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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 样
刘洪文

我奉命采访一位农民企业家。
他叫吴方有， 是当地的一位农民党

员， 文化程度不高， 好像只有小学文化
吧， 然而最传奇的是， 他仅用了两年时
间， 就使一家小县城里濒临倒闭的 “塞
罕坝酒” 企业起死回生， 扭亏增盈， 成
了全县知名企业的领头羊， 名声大噪。

在我看来 ， 这简直就是一个神话 。
凡事有果必有因， 这其中定有内情， 说
不定他有什么亲戚负责招商引资吧？ 有
了强大的资金作为坚强后盾， 他才可以
在短时间内崛起， 也许这只是一个外表
浮夸的假象， 隐藏着什么惊天的秘密也
未可知。

我决定一探究竟。 在没打招呼的情
况下， 突然造访， 希望掌握点儿真实的
资料， 而不是要命的彩排。 可是事情似
乎并没有我想象得那么简单。 我的前两
次突袭居然都没有见到这位传奇厂长 ，
他的办公室前总是大门紧锁。 这让我有
些失望且懊恼。

我心想： 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是
个偶然成名的 “暴发户 ” 吗 ？ 没知识 、
没文化， 还这么不守铺， 整天不在办公
室里办公 ， 在忙什么 ？ 应酬吗 ？ 喝酒 ？
现在的人， 一出名就走下坡路， 整天把
自己搞得跟日理万机似的， 其实不过是
下了酒桌上酒桌， 除了吃饭就是喝。 这
样的人我见的太多了， 真是受不了。 我

抱怨着， 牢骚满腹， 却又没什么办法。
今天又是一个星期一的上午， 一周

开始第一天。 我早早地吃过饭， 马不停
蹄地来到他的办公室门前蹲守。

天是晴天， 外面阳光很好， 虫鸣声
透过枝叶倾泻下来， 像一场交响乐， 一
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 这次我是下了
决心的， 当年刘备不是 “三顾茅庐” 才
见着的诸葛亮吗， 我今天也要来一个效
仿先贤———不达目的， 誓不罢休。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太阳也逐渐
由东向南转 。 我的情绪开始焦灼起来 ，
这得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他不会总也不
回办公室吧？ 难道他总也不上班？ 我还
要在这里等下去吗？ 一连串的问号在我
的脑海里跳动 。 正当我逡巡不定之时 ，
一位打扫卫生的大妈走了过来， 我忙上
前打听情况。

大 妈 听 明 来 意 后 ， 哈 哈 笑 着 说 ：
“闹了半天 ， 你找我们厂长啊 ？ 这几天
我就见你在这转， 你倒是早问我呀， 这
里哪儿找得着他啊 ！ 他平时很少来这

的。 你要是在这等， 怕是今年你也够呛
见到他了！”

“什么 ？ 难道这不是厂长的办公室
吗？ 厂长不在他的办公室， 那会在哪？”
我满心疑惑。

“当然是去前面的厂房部了 。 他大
部分时间都在那里， 很少回办公室的。”
大妈说： “自打我在这厂里负责打扫卫
生， 就没见他回来过几次， 倒是厂房那
边天天见。”

问明白了厂房部的具体位置。 我告
别了大妈， 几经周折， 终于找到了他们
的厂房部。 但见一溜蓝色彩钢棚顶的高
大建筑， 占地不算多宽阔， 门前整齐地
排放着几台解放汽车， 看来是拉货用的。

登记后进入厂房， 见一大帮工人正
在分捡豌豆， 早就听说塞罕坝酒以纯五
粮， 即： 高粱、 小麦、 大麦、 玉米、 豌
豆为原料 ， 但这人工挑选 ， 人工复蒸 ，
我还是第一次见 。 大家干得热火朝天 ，
劳动场面不错， 人群里不时传出一阵阵
笑声， 这是个和谐的厂子， 我不失时机

地拍了几张照片。 可是这哪有厂长的影
子啊 ？ 我实在有些着急了 ， 大声喊道 ：
“请问， 吴方有厂长在吗？”

