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她还是一个小女孩儿的时候，暗恋上
了一个叫风的非常优秀的男孩儿，他在她心
目中至高无上，完美无缺，高不可及，是光芒
四射的太阳。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对他的爱
与日俱增，她深深爱恋着他，一心一意！每
次见到他，她都会快乐无比。他的一举手一
投足一颦一笑都让她痴迷，她想只要让她跟
着他，哪怕去要饭也是幸福的。她平常特别
讨厌烟味儿，可她想如果他吸烟，那烟味儿
一定很好闻，
一 定 很 香 很
香。她常常偷
偷凝望着他，
心中既甜蜜又
痛苦。那个时
代，她的性格，
决定了这是一
场无望的爱恋，风一点都不知道她是多么多
么爱他！她陷入痛苦的单相思中不能自
拔。她渴望引起他的注意，她乐意为他做任
何事情，哪怕是为他而死！可他却总是无视她
的存在，他太阳的光辉总也照射不到她身上，这
让她非常伤心。她常常对着镜子黯然神伤，她恨
自己不够漂亮，不够美丽，不够出众，不能让他像
王子爱上白雪公主一样对她一见倾心。直到有
一天，当她发现他的身边出现了一个长发飘飘的
美丽女孩儿，她觉得自己的心被割裂般的疼
痛，她听见了梦破碎的声音，那种世界末日
来临的绝望将她吞噬……那段时间，她只觉
得自己灵魂出窍，如同行尸走肉。

许多年过去了，她一直都走不出那段感
情，她关闭了自己情感的大门，再也容不下
任何人，再也没有谁走进她心里，她心如死
灰，没有了太阳的日子暗无天日。

不知什么时候，无意中，她看到了一双
凝望着她的眼睛，一双能着出火的眼睛，而
这双眼睛的主人，却是一个她从未注意过的
叫夏的人。她从这双眼睛里读到了太多的
内容，她回避了，她不希望被这样的目光注
视。终于有一天，当他们俩独处的时候，夏

跟她说了很多很多。他说他很崇拜她；他说
她是他心中的月亮，是他心中的女神，是他
从小编织的一个梦；他说他一看见她就觉得
她是他最亲最亲的亲人，比看见他爸他妈都
亲；他说能与她在一起，他会成为世界上最
幸福的人；他说他想蹬上高空向全世界宣布
他爱她；他说他可以为她做一切事情，哪怕
是上刀山、下火海、进油锅……他的话让她
既吃惊又感动，这些话，这些话早已憋在她

心中多少年，都
是 她 想 对 另 一
个 男 孩 儿 ——
她 痴 爱 了 许 多
年 的 风 要 说 的
呀！ 当时她只
有深深的感动，
这 些 话 只 有 深

爱一个人的时候才会说出口的呀！同时她
也有一丝伤感，这些话为什么不是她深爱的风说
的呀，她多么渴望能从风的口中听到这些话呀。

她开始躲避夏，她对夏只有感动，她不
爱他，他不是她心中的太阳。可夏却不管这
些，他关心她，爱护她，他的目光总是追随着
她，他把她当做自己头顶的一轮明月，心中
的女神，她在他心目中完美无缺，他看她什
么都好。他对她体贴入微、关怀备至，无论
她走到哪里，夏的关怀就会出现在哪里。终
于，她的心被一点点暖热，她开始试着接受
他。夏常常深情地望着她，柔声对她说：“嫁
给我吧，我会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孩儿。”

最后，她嫁给了这个用话语和行动打动
了她的男人。夏一如既往地把她视作明月、
掌上明珠，把她宠到了天上，她感受到了作
为一个女人被爱的幸福。幸福甜蜜的日子
里她有时会想起风，想如果她嫁给风会是什
么样？“我一定会成为风的奴隶！”她时常作
出这样的回答。

当太阳和月亮不能两全其美时，女人嫁
一个十二分爱自己的男人，比嫁一个自己十
二分爱的男人要幸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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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开一半，有贵客到来，竟是
赵荣昌。书记一行不做事先通知，
突然光临。赵荣昌并不急着发话，
坐下来听，要蔡波继续开会，让大
家说。于是蔡波继续安排他的“春
节突击”，强调目的不在于节日期间
找几个人在工地上干活，意在坚持
一种状态，让大家不要把气松下
来，要一直保持，节前不放，节后
紧接着赶，直到圆满完成。

