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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家雷

赵老太太者，赵括之母也。赵括
何许人也？“纸上谈兵”之当事者。大
家对纸上谈兵这个典故非常熟悉，说
的就是战国时期赵国名将赵奢之子
赵括的故事，可是对于赵括的母亲很
多人却知之不多，甚至史书上连她的
名字都没有记载，正是这位几乎淹没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的老太太却为
我们留下了精彩的一幕。她明是非、
晓事理，见识非同寻常。

赵括自幼爱学兵法，谈起用兵之
道来是头头是道，口若悬河，连他的
父亲也说不过他，便认为行遍天下，
难遇旗鼓相当的敌手。就是这位熟读
兵书，理论水平很高的年轻人后来在
与秦国的长平大战中，兵败身死，把
赵国引向深渊，留下了“纸上谈兵”的
千古笑柄。

当初，秦国进犯赵国，赵国老将
廉颇统帅军队在长平(今山西省高平
市)一带修筑堡垒，坚守阵地，与秦军
对峙，秦国无计可施。结果赵孝成王
认为老将军胆怯惧战，于是决定临阵
易将，让赵括接替廉颇的大将军职
务。这个决定遭到了上卿蔺相如等老
臣的激烈反对，他认为赵括没有实际
作战经验，不懂得灵活运用兵法理
论，只是嘴上功夫了得，徒有虚名，让
他做赵国军队的统帅必定会误国误
军的。

听说儿子当上了大将军，赵括的
母亲赶紧向赵王上书反对这个任命，

于是赵王召见她，问她原因。赵母说：
“当年他父亲临终时再三叮嘱，打仗
是处在危险的绝地，是死里求生的事
情，而赵括这孩子把用兵打仗视为儿
戏，漫不经心，轻而易举地看待战争。
将来大王不用他还好，倘若用他做将
军，只怕赵军就会断送在他手里。”

赵母对他们父子也作了比较：
“他的父亲从接受任命担任将军之日
起，就不再过问家里的事情，一门心
思扑在军队里。平日里礼贤下士，体
恤部属，曾经亲自为几十个人捧过饭
碗，关系亲密的军官、士兵有好几百
人。国君和宗室赏赐的东西，全部分
给部下官兵。而如今我的儿子赵括当
了将军，就傲慢起来，面东而坐接见
部下，部下都不敢抬头看他。大王赏
赐的金银布帛，他全部拿回来藏在家
里，天天物色廉价的房屋地产，可以
买的他就买下来。赵括和他的父亲相
差得实在是太远了，希望大王千万不
要让他代替廉老将军。”

赵王还是听不进去，说：“你不要
再说了，我已经决定了。”

赵母就说：“如果大王一再坚持，
我也没有办法，那么以后他领兵打仗
犯下过错，请求大王不要牵连我们家
人。”

结局，大家早已明了，自不必多
说。

在这里，我们不禁为赵老太太的
见识深表钦佩。在那个“女子无才便
是德”的年代，妇女地位低下，很少有
人能读书，人们常用“头发长，见识

短”来贬低女性，可是这位母亲就见
识非凡，很了不起，两条建议，于国于
家，高明之至。

赵老太太冷静理智。儿子得到国
君的提拔重用，成为统帅一国军事的
大将军，她没有像一般的母亲那样欣
喜若狂，忘乎所以，而是从长计议，冷
静对待，对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巨大荣
耀坚辞不受。她对儿子太了解了，没
有因为是自己的儿子就是非不明，黑
白不分。她深知，儿子的德才与大将
军职位不能匹配，不堪担当如此重
任。

赵老太太料事精准。赵母从儿子
平时的所作所为就已经预料到了未
来战争的走向与结局。儿子赵括责任
心、使命感不强。没有把大将军这个
事关赵国生死存亡的职位视为一种
天大的责任。他不懂得心无二用的道
理。面对十万火急的军情，没有像他
的父亲那样一旦接受任命，就全身心
地投入到临战状态，心无旁骛，再也
不理会一切与战争无关的事情。他不
能广泛调动官兵的积极性，做到官兵
一致，同甘共苦，上下同欲。当上大将
军后，他不是积极备战，应对强敌，而
是摆架子，耍威风，高高在上，不与官
兵有效沟通，密切关系，了解敌我双
方态势。他私心重。大敌当前，国家安
危系于一身，命悬一线的危急时刻，
他还有心思藏财物，买房产，做买卖。
他匪夷所思的种种表现，让母亲从开
始就毫无悬念地知道了结果。

