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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艾青有一句诗：“美，是劳动
的结晶。”换句话说：“劳动创造美。”是
的，劳动即美，我们的生活也因劳动变
得丰富而精美。

前不久，看中国话剧团的演出，当
我欣赏着一个个精彩的节目时，我想
到了演员与众不同的劳动，他们是在
全身心地创造并诠释生活的美。去西
安，欣赏的是《长恨歌》大唐风情演出，
古色古香，韵味浓烈，演员们创造性的
劳动，把西安这座文化历史名城演绎
得绚丽多姿，幽远厚重。去浙江，观看
的是宋城歌舞，时尚超绝，亦真亦幻，
之后走在夜幕降临的老街，人流熙熙
攘攘：抛绣球的戏楼热闹非凡；灯光暗
淡的怪街，恐怖阴森，让人掉魂；那穿
着奇装异服的老街模特正在当众献
艺；一道风景的唢呐锣鼓八抬大轿硬
要拉你去坐坐……那街，那戏，那灯光
简直没有把人一下子拉回到现实中
来。去四川的海螺沟，品味的是藏家
的酥油茶和青稞酒，在藏家儿女如火
的歌舞里，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在臧
家做客的优待。“劳动创造美”，在演员
们的劳动里，我感受到了艺术之美，生
活之美，心灵之美！

想想在乡下劳作的父母，他们虽
然不是艺术舞台上劳动的演员，但他
们却是现实生活舞台上真正劳动的演
员，从不间断地用劳动的音符谱写着

生活的乐曲。每天早晨，是母亲呼唤
猪狗鸡鸭的声音，唤醒了山村美丽的
早晨。太阳悄悄露出笑脸，农家小院
总是充满了和谐与安详。父亲常常用
粗犷而豪迈的歌声表达劳动的欢愉，
喜欢呵护田野里开放的白的、红的、粉
的花朵，乐此不疲地帮助大地孕育秋
收的欢乐。你看，城里清扫街道的工
人，每天晨曦微露，就迎着和煦的柔
风，有节奏地舞动着手中如椽的画笔，
描出城市的洁净清新，描出人们的灿
烂心情，描出生活的五彩缤纷。她们
用劳动和汗水打理着城市的外衣，用
爱心和细心创造着城市的美；那个小
区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有的正在不
停地挥动着手中的砖刀，发出“咔咔”
的声响；有的挑起盛满灰和沙的桶，一
步一步颤悠悠地上楼去，那空中的侧
影，让你不能不停下匆匆的脚步，欣赏
他们的执著与坚定，为了城市的健康
靓丽，为了人们生活的安定舒适，他们
正用聪明和智慧，劳力和心血创造艺
术和生活的美……

劳动创造着美，演员们是用劳动
在编织众生的心灵之花，是用劳动在
丰盈众生的灵魂土壤，是用劳动在营
造众生的心灵家园。像国家话剧院演
出的节目《心灵》，在他们辛勤劳动的
打造下，我们仿佛看到了馨香灿烂的
心灵之花永开不败，永远芬芳迷人。

小品《小河淌水》反映了一对小夫妻离
婚的悲喜剧，真情最终找到了信赖信
任，重新踏上了人生美丽的征途。这
里的每一个节目，都是高雅的艺术再
现平凡生活的美。在生活中，艺术家
的劳动犹如原材料加工精美产品，是
一种过程创造及升华的美；农民朴实
的劳动犹如大自然的花草树木是一种
人类与生俱来的最原始最本真的美；
工人艰苦的劳动犹如从春走向秋的果
木，是再造技术趋于成熟艺术的美；教
师辛勤的劳动犹如蜜蜂酿蜜是脑力和
心智和谐交融的美……美在劳动中，
就像天上闪烁的星星，点缀着我们多