赵荣昌不听了，起身就走。蔡
波在后边追，问赵书记有什么重要
指示？赵荣昌让蔡波继续开会。他
没什么重要指示，就是看看。

当天下午，叶家福给蔡波挂来
电话。

“你跟赵书记说什么坏话了？”
蔡波追问他。

叶家福称自己跟赵荣昌没说什
么好话，是赵荣昌让他找蔡波说点
坏话。

“请蔡助理到我这里来一下。”
他说。

蔡 波 去 了 政 法
委，叶家福特地走过
去把办公室门关紧，
然后才正式接触。他
跟蔡波谈的事情比较
敏感：要蔡波写一个
个人交代，内容是与
施雄杰的关系。

蔡波问：“为什
么让你跟我说这个？”

叶家福问蔡波喜
欢 谁 来 说 ？ 纪 委 书
记？还是组织部长？

“ 他 们 找 过 我
了。”

“赵书记要你自己写一个。”叶
家福说，“他上午去工地，本打算
亲自告诉你。”

蔡波打听道：“要我写这个干
什么？好事还是坏事？”

叶家福反问：“你是装不明
白？”

“看来还有希望？”
“很高兴吗？”
蔡波感叹，说这种跳跃方式真

是很累，很折磨人。
赵荣昌让蔡波写个人说明肯定

有大用。赵荣昌有大气，类似事情
从来都是点到为止，决不多说，蔡
波只能自己分析其中究竟。

“看起来是好事了？”蔡波问叶
家福。

叶家福不明确认可，只说以前
他们探讨过，好事也许就是坏事。
有一类人的跳跃充满风险，老实待
着也许什么事都没有，一往上跳风
险就一起到。

“ 看 来 赵 书 记 要 我 们 不 畏 风
险。”蔡波发笑。

他告诉叶家福自己近来没日没

夜，坚守于工地指挥现场。他的右
脚趾头骨裂并未完全长合，刮风下
雨，依然阵阵抽痛。但是他一跳一
跳，坚持不懈，克服重力做功，尽
全力推进工作。他相信大家都看在
眼里，包括赵荣昌。

“现在感到时来运转了？”叶家
福问。

蔡波说：“起码看到了风险。
有风险才有希望。”

“不是很累很折磨人吗？”
蔡波说不止是很累很折磨人，

跳跃总是有风险的，时下这一行当
其实是一种风险职业，指不定什么
时候就出事了。人都需要一个念想
一个目标，为了这个目标人可以吃
尽苦头，经历风险。

“真有那么悲伤？”叶家福问。
蔡波回答：“差不多。”
他故意跟叶家福找茬，询问这

个自供状怎么写才算合适？叶家福
冷笑，说办理这种文案蔡助理有经

验，不必叶副加以指
导。蔡波指出赵书记
向叶副书记交办这么
重要的事情，叶副实
在有责任进行指导。
叶家福不说话，好一
会儿，他说自己不想
管蔡波这件事，但是
赵书记交办，于情于
理，他不能拒绝。叶
家福说要有什么个人
意见，他只能强调客
观如实，别说假话。

“这个好办。”蔡
波说。

他保证如实回应。举报信提到
他与施雄杰的关系俗称同门，这是
事实。举报信说施的品质恶劣，他
不存异议。举报信提到施雄杰受贿
被查但是未被判刑，后来还被提为
副调研员，这也是事实。施当年拿
郭金城六万元被追究，办案部门最
终认定那笔钱的性质为礼金，没有
计为贿款，因此追缴礼金，给了纪
律处分。这个情况应当以办案部门
的认定为准。施雄杰当副调研员是
否合宜也应请干部部门认定。作为
亲戚，施的这两件事当时他都知
道，但是事发时他本人在道林区任
职，施雄杰是市直单位干部，哪怕
他有心插手干预，也不拥有支配权
力。事实上他与施本人关系一向紧
张，他曾发觉施打着他的旗号行
事，为此警告过施，此后就拒绝为
施的任何个人要求提供帮助，因此
施对他十分不满，闹到几乎绝交。
这也是事实。

