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天增

!

影视谈

!集结号 " 公映 # 很多
观众都说内容很感动人 $ 我
看到电影的中下部分时 # 也
禁不住掉了几次泪 # 而且有
一两次几乎难以控制 $ 为之
落泪的原因是 # 一个人提着
脑袋在战场上玩命 # 然而却
被误会 % 冷落 # 不能得到认
可和应有的荣誉 # 真的是让
人 惋 惜 %

遗憾 % 气
愤 % 无
奈 % 伤心
难受 $ 但
伤心落泪
似乎仅限于此 # !集结号 "

的故事不能作为一个完全的
东西留在心间 $ 这是因为一
开始那一章节 # 是一场兄弟
打兄弟 % 自己 打 自 己 的 战
斗 # 尽管惨烈但总是感动不
起来 # 只是为这样的战斗遗
憾和难过 # 当时心里想 # 要
是两边的兄弟们能静下来说
和就好了 $ 所以才会有了后

来的只是单单为主人翁谷子
地个人命运不公的落泪 # 我
不愿去想为啥不公 # 一想就
会损伤谷 子 地 的 形 象 # 落
泪 # 就变成无源之 &水 ' %

无本之木 # 心里真的是好矛
盾啊 # 作者为啥不将前期的
大背景落在打鬼子 % 抗美援
朝上呢 (

就 !集结号 " 整个的剧
情衔接上 # 总觉得不那么紧
凑和自然 # 有几处有些牵强
和简单 # 踩地雷一节是个让
人揪心的事 # 不能离开 # 离
开就炸 # 观众就是想看看用
什么高招化解了 # 但片中却
含糊过去了 # 好像这一节就
是专门为了让谷子地与这个
团长通过这件事建立友情 #

好为后来的剧情 发 展 做 铺
垫 $ 另外 # 王金存妻子的出
现这一节也有同样的意味 #

只是为了剧情发展的需要 #

而没有人物情感的煎熬$

最好的一场戏就是谷子
地在老团长坟前的那一幕 #

那是人性情感的最激烈 % 最
真诚的宣泄 # 但还是受电影

前期历史背
景的影响 #

这场戏又总
觉得欠缺了
些什么$ 很
多 人 都 说

!集结号" 不同于国内早期的
战争片 # 无论是战斗场面和
人物对白 # 我看后百分之二
百地同意这种评价 # 我只想
说的是 # 在剧情的自然过渡
上 # 在一幕一幕的衔接上尤
其选材上再下点工夫 # 这样
留在观众心中的喜怒哀乐 #

就会永远难忘 # 而且难以磨
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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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总统理所当然地坚决拒绝
了银行家们这个完全不合常理的要
求$

谁是刺杀林肯的真凶(

德国的铁血首相俾斯麦曾一针
见血地指出)

他*林肯+从国会那里得到授权#

通过向人民出售国债来进行借债#这
样政府和国家就从外国金融家的圈
套中跳了出来$当他们*国际金融家+

明白过来美国将逃出他们的掌握时#

林肯的死期就不远了$

林肯在解放了黑奴%统一了南方
以后#立即宣布南方在战争中所负的
债务全部一笔勾销$在战争中一直为
南方提供巨额金融支持的国际银行
家们损失惨重$ 为了报复林肯#更是
为了颠覆林肯的货币新政#他们纠集
了对林肯总统不满的各种势力#严密
策划了刺杀行动$

林肯遇刺后#在国际金融势力的
操纵下#国会宣布废除林肯的新币政
策#冻结林肯新币的发行上限为不超
过

!

亿美元$

美国的南北战争# 从根本上看#

是国际金融势力及其
代理人与美国政府激
烈争夺美国国家货币
发行权和货币政策的
利益之争$ 在南北战
争前后的一百多年时
间里# 双方在美国中
央银行系统的建立这
个金融制高点上进行
反复的殊死搏斗 #前
后共有七位美国总统
因此被刺杀# 多位国
会议员丧命 $ 直至
"#"$

年# 美国联邦储
备银行系统的成立 #

最终标志着国际银行家取得了决定
性胜利$

致命的妥协!

