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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过高考考点，看到考场外很多家长正在等候。

有几位妈妈穿着旗袍，希望图个“旗开得胜”好彩头。

网上也有不少考场外妈妈穿着旗袍的照片。很多妈

妈已经四五十岁了，身材严重走样，旗袍穿在身上，颇

有点尴尬。还有的妈妈，身上的旗袍并不合身，看样

子是借用的，很拧巴地穿在身上，让人忍俊不禁。看

过这些图片后，我笑着笑着忽然感动得有点想哭。每

一位穿旗袍的妈妈，无论她穿旗袍漂不漂亮，都是天

使的模样。

今年高考情况很特殊，有些家长为讨个好彩头，

戴上了红色口罩，口罩上面还有“高考必胜”“金榜题

名”的字样，看上去很喜庆，相信会给孩子们减轻不少

压力。还有的家长穿上了某品牌的运动装，因为这个

品牌的logo是个对勾，寓意孩子答卷时都能做对，家

长特意选的。为了孩子们，各位妈妈和爸爸可谓脑洞

大开。

考生上考场，家长的紧张不亚于考生。考试之

前，每位家长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小心和虔诚。我的

同事张老师的孩子今年参加高考，一向洒脱直爽的张

老师忽然变得小心翼翼起来。她本是个无神论者，这

段时间却总是在微信朋友圈发“考神保佑孩子高考成

功”之类的图片和文字。不仅如此，她说话也特别小

心，坚决不说不吉利的字眼，什么“坏了”“完了”“砸

了”之类的词被她屏蔽掉了。如果不小心说出来，她

便会连“呸”三下，以示惩戒。尤其是高考临近时，无

论遇到什么事，张老师总能保持笑容满面。她说，这

段时间要表现出最佳状态，这样回家才能给孩子正能

量。

朋友老刘的孩子也要参加高考，很少下厨的他，

这段时间经常亲自给孩子做营养餐。他为孩子做饭，

其意不仅仅在于做饭，而是借做饭给孩子鼓劲。他独

创了很多菜品，很多都配上了特别吉利的寓意。比

如，红烧猪蹄，寓意“金榜题（蹄）名”，寄予着老刘满满

的期待。

考场外那些穿旗袍的妈妈们，以及每一位心怀爱

与期待的家长，都在用心为孩子守候。他们动用了全

部心思，即使有些计策和招数有些滑稽甚至不可思

议。但他们的爱，足以让天地为之动容！

说起伍子胥，人们便会很自然地想到太史公司马

迁在《伍子胥列传》里的精彩评价：“怨毒之于人甚矣

哉！”