“这样说就清楚了吧？”他问叶
家福。

叶家福问：“你们就
这些事吗？” 46

有一天，柳德承听吴总编说，
有一位辽宁作家写了一本小说，叫

《陆家菜传奇》，说是陆家菜出自上
海，是在扬州菜的基础上吸收了上
海、广东、北京菜的风味发展而
成。吴总编觉着这不是和祝家菜的
特点差不多吗？于是就来告诉了柳
德承。柳德承向李合营告了假，连
夜赶到沈阳，见面一问才知道，人
家是以莫家菜为素材，创作的《陆
家菜传奇》。莫家菜是上海中国银行
的主厨莫有财和他的兄弟莫有源所
创，20世纪 40年代末成名，和祝家
菜压根儿就不是一码事。秋末冬
初，沈阳已然下了头一场雪。柳德
承失望而归，又是赶夜班火车回北
京，一路风寒，老爷子感冒发烧，
差点儿真的弯回去……

这天，柳德承刚好利落点儿，
想晒晒太阳。一出门，就碰见了王
教授。于是照中国人“民以食为
天”的国粹问了声：“您吃了？”

王 教 授 是 老 实
人 ， 认 认 真 真 地 答
道：“还没有，还没
有。”

“那您到我屋里
去吃。我给您做麻婆
豆腐……”这回认真
的可是柳德承。

可是王教授却笑
眯 眯 地 说 ： “ 这 次
嘛，就免了。我家里
来了位朋友，他会做
一种面条，叫做啥子

‘千里香丝’。硬是好
吃哟！”

柳德承一听来了
精神，脸上的病容都没了：“您这
位朋友是男的还是女的？”

“是男人，五十多岁。”王教授
闹不明白，怎么，当厨师的还管人
家的朋友是男的还是女的？

“不成，我得见见他。”说着，
老爷子拉起王教授，踉踉跄跄地就
要走。王教授觉着怪，老爷子干吗
这么着急？一问才知道，这都是那

“千里香丝”惹的事。
当年，柳德承到上海的头一

天，天热得出奇，加上人生地不
熟，他转了好久才找着豪妮梦餐
厅，因此中了暑，不想吃东西。祝
三小姐便专门给他做了一碗面条。
那面条不知怎么做的，真香！柳德
承情不自禁地问了句：“这面叫什
么名儿？”

祝三小姐说它没有名字，柳师
傅要是愿意，可以给它起一个。

柳德承说：“就叫‘千里香’
吧。”

柳德承端着那碗千里香面条，
心里直翻腾。他虽说是个厨子，属

“下九流”，可他心气高。只要他觉
着当老板的不敬重他和他的手艺，
就拂袖而去。因此，人家辞他的时

候不多，他辞人家的时候不少。可
现在，就凭这碗千里香他都得非在
这儿干不可。走过那么多地方，在
那么多饭馆干过，都是他给老板做
饭，有哪家的老板给他做过饭？人
家祝三小姐是真把他当人！

后来，他还和祝三小姐一起，
把这种面条改进了一番，列在祝家
菜的点心谱中，并且颇受欢迎。有
人甚至说：“袁枚曾极力夸赞陶方
伯所制之点心，说是，‘吃陶方伯
薄饼，而天下之薄饼可废，吃陶方
伯‘十景点心’，而天下之点心可
废。’陶方伯辞世后，十景点心及薄
饼均成‘广陵散’，早已不传。而当
世能‘废天下点心的’，唯有祝家菜
中之点心。这其中尤以千里香面最
为奇绝，真可谓，‘吃千里香面，
则天下面可废’！”

柳德承又说：“有一件事，我至
今想不明白。祝三小姐做着那么大的
买卖，可平常在家里吃的，除了炒冷

饭就是平平常常的素面
条。我问她，‘您怎么
就吃这个？’她反倒笑
着说，‘侬勿是讲过，
格是千里香吗？’其
实，她吃的哪是什么千
里香，缺油少盐的，连
上海最便宜的阳春面都
不如。后来我想，兴许
要不是这么省，她也积
不下那么多财不是？”

一见着王教授的
朋友，柳德承就急赤
白脸地问人家：“您
是打哪儿学的这千里
香丝？”王教授的朋友

说，“文革”的时候，在“五七”
干校附近的小县城里，有好几家小
饭铺卖这千里香丝。他和其中一位
公认做千里香丝做得最好、最地道
的师傅关系不错，于是连学带蒙就
学会了。