%:!;

年"国家银行

法#

林肯绿币的发行就像捅了国际
银行业的马蜂窝#银行家们对此深恶
痛绝#相反#普通人民和其他工业部
门则对绿币持非常欢迎的态度#林肯
绿币在美国货币系统中一直流通到
%##!

年$

"&'$

年#当战争到了最紧要的关
头# 林肯需要更多的绿币去赢得战
争#他为了获得第三次绿币发行的授
权# 不得不向国会的银行家势力低
头#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妥协#签署了
%&'$

年!国家银行法"$该法案授权政
府批准国家银行发行统一标准的银
行券*除了发行银行的名称不同+#这
些银行实际上将发行美国的国家货
币$ 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银行
以美国政府债券作为发行银行券的
储备金#实际上将美国的货币发行和
政府债务死锁在一起#政府将永远不

可能还清债务$

国际银行家把英格兰银行模式
复制到美国的阴谋终于得逞了$从此
偿还美国政府永久的和永远增加的
债务利息#就像一根绞索牢牢地套在
美国人民的脖子上#越挣扎越紧$ 到
())'

年#美国联邦政府共欠下
&*'

万
亿美元的天文数字的债务#平均每一
个四口之家#要摊上

""*+

万美元的国
债#而且国债总额正以每秒两万美元
的速度增长,美国联邦政府对国债利
息的支出仅次于健康医疗和国防$

到目前为止# 中国是世界上仅存
的为数不多的由政府直接发行货币的
国家$ 政府和人民为此而节省下来的
巨额利息开支是中国能够高速长期发
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如果有人提
出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人民银
行必须用政府的国债作为抵押来发行
人民币#中国人民就需要当心了$

林肯并非不知道这个永久的威
胁#只是迫于眼前的危机不得不做出
权宜之计$

林肯本来打算在
"&',

年获得连
任之后废除该法案#结果他在大选获

胜之后仅
!-

天就被
刺杀$ 银行家们在国
会的势力乘胜追击 #

必除掉林肯的绿币而
后快$

"&''

年
!

月
"+

日#国会通过了!紧缩
法案"#试图召回所有
流通中的绿币# 兑换
成金币# 然后把绿币
踢出货币流通领域 #

恢复国际银行家占绝
对优势的金本位体
系$

在美国#!紧缩法
案 "和 !硬币法案 "直

接触发了
"&./0-&.#

年的经济大衰
退$ 在三年时间里#美国的失业率高
达

/)1

#美国人民强烈要求回到林肯
绿币和银币共同构成货币的时代$

"&&"

年#在一片经济萧条之中上
台的美国第

+)

届总统詹姆斯-加菲
尔德已经明确地把握了问题的要害#

他说道)

在任何一个国家里#谁控制着货
币供应#谁就是所有工业和商业的绝
对主人$当你明白整个*货币+系统非
常容易地由极少数人用这样或那样
的方法来控制时#你就不用别人告诉
你通货膨胀和紧缩的根源了$

这番话落地才几个星期#加菲尔
德总统就被另一个 &精神病患者'查
尔斯-吉托于

"&&"

年
.

月
+

日行刺$

总统被击中了两枪# 最后在
#

月
"#

日去世$

美国历史学家指出#美国总统的
伤亡率比美军诺曼底登陆
的第一线部队的平均伤亡
率还要高$

一个月之后#赵大庆爬上了离这
座城市足足有五个小时车程的百灵
山$ 百灵山上有座护佑寺#成千上万
的香客络绎不绝#终年朝拜$ 赵大庆
忐忑不安地迈进了烟雾缭绕的大殿#

仰望那庄严而又慈爱的神像#浑身不
由得轻轻发抖$他长长地呼出一口浊
气#深深地跪了下来#久久不起$ 之
后#用双手把事先备好的六千六百六
十六元恭恭敬敬地投入了功德箱$赵
大庆的一举一动都被一直伫立在旁
的安平大师看在眼里#在赵大庆起身
离开的时候# 安平大师伸手拦住了
他$ 大师低眉顺眼#边捻佛珠边娓娓
道来)这位施主请留步#老僧有几句
话相告$做人以善为缘#以诚为本#不
可凡心太重$ 金钱乃身外之物#两袖
清风方能六根清净$ 欲海无边#回头
是岸$ 阿弥陀佛..

