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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事先没有规划，却形成东西
两条薅野菜路线。

东线是一条正在修建的大马路，
大马路两边是没有被推土机推倒的，
高出地面的马路的边沿。这两条土垄
上，散落着家常野菜马齿苋。

之所以称为薅，是因为我没有利
用任何辅助工具，纯手工拔或拽。

马齿苋零零星星匍匐在干得有点
发白的土垄上，偶尔有一两棵从干水
坑里爬出来，横向生长的马齿苋，不小
心会铲掉举着鳞片般的小泥瓦。

处暑刚过，微风还不知秋的凉。
估计大马路两边的土垄，也是不久

前产生的，要么这些马齿苋，怎会这般
小巧玲珑。虽然它的叶片肥厚富有弹
性，但毕竟秋天来了，再怎么生长，也敌
不过盛夏时枝叶疯狂，四处蔓延。然
而，就是这样小巧的体格，犹如书法家
浓墨重彩的一个运笔，遒劲的枝条上飞
翔出同样劲爆的马齿苋叶片。

我没有连根薅起，而是轻轻地，一
根枝条一根枝条，从马齿苋身上，拽下
它清一色的“裙子”。这样薅野菜，等
于现场择优，回到家里，不用再次打
理，可以直接倒进盆里清洗。

一群绵羊拥挤着从马路上走过，
一群奶牛也从马路上走过，这些绵羊
和奶牛，连看都不看马齿苋一眼，直接
领着“羊倌”“牛倌”向着连霍高速公路
下的树林走去。

一群看上去年龄不小的女人，骑
着电动车，拖家带口，从我身旁慢悠悠
地驶过；一群少年空手徒步，说说笑
笑，从我身旁走过。这些女人和孩子，
这些少年，根本没有注意到我和马齿
苋的存在，我和他们，似乎不是一个时
空里的事物，他们对我和马齿苋的熟
视无睹，让我，可能包括马齿苋，感到
有些尴尬和失落。

我提着满满一塑料袋嫩叶翠枝的
马齿苋，转过身去，眼前，是一眼望不
到边际的青纱帐。

西线是种植着花草树木的史公河

河岸，花草的间距，已经被勤劳善良的
村民收拾得干净利落。一场秋雨过
后，河岸的泥土，红得似乎要走动起
来。

我手里仍旧提着一个塑料袋，这
个塑料袋，是我从超市买菜时使用过
的橙色塑料袋。橙色的塑料袋跟随着
我的脚步，在绿树花草间前后荡漾，犹
如热带雨林中某棵大树会行走的种
子。

我要薅的野菜，它的名字我并不
知道，只是看到有村民在薅，我也俯下
身子，跟着薅。我一边薅一边向村民
请教制作方法，薅着薅着，突然发现，
住上高楼大厦，还种着庄稼的村民，怎
么也喜欢上了树林间被野风锤打撕扯
过的野菜了呢？

后来，从小说家李汤波那里得知，
我薅的这种叶边带刺的野菜，叫花叶
滇苦菜。怪不得，连吃了很久的村民
也叫不上它的名字呢！它不像曲菜的
叶片质感硬实，也不像蒲公英的叶片
有些松散，花叶滇苦菜的叶片，集中在
菜心，脆生生向天空张开怀抱。

雨后的花草树木，悬挂着晶莹透
亮的露水，花叶滇苦菜身上也缀满珍
珠。当我用手薅它时，本来想只薅它
的叶片，由于土壤松软，很多时候，总
是连根薅起。我有点自责起来，担心
村民再也吃不上这大自然赐予人们的
天然美食。

