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人的本性上讲，谁都爱听好话，讨厌坏话，我就
没听说过有人说了别人好话，反遭辱骂的。

有些明明是硬道理的话都不敢直说。如触龙说
赵太后，极其典型。为了你皇室事操心还得先把嘴巴
上抹满了蜜，可见好心也不能把话说得难听。

我的小外孙蒙特今年刚刚两岁多，一有个伤风感
冒，想让他吃药那是太难了，开始答应买好吃
的，后来发展到买玩具，最后就是买真汽车他
也不会吃了，这时我想到了好话的力量，于是
我略施小计。

我们一家人比勇敢，看谁能喝药，当然一
定是都怕苦了，只有舅舅一人勇敢，喝了一点
点药，大家就一起惊讶、赞美他，给他鼓掌，这
一幕都在他面前做，这时小家伙就嫉妒舅舅
了，主动地说：“我也敢。”我们都装作不信的样子，质
疑他“你也敢”？于是就给他一点点儿稀释的药，他当
然是能喝下去的，因为婴儿药也不太难喝。孩子们拒
绝喝药主要是心理恐惧。他喝下去以后，就得到一片
掌声，大家轮流赞美，有人抚摸，有人亲，小家伙用小
小的成本换来了这么多的好话，觉得值，于是他就还
要喝药。从此喝“双黄连口服液”比喝“爽歪歪”还兴
奋，因为喝“爽歪歪”没人送好话。有一次外婆自己在
家让他喝药，他看四周没观众，就叫我们家的宠物狗：

“‘二毛’过来，看，蒙特开始喝药了。”
可见人接受好话就像植物接受阳光雨露那么自

然，那么坏话一定像冰霜雪剑，只能摧残植物。有医
学专家研究证明，人听到别人说他坏话时生理上的化
学反应特敏感，心情会出现晴转阴，情绪上立刻进入
难受难忍的状态；听到人家说他好话心里舒服、高兴，

精神状态为之愉悦。这是人的本能吧。听好话有利
于身心健康，听坏话不利于心理康健。

可你爱听好话不行，因为人的自私决定了人们是
不会无缘无故地对你说好话的，别看说别人好话没什
么物质成本，可人们照样吝啬。就连熟人见面说声礼
节性的“你好”都那样的不情愿，还要各级党的组织成
立个“文明办”提倡着、鼓励着说。就是违心地说两
句，“你今天的气色真好。”“你今天穿得这么漂亮。”好
像自己就吃了大亏。

其实人与人之间只要不是什么原则的事儿，不是

上下级的关系，我主张还是多种花，少栽刺，好话一句
暖三春，人际关系之间的润滑、和谐缺不得彼此多说
好话。谁多说了，谁也会能接受到好话的回报。

所谓的坏话，也有两种，一是恶意的伤人，一为善
意的批评。恶意伤人的话，连能有装船肚子的宰相都
不爱容纳，就别说芝麻官衔都没有的凡夫俗子了。就

是善意的批判也没人爱听。
这也来不得勉强，人家不爱听你善意的批评

我们就少说，尊重人家的感受，连外交政策不是
也主张要尊重他国主权，不干涉他国内政吗，既
然与你无关，你就用不着批评人家。

但对那些担负着社会角色的人则不同，他们
的身份决定了他们是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他
们与我们每个人都有着直接的关联，批评他们不

是批评他们个人，是问责他们的行政行为。
做人做事，得有一份自知之明对

好话，稀里糊涂对坏话的心态才行。
在这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嘴巴早
就“无组织无纪律”了，我们对坏话的
态度，听着就是了。那么多网友说于
丹、余秋雨没文化，也没人当真呀。真
假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让公民对公众
人物有说好话与说坏话的自由。

商人是专门从事商品
买卖活动，通过商品流通，
在一买一卖的交换中获取
利润的人。那么，“商人”一
词源于何时？

我国最早从事商品交
易活动的人出现于商朝。当时民间贸易活动逐步
发展，继“物物交换”之后，商品交易出现最基本形
式——货币购物。但是，这时仍没有视贸易活动为
固定职业的人。商殷灭亡后，商代的臣民失家亡
国，便专事贩卖，形成固定职业。由于从事这些活
动的人都是商代遗民，久而久之，人们就称这些人
为“商人”，他们所贩运的物品为“商品”。

