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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

在众多的文学样式中!我最喜欢诗!

尤其是古体诗词" 这一爱好从上高小时
开始一直保持到现在"

我刚上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开
始了%学校所有的课都停了!并且连课本
也不发了" 好像是到了

!"#"

年吧!上面
让复课!但仍然没有教材!每人给发了一
本&毛主席诗词'当课本% 那时农村老师
少!大多数老师都是#复合型人才$!往往
既讲语文!又讲数学!同时还兼班主任%

当时我们的那位#复合型$老师据说是个
#老右派$!

$%

多岁% 课讲得还可以%但可
能是怕讲错了担当不起! 对 &毛主席诗
词'!他只领我们读!一句也不作解释%当
时发的那本&毛主席诗词'是

&'

开的小
册子!红色封面!共收毛主席诗词

(&

首%

每篇诗词都是老
师先领我们读几
遍!然后让我们自
己读% 当时年纪
小! 理解力差!加
之老师又不讲解!

虽然把毛主席的

(&

首诗词全部#学$了一遍!但对于什么
叫词牌!什么叫七律!什么叫七绝!还都
一概不懂! 对于作品所描绘的意境也似
懂非懂%尽管如此!我却从此喜欢上了古
体诗词%

特殊的年代使我在从小便喜欢上了
古体诗词!然而!又同样是那特殊年代使
我这一兴趣在而后的中学时代没能及时

得到强化(拓展%

初中毕业后我便回乡务农! 一干就
是八年%当时的体力劳动十分繁重!每天
要干

)%

个小时以上% 尽管家境贫寒!生
活很艰辛! 但可能是因为正处于生长旺
盛期吧! 我对知识的渴求欲望却十分强
烈!总是千方百计地挤时间找书看%而这
期间一是农村极度贫穷!根本买不起书)

二是文化饥荒!除毛选(毛主席语录和批

林批孔的书籍外!书店里的书很少!特别
是文艺类图书!更是奇缺% 而#文化大革
命$前出版的图书又大都遭封!想找本书
看看都很难%常常是一听说谁有本书!便
立即去找人家借! 有时甚至用几本书去
换人家的一本看% 并且是饥不择食!小
说(剧本(医学(天文(地理!借到什么书
就看什么书% 那时生产队差不多每天晚

上都要干农活! 我只有在收工之后才能
看书% 不论早晚!每晚收工回来!我总要
点上自制的墨水瓶柴油灯! 再看上一两
个小时的书%记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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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有幸借
得一本&宋词一百首'!我用了差不多
一个通宵的时间一口气读完了它% 这
是我除毛主席诗词外第一次接触到传
统诗词! 在这里我认识了苏轼( 辛弃
疾(陆游**而后又有幸借得了一本王

力&诗词格律十讲'手抄本!当时我简直
如获至宝!在先看过一遍之后!又一字不
落地把它抄了下来%通过这两本书!我不
仅对古体诗词的基本知识有了初步的了
解!并从此开始动手写了起来!我的作
品集中所收录的&游卧龙岗'(&隐山行'(

&少农吟'等就是这时的作品%

)"*"

年! 我凭借着多年来的广泛阅
读! 特别是曾看过大量线装古籍的古文
基础和擅长写作的优势! 考入了郑大中
文系%虽然读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但遗
憾的是! 四年下来四十多门功课中只有
古代文学涉及古体诗词的内容! 并且又
多侧重对诗人的创作道路( 作品的时代
背景的分析!很少讲作品的谋篇布局!对
平仄格律更仅仅是提及而已% 后来虽然
我曾在诗词方面也下过一些工夫! 但对
诗词的创作技巧! 特别是律诗的平仄格
律始终没能学到家% 所以!几十年来!尽
管我对古体诗词一直深深地喜爱着!并
进行着创作尝试!但不论是在遣词造句(