想起厨房里，由于野菜的参与，从
超市购买的豆角和白菜，有的已经偷
偷地长出灰毛，更加感受到，野菜，已
经离不开村民的视线了。

不知道啥时候，天空又落下雨点，
也不知道啥时候，薅野菜的村民已经
离开河岸。

我站在小雨中，昂着头，闭上眼，
听雨点敲打树叶的声音。

这时，耳边传来一阵薅草一样的
鼓噪声，原来那是几个称呼我爷爷的
年轻人，应该是又钓出了一条不小的
鱼呢！

秋意浓

偷西瓜的起因，缘于薅野菜。
那天，我顺着田埂一直向前走，走

着走着，就走进了一片桃树林。
当然，是马齿苋的引领。
这片桃树林的所在地，就是800多

年前，“靖康”时期，完颜宗望、完颜宗
翰安营扎寨的地方，宋徽宗曾在这里
挥笔写下过“耻辱”书。

地头的桃树林间，被墨绿色的花
生秧侵占。这些观赏桃树林，它的果
实对村民来说，已经没有了收获的意
义。我向桃树林深处走去，桃树的枝
干一条一条，像放学后牵手同行的学
生，阻挡住了我的脚步。我没有被稠
密的桃树枝打退，挤入桃树林。

真是柳暗花明，阳光灿烂的桃树
林间，已经逐渐变黄的瓜秧上，三三两
两的小西瓜，在桃林间打滚。对于这
时口腔缺水的我来说，真是沙漠里遇
上了绿洲。

西瓜不大，我挑选出一个，拳起瓜
开。也顾不上当时的造型是啥样子
了，直接把半个西瓜横扣在脸上，牙齿
拱着瓜瓤，那酸爽，就像多日的雾霾
天，突然在树林里看见没有杂质薄如
蝉翼的阳光。

一阵疯狂的啃食，估计连爱美容
的女士，也不如我今天的表现了。

稍事休息，我把野菜全部倒在地
上，在并不丰富的西瓜秧间，寻找出三
两个“有点意思”的西瓜装进塑料袋，
把野菜放在西瓜上，顺着桃树林的间
隙前行。快要走出桃树林时，我左右
瞅瞅花生田间的一条土路，确定没有
村民来往，平复一下有点紧张的心情，
迈开大步，背对着原路，走上下田地干
活的大路，大大方方地回到了社区。

西瓜除了外皮，一点儿也不浪
费。我用小勺把瓜瓤刮食得干干净
净，吐出来的瓜子摊放在阳台上晾晒，
把瓜去皮、切段，作料里专门配上豆
酱，大火爆炒，一盘美食就端到了餐桌

上。饱嗝里，还带着偷瓜时的那份担
惊和紧张哩！

真是一朝得手，一世念想。
我又走进了桃树林间的那片西瓜

地，正想弯腰搜索成熟的西瓜，突然发
现有草帽在林间晃动。我顿时打了个
激灵。仔细瞅瞅，原来是桃树林的主
人，正在林间除草。

我赶紧猫腰躲避，稍作心情调整，
感觉桃树林的主人并没有发现我，我
干脆钻进另一行桃树，只不过这行桃
树间隙的西瓜秧更少，西瓜结得也很
少。

管他呢，先吃一个再说。
吃着吃着，竟然想起小时候偷西

瓜的事情来：“老黄狗，往里走。”听到
这句话，说明没有被看瓜人发现，可以
顺着高粱地继续向西瓜地前进。“老黄
牛，拐回头。”听到这句话，小伙伴的精
神就都紧张起来，啥都不说，赶紧往回
走。想到这些的时候，轻微的笑声，差
点把西瓜瓤吐出来。起身瞄了一眼，
确定没有被西瓜的主人发现，赶紧摘
了几个西瓜，悄悄地溜出桃树林。

又是一个下雨天，闲着没事儿，正
想着那片西瓜地，突然接到老同学刘小
三的电话，说雨不大，叫我去地里采摘
些红薯叶茎。来到红薯地，发现最里头
与鱼塘接壤处的铁丝网隔上，爬满了西
瓜秧，我把红薯叶茎交给同学，向西瓜
秧走去。哇！哇！几斤重的大西瓜吊
在半空，使劲把铁丝网往下拽。我小声
叫同学一起，迅速拧下几个大西瓜，红
薯叶茎也不摘了，刘小三骑上电动车，
我们一溜烟儿跑回家。

