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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羡慕 蝴蝶对对
在花 园 里 翩翩起舞，
从这朵花 飞 向 那 朵
花，从一个枝头飞 向
另一个枝头，花 粉飘
洒在 它们那缤纷的 衣
衫上，那么 芳香，那
么轻盈，那么美丽 ；

我羡慕燕子双双
盘旋在 田 间，斜飞于
门前，在 电 线 上 憩
息，在 屋梁上筑窝 ，
在窠巢 里偎依，不分
不离，不失不散，

我羡慕河 里的 小
鸭，一对 ，又一对 ，
日出而 游 ，日 落而归 ，
扎一个猛 子 钻 入 水

底，鱼虾是 它们 的美 餐，唱一 曲 情
歌，呼 礼 引伴，欢畅怡然。

我，我是 山 巅上的一 棵 白 杨 ，
是院 落前的一棵古 树，是坐在 石凳
上的一 位老妇，是空中寂寞 的 一只
孤雁。

可我又是实实在在 的二 十九岁
年华，又的 的 确 确有一 个他。他是
我的 太阳，但 他 没 有 照 耀我，却
把光和 热给了她，把 时 间 、精力 、
金钱 、爱情 、真诚、勇敢、执著 、
追求 、青春 、生命都 统 统 给 了 她
——绘画。

他沉溺 于她 的 色彩、线条，着
魔于她 的 神似、形 真，狂爱 于她的
精深，倾心于她的 华美，追求她的
朴实 自 然。

他用滚热的 心血温暖着她，他
用宽 阔 的胸怀拥抱着她，他用 长久
地深情思 念着她，他 绵绵的柔情
缠绕着她，他用 无穷的 智慧打扮着
她；他用 粗大的手掌抚摸着她，他
日日 夜夜厮 守着她 ，陪伴着她……

我真想用 胸 中
熊熊燃烧的 妒火去
焚毁她，用 我的利
爪去 撕 扯 她 ，用
我的 唾 沫 去 淹 没
她……

可她 那么美 ，那
么美……是他把她打扮 得楚楚动人。

她——油 画 《上坡路》、《人类
的沉思 》、素 描 《赶集 》，国 画 《商
山鹿鸣 》、木刻 《晨读 》等，使多 少
人一见钟情，称 赞不 已。

看着她，再望望他，他——陕西
省商 州师范学 校副校 长，美 术 教 师
——崔晓才，一个 刚 过而 立之年的 瘦
马了条的 汉子，对如此丰美 的她并不
十分满足，他又在 教学之余，节假之
日，踏着古朴、苍 翠 、美丽的 商州大
地，构思着她的 新容 ；酷暑严冬，他
奔波于丹江 急流，探寻着她 的 源泉和
灵气；他站在 龙 山 之巅，俯瞰着大地
河川 ，他更 创 造一个更新 更 美 的 她
——商 洛艺 术教育 的 振兴 ！

未来的她，将会更 加美 丽，更 加
壮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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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释之的 可爱 之处
杨忍君

西汉 有 个 张释 之，此 人在 文 帝 时任 掌 刑 辟 的
廷尉。

延尉 难 当 。难 就难 在 秉 公执法 时 常 受 干 扰，
尤其 是握政 要者 金 口 一 开，法 律便每每 成 了 一 文
不值 的 儿 戏，所 以 要 当 个 好 廷尉，就 得 有 刚 正 不
阿的精 神 在。这 种 精神 又 极 难 得，张释 之可 爱 之
处，正 在 于此。

譬如罢，汉 文 帝 有 次车 写 经 过 中 渭 桥，一 个
人从下走 出 ，惊 了 文 帝 的 马 ，文 帝 立 时 命 人 将其
抓了 ，交 给 张释之 治 罪，释之根据 当 时 法 律 规
定：“跸 （皇 帝 车 驾 ）先 至 而 犯 者，罚 金 四
两，”便处 以 罚 金结 案 。
不料 文 帝 大 怒 认 为 罚
太轻。张释 之 正 色 言
之：“法 者，天 子 所 与
天下 公共 也。今 法 如此
而更 重 之，是 法 不 信 于 民 也。”又说 廷尉 是 “天
下之平”，执法 若 不 公 允，“民 安 所 指 其 手
足？”汉 文 帝 考 虑 了 一 阵 之后 ，终 于 同 意 了 张 释
之的判 决 。

又有 一 次 ，一 个 人 偷 了 高 帝 陵 庙 座前 的 玉 环 。
张释之按 法 律规 定 ，判 令 诛 杀 盗 者 一 人。文 帝 却
不同 意，认 为 应 该 诛 灭 全 族。张 释之 争 辩 说：“
法如是 足 也……”拒 绝 更 改 ，文 帝 又 一 次 不 得
不放 弃 己 见，释 之 又 维 护 了 当 时 的 法 律 尊 严 。

张释 之执 法，不 仅 不 阿 权责，而 且 不 避 权
贵。汉 代 有 一 条 法 令，不论 任 何人 入朝 ，行 到 司
马门 （宫 廷 的 外门）前 必 须 下 车 。一 次，太 子
（ 后 即 位 为 景 帝 ）和 梁 孝 王 入 朝，在 司 马 门 没 下