柳德承又刨根问底，问那位师
傅姓什么，叫什么；又问他听没听
说过这千里香丝的来历……王教授
和他的朋友觉着怪，就问，您为什
么打听这些个呢？

柳德承说：“不瞒您二位说，这
千里香丝面，原本就是祝三小姐的千
里香。”

原来，当年柳德承离开豪妮梦
以后，从上海回北平。路上遇到日
本鬼子的飞机扔炸弹，他被炸弹掀
进了河里，包袱、钱袋都丢了。要
不是被过路的父女俩救上来，就连
命也没了。这父女俩在附近的小镇
上摆一个小摊，卖面条、点心。姑
娘眉目清秀，泼辣能干；当爹的是
一位忠厚长者，而且颇有儒雅之
气。柳德承丢了盘缠，就要给这父
女俩当伙计，好攒够了盘缠
回北平。姑娘的爹一听，连
声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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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先生创作《杜甫诗意画》，可
谓倾尽心智，兢兢业业，不想还会遇
到尴尬事。初期，他的《月夜》参加
某个书画展，收到的入选证上，标的
却是“嫦娥”。诗圣被大面积地遗
忘，甚至是遗弃，既让他心痛，也让
他心定：创作《杜甫诗意画》，他是
选对了。

《杜甫诗意画》结集80余幅，至
2002年告竣。其间的1990年左右，巩
县民间有贤达人士刘黑记者，集资修
建杜甫陵园，邀徐先生共谋大
举。徐先生得遇机缘，便与同
道沿寻杜甫足迹进行考察，一
路凭吊感怀，行经陕西、四
川、湖北等地。这一次长途出
行，使他对诗人的人生际况，
思想境界，艺术才华，人之所
以被尊为诗圣，诗之所以被奉
为史诗，都有了更为通彻的认
识。内在的感动也激起他更大
的热情，还在途中，他就酝酿了新的
构思，决定加创《杜甫行迹》，以期
与《杜甫诗意画》形成呼应之势。他
觉得，唯有双轮并驰，方能载得动诗
圣的厚重和博大。

考察归来，他立即投入到《杜甫
行迹》的创作。历时半年，辑就 120
幅，可说是一气呵成。

徐先生这部巨制，以杜诗的写作
时序和内容为标识，完整地取悦了诗
人的一生。每幅画又都自设栏围，惨
淡经营。内容决定形式，他超越了习
常的写实风格，画得极是清俊脱俗，
笔意超迈，做到了如《宋朝名画评》
里 所 论 的 ， “ 格 致 俱 老 ， 变 异 合
理”。在画面处理上，他采用了宋书
版式，且以故纸之烟黄作底，不设背
景，只引用诗句，略具说明文字，钤
红数枚，使画面看起来简素古雅，既

富装饰性，又意蕴深邃。至于诗人的
整体形象，则是心仪中的清癯刚厉，
落魄飘摇。然诗人仍大气象，大胸
襟。故用夸张的长线勾勒，仿若高岩
通隙，日脚破云，即是伏案展读，也
给人一种不得不仰视的感觉。至于诗
人缘时而异的情状，或奋昂，或悲
苦，或疏狂，或矜持，皆遵循诗意加
以伸张，在不同的画幅里分别给予描
摹。如62幅《束缚酬知己，蹉跎效小
忠》，就是这样。其时诗人已安居草

堂，心归田园，不想好友严武又表荐
他为工部员外郎。然而，他对朝廷早
已失望，无意仕进，又不便推却朋友
情面，致使从违不定，舍就两难。于
是，徐先生便勾出一帧瘦人肥马图
来，马肥寓示升迁之好，大有益处；
人瘦而又垂首若返，则显示诗人之不
乐和无奈。这样对比强、烈张力饱满
的画面，册中比比皆是，无怪乎著名
作家鱼禾在亲识徐先生其人其画之
后，称道徐先生为诗圣解人，甚而差
不多就是杜甫传人了。

