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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回农村老家，发现

一通墓碑斜躺在田间沟渠

边，原是村民修桥时所用，现

桥拆除，墓碑遂被遗弃。我

凑上去一看，上面字迹清晰

可辨，上书“皇清赐恤奉直大

夫义烈马大公、宜人之墓”。

“奉直大夫”是古代文散官

名，宋代称“寄禄官”，有官名

有待遇，但没有实际职事。

金、元、明、清各代为文散官，

清代为十六阶之第十阶，从

五品。“宜人”为封建时代妇

女封号，宋代政和年间始有

此制。文官自朝奉大夫以上

至朝议大夫，其母或妻封宜

人；武官官阶相当者同。元

代七品官妻或母封宜人，明

清五品官妻或母封宜人。可

见此墓碑应为“马大公”夫妻

合葬墓碑。

碑文记述了马大公的慷

慨仁义和忠烈义举。笔者查

阅了清光绪版《峄县志》，这篇

碑文在“卷二十四·碑碣”中全

文收录，题目是《六品衔例赠

修职郎马公之碑》；“卷二十

一·乡贤”中有马大公人物小

传。我又查阅了其他相关历

史资料，对马大公的人物生

平、主要事迹作了简要梳理：

马大公名马毓德，字润

亭，祖籍济宁任城，后迁入台

儿庄落户入住。马毓德性情

宽厚，德行高尚，孝敬老人，

待人和善，慷慨好施，乐于助

人。他精通岐黄，常给人义

诊看病，用医药救人。邻里有

争执，他便前去好言劝解，在乡里德高望重。有王彦

方、严君平（二人均为古代道德高尚之人）之风。咸丰

年间，由于受太平天国运动影响，鲁南一带饥民揭竿

而起，经常攻城掠地。为加强城防，当地民众组建团

练。因马毓德威望高、口碑好，又身怀武功，大家推选

他来牵头当团练长。马毓德此时已七十岁了，他老当

益壮，挑选勇士三百余人，经过训练之后，纪律严明，

战斗力极强，所向披靡，山林啸聚之徒望风而逃。捻

军知道他带领的团练作战骁勇，视其为劲敌。清咸丰

八年（1858年）九月底，崛起于安徽涡阳的捻军首领

张乐行、刘天福率领捻军数万人，出征鲁南。其一部

自台儿庄大运河的丁庙闸渡河北上，出其不意，蜂拥

而至，剑指台儿庄。当时，台儿庄修筑城墙尚未竣工，

城内驻守清军数百人，见捻军人多势众，兵临城下，不

战而逃。马毓德自告奋勇率练丁三百人守城。他对

乡亲们说：“你们各自保护家室赶快逃离，我来阻挡敌

人。”大家担心他，都劝他一起离开。他大声说：“我如

果走了，团勇便作鸟兽散，敌人势必追赶，大家都免不

了生灵涂炭。”此时捻军先锋已抵台儿庄城门之下，马

毓德奋不顾身，手挥长刀，带领敢死队十余人冲向敌

阵。捻军人多势众，锐不可当，马毓德身上负伤多处，

他手刃敌人十多名。终因寡不敌众，马毓德自刎身

亡。同年十月初一（11 月 5 日），捻军攻陷台儿庄，

“纵掠三日乃去”。

碑文感慨道：“自古豪杰磊磊轩天地，岂独功名

恭然？其气节之峥嵘，实有超出寻常万万者。孔曰

‘成仁’，孟曰‘取义’，一焉而已。晚近士大夫往往

以仕宦为捷径，遇小利害辄以明哲保身为辞，而乡曲

自好。乃有灼然义理之正，至于陷身决脰而不悔，

《诗》所谓‘百夫之防’‘百夫之御’‘百夫之特’者，非

欤？ 吾故表而出之，以告夫绅耆硕士，与有风化之

责者，则如义烈马公其人。”后人为纪念马毓德，立

马公祠于台儿庄西门里，勒碑记之。

碑文落款“赐进士出身望都县知县年愚弟吴步

韩顿首拜撰并题”。撰文者吴步韩又为何人呢？

吴步韩（1798—1866），山东省郯城县曹庄（今

属临沭县）人，进士出身，曾任河北省望都县知县。

吴步韩天资聪慧，五岁入私塾念书，十一岁应童子

试，十七岁补学官弟子第一，二十五岁中举，三十三

岁著书《七岌山房弃余草》，世人争相传阅。清道光

十六年，三十六岁的吴步韩中丙申恩科二榜第45名

进士，拟知县即用，翌年，实授望都知县。四十四岁

那年，因迎送应酬不周，得罪钦差丁某。为防陷害，

其父吞金而亡，随报丁忧，获准，回家守制。

守孝三年间，常寄情于家乡山川名胜之间，著文

赋诗，临贴写字。其中为家乡命名而作的“曹庄八

景”诗，更成为传世之作。服孝满，改授兖州府学教

授。吴步韩一生仕途多艰，唯从事教育时间较长。

任望都知县时，修小莲池书院，结交当地文人学士，

曾培养了大批学子。吴步韩才思敏捷，善辩健谈，

诗、词、歌、赋、文、书法均有很深造诣，少时即蜚声

齐鲁淮海间，成年后为人作文无不挥笔立就。某年

清廷派官员李竹坡视学山东，李浏览吴步韩部分作

品后，称其为“山东省第一才子”。对于步韩的文

才，张宝信在《吴小岩先生传》一文中称：“馆海州，

尝为人作观风文，一日成十七艺，观者咋舌；工书

法，好临《争座位》帖。为人作字，不录成文，或骈或

散，或诗词，信笔为之，以尽其纸为度。”

碑文记载了当时台儿庄作为漕运重镇的繁荣景

象：“台（儿）庄濒运河，商贾辐凑，圜圚栉比，亦徐兖

间一都会也。”此碑对研究清朝时期台儿庄的商贸业、

鲁南农民起义和捻军攻打台儿庄有着重要的文献价

值。且碑文洋洋七百余言，笔底烟花、炳炳烺烺，书丹

颜筋柳骨、鸾翔凤翥，可谓文书并茂，实为碑中瑰宝。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悠悠万事，

