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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加

公父文伯母亲纺线教子

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公父穆伯娶了莒地
(今山东莒县)博学知礼的女子敬姜，生子后
取名公父文伯。不久穆伯去世，抚育儿子的
重担就落在敬姜一人肩上。

文伯做官后，一天退朝回家，看到母亲
正在纺线，就说，儿子在外做官，您却还在家
里纺线，这要是让执政的季康子知道了，他
会认为是我不肯奉养母亲呢。

他的母亲敬姜听后，叹息说，我每天从
早到晚都勤奋劳作，还怕忘了祖先的做人之
道。要是整天怠惰享乐，怎么能把祖先的业
绩继承下来？本来我还希望你每天都来提醒
我，怎料你今天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真让
我失望！

文伯听了母亲的教诲后深深自责，后
来文伯为官兢兢业业，忠于职守、成绩卓
著。

臧文仲母亲救子脱险

臧文仲是鲁国大夫，他的母亲很有智
慧、远见。

臧文仲奉鲁国国君的命令要出使齐国，
他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对他说，你过去
待人苛刻无恩，现在鲁国容不下你，才派你
到齐国去的，这是有人想谋害你，你自己要
小心。鲁国的大臣多怨恨你，他们又和齐国
的权臣、士卿通好，一定会想办法让齐国攻
打鲁国，从而把你拘留在齐国，这是免不掉
的祸事。

臧文仲听后大吃一惊，就问母亲自己该
怎么办，臧母接着说，遇到难事，也不要害
怕，你一定要先对别人广施恩惠，然后再出
使齐国，这样以后才会有人帮助你。于是臧
文仲按照母亲的交代，去拜访鲁国孟孙氏、
叔孙氏和季孙氏三卿，并且厚交其他的大
夫、士人，之后他才出使齐国。

臧文仲到了齐国，齐国果然拘留了他，
并且计划袭击鲁国。臧文仲就暗中派人送了
封书信给鲁国国君，又恐怕这封信落到别人
手里，就用隐语来写。信送到鲁国国君手中，
鲁国国君和诸位大夫看了半天，都没有明白
信上的意思，有人说，臧文仲的母亲出身书
香世家，召她来问一问，也许她知道是什么
意思。

臧母接过信，只见信上写着：“敛小器，
投诸台，食猎犬，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
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鱼，冠缨不足带有
余。”臧母看后顿时泪流满面，她说，我的儿
子被囚禁了。鲁君忙问你怎么知道的？臧母
说，“敛小器，投诸台”，是说要赶快收集城郭
外的物资，包括细微的东西，收藏到城内，以
免被敌人掠夺了去；“食猎犬，组羊裘”是说
要赶快犒劳军士，修缮、整顿兵甲；“琴之合，

甚思之”，是说他很思念妻子；“臧我羊，羊有
母”，是告诉他的妻子要好好孝敬奉养母亲；

“食我以同鱼”，这同字是个错字，错者表示
锯子，锯子是用来锯木头的，以此比喻他被
枷锁系于狱中；“冠缨不足带有余”，是说头
发凌乱不得梳洗，饥饿没有食物而瘦得衣带
宽松，所以我知道臧文仲听被人家囚禁，身
带枷锁了。

鲁国国君听后，感觉这个信息十分紧
要，立刻派兵在边境上严加防守。这时齐国
正要发兵袭击鲁国时，听说鲁国边境上已有
重兵把守，认为失去了突袭机会，就停止出
兵，同时把臧文仲释放。正是靠着臧母的智
慧，臧文仲不仅救了自己一条命，鲁国还避
免了一场战争。

田稷子母亲教子勿贪

战国时齐国有个宰相叫田稷子，他办事
认真负责，很受齐宣王的重用。一天，一名官
员想请他办事，就送给他百镒黄金。面对巨
额黄金，田稷子一时没有抵挡住诱惑就收了
下来。回家后，他把金子交给母亲。

田稷子的母亲为人贤德，教子严谨，
见儿子给她这么多黄金，很是奇怪，就问，
你做相国三年了，从未有过这么多俸禄，
这些黄金是从哪里来的？如实告诉我。田
稷子于是就将自己接受别人黄金一事和
盘托出。

他的母亲听后大吃一惊，教训田稷子，
我听说读书士子修养身心、自正其身，不做
苟且求得之事。如今君王设官定职待你，给
你丰厚俸禄，你这样做距离尽忠就远了。

听到母亲的严厉训斥，田稷子感到十分
羞愧和自责，急忙如数归还了黄金，然后又
到齐宣王面前去请罪，请齐宣王处罚他。齐
宣王听到田稷子诉说事情的经过后，对他的
母亲这样深明大义大加赞赏，不但免除了对
田稷子的罪责，继续让他担任宰相之职，并
且拿出钱财奖赏田稷子的母亲。

齐国人听说了这件事后，都称赞田稷子
的母亲，也赞叹田稷子勇于自责、知错能改。

郑善果母亲教出清官

郑善果的母亲崔氏是隋朝清河 (今山
东武城)人，为人贤明，博涉书史，通晓国家
之治。郑善果的父亲在从军卫国时去世，此
后母亲崔氏对郑善果的监管、教育更加严
格。

由于母亲的教诲，郑善果后来成为国
之栋梁，官至三品。尽管儿子当了大官，可
是崔氏仍然坚持每天纺纱织布，夜深才睡。
郑善果不解，崔氏对他说，你的俸禄是皇上
对你祖辈以身殉国的报答，应用以赡养亲
属，我们怎可独自享用？况且纺线织布是妇
女的本职，我不做这些事，就是骄奢淫逸
了。