后来听同学说，西瓜是另一个同
学的弟弟家种的，说即便被逮着了，也
不会有事。

听到这话，我哈哈大笑起来，同学
问缘由，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都一
大把年纪了，还像个孩子似的偷瓜。”

说完，我俩都笑出了两眼泪花。

□孙勇

薅野菜

偷西瓜

成长路上何汝锋摄

文
史
漫
笔

在
内
乡
县
衙

寻
找
那
位
官
人

百姓纪事

□徐海林

“咚、咚、咚”，阵阵堂鼓，宛如头晚的炸雷，带
来狂风暴雨。成群的鸟儿，在县衙上空盘旋，飞向
湍河，像云、像雨，又像风，它们被惊飞的样子，像
湍河奔腾的浪花。

一场暴雨过后，我在八月的清晨，看波涛汹涌
的湍水，看湍水环抱着的内乡县衙。

随着鼓声，手持水火棍的衙役鱼贯而出，分列
大堂两侧，“升堂——”的呼喊声，要远远压过那鼓
声。身着五品官服的高以永知县，稳稳坐定，手扶
案桌，威严的目光直射堂前跪着的原告、被告，穿
过堂前的中轴线、穿过千年时光……

一
内乡古称菊潭。县衙大门前，宣化坊耸立，

“菊潭古治”四个大字，镌刻其上。两头威猛的石
狮，分立左右。用来鸣冤的那面大鼓，静静地伫立
在那里。迎面的照壁，怪兽张牙舞爪，张着血盆大
口，要吞吃天上的太阳。

“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身披
历史的尘烟，令人望而生畏的内乡县衙，成了普

通人的世界。这里的一砖一瓦，像书、像诗、
像画，任岁月翻阅，渐露高贵、典雅，吸引

着人们解读。
我跟随人流，踏进县衙，来

寻找那位有口皆碑的知县大
人——高以永。

“高知县，是好官，不
奸不滑也不贪；知民情，
有担当，公平公正赛青
天。”夸他的顺口溜，
在内乡民间流传。

1631年，高以
永出生在浙江省
嘉兴府秀水县
新丰村的一门
望族，康熙十
八 年（1679
年），开启了
为官生涯，
任内乡知
县。他不
靠父母，
不 靠 家
族，唯靠
自己，48
岁 得 此
官位，很
踏实，很
珍惜。皇
恩浩荡，
满怀抱负，
他决心做
一个好官，
让百姓不受
冤屈，过上好
日子。

高以永轻
车简从，走马上

任。一踏进内乡，
却满脸惘然：春播

时节时节，，岂能田野荒岂能田野荒
芜芜，，渺无人烟渺无人烟？？

一路劳顿一路劳顿，，全然不全然不
顾顾。。他没有走进衙内他没有走进衙内，，而而

是走向一户户农家是走向一户户农家，，走向广走向广
阔的田野阔的田野，，走向奔腾的湍河走向奔腾的湍河，，登登

上城西的方山上城西的方山。。
在农家，他看到，家家户户房屋

破烂不堪，粮缸没粮，炕上没被，衣不遮
体……
在田野，他看到，大片土地撂荒，没有一块

像样的耕地、像样的庄稼……
在湍河，他看到，河床被侵蚀，河水泛滥，岸树

歪歪斜斜，更不见鸟的踪影……
登上方山顶，俯视山城，遥望朝廷“恩赐”的这

片土地，他思绪万千，万马奔腾，仰天长啸：“老天
爷，这就是你给我的内乡啊！”