吃饭为大。

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

毋庸置疑，粮食安全是人类生存

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它与社会和谐、

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发展息息相关，是

关系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

国家自立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也

是当前我国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

基础。

清明过后，万物复苏，柳绿花红，

时值北方春耕播种时节，我不禁心中

怀念终生“以粮为纲”，辛勤务农的父

亲和他口头传诵给儿女的那句话——

打牛千鞭不见粟米一颗！这是父亲在

灾荒之年、青黄不接、交夜无粮、饥饿

难耐时的真实感受；是父辈们在田间

地头倾尽终生心力践行和验证并传授

给子孙后代的诤言；是他们面朝黄土

背朝天挥汗如雨、播撒耕耘、收割打

辗时的心得；是人类农耕文明时代最

底层农民啼血的悲鸣和警醒自励的

慨叹。

打牛千鞭不见粟米一颗！这句饱

含泥土气息的农谚，仔细品读，令人警

醒，发人深思。从刀耕火种到畜力耕

作，先民们一直未能改变靠天吃饭的

状况，“春撒一把籽，全凭天作主”“田

黄一时，虎口夺食”“谁知盘中餐，粒粒

皆辛苦”。千百年来，我国北方地区十

年九旱，农村大多数人靠种地为生，收

入微薄，缺吃少穿，生活艰难。民国初

期，内忧外患交加，天灾人祸不断。军

阀割据、外敌侵扰、政治腐败、政府无

能、国无宁日、民不聊生。史载：民国

十七年（1928 年）西北地区遭遇旱、

蝗、风、雪、雹、水、震、疫并发的巨灾，

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

（内蒙古西部巴彦淖尔）、河北、察哈

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

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民

国十八年（1929年）全国爆发三百年

不遇的大荒馑，直至1930年，西北大

地饿殍遍野，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死

总计1300多万人。至今流传着一首

当年的民谣：“民国十八年来人吃人来

狗吃狗，鸦儿雀儿吃石头，老鼠饿得没

法走……”。

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父亲

生逢乱世（1925年，即民国十四年），

命运多舛。因祖父三岁丧父，中年丧

妻，势孤力单，致家道中落，所幸全家

还剩十几亩川水地。父亲十岁丧母，

是家里的独丁，从小家境贫寒。他自

幼不幸遭遇了民国十八年那段四野荒

凉、寸草不生、家无颗米、饥肠辘辘，

“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异常艰难

的岁月，对粮食和生存的认知可谓刻

骨铭心。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父亲十

二岁时就干起了耕种耙磨、撒种施肥、

收割打辗等全部农活，与祖父苦心经

营自家山川水全部田产，分担养家糊

口的重任。当时农田主要种植水稻、

小麦、糜、谷等粮食作物和大蔴、烟叶、

蔬菜等经济作物。他不仅聪明能干、

吃苦耐劳，且能勤俭持家、善于谋划，

十五岁时已经能够独立操持农事和家

务，基本扭转了家中的贫困局面。父