伍子胥是怀着对楚平王的不共戴天之仇，出现在

人们视野里的。其父伍奢在楚国官居高位，因受太子

少傅费无忌的陷害入狱，两个儿子伍尚和伍员（伍子

胥）也要一同受刑。在家中无忧无虑的伍尚和伍员接

到父亲的手书后，做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生性

仁孝的伍尚悲怆地赶到狱中，陪同父亲走上了断头

台；“刚戾忍诟”的伍子胥不肯与兄一同白白送命，于

是选择了逃亡。

在此后的漫漫长路，伍子胥历尽了种种常人所难

以想象的艰难坎坷：他带着楚国的废太子建和太子建

的儿子胜，一路逃亡，先后逃奔宋国、郑国、吴国。在

太子建为郑国所诛杀，后又与胜走散时，演绎了一出

凄美的“伍子胥过昭关（今安徽省含山县北），一宿愁

白了头”的传奇。幸得渔父相助过了昭关，伍子胥沿

途乞讨，挣扎着来到了吴国的都城。

伍子胥来到吴国后，投身于大将公子光的门下，

通过公子光的引荐而接近吴王僚。后又助公子光夺

取吴王之位，这便是专诸鱼肠短剑刺杀吴王僚的故

事。坐上吴王宝座后的公子光史称为吴王阖庐，在伍

子胥、孙武等人的悉心辅佐下，吴国在各诸侯国中脱

颖而出，成了南方的一个强国。阖庐九年，吴军大败

楚军，攻占了楚国的都城郢。楚平王已经作古，继位

的楚昭王出逃，伍子胥到达郢都后，一怒之下将入土

多年的楚平王从坟墓里挖了出来，“鞭之三百，然后

已。”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掘墓鞭尸”。笔者读史至

此，时时长感冷颤，好似郁结在伍子胥胸中多年的怨

毒之气向着自己扑面而来，让人感叹春秋末年的那位

慷慨壮烈的悲剧英雄伍子胥的“烈”与悲。

正是由于伍子胥身负血海深仇，正是由于无时无

刻不为深仇大恨所苦苦熬煎，正是由于报仇雪恨的大

誓宏愿在胸中汹涌澎湃与日俱增，才能经得起常人难

以承受的磨难，才能“虽九死其犹未悔”，坚定不移地

在看似遥遥无期的复仇之路上行走下去。支撑着伍

子胥的正是无比强烈的复仇信念和欲火。这里，让人

不由自主地想到了那个被后世称为智慧化身的汉初

三杰之一的张良，他的情况与伍子胥颇有些相似，二

人都有一腔仇恨长期郁结在胸中，都有一个报仇雪恨

的强烈愿望，都凭借着自己的非凡智慧而实现了夙

愿。所不同的只是伍子胥念念在兹的是家仇，而张良

耿耿于怀的是国恨。晚于伍子胥数百年的张良，生活

在“秦王扫六合”的阴影里，出生于世代相韩家族中。

推翻暴秦，为被灭的韩国报仇，是他立定的大誓宏

愿。心愿得遂以后毅然淡出、视功名富贵为鸿毛是他

高大而完美的智慧之举。由张良而反观伍子胥，不难

发现，在痛快淋漓地抽打了楚平王的尸体三百鞭之

后，他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过功成身退的问题，甚至根

本没有把它作为一个选项。一个本应当认真对待的

问题，就这样从伍子胥身边淡淡地随风而去了。

伍子胥在吴国的政治舞台找到了自己的用武

之地，当上了相国。但是，吴王阖庐与越国人交战

死后，伍子胥的事业和前途出现了危机。世事造化

弄人的是，吴王夫差接位后的第一要务便是讨伐越

国，为乃父报仇雪恨。伍子胥前半生的所作所为概

括起来只有一件事，这便是为其家人报仇雪恨。然

而，伍子胥全力辅佐吴王夫差时政见分歧越来越

大，秉性刚烈的他与刚愎自用的夫差产生了严重的

隔阂和误解。最后的结局人所共知：先是伍子胥被

迫自尽，身首异处；其后吴王夫差随之毙命，吴国被

越国所消灭。

一个值得人们深长思之的问题是，伍子胥在人微

言轻时精于明哲保身之道，为什么在后来声望日隆之

际，却不会讲究劝谏之术了呢？伍子胥的悲剧告诉我

们，优势在一定的条件下便会转化为劣势，资望在一

定的条件下也会转化为沉重的负担而妨碍自己的智

力，弱化涵养功夫，降低自我保护能力。在历史上，犯

有他这样过错的大有人在。这种屡见不鲜的现象，让

人们想起了一句古老的名言：“知其不可言而与之言，

失言；可与之言而未言，失人。君子不失人，亦不失

言。”

▲入庙必先思陟降 登堂从此肃威仪

作者：胡世超（江门市总工会员工，作品获广

东省良溪古村首届“罗贵奖书法大赛”一等奖）

点评：本对联作品取法【晋】陆机《平复帖》，

在遵循章草法则基础上参入篆籀笔法，再结合

当代的审美取向，作品墨色变化很丰富，用笔老

辣，格调高古苍茫、雄强开张，很好地表现新时

代的崇高精神风貌。

——陈荣亲（中国书法家协会电力分会副

主席）

书法作品赏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