“千里去做官，为的吃和穿。”这不是封建时代
的戏言。但高以永使命在肩，唯有内乡的百姓，没
有怨天尤人。

他马不停蹄，在乡下连跑了两天两夜，夜宿百
姓之家，和农民们一起吃糠咽菜，看到了百姓疾
苦，体会到啥叫可怜和艰难。

他不但看到了天灾，也体察到了人祸——驻
扎在襄阳的杨来嘉部常借农时越境骚扰，且诱贫
民子女离家为其奴仆，如有逃脱，则捕系亲属邻
人。百姓苦不堪言。

回到县衙，高知县辗转反侧，忧心忡忡，深感
责任重大，他在想：我们做官的，吃的、穿的、用的，
全是老百姓供给的，老百姓就是衣食父母，要公平
正义，千万不能倚仗权势欺压百姓，重要的是要牢
牢记住，你也是百姓中的一员，决不能把自己视为

百姓的父母官；得到一任官职，不能自视高贵，引
以为荣耀，为了百姓，勇于担当，即使得罪了上司，
丢掉了乌纱帽，也算不得是耻辱的事，不要说当个
地方官没多大作用，要知道地方治理得好坏，百姓
是否安居乐业，全靠地方父母官。

高以永越想越有责任，越想越有诗情。于是，
他披衣下床，秉烛研墨，有感而发，写下了“得一官
不荣，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
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
是百姓”的楹联。

这一联，让他神清气爽；这一联，让衙门新风
和畅；这一联，让大地万物升腾；这一联，让百姓有
了指望。

高以永把此联悬挂在县衙三堂，他要时时告
诫自己，也要时时告诫衙内官员，“莫以百姓可欺，
自己也是百姓”，不要欺压百姓，要以百姓为天，爱
民如身；“勿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要重视
为百姓谋福利，看淡自己的荣辱得失、官职升降，
多为地方造福，做实实在在的事情。

恰次日，高知县接报，有两名士兵公然称将军
令其来抓人，遂果断下令抓捕，收缴了他们的枪
械。南阳知府听说后，慑于将军之威，令高以永放
人。高以永给知府大人讲了内乡百姓疾苦，坚持
请知府上报按察司。最终，不但两名士兵受惩，而
且他们的将军也被严厉治罪。

高知县以铁的手腕，精诚治理县域，震慑了犯
罪，树了威信，立了形象，内乡治安形势逐渐好转。岁
月更替，如今连获全国平安先进县，各路客商，投资内
乡，放心赚钱。看今天，内乡人总不忘历史的积淀。

触摸历史的印痕，高知县又在公开审案，头顶
上方“明镜高悬”匾额高悬，身后“海水朝日图”波澜
壮阔。游客们在观看着、感悟着，掌声、欢笑声此起
彼伏。突然，湍河上空，云开日出，阳光直刺大堂，
刺得“明镜高悬”“海水朝日图”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人间百折千回，高知县还是那个高知县，他威
严而慈祥，高大而亲民。过去为百姓申冤，今朝为
群众送欢。“一冤”“一欢”，都在历史的长河里，都
在山山水水间。

二
八月的内乡县衙，愈加沧桑厚重，青瓦苔经过

一夜的滋润，阳光下更加鲜亮。
中轴线上，人群里走着一位长者，他领着孙

子，和众多的家长、学生一样，趁暑假，逛县衙，一
边放松，一边长见识。

“长大了，如果当官了，就学高知县。”“爷爷放
心，一定不给咱家丢脸。”他们刚赶着时间点，看过
知县审案，又折回到大门，再一步一步往里面观看。

内乡县衙，千年春秋，在此任职的知县有200
多人，但家长和学生最想看的，就是高知县。

轻风微拂，带来丝丝凉爽。高知县走下大堂，
步子轻盈，和蔼可亲，与游客握手、合影，同欢乐。
阳光洒满他的七彩官服，颇显光鲜。

亲民的眼力，让他径直走到那一老一少身边，
寒暄过后，得知孩子父母在外，爷爷爱孙意切，就
亲领参观。

“内乡是菊花的故乡，菊花品格高尚，到内乡
不能不看菊花……这井，可神奇，打出来的水里，
能看见菊花的影子。”在大堂右前方的菊花井旁，
高以永给他们讲内乡和菊花的传奇故事。