这时， 一位皮肤黝黑， 汗流满面的
汉子从人群里站起身来： “谁呀， 谁找
我？”

我有些蒙了： “您是吴厂长？ 您怎
么会在这里？ 还干这些活儿？”

他笑了： “那我应该在哪里？ 应该
干什么活 ？ 在办公室里打电脑吗 ？ 唉 ，
咱也不是文化人， 坐不住板凳啊！ 再说
了， 我觉得企业振兴靠的是这个。”

他说着话 ， 抬起手臂 ， 撸起袖子 ，
说： “撸起袖子加油干！”

那一刻， 我的心里豁然亮了， 我终
于知道他是如何让一个厂子活起来的
了。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采访， 我第一
次和一个厂子的总负责人一起进行了一
次大型劳动， 也是我自参加工作以来出
的一次透汗。

采访结束后， 吴厂长热情地送我出
门。 他握着我的手说： “谢谢你， 我们
需要你的支持 ， 帮我们好好宣传宣传 ，
让我们的产品有更加广阔的市场， 冲出
亚洲， 走向世界。”

我也笑了 ： “应该是我谢谢您才
对， 因为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生活， 需
要一个真正接地气的榜样……”

结 香 向 春 开
任崇喜

晨起，在花园中散步，在拐角处，邂逅几株灌木。此时，
疏落参差的枝干，没有一片叶子，挂满了花球，橘黄色，一
朵一朵小花，紧紧依偎，小灯笼似的。 靠近拍摄，便觉有芳
香袭来。 忽然想起它的名字———结香。

香，对于花儿来说，该是身份的标志。
花儿，能与香字联系在一起的，其味道，必然有异质 ，

不同凡俗。 比如瑞香、丁香、十里香、桂竹香，又比如木香、
夜来香、郁金香、迷迭香。 自然，结香也是不例外的。

记得有一次散步，在一家高档别墅区前 ，曾经见过它
们灿烂的模样， 有同事兴冲冲地上前去， 要嗅一嗅花香，
回来只说一个字：冲。 说的是那花儿的味道，浓郁无比。

试想一下，花儿的香气集结在一起 ，那味道能温柔起
来吗？ 虽然它的名字，温香软玉一般，“最是那一低头的温
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

此时乍暖还寒，春光尚浅。迎春表情寥落，连翘也不精
神， 玉兰也有些茫然。 “锦簇金球永结香， 柔枝招展舞霓
裳。 ”它却绽蕾吐芳，不需要绿色的衬托，也不需要叶子的
陪伴 ，花朵繁密 ，团团簇簇 ，成为春天动人的媚眼 。 要知
道，头年秋叶未落，它的枝梢已经孕育花蕾，等待来年农历
二月花开。 它的花儿如倒挂金钟状，花冠一律朝下，显出
谦卑的姿态。 它的花期长，从农历二月一直到五月，那金
色绣球花，会一团团地挂在枝头。

结香，为“黄花结香”，属瑞香科植物，别名有打结树 、
喜花、梦花、圆梦树、三杈树等。 因其每年分一次枝，一枝
形成三个杈，所以叫三杈树。 民间亦唤梦香。

其枝条柔韧，任意缠绕而不易折断。传说中，它是中国
的爱情树。 很多恋爱中的人们相信，若要得到长久的甜蜜
爱情和幸福，只要在结香的枝上打两个同向的结，这个愿
望就能实现。 甚至，在梦中也能实现心中愿望。 据说，若是
晚上做了美梦，早晨的花结可让人梦想成真；若是晚上做
了噩梦，早晨的花结可助人解厄脱难。

