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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诸味，不忍独品。 ——庞永力

南皮县有个刁公楼村，关于这个村
的来历，史载为东晋元帝年间，尚书令
刁协在宅院中建造了一座楼，名为“尚
书楼”，时人尊称“刁公楼”。其后，来此
地的居民逐渐增多，形成了村落，遂取
名为“刁公楼村”。清雍正年间，该村出
土了一方北魏时期的墓志，即《刁遵墓
志》。墓志碑刻书法浑穆、舒畅，是北魏
碑刻中著名书迹之一，被誉为“魏碑之
冠”。清嘉庆五年（1800），庆云（今盐山
县）举人、曾任松江知府的崔旭经过刁
公楼村，并赋诗一首，即《过刁公楼遗
址》。诗曰：

西行百里过荒陬，传说刁公旧有楼。
渺渺平沙无客到，白云绿树自千秋。
这些遗存的地名和文物见证着“刁公

楼村”曾有一个显赫的家族——刁氏。在
这个名门望族中，曾有一人与东光有关，
那就是刁雍。他于南北朝北魏太武帝泰
常八年（423）被封东光侯。

豪门之劫

在《通志·氏族略》及《韵会》中都有这
样的记载：“刁氏出渤海齐大夫竖刁之
后。”春秋齐国大夫竖刁为齐桓公宠臣，曾
与管仲一起辅佐齐桓公建立霸业。他的
后代子孙便以祖上名字为姓，成为刁氏。
这是刁姓的来源，也说明在春秋之时，刁
氏祖上就是名门。

到汉末三国魏晋时，刁姓在渤海郡繁
衍得十分兴旺，成为官宦之家、名门望
族。尤以刁恭、刁攸、刁协、刁彝、刁畅、刁
雍最为有名。

刁氏世代为官，见于记载的有：刁雍
的先祖刁恭曾任魏齐郡太守，是一郡的最
高行政长官；刁雍的高祖刁攸是西晋的御
史中丞，即御史台长官，掌监察之事；刁雍
曾祖刁协是东晋的尚书令，为负责总揽一
切政令的首脑；刁雍之父刁畅是东晋司马
德宗的右卫将军。刁氏一门文臣武将，竟
相出世。而到了刁雍这一代，官居刺史，封
侯封王。刁氏可谓是官宦之家，门第显赫。

虽说出身官宦之家，刁雍的经历却
异常坎坷。《魏书·刁雍传》记载，“元刁
雍，字淑和，渤海饶安（今南皮县刁公楼
村）人也。曾祖协，从晋元帝渡江，居京
口，位尚书令。父暢，晋右卫将军。初，
晋相刘裕微时，负社钱一万，违时不还。
暢兄逵执而征焉。及诛桓玄，以嫌，先诛
刁氏。雍与暢故吏遂奔姚兴，为太子中
庶子。”

从这一段记载中，人们看到了刁氏
经 历 了 一 次 灭 门 之 祸 。 事 件 是 这 样
的：南北朝时，朝廷征收赋税，时为北
府兵将领的刘裕欠税钱一万，仗势违
时不交。刁雍的伯父刁逵强执令其缴
付，从此两家结下了怨仇。后来，刘裕
讨 平 南 方 ，自 己 称 帝（即 南 朝 宋 武
帝）。于是想要报先前被辱之仇，意欲
杀死刁氏全家。当时，刁家几乎全家
被杀，只有刁雍被人藏匿得免。当时
他只有 15 岁，出逃后投奔了秦高祖 (姚
兴)。北魏明元帝泰常二年 (417)刁雍又
投归北魏。

从此以后，刁雍一直在北魏忠心耿
耿，建功立业，留下了千古佳话。

武功传世

泰常二年(417)，27岁的刁雍经过十几
年的磨砺，已从未经世事的豪门子弟，变
成一个拥有文韬武略的中年干将。

而此时的刘裕，羽翼渐丰，欲称霸一
方，于是在北魏泰常二年（417)，刁雍上表
北魏太宗明元帝拓跋嗣，请求领义兵讨伐
刘裕。拓跋嗣欣然应允，晋封其为“建威
将军”。刁雍带领一队人马，过黄河、济水
之间，一路之上，“招集流散，得五千余人”

“扰动徐、兖（今徐州、兖州）”，杀奔刘裕，
气势如虹。刘裕闻听后，急忙派遣大将李
嵩等进行阻击。刁雍率军勇往直前，势不
可挡，于蒙山大败敌军，斩杀李嵩，军威大
振，“众至二万，进屯固山”。可以说，刁雍
第一次出手，就为北魏打了个大胜仗，显
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