亲一向为人谦虚好学，做事认真细致，

虽幼时未能上学读书，但却参加过农

民识字班，能认一些常用字。他不仅

善于学习观察，喜欢深钻细研，通过口

授心传和刻苦实践，较为熟练地掌握

了许多农作物种植管理技术，能够因

地制宜安排生产，通晓一般作物生长

习性和许多农谚含义，可根据气候特

征，准确判断物候，推断本地农作物播

种、生长及收获情况，是平田整地、兴

修水利、科学种田方面的高手。解放

后，他一直是地方贫协代表和土生土

长的农民技术员，当过互助组组长和

生产队长，常年风雨无阻、不辞辛劳，

为集体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废寝忘

食，热忱奉献。

父亲对新中国和毛主席心怀感

恩，无比热爱，始终安分守己、抱本守

业，以苦为荣，时常热切关注着国家政

策和地方的发展变化，闲暇时特别喜

欢让我给他读报。他对“以粮为纲，全

面发展”的政策高度认同，时刻忠诚尽

责，为集体经济发展分忧。他常说：农

不违时，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田

黄一时、虎口夺食，家有千担粮，饥年

心不慌！他经历过大跃进、大炼钢铁、

文化大革命等运动，特别是三年自然

灾害的洗礼，让他又一次切身体验了

饥荒之苦和粮食对人生存的意义。上

世纪八十年代，土地承包到户后，他又

回到了自己说了算的时代，仍然坚持

“以粮为纲”不动摇，悉心安排自家生

产经营，精耕细作每一寸责任田。同

时不忘帮乡亲们引进繁育良种，传授

科学种植经验。直到2004年 4月病

逝，父亲始终坚守以粮为主、多种经营

的理念，让家中粮仓丰满，生活幸福安

康。

打牛千鞭不见粟米一颗！旨在时

刻提醒人们珍惜粮食、厉行节约、切莫

铺张浪费。朱柏庐《治家格言》讲“一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米粒虽小，

最见礼义廉耻。一个人对食物的态

度，映照着它的人文修养和心灵状态，

于细微处见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

爱惜粮食就是一种尊重他人的好修

养，浪费则是一种傲慢无礼，也是一种

浅薄。今天，我们强调珍惜粮食，就是

要倡导人们尊重农民及其劳动成果。

每当我们端起饭碗吃饭时，心存一丝

对为我们提供饭菜或食物的劳动者的

尊重，进而对每一粒粮食生产过程中

付出的劳动的尊重。只有这样，我们

教书育人、培根铸魂的校园就不会把

牛奶当水洒、把馒头和鸡蛋当足球踢，

不会随便倾倒饭菜、浪费食物。只有

这样，我们的年轻一代才会逐步杜绝

餐桌上的铺张，树立起文明用餐、关爱

困难弱势群体的良好风尚。

打牛千鞭不见粟米一颗！饱含着

父亲对农业的挚爱和黄土地的深情，

是以先辈们遭遇自然灾害时的困苦和

无奈，告诫人们无论任何时候都要高

度重视“三农”工作，保护好基本农田

和赖以生存的口粮田，饭碗要装满中

国粮。这也是多少年来，勤劳朴实的

父亲时常起早贪黑、风雨无阻，与天抗

争、辛勤耕耘，苦心经营、向地要粮的

心愿所在。

斯人已去，精神尚在！父亲终生

所图，唯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温饱

富足，国泰民安。我们今天怀念父亲，

并谨以此为像父亲一样长期坚守和奉

献在农业一线的农民兄弟们表示由衷

敬意。同时，更要为粮食增产投入巨

大心血的，以袁隆平为代表的广大农

业科技工作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只

有尊重农业和科技、尊重农民和粮食、

尊重劳动和创造，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才能充满希望，我们的祖