这让人想起一个词：喜结连枝。好梦成真，执子之手与
子偕老，结下一段尘缘，便拥有一瓣心香。

作为一味上好的草药，结香的花能养阴安神 ，祛风明
目。 它所安的，就是一颗永结的同心吧，共享甜蜜和谐的
人间美景。

雨水，春天的抒情诗
王晓燕

雨水归来，万物初生。 如果说立春是春的序曲，雨水则
是春的第二乐章“变奏”。 此时气温回升，冰雪融化，天上有
雨，地上有流水，水活万物，故称雨水。 雨水，正是“七九河
开，八九雁来”的时节，此时大地一片生机。

“风吹新绿草芽坼，雨洒轻黄柳条湿。 ”春雨润如酥，青
青柳色新。 河边的柳树最先感觉到春雨的细密和润湿，它们
不再静默与僵硬，柳条柔软，柳枝泛青，柳芽爆出，很快，细
细小小的嫩叶将舒展开来。 忍不住折一段柳枝，做童年的游
戏。 用小刀截取一寸长的树枝， 轻轻将淡青的树皮剥离下
来，拧扁这管空心的树皮，含在嘴里，鼓起腮帮子用力吹，美
妙的声音就飘出来了。 这童年的柳笛呀，带着清甜的雨水的
味道。

“青山忽已曙，鸟雀绕舍鸣。 ”春山明怡，溪水漫流，鸟雀
的叫声稠密起来。 鸟是大自然的抒情诗人，树丛、池塘、村
舍、 城市， 都有它们的倩影掠过。 “叽叽滴滴， 婉儿滴哩，
嘀———哩哩”一身乌黑的百舌鸟唱出了嘹亮的哨音，一串连
一串，惊落了红梅的片片花瓣，惊醒了杏花的粒粒骨朵。 也
惹笑了草地里的一丛丛迎春花，金灿灿的小眼睛眨呀眨的。
雨水节气宣告了和冬天的彻底告别，目之所及，是早春鲜亮
的色彩，耳之所闻，是早春动听的声音。

“一夜返青千里麦，万山润遍动无声。 ”被雨水发酵的空
气变得轻盈而透亮， 历经一冬寂寞的田野在这样的滤镜中
清新鲜明起来。麦苗青青，油菜起苔。农谚说:“七九八九雨水
节，种田老汉不能歇。 ”农人们拿着一把铁锹，抽沟沥水，防
止麦苗烂根。 一些冬荒地已经在翻耕，准备整理作秧田。 此
时田埂上的小草、野菜几乎一夜之间窜出了地面。 细嫩的荠
菜，绿得最养眼，麻油凉拌，吃在嘴里有点青涩，却有持久的
清香。 蒲公英开着小黄花，浆多汁足，用手一拉就是一大串。
蒲公英、兰花菜、灰灰菜……拿着小铁铲一棵一棵地挑，在
和风暖阳中，人也跟这些新生的植物一样，在自然的润泽中
卸下心灵的尘滓，去拥抱这个新生的世界。

诗人海子说， 活在这珍贵的人间， 人类和植物一样幸
福，爱情和雨水一样幸福。 春天包蕴在万物的生命之中，正
被幸福的雨水唤醒。

春 播 李建国 摄

“情 趣 ” 漫 谈
李庆南

春节长假 ， 人们都精心安排了假日生
活 ， 或外出旅行饱览名山 、 或老友欢聚举
杯畅饮 、 或独处幽室挥毫抒怀 ， 各种有趣
的假日活动 ， 不一而足 。 大家都有一个心
愿， 要让假日生活更加有情趣。

情趣， 是指人的性情志趣， 体现了他对
美好生活的追求， 也是一个人文化修养的体
现。 单从字面上理解， 情趣是指人的情调和
趣味， 引申为这个人喜欢什么、 欣赏什么和
追求什么。 文化心理学表明， 一个人事业的
成功始于兴趣、 行于情趣、 终于志趣。 情趣
属于人的心理范畴和精神界域 ， 与人的修
养、 品德、 操守、 风范等紧密相连， 醉心于
吃喝玩乐、 声色犬马是一种情趣， 沉湎于读
书写字、 绘画抚琴也是一种情趣。 当然， 对
人们的情趣不能强求一律， 只要是健康、 科
学、 文明、 向上的情趣， 符合社会道德和法
律的要求就行。 各地的休闲广场里， 每天都
有健身、 歌舞、 棋牌活动， 它体现了大家乐
观的生活态度和健康的心理。 即便是平时，
上班族利用业余时间下棋、 种花、 驯鸟， 或
者买一些让自己悦目的日常生活用品， 这绝
对不是玩物丧志， 而是玩物养志。