彩的生活。
为此，我们赞美劳动，讴歌劳动，

劳动创造美，劳动的美也创造美的事
物。日新月异变得富裕瞩目的新农
村，一天一天长高的城市高楼，越来越
宽阔平坦的公路，秀美的园林池湖，都
是劳动的结晶。劳动使稻谷芬芳，劳
动使麦子金黄，劳动使美酒香醇。我
们因为劳动而充实，因为劳动而快乐，
因为劳动而美丽，因为劳动而精气
神。在劳动中获得成功和感受喜悦，
在劳动中启迪心智和濡养心灵，在劳
动中创造财富和洗涤灵魂。美，就是
这样在劳动里诞生并创造出来。

看着眼前盛开的一片金黄的油菜
花，觉得那好似初恋的思绪，令我无比
欢喜。天空湛蓝，阳光明媚，罩了我和
身边的世界。这无边春色让我无端地
想起杜丽娘的唱词：“遍青山啼红了杜
鹃，那荼蘼外烟丝醉软。”这个季节，油
菜花已开放了。我的印象里，油菜花
开的时节一直都是烟丝醉软一般迷人
的。这个季节丰满，抒情，艳丽，那暖
暖的风仿佛是一根小草轻轻触了耳朵
眼，痒酥酥的，柔软，又让人舒服。

油菜花开的季节应该是最好的季
节，就好比一个人的青春岁月，是最好
的年华。但是，青春总有逝去的时候，
春天也有消失的日子，艳丽的油菜花
开到最绚烂，渐渐地，也会凋零。后
来，就成了一地落英。

回到乡下老家，正是在油菜花开
的最盛时候，一片绚烂，仿佛花的海
洋。这里留下了我少年生活的痕迹。
想起过去的一朝一夕，令人幸福，也令
人惆怅。这样的季节，是我小时候无
比热爱的。女作家张爱玲热爱旧上
海，在平庸的日常生活里，她一直在发
现着人世的俗美，在琐碎的柴米油盐
中寻找着实际的人生，那时，张爱玲总
是听得见电车响才睡得好觉，这样的
人生真是一种幸福。

坐在老家的屋子里，再吃母亲做
的馄饨，刚吃了一口，就有浓烈的辣在
唇齿之间弥漫，急忙问母亲，原来，她在
馄饨里撒了一些胡椒粉。不禁想起了《花

样年华》里的馄饨，优
雅地被张曼玉在午
夜街头拎着，暖暖
的，保温着的。上
世纪三十年代的馄
饨，大概也是要放
胡椒的吧，不然，味

道就不足了。三十年代的馄饨，美味
可口，却一去不返了。

午后，静谧的时光里，坐在绿树环
绕的走廊下读旧书《枕草子》，清少纳
言写道：“高雅的东西是，淡紫色的衣，
外面着了白袭的汗衫的人，小鸭子，刨
冰放进甘葛，盛在新的金碗里，水晶的数
珠，藤花、梅花上落雪积满了，非常美丽的
小儿在吃着覆盆子，这些都是高雅的。”
精致的文字，幽静，闲适，我在油菜花
的芬芳里随意翻阅着，心中喜悦。

老家有我人生的一份安稳在。一切
都是我熟悉的，我不会迷路和慌乱。

其实，油菜花开的季节，老家最是
热闹的。枝头碧绿，繁花盛开。世界
在肆意地美丽着，一片蓬勃。我想，生
命中的过去、现在、将来，也永远都少
不了如油菜花一般缤纷的点缀。

告别老家的时候，又想起当年张
爱玲离开上海的时候的情景。那天，弟弟
张子静敲开姐姐张爱玲的门，姐姐早已
去了国外。张爱玲走得如此决绝，连
自己的弟弟都不肯打一声招呼。人生
最决绝的，在于那最终的一撒手，什么
也不要了，什么都可以舍得的。

花总是要凋谢的，人也总是要走
的。

所以，花开的时节要好好珍惜，人
间的一切美好和爱要好好珍惜，这满
眼的春色要好好珍惜，红尘中的牵挂
要好好珍惜，不然，就是辜负这个丰富
的世界了。

荀证据整天背着个背囊，
背囊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证
据。荀证据不相信一切，只相
信证据。荀证据的生活准则
是：不要轻信！