国才能繁荣昌盛、稳如磐石，永远屹立

世界民族之林！

经常读书看报，文字里都会把春天写得甜丝丝的。

她脆丽，葱郁，细密又精致，从冬天里走过来，让人神驰

而开怀。春天在人们的记忆里，大抵都是美好的。“暖鸭

报喜春，柳丝泄春意”“一树梨花开，细语惹春醉”。这些

赞美春天的文字，我读进去又读出来，读出来又读进去，

不知不觉竟读到岁月的深处去了。

春是春雨的春，春是暖春的春，春还是春荒的春。

这当然是以前的事情了，我没亲历过，却常听奶奶说起。

父亲有三个弟弟，所以我有三个叔叔。二叔叫宏

财，三叔叫宏愿，四叔叫宏达。叔叔的名字一个比一个

响亮，却很少有人记住，都名不符实地在那里“荒”着。

从前，一个外地人来村里找二叔，问宏财家住哪

儿。村头挑水的中年人，放下水桶直摇头，说我们村没

这个人。那人好说歹说，他才明白过来，乐得哈哈大笑，

“穷得叮当响，还宏财呢，你说二狗不就得了。”二狗是二

叔的小名，村子里没谁认识宏财，只认识二狗。那时村

子里里里外外没谁真正与“宏财”这两个字沾上边，偶有

几个好听的名字，也都在一边“荒”着。

三叔宏愿，小学二年级都没念完，还什么宏愿呢。

上学那会儿，正是春荒时节，三叔说肚子饿，没心思念

书，早早就辍学了。四叔宏达，相亲说媳妇时，又赶上青

黄不接的春季，女方娘家人过来探视，粮囤里一粒米都

没有，这门亲事也就吹了。四叔虽然长得帅，宏达的名

字也不俗，但都没能帮上忙。

那个年代，特别是春季，日子最难熬。旧粮没得吃，

新粮没下来，一进正月家里就开始断粮。能揭开锅的人

家，少得可怜的一点点粮食，要熬过几十天细流到麦收，

真是件不容易的事。一开春虽日渐暖和，可地里的野菜

和树上的叶子还没长出来，田畴里麦苗绿得晃眼，中看

不中吃。庄稼青黄不接，乡亲们饿着肚子度日月，这就

是春荒。上岁数的老人，披着过冬的大棉袄，闭着眼，咬

着牙，松松散散地蹲在墙根晒太阳，饥肠辘辘地忍受着

春荒的煎熬和磨难。等地里渐渐长出了野菜，树木开始

伸枝展叶，乡亲们就去挖野菜，捋树叶，柳絮、杨叶又苦

又涩，难以下咽，那可是救命的东西。荠菜、苣苣菜、野

灰菜、榆钱和槐花，都能用来充饥，可顿顿都是无米粥，

油水不足，这些粗劣的饭食又不管饱，不抗饿，大人还要

下地干活，个个一脸菜色，有气无力的。乡亲们在饥饿

中一天天受煎熬，春天好漫长!到了麦穗长满，春荒才算

熬过去。

我经常听奶奶讲从前的故事，更愿意怀想一些事

情。现在春而不荒了，春天带给我们的，是勃勃的生机

和温暖，是清丽的画意和幸福，连发梢都能拧出诗意

来。叔叔们和以前大不一样了，日子一红火，名字也响

亮起来，孩子们都很快乐和殷实。在桃红柳绿的春意

里，我又把春荒的影子找出来，更能感受到春日的轻快

和美好，也多了份真切和珍惜，少了份私欲和狭隘，多了

份宁静和自足，更多了份自律和友爱。

东黎丰年写春荒

《《稻梦空间稻梦空间》》周文静周文静//摄影摄影

西杨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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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在我身边走动

牵羊的人和赶车的人都挥着鞭子

携带着牛粪味喂养青草

在谷雨时节，他们干着走着

就是不说话，那一脸笑容

已经完全暴露了喜悦的行踪

雨小起来的时候，谷子

跳出了泥土，叶子像指甲剪剪出的窗花

月光变成夜里一匹行走千里的马

那或黑或白的毛发，竟然踏着露水

让风吹来春天的呼吸声

这时节没有稻草，只有裹着羊粪的气味

传来的一两声狗叫，从南传到北

劈碎了墙角的木柴，和摆放的像个仙女

一样的女人，如雨

如玉，偶然含住谷雨滴下的一滴水

啪哒一声，重新陷入

农声，农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