谋境立意方面!还是在平仄格律方面!至
今仍然还做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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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的牡丹花会!郑州的月季花会!开封的菊花花
会等!每年都吸引着大量的游人% 你知道吗+ 郑州在上
个世纪

(,

年代!即有大型花会了%

明新中学是当年郑州有名的私立学校! 创建于
)"(-

年%址在老城区的书院街,今市三职中-%该校不仅为中原地
区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也开创了环境绿化!举办花会的先
河%这些成果!都要归功于明新中学的创始人(校长姚明甫%

姚明甫,

!..,/!"*%

-!荥阳人!早年毕业于保定师
范!后回乡教书育人!因成绩斐然!擢升为郑州市立中
学校长%后改制为私立明新中学时!再任该校董事长兼
校长% 姚不但治学有方!还善于植树种花!其中尤爱养
菊% 他家挂有.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中$,杜
甫诗-的中堂!办公室贴有#莫嫌老圃秋容淡!犹看黄花
分外香$,韩琦诗-的条幅%种菊(赏菊(咏菊成了他茶余
饭后的一大嗜好% 他自己种!也号召学校师生员工种)

家里种!学校也种%为增加花色品种!他自掏腰包!四处

求购菊花名品% 使当年明新中学的菊花品种多达四十
余个!如珍贵的墨菊(绿菊(香白梨(懒梳妆等!均有种
植!并将菊花定为校花%他写的&菊花赋'(&以菊为校花
解'!为学子必读之教材%而尤为人们称道的!则是他一
年一度举办的重阳菊花展览会%

据该校高材生(已八十三高龄的郑象乾老人回忆/

#每年夏历九月九日!在校举办大型菊花展览!从校门
到后院,共四进院-!室内室外!楼上楼下!走道(庭院!

以各种形式遍布各种菊花% 名贵菊花都挂上印有红格
的纸牌!写明品种(特性(学名!并写有校长或王海若等
国文教师的赞诗% 这时!各界人士都来参观!市民也进
进出出!络绎不绝% $当年花会之盛况!由此可见%

明新中学的重阳菊花展!自
!"((

年起!连办数年%

!"(.

年以后!由于战事频仍!学校被迫迁至东街孔庙!

加之姚先生后来调至省城开封! 这个别开生面的大型
花会!也就在郑州销声匿迹了%

地址!郑州市陇海西路
!"

号 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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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社办公室
&'&$$((( &'&$$$#$

广告中心
&'&$$&)* &'&$$*+'

发行中心
&'&$$$&, &'&$$&%%

广告经营许可证!郑工商广字
%%,

号 印刷厂
&'&$$&-.

零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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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中旬! 幼邻携珍妮和女儿
玛茜( 莱丝琳才到达上海! 我和琼
英姐弟同到黄浦码头接船%

幼邻从
!"(*

年出国至
!"+*

年
回国! 我们母子分别了整整十年之
久% 这十年里我望眼欲穿! 没说回
国还好! 一说归期! 我便觉得度日
如年! 好不容易才盼到今天%

出国时儿子稚气未消! 此时站
在眼前的却是一位英气勃勃的半美
式青年% 他一看见我! 立即飞奔过
来! 拥抱着我! 频频呼唤妈妈

0

眼泪
盈眶% 我一时间觉得十年间尝尽了
酸甜苦辣% 心里犹如打翻了五味碟!

不免也泪下衫襟% 码头上行人看我
们母子相依情景! 也觉动情而驻足
观望% 有知我们母子情况的! 均为
之啧啧感叹%

还是琼英表侄女过来说/ #表
伯娘 ! 快看看你的媳妇和孙女吧 !

他们过来啦%$ 幼邻才放开我的手!

赶忙去把莱丝琳抱起! 挽着珍妮和
玛茜来到我跟前! 对珍妮说/ #这
就是我亲爱的妈妈! 也是你亲爱的
妈妈 0$ 珍妮学会几句简单的中国
话% 遂同我拥抱说/

#妈妈 ! 你好 0 $ 孙
女玛茜约四岁 ! 小
鸟般跳过来 ! 我一
手抱起 ! 听她叫我
奶奶好 0 啊 0 多么
幸福美好的时刻啊

0

我如入梦境% 我想!