陈寨村隶属于金
水区庙李镇，是郑州市
著名的都市村庄。

据资料记载：陈寨
村名由东风留村、汤家
砦、姜家砦、耿家砦、陈家砦演变而来。明朝初年，庙
李村叫西风留村，陈寨村现在的位置叫东风留村。
随着汤姓人家从山西洪洞县迁来定居，村名改为汤
家砦。清朝咸丰年间，汤姓迁往柳林村，姜姓人家
在陈砦兴起，村名改为姜家砦。耿姓兴起时，又把
村名改为耿家砦。后来耿姓人家迁走，明末清初迁
来的陈姓人家兴起，村名改为陈家砦。清朝时期，
村子逐步扩大，陈家砦被简称为“陈砦”。

民国时期，陈砦、东史赵、沙门三个村为陈砦保。
1954陈砦村和东史赵村合并为红光社。两个

村的干部在一起研究村名时，决定将两个村名各
取“陈”、“赵”二字组成新村名。当时红光社社长
赵文义是东史赵村人，他让东史赵村民发扬风格，
将陈砦的“陈”字放在前面，改村名为“陈赵”村。
而按照当时合并村村名的命名惯例，不符合有关
规定，郑州市郊区民政局就没有批准该名。由于
当时陈砦村的村民不理解此事，不管三七二十一，

只管自己使用，在红光
社和集体农庄时期，陈
砦村的很多宣传资料
上，村名都称为“陈赵”
村就是这个原因。

当时，由于政府延续使用陈砦村的村名，这就
出现了“陈砦”“陈赵”一村俩名的现象，这种情况
一直持续了几年，村民们才慢慢习惯上级关于陈
砦村的叫法。“陈赵”村这一名字也随着时间的流
逝，逐渐淡忘。

上世纪70年代，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高潮，
为赶潮流，很多地方把带“砦”字的村庄名纷纷改为

“寨”字。从此，“陈砦”也慢慢演变为“陈寨”了。在
郑州市地名办公室90年代编纂的《郑州市古今地名
辞词典》上，金水区政府90年代主持编纂的《金水区
志》上，也称陈砦为“陈寨”。近几年，由于陈寨是郑
州著名的都市村庄，经济发展很快，报刊等媒体上
经常刊登有关陈寨的报道，有时候也将“陈砦”和“陈
寨”相混淆。在上级政府颁发给陈寨村的各种荣誉
证（牌）上，也有“砦”“寨”不分的现象。由于以上原
因，致使很多郑州人只知道有“陈寨”这个名字，但并
不了解它的历史演变过程。

祖籍上海、出生于
台北的赵小兰（Elaine
L. Chao），从八岁移民
至美国，到 2001年成为
美国第二十四任劳工
部长，既是美国内阁第一位亚裔女性，又是第一位
华裔内阁成员。这一政坛传奇，创多项华人历史
记录，屡破美国政坛“玻璃天花板”，引发了世界范
围华人族群的骄傲和关注。《谁造就了赵小兰》讲
述了赵小兰的阳光人生和奋斗历程，也是家族传

奇，穿插叙述了赵家这
样一个非常不寻常的
家庭中祖辈、父辈的故
事。

作者晓晓用细腻
的笔法，以赵小兰的故事为主线，记述了赵小兰八
岁远离故土，随父母来到美国，从一个不懂一句英
文的小女孩，成长为美国劳工部长的心路历程。
赵小兰的经历，可作为励志样本，让每一个心怀梦
想的人产生共鸣，从中受益。

1890 年，清
光 绪 皇 帝 大 婚
时，英国女王维
多 利 亚 赠 与 自
鸣钟一具，上面
刻有一副对联：

“日月同明，报十二时吉祥如
意；天地合德，庆亿万年富贵寿
康。”对仗工整，又合彼此身份，
既有指天生地造之类的吉语，
又有“日”、“天”喻帝，“月”、

“地”喻后，实属不可多得的佳
联。

鲁迅先生逝世后，收到许
多挽联，其中有一副日本友人
左藤村夫撰写的：“有名作，有
群众，有青年，先生未死；不做
官，不爱钱，不变节，是我良
师。”如叙如诉，款款言情，亲
切感人。斯诺先生也与人合
写挽联悬于鲁迅追悼会上：

“译著尚未成书，惊闻陨星，中

国何人领呐喊？先生已经作
古，痛忆旧雨，文坛从此感彷
徨！”将鲁迅的书名《呐喊》、

《彷徨》嵌入上下联，天衣无
缝，令人称绝！

我国著名电影艺术家赵
丹同志病逝后，越南共产党领
导人黄文欢送挽联云：“风流文
采永存银幕上，音容笑貌常在
人心中。”文字简明，朴素可
亲，对偶精巧工整，语无泛设，
足见其汉学功力非浅。

