意识，孝、悌、忠、信、礼、
义、廉、耻、智、仁、勇、俭、勤等等。比如孟子所说
的“四心”：恻隐之心——仁，羞恶之心——义，辞
让之心——礼，是非之心——智。

一般来说，“心传道统”建立在“性善论”基础
之上，认为人的本心（即“道心”）是善的。同是大
儒，荀子主张“性恶论”，便不能与孔子、曾子、子思
子、孟子并列为道统传承的人物。人心本善，且很
隐微，但容易受外界的熏染、诱惑而变坏。

“惟精惟一”，是说道心易变，所以要精确谨
慎、一心一意地把握住，使其不脱离正轨，必须通

过“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功
夫来把握。“允执厥中”是指在行动中确保时时处
于最恰当的状态，也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与时俱
进，随着情况的变化而随时调整对策。

这个道统决定着中国古代统治天下的“治统”
与司法活动中的“法统”。心传道统，堪称中国历
代治国理政的最高价值取向，也就是人道原则，在
当今世界仍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至今仍有
一些国家秉持“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背离了人
道，唯利是图，造成了大量人道主义灾难。

“心传道统”思想由朱熹集其大成，他作《四书
集注》，作为道统的传承载体。“四书”通过《论语》
《大学》《中庸》《孟子》分别反映了孔子、曾子、子思
子、孟子的思想，他们都是一脉相承的道统传承
人。

“四书”以曾子的《大学》为首，朱熹认为《大
学》是“初学入德之门”。至于《大学》的来历，程
颢、程颐认为《大学》精义是“孔氏之遗言也”，孔子
传承下来的。朱熹继承发展了“二程”的说法，把
《大学》重新编排加工，分为“经”一章，“传”十章，
认为“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
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是说，《大学》首
章“经”的部分是孔子的话语，由曾子记录下来；后
十章“传”的部分，是曾子阐释“经”的话语，由曾子
的弟子记录下来。

曾子真正领悟了孔子思想的精髓，这从《论
语·里仁》的一则故事可以看出。孔子说：“曾参
啊！我的学说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曾子说：“是
的！”孔子走出去后，别的学生问曾子：“老师这句
话是什么意思呢？”曾子说：“老师的学说，就是‘忠
恕’两个字罢了。”

孔子思想的精髓是“忠恕”，也就是“仁”。所
谓“忠”，是对待他人尽心尽力，而“恕”是“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承受的，也不要强加于别
人。孔子作为道统的重要传承人，其“忠恕”之道
也应该是“心传道统”的精髓所在。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体
谅他人，就不会背离人道原则，不违“道心”。联合
国大厦有一幅彩色大型壁画，其主题是“黄金法
则”——你不想人家那样对待你，你也不要那样对
待别人。这跟孔子的“恕道”高度一致。

雍正皇帝题写的“道传一贯”匾额，高悬于曾
庙宗圣殿内显著位置，也是在褒扬曾子在道统传
承中的重要地位。

殿内有一副楹联，对曾子的传道地位进行了
精辟总结。这副对联是：执中精允，列圣渊源，约
言之统于一贯，故从往者法绍唐虞；止善明德，诸
贤授受，广推之衍作十章，则开来者道传思孟。

“执中精允”取义于《尚书·大禹谟》“人心惟
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字心
传”。此联意为：精诚坚持中正之道，这是渊源流
传于诸位先圣的，是一以贯之的“心传道统”，因此
可以追溯到往古，其法度继承于唐尧、虞舜。

“止善明德”取义于《大学》“止于至善”“明明
德”。意为：《大学》主张达到至善境界，弘扬光明
品德，《大学》精义诸多圣贤传承，曾子作十章来阐
发其思想内涵，从而开启了子思、孟子的“思孟学
派”。

这副楹联高度概括了曾子在上传孔子、下启
思孟的道统传承中的重要作用，他之所以被尊奉
为“宗圣”，也就是这个原因。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就要像《大学》中说的，

“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发扬自身的美德，并
发挥榜样作用带动大家，助推全社会达到至善的
道德境界。要达到这一目标，就要人人“以修身为
本”，以曾子倡导的“三省”“慎独”等方法修养好自
身，这就是在践行“心传道统”。每个人都这样做，
就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促进实现天下太平的
社会理想。

曾庙的“一贯”坊与“一贯”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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