国人的玩物之风早有之 ， “玩物养志 ”
已得到大众的认可。 董其昌 《骨董十三说 》
中认为 ， 清玩雅赏是为了 “虽在城市 ， 有
山林之致 ”， 在声色之外 ， 找到清虚之境 。
可见器物之用， 并不囿于摩挲、 陈设之列，
更是文士的精神所向。 诗云： 近山知鸟音 ，

近水知鱼性 。 有空间就有物质 ， 那些物质
的选择 ， 便是一个人心性的体现 。 良好的
生活情趣可以放松紧张的情绪 ， 驱走身心
的疲惫 ， 享受生活的美好 ， 陶冶高尚的情
操 ， 甚至可以提升人格魅力 。 所谓的生活
情趣 ， 就是用心生活 ， 而不是事事将就地
过日子 。 其实 ， 不是日子无趣 ， 而是你无
趣； 不是生活无聊， 而是你没有生活情趣 。
南宋诗人陆游的 《游山西村》 一诗， 就写出
了村夫们和他在一起的生活情趣： “莫笑农
家腊酒浑， 丰年留客足鸡豚。 山重水复疑无
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箫鼓追随春社近， 衣
冠简朴古风存。 从今若许闲乘月， 拄杖无时
夜叩门”。

梁实秋在 “雅舍小品 ” 中说 : “不如雅
致过生活。” 生活中的雅致， 往往由个人审
美而焕发光彩。 在朱自清看来， 小时候的几
座茅屋、 几畦田、 几排青山， 便是无尽的美
妙。 智者乐山， 仁者乐水。 雨有雨趣， 晴有
晴妙， 因此罗丹说： “美是到处都有的， 对
于我们的眼睛 ， 不是缺少美 ， 而是缺少发
现。” 有审美的眼光， 便有生活的情趣， 它

让我们变得雅致， 更是另一种独特的人生体
验。 讲究生活情趣的人， 都有一个有趣的灵
魂， 一碗稀粥也能喝出玫瑰的气息。 因为无
论身处何种境地， 他们总有本事取悦自己 ，
让自己的心情达到一种舒畅或平静的状态，
自觉自愿、 激情满满地生活。

生活情趣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种追求 ，
对生命之乐的一种感知。 一个人从审美需要
出发对各种审美对象所产生的主观情趣、 态
度 、 兴味 、 好尚和追求 ， 则称为 “审美情
趣 ”。 这是人的审美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 ，
是人的审美情感、 审美观点、 审美理想、 审
美态度、 审美能力的一种表现， 并且是它们
的结果。 审美趣味也称 “审美鉴赏力”， 是
审美主体欣赏 、 鉴别 、 评判美丑的特殊能
力， 它在人的实践经验、 思维能力、 艺术素
养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 是以主观爱好的形
式表现出来的对客观的美的认识和评价； 是
人们根据自己的审美观， 对自然、 社会生活
中的各种现象和事物， 以及艺术作品的审美
价值， 作出直接、 感性的审美评价及体现的
审美态度。