赵老太太未雨绸缪。有了危机，

就要设法去应对、去化解。赵老太太
知道了赵王坚持让赵括做大将军这
个决定已成事实，无法改变时，就及
时向赵王提出了如果出了事不能连
累家人的请求，为家族化解了一次灭
顶之灾的重大危机。历史没有假设，
更不可能彩排。试想如果没有赵母的
远见卓识，防患于未然，赵括兵败后，
赵王能饶得了赵家吗？历史上，一人
获罪，祸及家族的事情比比皆是，屡
见不鲜。赵国40万军人魂断长平，赵
王必然迁怒于赵括，赵括既已阵亡，
那只有满门诛杀赵家了，这在当时可
能也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对于赵国长平之战的大败，我们
无意过多分析原因，只想说一点，在
这个战国时期规模最大的战争中，身
为主将的赵括难辞其咎，他个人的德
才素质直接影响了整个战争的走向，
让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从此一蹶不
振，走向衰亡。

岁月沧桑，往事如烟。时光恰如
磨刀石，斗转星移的寒来暑往，草木
枯荣，多少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故事
淹没在寻常百姓的闲谈笑语之中。在
这个发生于公元前260年的重大事件
中，赵母的这一举动充其量也就是历
史海洋中的一个小小的涟漪，平凡的
几乎让人们视而不见，了无痕迹，但
我们却从她的身上看到了智慧的光
芒，为冷冰冰的历史增添了一抹温暖
的亮色。

向您致敬，两千年多前远见卓识
的赵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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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两创”，融入基层治理
曲阜阙里社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打造“人文阙里”品牌

开展“三好”评选

鼓励商户诚信经营

在曲阜市鲁城街道，有个

“藏”在明故城内的阙里社区，孔

庙、孔府景区便位于社区之内。古

城之内没有高楼、却有景区；住户

不多、商铺却不少。“目前阙里社

区住户867户，商户3000多家。”鲁

城街道阙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

会主任王长青说，如何让居民融

入在城市社区内，管理好商家经

营，成为了阙里社区棘手的问题。

“我们创新推出了‘1321’工
作模式，为社区居民送知识、送健

康、送文化、送温暖，让居民对社

区的更有认同感和归属感。”王长

青说，社区连续三年开展“好家

庭”“好邻居”“好商家”等“三好”

评选，每年8月开始推选，通过网

上投票，共选出5户“好家庭”、10

户“好邻居”、5户“好商家”进行表

彰。

“作为在阙里社区经营了近
30年的商家，获得了‘好商家’的

荣誉，如同收获了一块‘金字招

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这份荣

誉。”商户李女士说。通过开展评

选，营造了“与邻为善、互助友爱、

明礼诚信、和睦共处”的浓厚氛

围。

鼓励商户诚信经营的同时，

阙里社区作为“东道主”为更好

的服务游客，在景区周边布设

“红帆驿站”，组织社区党员志愿

者为游客提供“定点服务”，还整

合当地1 5 2名“外卖小哥”组成

“红骑手”志愿服务队伍，游客们

可以在他们日常送餐路上、档口

取餐时向他们招手咨询，成为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生

动写照。

党建引领治理

打造“人文阙里”品牌

“古人崇尚的‘以人为本’，与

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思

路一脉相承。社会治理，说到底还

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爱、诚、

孝、仁等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

想给用活了，善治就是水到渠成

的事。”王长青将传统文化运用到

社会治理的日常中。

围绕文化“两创”，鲁城街道

阙里社区将优秀传统文化与社区

党建深度融合，推动优秀传统文

化融入城市党建、基层社会治理。

在传统节日期间，坚持“一个节日

一个主题一套活动”，广泛开展

“春节有礼”“云端清明”“粽情端

午”“团圆中秋”“情暖重阳”等系

列主题活动80余场次，常态化开

展“阅来阅好”读书会、习语润儒

乡宣讲、论语宣讲、家风讲座等活

动，着力讲好“阙里故事”，打造

“人文阙里”社区品牌。

让居民满意是一切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王长青说：“‘人文

阙里’是我们打造的特色社区品

牌，将坚持举办群众家门口的活

动，不断提升社区服务意识，推进

‘三好’评选，通过倡树好风尚，推

广正能量，进而凝聚民心、提升服

务效能，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社

会治理日常中，不断使群众更好

的融入社区生活，提升群众的归

属感、幸福感、满意度。”

记者 丁安顺 通讯员 张建伟 贾启震

曲阜市鲁城街道阙里社区紧紧围绕“人文阙里”社区党建品牌建
设，创新推出“1321”工作法，以社区党组织建设为核心，以服务居民为
重点，将优秀传统文化与社区党建深度融合，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服
务居民、凝聚人心、优化管理、维护稳定的作用，形成条块联动、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的社区服务型党组织网络，不断深化“三好”评选，开展特
色活动，持续提升居民的归属感、幸福感、满意度。

阙里社区打造“人文阙里”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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