他四处奔走，忙忙碌碌，他
要为一切的存在找到证据。没
有证据他吃不下饭，睡不好
觉。荀证据发现一行人后背有
一根黄色的头发，他立即把这
根头发用镊子悄悄取下放进了
背囊。这个人是个光头，为什
么衣服上会有一根长发，是男
性的还是女性的？黄色是漂染
的还是天然的？荀证据觉得这
里面大有文章，他要找到这根
头发的来处以及这根头发和行
人之间的关系。

在马路边沿，荀证据看到
了一粒纽扣。这是谁丢的，丢
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是从衣服
上掉下的，还是未曾缝到衣服
上的？是男装纽扣还是女装纽
扣？是争吵撕扯下的，还是发
生了一场抢劫或是更严重的刑
事案件？他又拿出显微镜，看
上面是否有指纹或其他痕迹。
然后他把纽扣放进了背囊。他
的背囊里还有一粒石子，半块
石头，一把剪刀，几根头发，几
页信纸，几张公文，几个旧信
封，几块破布等等。

荀证据在阳光下奔走，但

他更喜欢去
那些阴暗的
角落，目光
炯炯，四处搜
寻，他知道有
用的证据往

往藏在阴暗之地，龌龊之所。
那些道貌岸然者在证据面

前面如死灰，那些养尊处优者
在证据面前鬼哭狼嚎，一些不
可一世者在证据面前嗦嗦发
抖，一些光辉形象在证据面前
轰然倒塌。

荀证据把证据无偿提供给
那些需要证据的人，有的因此
而窃喜，有的因此而狂笑，有的
因此而如释重负，有的因此而
胆战心惊。

证据是一切的根本。因为
证据，世界才变得有序，历史才
让人相信，因为证据，一切学问
才可以进行下去：哲学、美学、
建筑、艺术、科学……离开证
据，一切将变得虚无，成为空中
楼阁。

荀证据从不怕盘查，他的
包里放着出生证、身份证、户口
本、房产证、毕业证、学位证、医
疗卡、健康证、驾驶证以及几百
种会员证。荀证据可以百分之
百地证实自己。他要求别人也
那么做，否则就不能保证你就
是那个你说的“你”。 荀证据认
为，应该把那些不能为自己存
在提供丝毫证据的人驱逐出地
球。

荀证据的传世格言是：真
金不怕火炼，无愧于证据考验
的人生才是真正的人生。

布袋李，位于郑州市区
西北、高新区境内，隶属于
沟 赵 乡 管 辖 的 一 个 自 然
村。布袋李，有人误写成

“布袋里”，“李”和“里”同
音，但字意不同。经考证，
该村在明朝已形成村庄，居
住着刘、戴、李三大姓，故村
名刘戴李村。村中李氏子
孙繁衍兴旺，人口众多。明
末，李自成在陕西造反，声
势浩大，占据郑州，要北上
攻打北京。各地绅士纷纷
组织农民成立民团，保护家

园，防止起义军的侵扰。刘
戴李村成立了以李氏为主
的民团，拥有 18 支火枪，在
方圆数十里名声很大。

相传，闯王李自成率农
民起义军与明大将洪承畴、
左良玉在郑州一带大战数
年。于明崇祯十五年（公元
1642 年）五月初四攻占郑
州，但农民军伤亡惨重，粮
草严重短缺。李自成率兵
在贾鲁河畔（冯湾一带）屯
兵修养，并招兵买马充实队
伍。探马禀报在西北处刘

戴李村有一支强大的农民
武装，闯王大喜，就派兵劝
降让其归顺义军，刘戴李民
团不从，一场激战，民团伤
亡较大。从此，李氏人口大
减，逐步走向衰败。为避战
乱、防止起义军再来报复，
村中部分刘姓村民搬迁到
村北二里另辟新村，因地势
低洼，故名洼刘。清朝中
期，村中李姓等人家利用农
闲季节开始用棉线编织布
袋，且越织越多生意越做越
大，占据郑州、荥阳主要市
场，家族逐步兴旺起来。织
布袋成了该村除农业种植
外的主要产业，远近闻名，
因此，村名由刘戴李改为布
袋李村，一直沿用至今。