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我
战士在越南境内一老乡家里发
现的壁上书：“客至岂空谈，四
壁图书聊当酒；春来无别事，一

帘花雨欲催诗。”联
中透出一种恬淡的
田园诗翁的乐趣，表
明了越南人民爱好
和平，希望建设美好
家 园 的 强 烈 愿 望 。

堪称妙联佳作。
一些外国恶人也想用对

联来耍淫威，这无疑是班门弄
斧，自讨没趣。19 世纪末，八
国联军侵略中国，腐败无能的
清政府急忙求和。一次“议
和”会上，敌方代表中有人傲
慢地说：“听说你们中国有一
种叫对联的东西，及不易为。
我出一上联‘琵琶琴瑟八大
王 ，王 王 在 上 ’谁 能 对 出 下
联？”敌方代表中一阵狂欢乱
叫。清政府一位秘书双目怒
睁，气宇轩昂地反击道：“魑魅
魍魉四小鬼，鬼鬼狂边。”针锋
相对，严密工整。

广州市：地铁 1 号线总长 18.47
公里，沿线共设 16 座车站，已于 1999
年建成通车。地铁 2 号线为广州市
快速轨道交通系统中客流量最大的
基本骨干线，正在分期建设中，全长
46.5 公里，第一期 23.21 公里（其中高
架 10.68 公里，地下线长 11.10 公里，
地 面 线 0.27 公 里 ，过 渡 线 长 1.16 公
里），全长共设 20 座车站。另外规划
的还有 3、4、5、6、7 号线路。

深圳市：客运轨道交通规划网络
由“一主、三重、五辐射”共９条线组
成。地铁 1 号线主要承担着各个组团
最密集的东西间的客流及所有其他轨
道线路换乘客流。三重：平南、平盐和
广深组成特区与两区之间的通勤铁

路。五辐射：2、3、4、5、6 均以地铁 1 号
线为基础，沿交通走廊呈向外辐射
状。这个轨道交通网地下轨道总长
80～100 公里，地面和高架轨道总长
约 25～300 公里，车站总数 105 个，深
圳地铁一期工程由 1 号线和 4 号线组
成，全长 14.825 公里，1999 年 10 月全
线开工，现已部分投入运营。

南京市：地铁 1 号线总长 21.72
公里，设 17 座车站，2002 年 12 月开

工，2005 年 9 月正式运营，使南京成
为 中 国 内 地 拥 有 地 铁 的 第 六 个 城
市。南京市规划主城区地铁网由４
条线组成。地铁 1 号线系南北线，2
号线北—东南线，3 号线（东西向）和
地铁 4 号线，总长 119.3 公里。南京
地铁特点：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经验
的同时，坚持走国产化的道路，一期
工程确保总体国产化率 70%。

香 港 ：目 前 由 地 铁 公 司 经 营 4

条地铁和机场铁路。快速轨道交通
系统全长 70 公里，共有 44 座车站。
全港约有 30%的人口使用地铁提供
的交通服务。目前正在修建减缓乘
客挤塞工程地铁新线和支线。规划
中 的 地 铁 还 有 北 港 岛 线 和 东 九 龙
线。

台北市：台湾省台北市都会区快
速轨道系统（台湾习惯称捷运系统）初
期路网有 6 条线路，全长 86.6 公里，设
有 79 座车站，服务于台北市 12 个行政
区及台北县的 16 个市镇，服务范围以
台北车站为中心，半径约 15 公里。在
6 条线路中，地面段有 9.5 公里，高架
段有 21 公里，地下段 45.7 公里及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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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家福这才知道事情与常志文
有关。两年前叶家福身体不适，检
查发现异常，这位主任建议他做进
一步检查以便确诊。叶家福说自己
心里有数，没事，让主任不要声
张。两年里叶家福再也不做体检，
只是时而找医生开点清热解毒保肝
药。这件事除了叶家福和主任两人
外没谁知道。不料前些时候常志文
私下里找主任了解情况。主任知道
她跟叶家福有交往，把自己对叶家
福身体的担心告诉了她。常志文听
罢非常着急，去找了蔡波和赵市
长，不留形迹地安排了这次体检。

“检查报告我看了，差不多就那
样。”主任闪烁其 词，“也不是绝对
的，最好是到北京上海大医院再检
查一下，那边设备好，检查结果会
更可靠。”