车，张 释之追 了 上去，命 令 他
们停 车 待 命，随 即 把 这 事 上
奏，使 得 文 帝终 于 自 己 承 认

“教 儿 子 不谨”。然 后 又 由 薄
太后 “使 使 （派 遣 使 者 ）承 诏
赦太子、梁 王”。这 才 命 他 们
入朝 。

张释 之，事 文帝 多 年，遇 汉 文 帝 嘱，依 旨
行事 ，但 遇 不 合理 时 ，则毫 不 顾 个人 得 失，敢 于
直谏，要求 汉 文 帝 依照 法 律 的规 定 来 对 罪 犯 处
刑，不 因 人 废 法 ，不 屈 从 君 意，在 处 理 案 件 中 ，

每逢 汉 文 帝 大怒，他 总
是从 法 规上进 行说服 ，
措词 委婉 而 内 容 针 锋 相
对，言 简 意 赅，理 直 气
壮，坚 决 维 护 法 律，从

而维 护 了封建统 治 阶 级 的 根 本利 益，故 为 文帝 所
重，为 三 公 九 卿 所 敬，有 “张 释 之 为 廷尉，天下
无冤 民 ”之称 。

天下 无 冤 民，当 然 是 胜 造 七 级 浮 图 了 。张释
之不 是给 了 今 人很 大 的 启 发 么 ？

是执 法 者 ，就 不 能 不 公 正，就 不 能 以 钱 和 权
替代 了 社 会 主 义 的 法 则 、法 度，或 遇 有 上 级人情
嘱托，竟 忘 记 奉 公 守 法。若 只 一味 阿 迎上 意 ，或
见钱 眼 热 ，拿 法 律 制 度 作 交 易。倘 若 那 样，那 就
是在执 法 中 坏 法。坏 法，祸 莫 大 焉。须 知 “法 行
贝人 从法，法 败 则 法 从人”。从 古 至 今，此 种 教
训已 是 千 百 万 遍 了 ，鉴 于 此，张释 之 秉 公执 法 的
精神，便 尤 显 可 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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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德 扶 苏 墓
叶广 岑

秦太子扶苏墓位 子 绥 德 城
东，无定河 与大理河 交汇处的疏
属山上，疏属 山势险峻，如跃虎
飞龙。
　扶苏墓周 围枯柳野蒿 ，难寻

路径。荒基败冢，与 扶苏颇具悲
剧色彩的—生竟是十分协调。

放眼墓 顶的八角 亭，脚下是
人烟凑集的绥德县城，远处是如
涛奔涌的 塞上群 山。山 峦 中，古

长城婉蜒其间，烽火 台 傲 然 挺
立，一派慨 当 以慷 的丈夫气势 ，衬
出了 当 年扶 苏太子持剑屹 立，监
军镇守北庭的 英俊 与伟岸。

公元前215年 ，秦始皇焚书 坑
儒，扶苏深感忧虑 ，直谏父皇 ，认
为“天下未定 ，远方黔首未集……

今上 皆 以 重 法 绳 之，臣 恐
天下不安。”始皇怒 ，公元前
2 12年贬太子到上郡来 作 大
将蒙恬的监军，太子府就建
在疏 属 山上。前210年，始
皇出 巡，病死沙丘，死前遗
诏太子 回咸 阳。随 行 的 赵

高，李斯及皇幼子 胡亥 ，篡改遗
嘱，说 “扶苏为人子不 孝，其
赐剑 以 自 裁”。扶苏接到遗 诏
后，对父皇命令深信不移 的 同
时又对父亲 的绝情而悲愤，衷
泣中 徘徊 良久，最终一头撞死
在绥德城南卢 家 湾的 山崖上 ，
以承父命。军 今，山占仍 有
泉，汩汩渗出，如 泣如诉，故
名呜 咽 泉。

扶苏葬于绥德，凭吊者无
数，人们 无不 为这位屈死的 孤
寂太子嗟叹 ，唐人胡曾有诗 曰 ：

举国 贤 良尽泪 垂，
扶苏屈 死戍边时。
至今谷口 泉 呜咽 ，
犹似 当 年恨李斯。
扶苏虽 死，余怨 尚 存。人

说。在阴湿深沉的雨夜，八 角
亭中，时时能听到他惋凄恻
的吟叹。

我国 的 教 师 节
古天

我国 曾 有过 4次教
师节。

一、“6.6”教
师节。1931年 5月 教育
家邰 爽秋、程其保等 ，
鉴于 国难 日 益严重，教
师所 负 责任艰 巨，发起
联络京沪教育界人士，
拟定 每 年 6月 6日 为

“教 师 节”，并 发 表
《 教师 节宣言》。虽然 当
时的 国 民党政府没有承
认，但仍有一定 影 响 。

二、“8·27”教
师节。1939年，国 民 党

政府决定以 中 国教育家
孔子的 诞辰 8月 27日 为
教师 节，同 时颁布 了

《 教师节纪 念 暂 行 办
法》。因 当 时进入全面
抗日 ，山河破碎，学校
流徙，这个教师 节未能
在全国 推行 。

三、“5.1”教
师节。1951年，中 华人
民共和 国教育部、中 华
全国总工会共 同商 定，
将教师节与 “5.1”
国际劳动 节合并。但 因
无教 师节的 特点，纪 念

“5.1”时，往往只
知有 “劳动 节”，不知
有“教师节”甚至连许
多教师 也不知道有 自 己
的节 日 。

四、“9.10”教
师节。国务院为了 提高
教师的 地位，发挥全国
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
恢复我 国 “尊 师重教”
的优 良传统，向 人大提
出了 重新建立教师 节的
议案。1985年 1月 21
日，第六届 全国 人民代
表大 会常 务委员 会第九
次会 议正式通过建立教
师节的 议案，并 决定 9
月10日 为我 国 的 教 师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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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扶苏太子墓　韩 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