说起来我们身边有许多事情都是与人的
审美情趣有关的： 市里近年来兴建的一些小
公园， 因陋就简， 巧手布局， 独具匠心， 简
单的一石一木， 就能向游人传递出高雅的审
美情趣。 前不久改版的 《淮河早报》， 风格
清秀， 布局雅致， 图片剪裁精心， 版面注重
留白， 体现了策划者和设计者的审美情趣和
艺术品味。 不少人抱怨住宅楼房都是火柴盒
式的建筑， 千篇一律， 单调又沉闷， 那是开
发商和设计师们只图经济效益， 缺乏或者故
意不讲审美情趣的结果。 由此可见， 我们的
审美情趣 ， 其实就是一种对物质的主观欲
求， 更是一种客观的情感需求。 有了审美情
趣， 我们甚至可以化腐朽为神奇， 让精神世
界的美妙在现实中再现。 然而， 有时我们往
往因为生活的匆忙 ， 而忽略了审美情趣的
价值， 更忽略了身边的美。

人类经过数亿年的进化演变 ， 是何等
漫长 ， 然而人类身上的许多动物性本能至
今还残存延续着 ； 同时 ， 真正统摄和主宰
着人类 ， 使人从根本上摆脱动物本性的精
神素质也在日渐丰富和不断发展着 。 换言
之 ， 人的情趣越是回归动物本能 ， 越是迷
恋物质享受和感官欲望， 就越低级； 相反，
越是指向文化层面和精神领域 ， 情趣就越
高雅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任何一个现代文
明人 ， 都应该摒弃低级趣味 ， 控制不良嗜
好 ， 提升自己的精神追求 ， 使自己的情趣
爱好变得更加高雅 。

简 单 烹 制
邹 炜

新米上场、 霜打青菜， 有人开始在门前屋檐或窗
口挂起腊味。 冬日的气氛渐渐浓郁。

下班回家， 走在升腾了饭菜香味的小区里， 想起了
咸肉菜饭。 饱满的米粒、 油亮的咸肉、 肥厚的青菜……
混合起来， 成就了一碗销魂的咸肉菜饭。 这滋味， 是几
代人的冬日记忆， 也是我最迷恋的味道之一。

最早其实是没有咸肉的， 不过是纯素的菜饭。 上
好的矮脚青经过霜打， 我原本讨厌吃的菜梗也变得肥
美甜滑。 配上香甜软糯的新米 ， 纵是无肉 ， 亦是诱
人。 纯素的菜饭所以好吃，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那就
是有柴火灶头的加持。 而柴火灶头， 也许比菜饭更让
许多人念念不忘。 灶头上还能生出火候恰当的锅巴，
其香其脆， 无可替代。

后来有了咸肉， 甚至还有很显洋气的香肠。
咸肉， 是梁实秋 《雅舍谈吃》 里念念不忘的 “家

乡肉”。 当咸肉、 青菜和米饭同煮， 咸肉的咸鲜味溶
于水中， 被米饭和青菜吸收， 米粒被滋养得更加饱满
香甜。 掀开锅盖的一刹那， 肉香、 米香、 菜香， 满屋
子的香， 再加上一勺猪油入饭， 真的是撩人心扉。

菜饭怎么做， 或家人亲授、 或网上科普， 办法有

的是。 但归根结底， 让人念念不忘的， 其实是那份简
单和温情。

父母都不太教我做饭。 及至为人妇为人母， 常下
厨房后， 仍然觉得自己体悟比向那些食谱学习更重
要。 就好比写字、 绘画和摄影 ， 那些清晰的 、 逻辑
的、 有迹可循的各种技法其实并没有什么用。 高档酒
店里高级厨师花了大功夫精雕细琢精心烹制的， 也不
见得就会比土灶上普通人做的菜饭好吃。

我喜欢简单的烹制， 家里的佐料也只用最基本的
几种。 简单烹制的食物， 你在遇到它的时候， 就能够
想象出这些食材从最初到餐桌都经历了什么， 然后如
法炮制， 成就自己家里的美食。