要是德邻也在一起!

就更为满足了%

珍妮虽说是做
过妈妈的人了 ! 仍
然如少女一般腼腆(

婀娜多姿 ! 既温柔
又彬彬有礼 % 儿子
成家立业! 媳妇温柔可爱! 孙女天
真活泼! 我觉得幸福注满了心田%

全家团圆! 当晚厨师六五做了
一桌好菜! 给幼邻和珍妮接风%

珍妮是个混血女子! 生长在美
国! 习惯一如美国人! 与幼邻婚后!

幼邻略为告知我国生活和语言习惯%

在美国还带她去唐人街吃过中国饭
菜! 接触过一些中国朋友! 使她对
中国有所认识! 也略懂一些中国话%

她对中国饭菜十分喜爱! 进餐时我
看她用筷子比我还妥帖! 不禁惊奇%

我自己是中国人 ! 却拿不好筷子 !

常常因举起一个食指被母亲责骂! 此
时看着珍妮吃饭! 忽然想起我年轻时
的往事! 忍不住笑了起来% 珍妮以为
是笑她! 问幼邻/ #妈妈笑我

1

$ 幼
邻问我笑什么! 我说/ #我拿筷子比
不上珍妮! 因此好笑%$ 幼邻对珍妮
说了以后! 她也高兴地笑了起来% 玛
茜则一叠声地说/ #奶奶! 我拿筷子
最好啦! 爸爸都说我本来就是中国姑
娘嘛0$ 大家热烈碰杯%

一屋子的笑声!一屋子的快乐!我
感到无比的甜蜜!无比的满足% 我想!

此时德邻若也在一起!那就十足了%

不过!人哪有十足的呢
2

德邻虽
说带兵带将成了个大人物!但他整日
为国事为军事忧心忡忡! 谈不上安
逸% 而几十年跟随丈夫的郭氏德洁!

虽前呼后拥! 她又何尝算得十足
2

她
也有说不出的苦衷% 因她未有生育!

也自有她的烦恼%

到北平

在上海! 虽然住得舒适! 快乐!

但因邻近有间殡仪馆! 终日哀乐之
声! 不绝于耳! 使人有点扫兴% 正
好! 德邻来信! 叫我们去北平团聚%

德邻在北平为我们安排了一间
华丽的住宅 ,是外交部官员颜惠庆
的邸宅-! 德邻也是急于与儿媳孙女
团聚的! 我们到车站时! 他亲自来
接% 父子俩已阔别十年! 德邻满脸
高兴! 激动得频频说/ #好呀0 你
们回来了! 回来了**$ 幼邻上前
与父亲彬彬有礼地握手问好! 珍妮
抱着莱丝琳! 幼邻介绍与父亲见面
问好! 德邻欢喜不尽% 看我拉着玛

茜走在后面! 赶忙过
来把玛茜抱起**一
家三代 ! 团聚一起 !

这一天是
)"3*

年
&

月
.

日%

德邻领我们回到
住宅之后! 立即同到
北京饭店! 吃了一顿
丰盛的晚餐%

有德邻在一起 !

三代同堂! 共吃团圆
饭! 还有什么比这更
幸福 ( 更高兴的 事
吗
2

0

我们的住宅在东
总布胡同! 是一幢古老式的庭院邸
宅%

这段时间! 德邻政务较闲! 常
常和我们一起吃饭( 谈心! 逗弄两
个小孙女! 同享天伦之乐% 还带我
们去过他的行辕所在地111中南海!