回来的路上#正在高速公路路口
交费的赵大庆被几个客客气气的工
作人员请下了他那辆宽大的劳斯莱
斯#又请他上了停在路边的另外一辆
车///检察院的警车$

赵大庆紧紧地闭
上了双眼$

他开始在心里有
板有眼地数数 # 就像
连日来失眠的时候那
样#一#二#三#四#五#

六..既然不能两袖
清风#就只好这样数数
了#一直数到六根清净
为止吧$

数到三百多的时
候# 赵大庆睡着了#睡
得很深很沉#睡得流出
了口水$

这是他多少天来
也未曾有过的一场痛痛快快的&放心
觉'$

%#

尽管柳玎和柳王月对晓融的事情
守口如瓶# 柳顺知和丁芳还是知道
了$ 石秀都知道了呀#石秀怎么能心
甘情愿地让柳家老两口消消停停地
过日子呢$

丁芳怕柳顺知上火#就背着柳顺
知哭$ 柳顺知怕丁芳上火#就背着丁
芳哭$ 欢欢笑笑看看姥姥#又看看姥
爷#想起晓融妹妹这辈子就要在床上
度过#也难过地哭$

祸不单行# 更烦心的事情又来
了$几个手拿检察院工作证的人敲开
了柳家的大门$柳顺知和丁芳像两个
乖乖的小学生那样听他们从头说到
尾#心都不跳了$

天啊$

柳玎天啊地啊地叫着#不仅是心
都不跳了#走路都走不稳了$ 那个房
主看上去老实巴交的#也不像是坏人
啊#他怎么能和贾正良有关系呢( 赵
大庆和贾正良到底有什么样的渊源

啊#他为什么要把这样的房子推荐给
她啊..

人心啊人心#到底怎样的高人才
能看尽人心看透人心啊$

打听了一圈#柳玎只好硬着头皮
去找主管纪检的区委副书记乔一
鹤///一度乱她心魂的乔一鹤$多日
不见#乔一鹤比以前有风度了#白发
染成了黑发# 笑容显得愉快而明朗$

柳玎确信乔一鹤是知道她的心的#否
则他也不可能双眼发亮地看着她$

柳玎说)乔书记#我是一个特别
不会客套的人///

乔一鹤打断柳玎说) 不必解释
了#我很清楚#你有话直说吧$

乔一鹤对柳玎的叙述听得很认
真#柳玎说完了#乔一鹤问了柳玎几
个问题$ 乔一鹤说)你在购买博雅新
苑时根本不知道房主的身份# 是吗(

柳玎连连点头$乔一鹤又问)那么#你
知道赵大庆为什么向你推荐了这处
房源吗(柳玎摇摇头$乔一鹤笑了#又
问)你和赵大庆是什么关系呢( 柳玎
说)我和他妻子是最要好的朋友$ 乔

一鹤说 )问题是 #你是
贾正良的老部下#孟铁
又是贾正良的亲外甥#

你能出示什么证据来
显示当初你并不知道
这处房产是受贿房呢(

柳玎说)我的证据就是
赵大庆#他是唯一的见
证人$ 乔一鹤说)你能
确保赵大庆为你作证
吗( 柳玎说)我相信法
律$

临别时#柳玎对乔
一鹤伸出了手#乔一鹤
用力握了握柳玎的手#

说)你放心吧#我会尽力的$柳玎并没
听清楚乔一鹤说了什么#只感受到他
手心适宜的温度和湿度$她握过很多
男人的手#她总是把男人的手和男人
的心联系起来$乔一鹤的手让她舒适
安心# 她不再那么惶恐那么焦躁了$