《中国基层选举报告》
是乡镇干部出身的作家魏
荣汉以亲自经历为线索，通
过记录在山西及至全国引
起轰动的几场村委会换届
选举的过程，展示农村民主
选举的恢宏场面和惊心动
魄的竞争态势，反映基层民
主“从法律到实践”的艰难
起步。是一部中国农民行
使民主权利的真实记录，一
卷基层民主选举的历史缩

写。
正是因为作者的特殊

身份，他以一个乡镇党委书
记的亲身经历，并用铁的事
实还做出这样的回答：认为
中国国民素质差，不适宜搞
民主选举的说法当休；以为
中国民主可以一蹴而就，急
于求成的想法当停；某些脱
离中国实际，全盘照搬西方
选举模式的建议当止！

作者魏荣汉经常说，那

些来自一线的素材、活灵活
现的人物、风趣幽默的语
言、感人肺腑的场面、哭笑
不得的尴尬、发人深省的思
考等等等等，在脑海里一个
劲地跳跃，俯拾皆是！于是
乎，守望天下的热忱和守土
有责的强烈责任感，催他拿
起笔来。亲历并组织基层
民主选举，犹如经历暴风骤
雨的洗礼！农民中原来有
这么强烈的民主愿望，这么
高涨的参与热情，他们不仅
患贫更患不公；农村原来是
一块广袤的民主田地，拥有
十分肥沃的民主土壤。

油菜花开
王吴军

荥阳市环翠峪景区最高的山峰
是海拔 955.5 米的祖师山，在距山顶
约 300 米的地方有个小村庄，名叫大
寺坪。该村是荥阳市地处最高的一
个小山村，全村50多口人，虽居山巅，
却泉水叮咚，土地肥沃，景色诱人。
在“村村通”工程启动后，该村于2005
年又铺就了一条蜿蜒 10 余里长的水
泥公路，自此，三通（电压、电话、公
路）全部实现。

大寺坪的村名虽与寺有关，该处
怎么没有寺院的踪影？

传说，在一千多年前的隋唐时
期，这里确有一座大寺院。但，寺院
主持存心不良，用计挖了祖师山上的
千年人参王，准备熬成参汤，喝后成
仙升天。寺中有两个徒儿，平时备受
师傅虐待，就怀恨在心。见师傅在熬
参汤，就谎说寺外有人找他。在师傅
走出大门张望时，两个徒儿抬出灶火
上的汤锅，把鲜美的人参汤倾倒在房
后墙下。霎时，千年人参汤就绕着墙
根流了一圈，寺院就有了灵气。主持
师傅在大门外站了一会儿，不见有
人，刚要抬腿回寺时，饱灌参汤的寺
院却忽地拔地而起，徐徐升空，飞上
了云端。被人称为“悬空寺”。

从此，这儿不见了寺院，却留下
了“大寺坪”的名字。

大寺坪
马清贤

布袋李与洼刘
朱永忠

《中国基层选举报告》
金石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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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怪你。”叶家福说，“跑那
么远总该先说一声。”

蔡波自认运气出问题了，白蹄
子，一出门就生事。

“前埔搞不好还会大闹，小心为
要。”叶家福叮嘱。

蔡波冷笑，说他不管。干得好
无赏，干坏了包赔，感觉很没意思。

9
起初叶家福没太留心那具女

尸，他看到了相关资料，里边有几
条案情信息，女尸不太起眼，列在
倒数第二条，报称山重水库发现浮
尸一具，死者为年轻女性，由两名
到水库钓鱼的游客意外发现，时女
尸被杂草缠绕，浮于水库岸边水
中。目前案件按规定程序办理。

那天是星期六，叶家福决定利
用假日回一趟老家。老家在北部深
山里，离市区近百公里，叶家福平
时难得一归。除了路远，也因为那
里已经没有他的直系亲人。前些时
候老岳父捎话，说旧
屋 厅 堂 漏 雨 比 较 厉
害，让叶家福有空回
去一趟。叶家福知道
老人找他恐怕不止因
为老屋，一定另外有
事，便决定抽空回一
趟家。