在怀仁堂歇息( 喝茶! 品尝北平著
名的宫廷八大件% 也带我们去吃北
京烤鸭%

有时! 德邻也参加与我们一起
游览! 记得游故宫那一次琼英这女
孩子调皮! 特意坐到慈禧太后的宝
座上! 要人给她照相! 说是也要学
学慈禧太后那么神气% 她正在神气
俨然! 被德邻过来看见! 连忙喝止%

说这里明明写着游客止步! 岂可胡
来% 还对我说/ .这女孩子给敬修
娇惯了! 你带在身边! 可得管着点!

不许乱来% 不然的话! 人家不说她!

而会谈我们倚仗权势! 为所欲为%$

经此一训! 琼英说/ .以
后游风景! 最好莫跟表伯
在一起! 免得扫兴%$

麻勒干刚走! 小黑就溜了进来!

他告诉我!国门旁新近开了一家.北
方小吃店$!味道很美!要我去品尝%

小黑引领我来到具有中缅两国
建筑风格的国门旁!走进了那家.北
方小吃店$%铺面也还干净!主要卖北
方水饺和面条!不过凡北方家庭普通
饭菜! 你想吃什么都可以临时现做%

由于北方饭做得地道!吸引了不少家
是北方或者在北方生活过的人!使他
们有了回归之感! 我更是这里的常
客%店掌柜来自河南遂平县!姓黄%仅
是父子二人在此营生!父亲做好后由
儿子端送%父亲

$,

岁上下!儿子才十
二三岁% 生意不太忙时!我也和他们
攀谈几句!久而久之!便互相以朋友
相待!我终于知道了有关他们的一些
情况!有机会亲自处理了这样一件公
案%

四"海眼一枝花

老黄家在遂平县有名的海眼村%

这里有一泓清泉!涝雨不增多!干旱
不减少! 世代传说这是大海的眼睛!

村庄因此而得名%老黄从部队转业回
来!承包了村里的两
处大型鱼塘!饲养多
种名优淡水鱼类!于
是发了大财% 由于他
在中越边境自卫反
击战中负过伤!所以
走路时腿稍有些跛%

虽然老黄其貌不扬!

却从云南带回一个
年轻貌美(如花似玉
的老婆 !号称 .海眼
一枝花% $这女人也
争气!接连生下一男
一女% 一双儿女眉清
目秀!像金童玉女一
样!老黄笑得整天合不拢嘴%

当男孩长到
*

岁! 该上学了!老
黄怕儿子在学校受气!便从县城小学
里!月薪两千元请了个家庭教师% 这
位老师姓翟名旺!是个美男子% 老师
进门不到一年!学生没教会!却把学
生他妈教会了% 老师循循善诱!学生
他妈心领神会%有一天趁老黄去县城
送鱼未回!他们便携带巨款!双双远
走高飞%老黄一家

4

口哭得像泪人一
样!邻里苦苦相劝总劝不下!一些老
年妇女也随着擦眼抹泪%人们纷纷议
论!有的说这女人心太狠!连自己的
儿女都抛下不要! 就跟野男人跑了)

也有的说这事都怪老黄!不该引狼入
室%

经过一年多的明察暗访!老黄终
于弄清楚!老婆带着野汉子回了云南
原籍!中国一边不敢停留!便在缅甸
开了一家豪华家具店%老黄将

4

岁的
小女儿托付给亲友照管!自己带上儿
子就像当年进军越南那样!又来到了
阔别多年的云南% 他在国门旁开店!

出入境的人都能看清楚%

说不定哪一天冤家路窄就能碰
上那两个狗男女0

听了黄家父子的哭诉!我认为那
个叫翟旺的年轻人!做事太绝!不该
让老黄人财两空!我心里盘算着如何
给老黄帮上忙%但是!事情未见分晓!