但是#她确信自己并不淫秽#她很坚
定地相信自己#她终究不能和除了陈
全之外的任何男人有任何瓜葛$

没必要$

女人活到第三个本命年的时候#

离&不惑'就很近了$就会自动自觉地
悟出什么是必要的# 什么是不必要
的#尤其是在感情方面$更何况#她柳
玎从明白男女之事的那天起#就从来
不是随便就和男人有瓜葛的女人$

夜幕降临的时候#柳玎%陈全和
何香茗又一次聚在一起了$何香茗已
经失去了原有的光泽水分和活力#眼
窝青黑#唇干齿燥$ 她一杯又一杯地
喝着红酒#成心把自己灌醉$ 他们谁
都说不出话# 各自吃着各
自的#各自喝着各自的#却
怀着相似的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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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丛林前几日拿到一本 !中国青年 "

杂志改刊版 # 似乎是征求意见本 #

感慨甚多 $ 看看版权页 # 相识者已

经不多 $ 这是我做传媒的第一个岗

位 # 我到 !中国青年 " 是 %文革 &

后筹备重新出刊之时 $ 我经历了思

想解放运动中 !中国青年 " 的鼎盛 #

那时的发行量大约是
&))

万 $ 之后

从 !中国青年" 到 !人民文学 "# 我

又经历过王蒙时代 !人民文学 " 的

鼎盛期 # 那时的发行量
"!)

多万 $

这些曾辉煌耀目过的杂志 # 现在为

什么变成这样了呢'

我一直为自己能亲历那个时代而

感荣幸$ 那时的 !中国青年" 在北三

里屯 # 办公在一单元 # 宿舍在二 (

三( 四单元$ 办公楼其实只一个很小

的院子# 车库是会议室$ 那时

每周都有各路思想最活跃者来

往# 或讲课或对话# 真所谓激

扬文字$ 活跃者从李洪林到王

岐山到北岛# 基本都是热心的

扶植者$ 夏日晚饭后# 小院便

成为编辑部的聚会地点# 从总

编辑到各部主任# 自然会到院

里集聚# 彼此传递消息$ 中心人物总

是理论部的老主任# 他联系着各路思

想精英# 小道消息总是最多$ !中国

青年 " 当时的总编辑是关志

豪# 他是思想活跃的核心# 于

是编辑部就吸引一批各地外省

最活跃的思想青年$

!中国青年" 复刊最值得

骄傲的是 %停刊事件 &# 当时

编委会在面对压力时集体坚

持# 使这本杂志的创刊本身就

成为思想解放运动中的品牌# 由此成

为走在最前列那一批人的支持者$ 这

本刊物在那时能形成一个思想核心 #

与总编辑真有很大关系 $ 关于关志

豪# 我记忆最深的是# 他与我们一批

年轻记者编辑去看电影# 可以一起骑

着自行车在深夜的马路上飙车$

我在这第一个工作岗位所获得的

启蒙是) 一本好刊物# 一定要有一个

思想活跃的氛围# 一支可以超前思考

在别人前头的团队$ 它不是引领着就

是被别人引领$

我从 !中国青年 " 复刊那一年

"#.&

# 一直待到
"#&/

年 # 这
,

年 #

!中国青年" 有过站在思想解放前列(

组织潘晓大讨论的骄傲$

"#&/

年关志

豪与一批部主任因年龄而离开# 一本

刊物的一个黄金时代就此结束$ 有时

想想这些刊物的衰败 # 作为亲历者 #

真有伤感徘徊不去$

23456789

邢仔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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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架

一段时期以来市面上流行对传
统经典作品解读的书籍#名家学者们
都纷纷从故纸堆中挑选自己喜欢的
经典作品 #进行一番加工 #并冠以吸
引人眼球的名字来吸引读者 $ 这本
!小人物评孟子"看上去并不惹眼#但
是一页页翻来#却让人难以释手$