当然菜饭不只是菜饭。 一顿吃不完的菜饭， 隔顿
做成滚烫的菜粥， 暖心暖胃， 仍是让我意犹未尽的佳
肴。

我对菜饭菜粥的喜爱， 和过年时的笋干一样。 所
以母亲每次做菜饭， 也就总会和过年前做笋干一样加
量。 多出来的， 给我盛了带回去。

后来没有灶头和柴火了， 母亲也没了， 但菜饭里
还是有母亲的味道。

故乡，
无法割舍的情结

丁梅华

老屋的故事
夜色聚拢的话题与村庄有关
昏暗灯光下的背影
一如昨夜记忆的星辰
不经意打碎的瓷碗
无法撑起被母亲缝缝补补的

日子

各种盆子的滴答声与雨季有
关

盆子接住不是浑浊的雨水
是生活的酸甜苦辣
不经意撞翻洒落一地
遭受的是父亲的训斥和滑倒

的身体

闪电和雷鸣在窗棂边奔走相
告

每一次咯嘣咯嘣的炸雷声
都会升起坚决不做坏事的决

心
看到土墙上被雨打湿的书包
全然不顾母亲紧捂双耳颤抖

的手

老屋在童年记忆中渐行渐远
我在老屋的庇护下长大
老屋见证了那段苦难的生活
我见证了老屋在生活中消逝
老屋给了我飞翔的梦想

奶奶的雕花床
奶奶的雕花床五颜六色很漂

亮
很漂亮的奶奶嫁给爷爷时
带着那张漂亮的雕花床
奶奶的命很苦
在父亲和姑妈没有成人时
爷爷便义无反顾地驾鹤西去

爷爷是从异乡来到此地

没有兄弟姐妹和家产
没有任何生活来源的奶奶
卖了她所有的嫁妆
唯有这张雕花床
与奶奶相依相伴
会让奶奶想起远去的爷爷

当我在这张雕花床上
听着奶奶讲的故事慢慢长大
这张床和奶奶一起老去
奶奶走的时候我在千里之外
再次回到故乡
老屋不在雕花床还在
只是早已没有昔日的五颜六色

永远的冬青树
老屋的门前有一棵冬青树
不知道是谁栽的
只知道很小的时候
就在树下听奶奶讲从前的故事
奶奶的故事很扣人心弦
如同冬青树四季常青

许是生活窘迫和不易
少小的我便离开了奶奶和父

母
离开了陪伴我慢慢长大的冬青

树
多少次梦里闪烁的泪滴
都有奶奶小脚走路的影子
多少次人生徘徊的路口
都会想起冬青树下奶奶讲的故

事

多年之后再次回到家乡
老屋和奶奶都已不在
却发现陪伴我长大的那棵冬青

树
依然苍翠欲滴傲然挺立
起身抚摸苍老的树身
也抚摸历历在目奶奶的故

事……

爱 的 絮 语
孙登科

腊梅情
窗台上，一盆金黄的腊梅
黄的瓣，黄的蕊
妙曼玲珑
奕奕地备受主人宠爱

但在梦里梦外
她从不想成为宠儿
只盼回到以前的山野
以浓浓的芳香
扑进高速公路的胸怀
和她的众姐妹一起
夹道欢迎打工的游子归来

香———追赶着雪风
情———一路嬉笑颜开
欢庆祥和的新年已到来
白雪皑皑，寒气凛冽
回家的激情，酣畅澎湃
像长了翅膀的车轮
分分秒秒都在拉近爱

留守的儿女在盼望
白发的父母在等待
一株株腊梅精神抖擞
庞大迎接的阵列

把浓浓的“中国红”喜庆氛围
送到那千家万户的村寨
红红火火，暖了庄户人的胸怀

雪晨，睹景思情
这宛若童话
在窗前，面对银装素裹的世界
大雪飞扬，雪风凛冽
爷孙俩，凝望茫茫远方

“千树万树梨花开”
纤尘不染，分外皎洁

孙儿倏然指着鸟巢
问爷爷，小鸟多冷啊
不知它们怎么度过了昨夜
他向爷爷说
夜里梦见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
她冻死在雪地里
禁不住他对安爷爷嗔怪
说着，泪水挂在腮

屋内温暖如春
爷爷内心充满对孙儿疼爱
久久沉思，不语
孩子在想，此时爷爷或许
在回忆他的少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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