叶 家 福 笑 ， 还 是 那 句 老 话 ：
“没那么复杂，我心里有数。”

他离开医院，没回会场，直接
去了办公室，在那里
继续控制调度。市公
安局领导打来电话，
他们已经查实，伪请
柬的寄发地是省城。
目前正在与省城方面
联系，了解情况。

叶家福要求继续
注意。

十一点来钟，他
的手机铃响，一看显
示，是蔡波。

“现在该叫蔡副
市长了吧？”叶家福
问。

是的，现在可以了。蔡波告诉
叶家福计票已经完成，选举结果刚
才已经在会上宣布。蔡波顺利当
选，掉了二十几张票，不算完美，
却在预料之中。叶家福也得了三十
多票。这显然是代表们体谅叶家
福，票给多了也许反而不好。

“本来很可能是另一种情况。”
蔡波说，“那就该叫你叶副市长
了。”

“瞎说什么。”
蔡波已经从赵荣昌那里知道了

伪请柬邮件的情况，所以特地给叶
家福打电话，用这种方式示谢。他
说的是实话，如果不是叶家福及时
发现处置那些东西，选举很可能会
发生大逆转，代表们不把票投给蔡
波，叶家福是印在选票上的唯一替
代人选。

“那也没什么不好。”蔡波说，
“你应该上。”

叶家福却不对蔡波示好表示回
应，依旧公事公办。他让蔡副市长
不必客气，他只是按照职责和领导
的要求，该干吗干吗。

“过两天，把寄给我的那份找出

来给我，可以吧？”蔡波问。
叶家福说：“可以。”

“今晚有个活动，一起去吧？”
蔡波问。

什么活动呢？郭启明的酒席。
这一桌酒已经相约多时，今晚商定
兑现。

“郭启明跟章春木、施雄杰有关
系，你知道吧？”叶家福当即提醒，

“我怀疑今天的请柬跟他有关。”
蔡波冷笑，称自己一清二楚。

所以才愿意赴一赴鸿门宴，看一看
郭老板还要玩什么把戏。他想请叶
家福一块出场，不是要叶家福帮着
给郭老板搜身上手铐，是有意督促
郭老板尽快推动坑垅公路施工，不
要有损叶副在家乡乡亲中的形象。

叶家福说：“谢谢，免了。”
“实话说，是我要谢你。”
叶家福说不用谢，他只是公事

公办。这话说得有些不敬。彼此是
老同学，此前可称同僚，现在已经

算是上下级了。
蔡波有一阵子不

说话，末了问：“你
什么时候放过了？”

叶家福没回答。
好一会儿，他感叹，
说彼此也许没太多机
会说话了，到时候怕
会隔天隔地，再也够
不着。只能提醒蔡副
市长今后好自为之。
还是那句老话：世事
纷繁，人心有谱。

“这是生离死别
吗 ， 要 这 么 语 重 心

长？”蔡波觉得奇怪。
叶家福说：“生离死别其实也

很平常。”
同一桌宴席，叶家福又接到了

一个邀请电话，由郭启明出面。郭
老板在电话里嚷嚷，很为叶家福抱
不平。他说叶副书记也真是，何必
呢？本来稳稳当当是叶副市长了，
又不是自己折腾的，是人家老天爷
白送的。为什么要自己把自己搞没
掉？

叶家福追问：“你说什么？谁
告诉你什么了？”

郭启明称自己虽然只是个包工
头，毕竟当过警察，朋友不少，有
些渠道，事情他都知道。

郭启明请叶家福晚上一起吃
饭，到时候他好好汇报。今晚上他
在江山大酒店小做安排，请的人不
多，主要就是蔡副市长，还有叶副
书记。小聚一下，报告工地情况，
汇报企业发展，请求领导关心支
持，为本届市人代会圆满结束敬上
两杯酒，一杯祝贺蔡副市
长荣任，一杯表达对叶副
书记的敬意。 53

既是这样，柳德承和李合营
一商量，怎么也别让人家揣着热
乎乎的一颗心，大老远到中国来
寻几天根，再冷飕飕地回到南洋
去抱终生之憾。因此，柳德承就
对 客 人 们 说 道 ： “ 各 位 都 是 行
家 ， 什 么 御 膳 菜 中 有 哪 些 名 菜 ，
满汉全席中到底有多少菜，这些
个我就不多说了，我就让大伙看
看做御膳菜的规矩。”