内乡是药用菊花的发源地，菊花传承，高以永
贡献卓著。当年，社会混乱、民生凋敝、土地荒芜，
国家赋税，十不能完成一二。高以永一边下令，过
紧日子，减少开支，一边对上争取朝廷的援助，购
买耕牛和种子，发放给农户，并深入田间，扶犁亲
耕，做给百姓看，带着百姓干，垦荒种田，发展粮食
生产，种菊、种桑、种麻、种枣、种栗等，增加百姓收
入。菊花由此得以推广种植。

高知县回忆着过去，难以作为，却有所作为，
兴奋之中，竟吟诵起自己当年写下的诗来：“菊花
潭水菊花香，饮此能令人命长。今日经过须下拜，
几年消受最难忘。”那晚辈，自然把这诗，记在笔记
本上，也记在自己心中。

穿过戒石房、穿过大堂、穿过门房、穿过屏门，
映入眼帘的琴治堂，仿佛奏响了古典的乐章。这
里藏有高以永的梦想和追求。

琴治堂，原为思补堂，高以永在重建时，改为琴
治堂。“鸣琴而治”，那是战国时单父县令宓子贱的思
想，倡导政简刑轻，宽厚为本、执政为民、勤政爱民。

琴治的实质，乃善治，无为而治。而高以永在
任时奉法尽责、主动作为、勇于担当，致力让百姓
乐享太平，实则是默默践行。

内乡县志有记载，他在任时，为乡试同考官，
多人受到牵连，但高以永尽力承担责任，给了大批
官员为民造福的机会。“弥数年，辟地四千余顷”。
高以永仁政之下，内乡粮食丰盛，民获其利，蓄积
有余，民风淳朴，安居乐业。内乡县衙再难听到鼓
响，听到的只有乡野河边的欢笑和歌唱。

三
桂花浓郁、竹子伟岸、蜡梅傲长。三堂的院子

里，它们见证着风花雪月，又遮挡着风风雨雨，守
护着高以永当年写下的那副楹联。

一副楹联传天下，亲民爱民美名扬。这里有
花香、有墨香、有人气、有磁场，这是哲思的力量，

这是责任的力量，这更是担当的力量。
人们郑重走来，含着敬仰，脚步放轻，满怀崇

敬，抬头仰望，有的在默默吟咏，有的在放声朗
诵。学生们边朗读边抄写，抄写在本子上，融化在
血液里，放飞在梦想里。

高以永怎么也想不到，当年他有感而发，写下
的这副楹联，竟迎来了春风浩荡，活跃了菊乡大
地，滋润出多情的山水，拔节出葱绿的诗行，生长
出蓬勃的力量。

人们在注视着，莘莘学子在注视着，我在注视
着。大家都融入其中。

如果把它分行排列，它分明就是一首诗。“诗
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也罢，联
也罢，置入此地，一种古典与现代融合的最美交
响，就在耳旁，它让人陶醉，又让人沉静，让人淡
然，又让人痴狂。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高以永在内乡9年，忠实践行这一思想。烈
日当头，他奔走在乡村田野，了解民情，为民解忧，
脸晒黑了，人累瘦了，“见着不知其为官也”。他为
人心胸开阔，赋性宽仁，对属下、民众深仁厚泽，当
时在河南全省知县中有一定影响，作为乡试同考
官赴省城大梁，“市肆人指而羡之以相示，曰‘今内
乡之贤令高公也’。”清同治《内乡通考》评论说，