《河洛风情画卷》之长，更有通
天扯地之概。原作二百余米，费时三
载，分“新婴”、“婚娶”、“丧
葬”、“夏粮”、“百业”、“织纺”、

“狮社”、“强身”、“年节”九卷。
这部长卷和《杜甫诗意画》、《杜甫
行迹》一样，同为感兴之作，存意高
远。

徐先生已经岁满花甲。这一代
人，从文化意义上讲，怕都有如历两
世之感，一世是传统社会，一世是现
代社会。现代一词，或说是个好东
西，但到我们这里就变味了，被全部
物质化了。物质化的劈面而来，横扫
一切，难免让深受传统意识影响的徐
先生，看到了种种不如意：贪婪欺
诈，人际失和，道义沦丧，荣辱颠倒
……面对这诸多不如意，他既觉痛心
又无力排拒，只能徒落忧患。于是，

他只好退居到自家内心，自我坚守。
无端的，他常常想起他的早年，梦回
他生活过的乡土。这乡土是被河洛文
化长期浸润过的，比着工业文明的嚣
张攘夺，那里则是一派农耕文明的和
融清爽，隆重的礼俗仪典，简朴的人
情乡谊，渔舟唱晚，牛羊下山，炊烟
飘起之时，还有倚门的妇人长声呼唤
……连耕作也不是一味索取，而是那
么的悠然细致，仿佛是人和土地商量
好了的，人们为它饰容，它为人们回
报食粮……

这样的回想，让徐先生嚼味不
已，感慨不已。于是他产生了一种想
法，以为田园文化，也即民间文化，
才是我们高贵的精神基石，只有保护
并宣扬我们的民间文化，似乎才能修
正被现代物欲扭曲的心灵。作为尝
试，他又拿起了画笔。

徐先生这部《河洛风情画卷》，

是为民间文化或民俗文化所作的大型
造像。因为工程浩繁，在构图上他颇
费了一番心思，最终分为九个故事，
逐一展现，但却打破了连环画的叙述
方式，一个故事集中在一个画面里，
以场景次第推演，了无间断。由于这
些故事中的人和事，都是他再熟悉不
过的，因此一旦挥毫，便不假思索，
无可休止。按他自己的话说，是忘记
笔墨，不计工拙。然而，正是他的信
手拈来，才使这些画卷中的人物那么

生动鲜活，场面那么气韵流
畅，细节那么得宜有趣。我
在 逐 卷 观 赏 这 部 画 作 的 时
候，不仅看到了水墨之妙之
艳之美，仿佛于水墨淋漓之
中，还有乐声透出，而且是
史诗般的交响曲，时而亢亮
时而迥婉地在耳边响起。

且不管徐先生意在匡正
世风的用心是否对头，能否

有效，但《河洛风情画卷》在艺术上
是非常成功的，构图和技法都有所创
新，且为我们全景式地展现了一段民
间史实，普通百姓的生活、劳作、婚
礼、祭仪、社火、杂艺等等，甚至五
谷六畜也无不跃然纸上。论其功绩，
私意度之，似乎并不亚于《清明上河
图》，必将成为传世之品。日光流
年，试想，我们的后人无论过上怎样
的日子，有怎样的观念流变，一旦打
开这部画卷，就会清清楚楚他们的前
人是怎么活过的，兴许还能找到与他
们割舍不断的血缘和精神联系。

大哉徐小龙，大哉野夫。只因这
一野夫的不守本分，“误染丹青”，
却使更多的野夫（老百姓）通过他的
画笔成为历史存在，而且将长久长久
地存下去。

“误染丹青”却异彩（下）

原非

新中国已走过六十年的历程。从
她诞生伊始，到她此后的一步步发展：
她的伟大领袖，她的勤劳民众，她的崭
新日月，她的壮丽河山，她的建设成
就，她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等
等，无不在诗人笔下得到激情洋溢、丰
富多彩的表现。一批一批、一代一代
的诗人与新中国的命运紧紧相连。新
中国孕育和培养了属于自己的诗人
群，而诗人们也为自己祖国的日新月
异、繁荣富强而放声歌唱。诗人爱祖
国，就像爱自己的母亲，热烈、庄重，发
自内心。