郑善果的母亲生性贤德聪明，她读过各
种书，包括史书等，因此懂得处理地方事务
的方法，对儿子的公务也常常予以指导。

每当郑善果到厅堂处理政务，母亲崔氏
总是坐在胡床上，在帏帐后面听郑善果判
案。听到他处理问题合理，回家后她就显得
很高兴，马上让儿子坐下，母子两人相对说
笑。如果郑善果处理公务时不公或随意发怒
施展威风，他的母亲回到后堂后，就会蒙着
被子抽泣，一整天也不吃饭。郑善果就趴在
床前请罪，不敢起身，他母亲这才起来对他
说，你去世的父亲是一个忠诚勤劳的人，他
为官清正，从未听说过有私心，最后以身殉
国，我希望你也要有与你父亲一样的心肠，
否则，我死后哪有脸面与你父亲相见呢？

郑善果深受母亲良好品行的影响，一生
为官清廉不奢。他历任多处州郡官，都只是
从家里带出饭菜到衙门里吃。官府提供的俸
禄，全部用来修理衙门房舍和分送下属。郑
善果因严格要求自己，被人们称为清官，朝
廷授予他光禄卿的官职。

（本文作者为枣庄市台儿庄区融媒体中
心编审委员会编审、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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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以后，由于日伪军的残酷“扫
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再加上频发的
严重自然灾害，山东抗日根据地处境十分
艰难。在当时的山东抗日根据地，有八路
军115师和山东纵队两支武装。山东分局、
山东纵队和115师之间，在工作中也存在着
一些分歧，多重不利因素叠加，1942年，党
领导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出现了严重困难的
局面。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1942年春，根据
党中央的指示，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
委员、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的刘少
奇，化名“胡服”，在百余名便衣新四军战
士的掩护下，从新四军军部驻地苏北阜宁
单家港出发，一路上昼伏夜行，朝着山东
方向而去，奉命解决山东抗日根据地存在
的问题。

进入山东境内以后，刘少奇不顾旅途
疲劳，立即带领随行的干部，深入群众调查
访问，了解抗日群众组织、减租减息、群众
生产生活和农村阶级关系等情况。1942年4
月10日，经过长途跋涉，刘少奇和随行人员
顺利抵达山东分局和115师师部驻地———
临沭县朱樊村。到达朱樊村以后，刘少奇便
认真考察山东党、政、军、群各班子的工作
状态。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他没有立即作
指示、下命令，而是同山东分局、115师、山
东纵队、山东战时工作推进委员会领导人
和各主管部门负责同志分别谈话，详细了
解情况。此后，刘少奇又召集山东分局委员
朱瑞、陈光、罗荣桓、黎玉以及115师政治部
主任肖华等开了两天谈话会。谈话会上，刘
少奇对山东几年来的工作和今后的任务作
了系统总结和指示，赢得了与会者的一致
赞同，消除了山东根据地领导人之间存在
的隔膜与分歧，为确定根据地今后的工作
总任务奠定了基础。

从4月26日起，刘少奇同志在全面掌握
山东情况，进行充分准备的基础上，运用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历
史和山东实际，在党员干部中，先后作了《关
于山东工作》《群众运动问题》《党的两条路
线的斗争》《思想方法问题》《关于财政粮食
问题》等8个报告。这些报告，对提高山东广
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促进山东党
内思想上的统一和组织的巩固与团结，都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调查中，刘少奇得知，在减租减息问
题上，山东分局和115师存在意见分歧，导致
减租减息运动很难开展。针对这种情况，他
明确指出：“在当前，减租减息就是山东的中
心工作，所有的工作都要围绕着这一中心来
做。要全党来抓，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干部都
来抓。”

在刘少奇的启发帮助下，山东分局的
领导对减租减息政策和抗日群众运动的重
要关系有了彻底认识，立即开始了大规模
的减租减息运动。为推动减租减息，山东分
局专门发布了《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
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从5月开始，抽调
300名干部组成工作团，以莒南、临沭为中
心县，在9个中心区、30个中心村、120多个
外围村首先展开了“双减增资”的群众运
动。正是春荒之时，一部分饥饿的农民需要
借粮度荒。干部们从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
开展减租减息，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
密切了党群关系。

在减租减息运动中，党还领导群众对地
主的反攻倒算进行斗争，使群众渐渐认识到
组织武装的重要，开始自发地组织民兵工
作。广大人民群众抗战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
起来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形势发生了深刻的
转变。

刘少奇在山东停留的四个月时间，以无
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
的原则性，以群众工作统领全局，坚持群众
路线，解决了一系列事关长远发展的关键性
问题。对山东抗日根据地顺利度过抗战最艰
苦的阶段和迎来以后的大发展，具有十分重
要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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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节就要到了，现在人们常说，母亲的教导会影响孩子的一生。其实，由
于儒家文化重视家教的传统，自古以来齐鲁之邦的母亲就十分重视对子女的培
养和教育，还产生了“孟母三迁”的教子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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