不应先许诺! 虽然我已成竹在胸!却
不便对老黄讲!稍坐一会便告辞了%

我与缅甸白象县县长凌云!有金
兰之谊% 后天是他母亲

.,

岁寿诞!我
理应前往拜寿%早在几天前就和凌云
约好! 到时他派勤务人员前来接我%

在贺寿期间!我还想顺便把老黄的事
谈一下%那一对男女就在缅甸地盘上
开店!作为一县之长!我想他定会有
办法的%

凌云派来接我的人早早来到!帮
我拿上东西! 我们就乘汽车出发了%

凌云的家乡叫犊子岭!是缅甸北部最
偏僻的小市镇!与中国隔怒江相望%

我和凌云县长的勤务兵小闵!在
街上品尝风味小吃! 直到酒足饭饱!

乘兴回宾馆休息%在门前有几个浓妆
艳抹的缅甸姑娘将小闵拦住!有我在

旁!小闵很不好意思%

宾馆警卫出来干预 !

才算给小闵解了围 %

但是!当我半夜醒来!

却发现月光照着的小
闵的床位! 是一张空
床! 直到第二天他和
赶马人一道进屋来 !

看到我后一脸的不自
然%

赶马人叫李新
宇!

4,

岁上下! 家在
红椿镇所属的飞狐
岭!中等文化!善于谈
吐! 一路上还能和在

田间劳作的妇女对唱山歌!有这样的
人做伴颇不寂寞%

正行进间!.嗖$的一声从山上飞
下一物!还未看清是什么东西!马受
惊了! 高高仰起前身蜷起前蹄!.咴
咴$叫着把我掀了下来!然后惊慌地
向前跑去% 小闵赶忙将我扶起!小李
则去追赶他的马%我一边揉着被摔疼
的腰背!一边在小闵搀扶下慢慢向前
走%

小闵昨晚在外面鬼混一夜!未能
很好休息! 走着走着体力渐渐不支!

一会儿便面色苍白!嘴唇发青(浑身
冷汗!竟然虚脱了!躺倒在路边% 小李
将他两腿盘起!揽在怀里!不断为他
掐人中(合谷等穴!很长一会小闵才
醒转过来% 我只好把马让他乘坐!我
跟在后边!人比马少了两条腿!一溜
小跑才能跟上!我这才体会到了随从
人员的苦况% 几乎耗尽了体力!才来
到一处名叫蛤蟆眼的小山村% 天黑
时!前面有了火光!渐渐听
到人声!原来是凌云县长不
放心!带人接我们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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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地理

虫王庙在中牟县南五十
里( 张庄镇境内的翟庄村东侧
岗丘上% 原为陈州111郑州官
大道经此%

据明正德十年&中牟县志'

载/.虫王庙在县南五十里辛兴
里% $据传此庙是为供奉唐王李
世民所建的祠庙%唐朝初年间!

有一年中原地区发生了大面积
蝗灾!铺天盖地的蝗虫!从天而
降% 群蝗过后!将所有的庄稼!

甚至树木及所能食植物啃食一
空! 农作物绝收! 造成特大灾
荒%飞蝗过境之时!当地百姓在
树上捉住一只大的飞蝗! 众称
.虫王$% 将这只蝗王献给了唐

王李世民% 唐王看到这一蝗虫
造成数万百姓的痛苦! 一怒之
下! 将这只大蝗囫囵生吞下腹
去%从此群蝗无首!飞得无影无
踪%

事后! 众百姓看到唐王李
世民真是一位爱民的好皇帝!

处处关心乡民疾苦% 当地多处
大兴土木建祠庙! 称李世民为
能震灭害虫的.虫王$!并长期
以祀之%

此庙宇肇建年代不详 !但
据清乾隆十九年中牟县志所
载!该庙宇经历代多次重修!到
民国年间!该庙已建有大殿!中
间为唐王李世民塑像! 手托飞
蝗!面部作怒视状!栩栩如生!