《新中国颂——中外朗诵诗精选》
是一部以歌唱新中国为主题的诗集。
这是一部尽现名家风采和名篇魅力的
诗集。各民族诗人共谱一支曲，中外
诗人同唱一首歌。多样化的风格，多
角度的呈现。编者翻阅几十年前的一
摞摞泛黄的报刊和一部部珍贵的诗
集，采撷近百名中外诗人的经典作品，
欲与读者诸君一起缅怀激情燃烧的岁
月，走进意味深长的诗歌世界。

本书的出版，实源于《诗刊》2009
年9月推出的一本“热烈庆祝新中国成
立六十周年诗歌名篇珍藏版”专号。
专号面世后，各方面反应之好、评价之
高，为编者所始料不及。广大读者尤
其是四十岁以上的读者，纷纷寻找、购
买这期刊物。有专家认为，这期刊物

是他近来看到的刊物中编得最好的一
期。有一位中学老师说，没想到《诗
刊》也能编得这么好看。这样的赞许
让编者深受鼓舞，欣喜之余萌生了把
这期专号变为一本书的念头，于是便
有了这部诗集。下面，笔者还想就这
部诗集的相关编选事宜向读者略作交
代。

首先，编者将入选作品的时间范
围限定为 1949~1979 年。这期间的诗
歌或许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仍有
其特殊成就和不可或缺的价值，不能
采取一概否定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
而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同样涌现出
许多歌唱新中国的优秀诗篇，但因已
有过多种选本，读者比较熟悉，也比较
容易读到，篇幅所限，就不再入选了。

其次，歌唱新中国的诗歌作品蔚
为大观，我们不可能做到尽悉收入。
而且，考虑到入选作者的广泛性，对创
作此类作品较多的诗人只能择其一
二。对长篇作品除了有选择地节选某
些有代表性的篇章，对多数诗人的作
品还是尽可能地选其短章。因时间匆
促，资料和目力所限，未能查找到某些
著名诗人在当时的有关篇章，因此只
能付之阙如，敬请给予谅解！

再次，编选新中国的前三十年的
诗歌作品，对编者是一种考验。编者
遵循的是历史的和美学的标准。既尊

重历史，考虑作品在当时的影响，也尊
重艺术，掂量其文本在今天还能拥有
的美感与内在含量。本书按内容大致
分了五个栏目，排列顺序也主要依照
内容，而没有严格按发表时间。

最后，对于入选作品的出处，或依
据其最初刊登的载体，或依据较好的
诗集版本，在作品的后面予以标明。
如能通过编者的劳动，为广大的诗歌
爱好者、朗诵者和研究者提供一个较
为翔实的诗歌读本，应该是一件有意

义的事情。
感谢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

书，感谢业界知名人士李瑛、高洪
波、李小雨、周大新、晓雪、杨匡
汉、阎晶明在本书出版过程中给予的
指导和帮助，感谢每一位阅读此书的
读者。让我们向当代诗歌史上这一个
个发光的名字表示应有的敬意，为他
们献给新中国的赤诚，为这些穿越时
空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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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里的新中国
杨志学

巴斯特，神秘的埃及女人，
皮肤漆黑却长着标准欧洲人的
面孔，如男人般高大的身材，
又带着华丽的武器。她从炎热
干燥的埃及来到潮湿的雾都伦
敦。几乎与此同时，伦敦东区
发生了一系列针对妓女的谋杀
案 ， 凶 手 自 称 “ 开 膛 手 杰
克”。这就是媒体大肆报道的
连环杀手“开膛手杰克”，有
人目击身材高大的黑皮肤的人
在现场出现过。巴斯特逐渐成
为警方怀疑的对象。受命调查

此案的苏格
兰场探长阿
伯莱恩却与
巴斯特之间
产生了无法

言说的微妙情愫。
随着调查的深入，阿伯莱

恩发现原来巴斯特并不是凡
人，而是幻化千年、能操纵
心灵、不惧刀剑的埃及女战
神巴斯特。她此来伦敦是为
了警告隐居在伦敦的妹妹伊
西斯，强大的太阳神赫鲁斯
正从埃及赶来追杀躲藏在伦
敦不服管束的她们。究竟谁才
是开膛手杰克，巴斯特、伊西
斯还是赫鲁斯？结局出人意
料！

《太阳神赫鲁斯》
邓 楠

秋
艳
（
国
画
）

衡

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