“高以永，广开垦，除匪盗，其有造于内乡者甚大。”
多年来，在内乡官场，几乎人人都会背诵三堂

楹联，这就是内乡从洼地崛起，领跑南阳的力量源
泉。而高以永从内乡到安州，从安州至户部，永远
铭记着自己的心声，自始至终，勤于政事，宽以待
人，严于律己，清苦过人，从不带家人到自己任职
地。离任时，仅有几件换洗的衣服和书随自己一
起。死后也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财产，连灵柩都
不能运回，靠亲故周济，才得以归葬。其子过内
乡，“其民攀留而不忍舍道，相别泣下湿襟”。

时代变迁，精神永远。2013年11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山东菏泽考察，给市委书记、县委书记座
谈，念了此联。他说，对联以浅显的语言揭示了官
民关系。封建时代官吏尚且有这样的认识，今天
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比这个境界高得多。

一副楹联，道尽为官之道，不但启迪着内乡
人，而且传遍大江南北。如若高以永知县此时回
来，看到这么多人在吟诵、在思考、在践行，一定会
受宠若惊，胸怀激荡。

四
穿过竹林，越过花丛，曲径通幽处，便是县衙

后花园。如今的后花园，不再神秘，尽管比当年小
得多，但能容得下天南地北的来人。

后花园有座小山，是高以永“面朝大海，春暖
花开”的地方。此时，他正一步一步向山上登去，
尽管年岁已老，但仍精神矍铄。

斜阳照在山上，照着一草一木，照着高以永的
风采，照着湍河两岸，也照着整个古城。此时，这
里的一切，仿佛都是金色的了。

当年在这里，他可是想看哪儿，就一定能看到
哪儿，但不知今天，他还能不能看到他想看的地方？

高以永在山头站定，捻了捻长长的胡须，气定
神闲，仍像当年，在眺望着。微风吹动着他的长
衫，他像一把火炬，在熊熊燃烧。

他的目光，掠过西城，掠过方山，停留在九峰
山上：当年怎么也撬不动的石头山，如今咋就变成
了层层梯田，变成了菊花的海洋？

他的目光，掠过湍河，掠过默河，停留在一望
无际的庄稼地：当年扶犁亲耕的地方，如今竟没了
往日的模样，咋变成了现代农业示范区？

他的目光，掠过一个个村庄，掠过一个个集
镇，停留在湍河上游的山梁：当年没来得及开垦的
地方，咋就长出这么大的“绿色银行”？

他的目光，掠过一座座桥梁，掠过一条条公
路，停留在东大岗：当年第一次垦荒的地方，咋能
长出一片又一片的现代厂房？

他在扫视着，眺望着，他看到了长大的古城，
看到了长高的楼房，看到了一条条铁路、高速公
路，看到了琴治公园、湍河游览区和一处处城市游
园，看到市民们在载歌载舞、书声琅琅……

内乡变了，变得高知县有些认不得了！
高以永爱内乡情真意切。他忘不了，康熙二

十年（公元1681年），他因公犯错，将降调处分，是
内乡百姓奔走呼吁，才得以留任，多了6年为内乡
百姓造福的机会。

带着庄重与风雅，带着眷恋与遗憾，9年后，
高以永由内乡升任安州知州。9年，创清代知县
在内乡任期之最，但内乡人民，不觉得长，仍不愿
让他离开。悄悄离别时，“百姓扳道挽留”，更有许
多百姓，送了100多里地。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内乡人铭记着这位
父母官，把他的一切留在菊潭大地，包括他的气节、他
的风骨、他的诗情。人们在衙门仪门前，为他立“德
政”“去思”二碑。每年打春之日，“扶犁春耕”，以示纪
念。就连内乡的中小学生，如今都在诵读三堂楹联，
都会讲其中含义。他留下的精神财富，仍在延续。

湍河水，从老北山喷薄而出，荡涤着一砖一瓦
的沧桑；菊花、桂花、月季花、石榴花，在自己的季节
开放，沁润着这座现代古城。高以永仍在那里眺望，
他像一个巨人，是一座丰碑，令内乡人，仰望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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