话音未落，掌声四起。柳德承和
李合营就带着客人们下了制作间，柳
德承一边干、一边说着做宫廷菜的规
矩：“首先，‘皇上不吃寡妇菜’，皇上
的菜没有单用一样的，起码也得有一
样配菜。所以宫廷菜特别讲究‘围、
锒、瓤、配’，也就是讲究搭配得美、
巧。还有，块儿不能切得太大，也不能
切得太小，得达到一口一个，叫‘一口
实’。”

接着，柳德承就开始切肉。这
会儿，客人们是一片
欢腾，又是录像，又
是拍照。因为柳德承
的切法怪，切肉丝定
要用筷子垫着，剁肉
泥非得使肉皮衬着，
他说，这都是宫里的
规 矩 。 这 样 不 但 干
净，而且不会在做的
时候混进怪味儿。

接着做鱼。光是
切鱼的刀法，柳德承
就表演了多少种，有

“ 棋 盘 刀 ”、 “ 让 指
刀 ”、 “ 兰 花 刀 ”、

“箭尾刀”……柳德承说，鱼的做法
不一样，用的刀法也不一样，为了
让客人们了解宫廷菜的做法，他才
特意多用了几种。

做菜的时候，柳德承又讲了一
番宫廷菜的口味儿，据他说，宫廷
菜的口味儿很多，有的人把它分成

“九九八十一口”。每样菜都有每样
菜的口味儿，不能乱了。比方干烧
鱼就得用“梯子口”，那味儿入口
后，先甜、后咸、再辣。要是做瓦
香肉，就得是“三致口”，意思是吃
的人同时尝到三种味儿……

出盘的时候也有规矩，讲究
“饱满周正，松散堆圆”。而且什么
颜色的菜配什么样的盘子，也都有
讲究。比方菜的色儿深，就得用浅
色边儿的盘子装，要是菜的颜色
浅，就得用深色边儿的盘子盛……

菜做好之后，客人们一尝，都
连连叫好。并且说，这回不但尝到
了宫廷菜，而且知道了制作宫廷菜
的许多规矩，可以弥补没能去仿膳
的遗憾了。有的甚至一口一个“老
御厨”、“老御厨”地叫开了。不

过，这些客人毕竟是行家，又纷纷
提了好些问题。有的问：“中国人
说‘民以食为天’，那又为什么把厨
师称作‘下九流’呢？”

柳德承对这个问题可是一点不
怵，祝三小姐不知给他说过多少回
了。于是他不紧不慢地答道：“说
厨师是下九流，是过去那些没见识
的人说的话。真正有学问的人可不
这么说。古人还这么说过呢：‘治
大国若烹小鲜’，是说治理国家也跟
做菜一样，什么时候该用旺火烧，
什么时候得用小火慢慢地煨，都得
掌握好，该急的时候慢了，该慢的
时候急了，都治理不好国家。您瞧
瞧，这意思不是说治理国家也和烹
饪的道理一样吗？怎么能说是瞧不
起厨师呢！”

“那为什么有‘君子远庖厨’的
说法呢？”客人们又问。

“请问这话打哪儿来的？”
“ 孔 老 夫 子 在

《 礼 记 》 中 说 过 ，
‘君无故不杀牛，大
夫无故不杀羊，士无
故不杀犬豕。君子远
庖厨……’”

柳德承不慌不忙
答道：“可我听说孟
子解释过孔老夫子的
这段话。他说，‘君
子之于禽兽也，见其
生不忍见其死，闻其
声不忍食其肉，是以
君子远庖厨也。’由此
便知，孔老夫子说的

是个‘仁’字，是说要爱惜生命。
不过是用杀牛羊作个比方。并没有
看不起厨师的意思。据说《周易》
就是经过孔老夫子看过的，内中就
有一句，‘大烹以养圣贤’。意思是
说，连圣人都得靠厨师来养，这

‘大’字在那会儿可是尊称，跟现在
称‘大师’是一个意思。”

柳德承的话音一落地，客人们
都哇哇地称赞老爷子，说是想不到
一位普普通通的厨师竟有这么高深
的学识，怪不得中华烹饪高深难测
呢。

柳德承说：“其实，这都是我
的师傅教的。我哪能有那么高的学
问呢？”

客人们又问柳德承的师傅是
谁。柳德承说：“教我做菜的师傅
可多了。教我长学问的可只有一
位，人称祝三小姐。她原本在上海
开餐厅，后来不知到哪儿去了。她
不但菜做得好，而且学问深。对
了，她的菜本是祖上流传下
来的，叫祝家菜，讲究色、
香、味、形、意俱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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