作者杨治国自小深受传统文化
的熏陶 #曾作为一个地方官 #长期在
基层工作#对孟子思想中的许多观点
有着自己的深切体会#点评到孟子的
哲学 %伦理 %政治 %教育等思想 #娓娓
道来#通俗易懂#细细读来#让人回味
无穷$

!小人物评孟子" 中的内容分三
部分# 包括原文% 译文% 评曰$ 其中

的 &评曰' 是点睛的部分# 同样是读
经典的心得# 却不同于一般的经典解
读 # 作者既没有讲通俗易懂的小故
事# 也没有把历史人物的语言用时下
的流行语替代# 而是用文言形式# 引
经据典# 时而引用权威的名家研注#

时而借用其他传统经典对相关内容的
叙述# 再加上自己对别人的注解及孟
子言行% 思想等的评价# 言简意赅#

却又意味深长$ 读者可以在参照译文
读完原文之后# 看到作者对于相关内
容的点评# 虽然是用文言形式# 但是
稍有古文功底即可读懂# 其中遣词造
句精当# 褒贬皆有# 抒发议论# 淋漓
尽致# 可见作者对传统经典的熟悉#

作者的信手拈来# 看似随意自然% 实
则内涵深刻$

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4=(>

王瑞明

!

郑邑旧事

新中国成立前#郑州没有供水事
业#更谈不上有自来水#多少年来#井
就成了人们赖以生存的水源$ 居民终
日以井绳%勾担%铁桶%木桶等工具自
取饮用井水$ 一般人家都备有两种盛
水的器具#一是坛子或罐#专盛甜水#

供做饭或饮用0 二是较大一点的缸存
放苦水#用来洗衣服$有些贫穷人家没
有这么多坛坛罐罐#也买
不起甜水#只好吃苦水$

据粗略统计 ) 新中
国成立前分布在老城区
及其周边有

!)

多眼浅
层苦水井 # 水质苦涩难
饮$ 甜水井屈指可数#仅在塔湾%黄
殿坑沿%唐子巷%南关%裕元里西口%

二马路等处有几眼甜水井$ 只有那
些富户%商号%官府才能用得起$ 推
水车夫点井买水% 推水卖成为当年
穷人谋生的一种职业$ 郑州早年的
推水同业公会就设在南关大街东侧
的唐子巷$ 推车工人的生活极苦#常

年冒着严寒酷暑# 在坑坑洼洼或冰
封雪地的道路上挣扎#天气再坏#也
得按时把水送到买主家$ 有些甜水
井还被当时的水霸所垄断# 劳动人
民挑水要付钱$ 据裕元里老街坊们
说)过去街西头有一眼甜水井#被一
个恶棍把持#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

还向来挑水的居民收敛水钱$ 那时

一般劳动人民因吃不起甜水井的
水#一直以苦水井的水来活命$

那时一般井台都很低#一遇大雨#

臭水沟里的水直往井里灌# 什么赃物
都有$ 由于饮水不卫生#维持郑州人生
命之水反而成了疾病传播的祸源$ 过
去郑州的水井#如今都已经无处可寻#

不过那时穷苦人家吃苦水的情景许多

老郑州人还留下难忘的记忆$

新中国成立后#

"#,"

年# 政府投
资

+,/*#

万元#在老坟岗惠芳里*现二
七广场西+以地下水为水源兴建有史
以来郑州市的第一座自来水厂$ 水厂
占地面积

+###*.

平方米#经过两年建
设#开凿机井两眼#建起高

/"*,

米%容
量

+))

吨的圆形水塔一座# 容量
",)

吨的清水池两座 # 容量
"+)

吨的地下式蓄水池两
座# 容量

")))

吨的清水
池一座# 铺设管道

"+*!&

公里#供水管道以解放路
水厂为圆心#向东 %西大

街%德化街%铭功路%太康路%正兴街等
+'

条街道辐射# 设立公共给水站
+!

个$

"#,/

年自来水公司成立后#开始
筹措送水事宜$

"#,!