并建有廊庑( 山门( 戏楼等设
施! 每年农历四月初一起有古
庙会% 每逢会期一般都唱两台
大戏! 各村会首另组织不少娱
乐活动!四方来此香客众多!香
火旺盛%都祈求蝗不入境!年年
五谷丰登% 古庙会一直相沿至
今% 可惜上世纪

$,

年代初!虫
王庙古建筑遭人为毁坏! 目前
只是遗迹尚存% 但庙旁的岗丘
已全部绿化!林木茂盛%每年的
会期仍在遗址前举办%

王瑞明

!

郑邑旧事

民国初年! 当时郑州市面上已有绸缎( 南货(杂
货(盐商(钱庄(京货(酱菜(糕点(药材(棉花行(烟茶(

饭店(旅馆等十八个行业!火车站下沿的席棚棉花商
行(货栈(仓库(饭馆(茶社(戏园子随处可见% 原有建
筑不敷使用!为了应急!搭棚业应运而兴!流行开来%

后来发展到临时性的市场开发(街道(乡村集市庙会
上!有货棚(彩棚(凉棚(暖棚(喜棚(丧用棚(牌楼等各
种用途的棚% 李济通先生曾在.益民市场今昔$一文中
记述/抗日战争胜利后!老坟岗集中一次性修建席棚
$,,

余间!入住各种店铺近
$,,

户% 由此可以看出当年
搭建席棚出动的棚匠之多!规模之大%

解放前!从事这一行业的工人!大都是无文化的体力
劳动者!人叫.棚匠$!俗称.架子工$% 据住在南彩小区的贺
长贵老人谈/因生活所迫!他十几岁跟随父亲学干搭棚这
一行% 搭棚技术主要是系绳扣!熟练工扣的绳扣既简便又
结实!拆卸时容易解开% 那个年头!搭棚用的材料是木架杆
和竹架杆(苇席(麻绳% 搭棚技艺高超的工匠胆大!手脚麻
利!会攀高!无论平地或在屋顶上立杆!很少挖坑!横三竖
四!牢固可靠% 经营搭棚业的行商!由于后有官方支持!承
揽的都是些大型工程!他们除有固定工人外!临时从四乡
雇工有时不下几百人!略加教练能爬高上低!就可干活去%

搭棚业一年四季都有活干!室外作业非常艰苦!安全无保
障!上架子摔伤的事时有发生% 还经常受到工头的剥削!搭
棚工每天所得收入低微!甚至难以养家糊口!极其清苦%

解放后!搭棚业转入到建筑行业!劳动条件得到
极大改善 !搭棚的 .棚匠 $一跃成为搭脚手架的架子
工!是建筑工地上不可缺少的一门专业工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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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丛林

刚从上海参加了一个著

名企业举办的冷餐会!隔了一

天!我又参加了在济南的一个

酒桌午宴"这两个酒会风格截

然相反! 形成鲜明的对比!冷

餐会气氛融洽!主客双方随意

沟通交谈甚欢#而酒桌午餐形

式呆板!尤其是席间的强迫性

劝酒! 让我这个

恐怖喝酒的人极

为反感"

那是一个大

型会议的酒桌午

餐! 其中一位主

宾反客为主 $看似属本桌德高

望重者%!向同桌所有的人强迫

敬酒! 他自己喝两杯其他人喝

一杯!还振振有词!说生意上生

活中不让朋友同事受伤害受损

失&谁都知道喝多了酒难受!会

损害健康!但是大家宁可难受'

损害健康也不能不喝! 因为不

能不给敬酒人面子"这个(重情

轻身) 的仁兄口口声声说生活

中生意上都为别人着想! 为什

么在酒场上就可以理直气壮地

损害他人损害自己! 做出损人

不利己的事情*

全桌其他人都被他+义正

词严)的气势震住!纷纷照办!

唯有我坚持不喝&这位我们从

未谋过面的仁兄抢我的酒杯

作硬灌状!我极力维护自己不

喝酒的权力!并抗议,+为什么

伤身体才是友情*不伤身体就

会伤感情* )那位仁兄很下不

来台!把自己的一杯喝下!说,

+我不是强迫要你喝酒! 我是

来替你喝的& )我说,+我也不

愿你为我伤身体& )桌上其他

人看到这个局面都来打圆场!