泰常五年（420)，刘裕称帝，成为北魏
的最大的威胁，所以，拓跋嗣一直想除掉
他，但多次派兵遣将，都没有成功。泰常
八年（423)的一天，拓跋嗣对刁雍说，“朕
先遣叔孙建等攻青州，民尽藏避，城犹未
下。彼（指刘裕父子）既素惮卿威，士民又
相信服，今欲遣卿助建等，卿宜勉之。”意
为刘裕一向害怕刁雍大军的威名，且青州
之地士民信服刁氏，欲命刁雍相助叔孙
建，前往征讨。刁雍欣然领命。于是拓跋
嗣任命刁雍为镇东将军、青州刺史，封东
光侯。并“给五万骑，使别立义军”，加官
晋爵，令其组建义军。由此，可见拓跋嗣
对刁雍的器重。而刁雍也不辜负君主的
信任，入青州境域后，“抚慰郡县，士人尽
下，送租供军”，在当地民众的支持下，大
战青州，攻克重镇东阳。

青州之战告捷后，叔孙建却“惧伤兵
士，”不敢带军继续南下，率部归还。而刁

雍独领义军驻镇尹卯固，经过一番苦战，
终于攻克项城。捷报传到京都，拓跋嗣分
外高兴，赐与刁雍有“随机立效”的权立，
就是给了刁雍随机处事之权。这在封建
社会君权至上的时代，是极其少有的，说
明了拓跋嗣对刁雍的信任。

此后，刁雍又招集谯、梁、彭、沛四郡
（今河南、安徽、江苏一带）游散兵勇 5000
余人，“置二十七营，迁镇济阴”，首先取得
了老百姓的支持。随后，刁雍逐步平息战
乱 ，安 抚 百 姓 ，稳 定 局 势 。 延 和 二 年
（433)，刁雍被朝廷任命为徐州刺史，领
谯、梁、彭、沛四郡九县，同时封为平南将
军，赐爵东安侯。这一年，刁雍 43 岁，正
值盛年。

刁雍所处的时代，正值三国两晋南北
朝期间，战乱不断，朝代更迭，各个朝廷存
在的时间都相当短，而北朝的北魏却历经
148年，时间是相对较长的。这在某种意
义上说，刁雍功不可没。在古籍《南皮县
志》中，收录有刁雍上奏朝廷的表章及北
魏皇帝为刁雍所颁的诏书。这说明，刁雍
在历史上是有贡献的，因而被载入了史
册。

豪门之侯——刁雍
□匡淑梅

匡淑梅

曾任东光县《东光报》新闻部副主
任、县广播电视台专题部主任。先后出
版《歌吟的芦苇》《东光马氏家族文化探
析》《德润东光》《历代东光诗钞》等。

生命中的糖
□末子

末子

本名弭晓昕，河北省作协会员。
作品发于《散文百家》《北京精短文
学》《小小说月刊》等刊。

·语丝

电影《红海行动》中，有一个经典情
节：机枪手石头在战斗中负伤，浑身是血，
奄奄一息。他的搭档佟莉，用双手按住流
血不止的伤口，不知怎样安慰他。

这时佟莉想起石头说过，每当难过的
时候，都吃一块糖。妈妈说，吃了糖就不
疼了。佟莉找出出发前，石头送给她的一
块糖，费力地剥开，好不容易塞到石头的
嘴里。

“吃糖啊，不是说吃糖就不痛了吗？”
佟莉的这句话成了经典台词。我们都相
信，石头吃了那块糖，一定不疼了，走在去

天堂的路上也一定没有了痛苦。
生活中，我们有多少艰难的时刻，有

多少痛苦和悲伤，也许，能吃到一块糖，就
真的不痛了。这糖一定是一份安慰、一份
寄托、一份希望。

母亲的命是苦的。母亲四个月时没
有了父亲，十一岁没了母亲。漫长的岁月
中，那些苦累冻饿，那些孤苦无依，母亲是
怎样挺过来的呢？

母亲对我讲过，姥姥死后，她就跟着
大爷、大娘过。三年大水涝的时候，闹饥
荒，书不让念了，大爷就领着她到南边去
要饭。南边日子好过一点儿，能够勉强
度日。记得要饭到一户人家时，他家儿
子是军官，日子富裕些。由于没有了回
家的路费，大爷就把母亲托付给了这户
人家，自己先回山东去了。