叶家福的老家叫
坑垅村，从市区到那
边距离不算太远，费
时却多，因为路况很
差。市区到县城是省
道，从县城到乡集路
面不宽，盘山而上，
却已经铺上柏油路面，走起来也还
容易。从乡里再往村里走只有山间
土路，长十五公里，前山段七公里
情况相对好点，过了途中一个村
庄，通往坑垅村的后山段八公里山
路非常难走，道路陡峭，处处险
峻，路面狭窄，只有一个车道，通
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是牛车。那天叶
家福一早出发，中午一点才到，原
因是在后山段土路受阻，有一处路
面涵洞毁坏，坑坎起落，小车底盘
低过不去，叶家福和司机两人靠车
中专备小铲挖路边土石填坑，好不
容易把车子弄了过去。

进了岳父家，老人对叶家福
说：“就是商量这条路。”

准确表述，老人应为叶家福的
“前岳父”或“原岳父”。老人是叶
家福首任妻子的父亲，老人曾长时
间担任本村村长，当年慧眼独具看
中了叶家福，资助他上中学上大
学，对叶家福的家人多方关照。叶
家福大学毕业后在乡里当干部，娶
了村长的女儿，成了人家的女婿，
却不料隔年叶妻死于车祸，老人才
不幸成了“前岳父”。目前，老家山

村帮助照料叶家老屋，与叶家福最
有关系的就是这位老人。老人已上
七十，在乡间也算高寿，他干了近
四十年村主任，俗称村长，两年前
卸任，现任村长是他的亲侄儿，叶
家福前妻的堂弟，管叶家福叫姐夫。

岳父告诉叶家福，发现老屋漏
雨后，他已经请人上房补瓦“抓
漏”，眼下没什么问题。捎话让叶家
福回家一趟，是想与叶家福商量修
路。修路要花大钱，要有上边支
持，这就得靠叶家福。

叶家福表态说：“这条路确实
该修。”

他答应帮助想办法，却无法一
口应允，因为知道其难。事实上，
岳父跟他提起这件事已经不止一
次，以往他也曾多方努力过，却一
直未能成事。他这样的部门官员让
乡亲们听起来不小，头衔大却不掌
握资源，加上他轻易不愿求人的性
情，办点事格外不容易。

岳父知道叶家福
有难处，以往并不多
说，怕叶家福为难。
这一次请叶家福回家
谈这件事，是确实没
有其他办法。明年夏
天村里热闹，路一定
要 在 热 闹 之 前 修 起
来，不然交代不了。
所以只能找叶家福想
办法。

晚饭后叶家福匆
匆离开，连夜返回。
后山段山路白天尚且
难行，晚间下山更不

好走，叶家福却不敢过夜久留，因
为坑垅村这里不通手机，万一市里
有事，哪里找一个叶家福？他心里
总有些事放心不下。

当晚，艰难驶过后山路段，看
到手机显示有信号，他给单位值班
室挂了电话。值班员向他报告，今
天本市发生数起车祸，累计二死五
伤。除此之外没有大事。

“前埔镇没有动静？”
“特地问了道林区，目前很平

稳。”
叶家福直接给蔡波挂了个电

话。电话那边声响很杂。
“蔡区长干什么？”他问，“鸟

都进窝了，你还在喝？”
这时是晚间九点半，晚饭嫌

晚，消夜尚早。
蔡波打了一个饱嗝，是故意打

给叶家福听的。他说现在是人进窝
了，鸟还在快乐。叶家福是不是准
备前来共同举杯，与鸟同乐？

叶家福追问：“与哪些母鸟同
乐？”

蔡波说：“你怎么光
想着那个？” 21

陈西梨说：“你们在这里，也
没个地方躺着休息，这一整夜的，
怎么熬啊？”

王开明没心没肺地说：“西桃
能熬，我跟李华也能熬。”

陈西梨说：“西桃跟我挤一张
床上睡，你们能跟我挤一张床上
啊？是吧李华？”

李华干笑了两声，王开明也有
些尴尬。李华说：“我看走廊里的
加床空出好几张来，我们两人轮流
在外面加床上休息就行。要不这
样，王开明，你先陪西梨聊着，我
去打壶开水。”