其中一位女同胞还把我面前

的酒杯好意拿过去!喝完后还

给我看& 如果是换了别人!因

为女同胞替自己喝酒会感到

没面子!而我一点也没有这种

感觉!我不愿意女同志为我喝

酒伤身!更不愿意看到女士们

也加入到受+酒桌文化)伤害

的大军中来& 我感

到这种气氛和文化

是我们中国一些盛

行劝酒习俗地区的

悲哀&

不知大家是不

是认真地思考过,

为什么都怕伤

身体! 都知道多喝

酒后胃难受而都不

能拒绝这种劝酒*

为什么少数大酒量的人

非要强迫小酒量的人和他们

喝得一样多*

为什么少数爱喝酒甚至

嗜酒成性的人逼着不爱多喝

甚至不喝酒的人陪着他们一

起喝*

为什么不喝少喝就等于

不给劝酒的人面子*

为什么非要把被劝喝酒

的人喝坏'喝伤'甚至喝死才

能代表重视'敬重对方*

为什么表达友情非要以

伤身体来作代价*不伤身体就

会伤及感情*

为什么两三个小时的对

话多数都是斗酒' 劝酒的废

话!难道人们之间除了斗酒之

外就没有沟通感情调剂气氛

的其他方式了吗*

为什么要在酒会上浪费那

么多时间来做根本谈不上有效

率的工作*而频繁出席这种酒场

的人非要用酒才能解决问题吗*

为什么要把某

某人放倒使其不省

人事! 甚至因此住

院* 这类事真值得

成为某些人酒宴上

的唯一目的和席散

后津津乐道的谈

资*

为什么有些人

原本都是宽容之

人!从不强迫他人

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而在

酒桌上却一反常态!无所不用

其极地强迫他人做或许是他

们最头痛最害怕最厌恶的事

情*甚至都亲眼看到那么多人

因喝酒而身心受害还对酒场

乐此不疲前赴后继呢*

回来的当天!我就对自己

的行为进行了检讨,在酒桌上

我仅对劝酒之人的强迫喝酒

行为做了较强烈的反抗!并对

身边的两三个人讲了我对+酒

桌文化)的反感& 但是我没有

像劝酒之人那样!理直气壮地

宣讲自己的+反酒桌)文化&我

很后悔&我没有表达出自己的

观点!没有讲明这种+酒桌文

化)对身体的损害!致使大家

会误解!甚至还有可能留下一

个+不配合)的不好印象&

我只是顾忌如果我们在

酒桌上争执起来主人会不高

兴! 尴尬场面会让主人下不来

台& 而没有想怎么去改变这种

状况!怎么来推

动这种糟粕的

饮食文化向先

进的文化转变&

回来想想这中

间还是能找到

解决办法的&在酒桌上!既然他

能劝全桌人喝酒!我为什么不

能劝他放弃这种强迫&我想!以

后我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这种

+反酒桌文化)! 不但在我自己

主办的宴请中!而且在我以后

参加的宴会中!还会继续把这

种+反酒桌文化)进行到底&

当然我并不是全盘否定

中国源远流长的+酒文化)!但

当前流行的这种 +酒桌文化)

已经变质& 追溯中国酒文化!

无论是李白的举杯邀月!王维

的西出阳关!还是日常招待客

人!那种豪爽'周到都是善意

的& 如果把这种善意演变成

+感情铁不铁*铁-那就不怕胃

出血- 感情深不深* 深- 那就

不怕打吊针..)那我们的酒

文化已走了样!偏离了主客双

方的初始愿望! 成了违背人

性'损害健康的+垃圾文化)&

+酒桌文化)应该与时俱进!到

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

#黄鸣!皇明太阳能集团

董事长! 第十届全国人大代

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