年
"

月
"

日#解
放路水厂正式向市民供水#政府修建
的自来水管道像人的脉搏一样伸向
了四面八方$ 从此#郑州居民吃苦水%

咸水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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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

人的身份 # 人的成败 # 人的荣辱 #

有时是命中注定的$ 比如人的家庭% 民
族% 国籍这都是命中的那个上帝的决策#

比如有人一出生就是王子了# 而我一出
生就是个农民的孙子# 但这还遭到了不
少人的羡慕# 因为他们是农民的儿子$

有人一出生就落户在曼哈顿# 我一出
生就落户到内蒙古科尔沁右翼前旗斯力很
苏木乌兰嘎查$ 睁开眼睛一看# 身边有爹
有娘# 还有牛有羊# 出门一瞧# 远处的山
青# 近处的山绿# 院子里松开的是狗# 拴
着的是驴 # 人们
喝的是牛奶 # 吃
的是炒米 $ 家里
有两本书 # 一本
是 ! 毛 主 席 语
录"# 一本是 !毛
泽东选集 " $ 我
-)

岁了才知道这世上还有幼儿园#

-,

岁
才见到拖拉机#

-&

岁才知道我向往已久
的天安门里边原来是住皇帝的$

就这样的见识与素质# 最大的理想
也无非是比爹再多放

,)

只羊# 比爷爷多
放

-))

只羊 # 长大
了再讨个婆娘 $ 好
在我有机会读了几
年书 # 知道城里的
暖气比蒙古包里的
牛粪火更温暖 # 吃
大米比吃炒米更顺

口# 城里的姑娘比我们旗里的姑娘更风
骚# 从此我就没了 &扎根牧区' 一辈子
的志向$

但我无力改变命运# 可我又不甘心
一生走不出草原$

我的运气终于与时代同步了# 世道
变了# 上大学不用组织推荐了# 考试就
意味着你我他没有尊卑贵贱了$ 我考上
了# 我终于 &借机凭运' 把自己提拔为
城里人了$ 这本是命中注定的事# 让我
凭运气给篡改了$ 这一次篡改# 我终身

就受益了$

这让我想起了当年唱的那首 !中国
少年先锋队之歌") &准备好了吗# 时刻
准备着 $' 准备什么呢 ( 准备知识与力
量# 干什么呢( 等待运气的到来$ 运气
如季风# 一年里总会有几次的# 一个人
的一生不会没有运气# 但运气来时# 你
没准备好# 你就登不上走运的这趟车$

我中学时的语文老师常说的一句话
是# 耽误你赶路的不是你脚下的那个坡
儿# 而是你鞋里的沙子$ 那个坡儿会阻
碍所有的人# 但你鞋里的那一粒沙子硌

的却是你自己 $ 所以我们在远行之前 #

都要做一番准备# 这准备就包括先把你
鞋里的沙子磕打干净了# 因为旅途的风
景# 容不得你打理完自己# 再去挑三拣
四$

当年我有几大志向# 其一# 如果我
有钱了# 就买两碗豆浆# 喝一碗# 倒一
碗# 如今看# 还是实现了0 其二# 我也
写诗 # 要发在我们旗文化馆的杂志上 #

如今看# 这也不难了0 其三# 娶一个有
点文化的老婆# 读我那多情的信时# 不

用找嘎查里的会
计了 $ 老婆确实
很有文化 # 如今
都会发短信了 #

但我还不会 $ 可
我也有文化 # 评
职称时 # 我发表

的
,)))

字论文# 我竟然只抄了
$)))

字#

那
()))

多字都是我自己写的# 我总算没
有白读一次大学吧$ 因为我们公司董事
长的硕士论文# 都是找枪手代写的$ 我
不懂事就长了这么大# 就是因为抓住了
运气$

当然# 我不是成功人士# 我不能在
废墟上建起神祗# 但我也不会是自己的
侏儒# 因为我把当初砌墙的活儿就看作
是在盖一座教堂了 # 所以我心里明亮 $

有阳光的心灵就常常能抓住匆匆闪过的
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