母亲认了干爹、干娘，这一住就是三
年。母亲说，干姥姥家条件好点，种了很
多果树，她从小没见过的都见了，从小没
吃过的也都吃了。母亲平时很勤快，帮
着家里干些杂活，最重要的是，他们让她
继续上学，念高小。考中学那天，干姥姥
包的饺子，说吃饺子吉利。没想到到学
校晚了，母亲没有考上中学。在那样的
家庭里，学没有考上，怎好再提重读的事
呢。

后来，家里条件好点，大爷来接。不
用说，母亲当然不愿意回去。可后来，母
亲只提了一个条件，只要让她继续念书，
她就回去……后来，母亲又重读，以全校
前三名的成绩考进中学。只可惜，在初
三，母亲又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学生们全
不念书了。

爱读书的习惯，母亲一直保留了下
来。《红岩》《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静静的顿河》等，母亲很早就读过
了。直到现在，母亲也不喜欢热闹，不喜

欢看电视，很多时候，愿意一个人静静地读
会儿书。读完了鲁迅、钱钟书、列夫·托尔
斯泰等一些大家的作品，她还喜欢和我讨
论，文章怎么好，怎么感人，有怎样的境界。

也许，正是那些读书的念头，那些对
知识的渴望，成了母亲生命中的糖，让她
在许多漆黑的夜晚，不再孤苦、无助。

这也让我想起在东北的那段日子。
儿子面临高考，家庭的各种变故纷至沓
来，有许多事情要面对，有许多问题等我
解决。幸好，当时父母还住在老家，虽然
离县城有二十多公里，虽然孩子的各种事
项，他们也帮不上忙，虽然他们的年纪也
一天天的大了，步履开始蹒跚，皱纹爬满
额头，但他们从精神到物质对我的支持，
仍给了我不尽的勇气和力量。还有很多
的同学和朋友，他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同样给了我许多的帮助和鼓励，使我慢慢
地挨过了那段日子，走出了人生的低谷。

父母的爱护，朋友的关心，就是糖。
在生活中我们不论遇到什么，不论是怎样
的挫折和困苦，只要一想到还有父母在，
还有朋友在，心里便充满了阳光，有了战
胜困难的勇气。

可能是母亲从小缺失太多的爱，以至
于她对我和哥哥过度的“溺爱”，特别是
我。想要的东西，一定要得到。很多年，
我都认为这是母亲给我惯出来的毛病。
可有一天，突然想到，我之所以拥有这么
丰富的情感，都是因为母亲，是她的爱、她
的宽容，丰盈了我的生命。这让我有了一
部长篇小说的题目《爱，丰盈了我的生
命》。同时也让我想起儿子，他远在北方
求学，母子那种想念一定也是互相的。早
晨起来我突发奇想：给儿子寄去一些干脆
枣，他若想家了，就吃一颗；我也想给最好
的朋友寄去一些，她若想我了，也吃一颗。

几年前，被誉为继爱因斯坦之后最杰

出的理论物理学家霍金去世了。对于霍
金，大家都耳熟能详。可以说他是最大不
幸和最大万幸的集合体。不幸的是，在他
21岁时，就被医生判了死刑，患上了肌肉
萎缩性侧索硬化症，全身瘫痪，不能言语，
医生说他最多能活两到三年。幸运的是，
霍金在 23 岁就获得理论物理学博士学
位；32岁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阐述
了自己的新发现——黑洞是有辐射的，该
论文被称为“物理学史上最深刻的论文之
一”；46岁，他的惊世之著《时间简史：从大
爆炸到黑洞》出版，让世界再一次瞩目；与
此同时，霍金还娶妻生子，用自己的智慧
与风趣，拥有了一个“完整”的人生。

生活如此残酷，又让他如此眷顾。什
么才是他生命中的糖？我觉得他的孩子
给了我们最佳答案。面对父亲的去世，他
们在声明中写道：“他的勇气、坚持以及他
的杰出及幽默鼓舞了世界各地的人。他
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一个杰出的人，他
的工作和遗产将继续流传于世。”

找到生命中的糖，吃了就不疼。就像
霍金说的：

记住要仰望星空，
不要低头看脚下。
无论生活如何艰难，
请保持一颗好奇心，
你总会找到自己的路和属于你的成

功。

刘文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