李华拎起暖水瓶就出去了。到
走廊头上一看，暖水炉那边上了
锁，就转到外面走廊里，碰上个熟
悉的护士，站在走廊里聊了会儿
天，那护士是林方知科的，聊天的
时候没告诉李华林方知今天值夜
班，却回去告诉林方知，说在走廊
看见李华了，李华找人开了暖水
炉，正打着水，手机
来 短 信 了 ， 林 方 知
问：“谁病了？”

李 华 说 ： “ 没
谁，你不用管了。”

谁 知 李 华 刚 把
暖水瓶拎回去，没过
多 久 ， 林 方 知 找 来
了 。 王 开 明 又 来 劲
了 ， 抢 先 去 握 手 寒
暄：“林医生，这么
快 又 见 面 了 哈 ！ 怎
么，值班？”

林 方 知 说 ：
“对，值班，病人是
你亲属？哪儿不舒服？”

李华咳了一声，示意林方知不
要继续问下去了，陈西梨却落落大
方地说：“我是他前妻，您是？”

王开明说：“我来介绍吧，这
是林医生，李华前夫。”

陈西梨愣在床上，不知道说什
么好。

林方知尖锐地看了一眼李华，
王开明看出林方知的意思了，无非
是觉得李华太没原则了，竟然帮着
王开明来给前妻陪床，就说：“我
这人吧，没别的优点，就是善良，
对谁都一样，包括前妻，人走到哪
儿都是要讲个感情的，不管因为什
么散了，散了也还是朋友，当成家
人处呗，李华最欣赏我的就是这一
点，是吧李华？”

李华说：“是，行了吧！你就
少说两句吧，”又转向林方知，“你
看她不要紧吧？”

林方知问了问病情，说：“没
多大事，主要是劳累和精神紧张所
致，烧退了就稳定了。”

林方知要走，王开明大度地
说：“李华，送送林医生。”

李华出去后，陈西梨说王开
明：“看你刚才，简直是没事找
事，也就是人家林医生素质高，不
跟你计较。你怎么跟谁都那样啊？
不说上几句就嘴痒痒啊？”

王开明说：“我一看到姓林的
就想揍他。”

陈西梨说：“那你看到陆洋想
不想揍啊？”

王开明说：“我怎么听着你这
话带醋味呢？”

陈西梨说：“我就是想看看在
你心里是李华重还是我重。”

王开明说：“这没有可比性。
再说了，你现在也不在乎了啊。”

正说着，李华回来了，王开明
故意不理她，继续跟陈西梨在那里
装：“想不想吃苹果？口渴不渴？”

李华拽拽王开明，示意他出去
一下，王开明跟出去，说：“有事
啊？”

李华说：“又打翻醋坛子了
吧？告诉你啊，是这
么回事，刚才我不是
出来打热水吗，碰上
林方知他们科里一个
小护士了，是她回去
告 诉 林 方 知 我 在 这
里。你是不是以为我
找他去了啊？我怎么
就那么没记性啊，他
去麦当劳店找我，你
都那么来劲，我哪敢
主动找他去呀？”

王开明说：“我
哪吃醋了？就算你去
找他，也没什么呀，

不管怎么说，你们也曾经在这医院
里共事过，就算是同事，去看看人
家也正常啊！我有那么不近人情
吗？”

李华耸耸鼻子：“嗯，你近人
情，特别近人情。”

晚上十点多，陈西梨又撵他们
走，说：“我自己又不是不会睡
觉，你们在这里熬什么呀！”

王开明说：“你要去卫生间怎
么办？”

陈西梨说：“夜里又不用打吊
瓶，我连个卫生间也不能去啊？让
你说的，好像我没有生活自理能力
一样。”

说完了，意识到李华还在场
呢，又赶紧跟李华说：“他过去可
从来没对我这么好过，我手指割破
了，他都不管，连个创可贴都不给
找，还冷嘲热讽，说他要是割破手
指，就不用我给找创可贴。现在真
是变了啊，看来，还是你调教有
方。”

李华说：“哪啊，他这
是有时不珍惜，失去方珍
贵。男人都这样。”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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