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琳宝先生，是个用激情拥抱
生活的人。以文“化”人，以文“养”
心，一颗文心引领着他，书写了一篇
篇空谷足音的诗文。望着他这部《低
头沉思的谷子》，仿佛字里行间铺洒
了皎洁的月色。在这样的文字里行
走，人的心灵如沐春风。

我深信，琳宝先生必是经历过
人生的种种磨难。果然，我在这部书
稿里发现了答案。“我是山里的孩
子”，一句话便牵出了一个山村孩子
的命运，“小时候，农村家里年年缺
粮，黑窝头是家常便饭，黄窝头就是
改善，白馒头十分稀罕，只有过年才

能吃得上（里边时常包些红薯、萝
卜、柿皮之类做馅儿），而且仅是从
年三十到破五这几天，到正月十九
封口前，黑白两掺就已经不错了。剩
下的白馒头、白油糕还要走亲戚用，
亲戚间仅有的这些东西你来我往，
到最后馍皮都‘飞’了。因此，我总巴
望着走亲戚的美差，到农村亲戚家，
白馍基本可以尽兴；到城里走亲戚，
一般可以白馍就着荤菜吃。”这便是
童年时期的王琳宝形象。作家的资
本是童年。庆幸的是，1977年恢复高
考的第一年，他竟一举考取了城里
的一所师范学校。“我清楚地记得母
亲连续几夜给我准备行囊，又到大
队联系往城里运砖的拖拉机，含着
喜泪把我送到村口，我就这样顶着
一头红色的砖末前往学校报了到。”
一部文学作品呈现出来的真正意
味，大都与作家生活过的那一片土
地有关。对故乡的依恋，对故土的亲
情，正是作家激情喷发的火山口。自
古以来，文以情贵。我们可以从《故
乡旧忆》《山枣树》《柿乡情思》《外婆
家的果子》等篇章捕捉到这股熔浆
般的情感。人的情绪、情感形成于
心，发之于外。而如何发，以什么艺
术形式发，每个作家都会有自己的
选择。我们在这里读到的仅是作家
书写的散文形式，而实际上，王琳宝
先生还有诗集出版。诗文并举，王琳
宝先生显出了别样的才华，即以火
种为诗，不断地将心野的边缘扩大
着，如同无边无际的莽原。

琳宝先生的散文是以诗人的姿
态出现的。拜伦说：“激情是诗的粮
食，是诗的薪火。”琳宝先生的散文，
有诗心，有诗眼，有诗胆。不然的话，
那些被称作散文的文字，便不会耸
立于纸上，生命中不能没有激情，不
能没有感发。而散文集《低头沉思的
谷子》之所以撼人心灵，让我感受最
深的是那种罕见的生命激情。《根之
遐思》《荷载千秋》《美丽的心情》《咏

雪》《月亮的味道》《风雨中那含笑的
泪》诸篇章，无一不是生动的佐证。
美文无不与情感有关，无不与心灵
的颤动有关，无不与奇特的想象力
和超常的幻想有关。“我钦佩根的无
限执著。无论贫瘠还是肥沃，无论沙
砾或是岩石，只要有土壤与水分的存
在，根都义无反顾地潜行于大地的怀
抱，或深植于土壤里边，或浅露于风
化岩层之上，默默地将生命的触须向
四处延伸，一点点汲取着营养与水
分，并将其无偿地输送到干枝与茎
叶，让它们在光和作用下尽情地展示
绿意盎然的生机，长成一根根栋梁之

材，化作一处处幽美的风景……”
（《根之遐思》）。又如，作家在《荷载千
秋》一文里，以妙曼的笔调赞美了清
华近春园的荷花、杭州西湖的荷花、
莫愁湖的荷花、微山湖的荷花、白洋
淀的荷花：“她们无一不是大自然馈
赠给人类的理想之花。她们千年万年
生生不息，承载天地之恩泽，担负人
间之沧桑，把她们的绿叶、繁花、莲子
甚至连根都无私地奉献给人类。她们
已经荷载了千秋历史，并将继续在今
后无垠的岁月里荷载人类的美好情
怀！”诚然，作家在咏物抒怀、言声励
志的同时，又保留着可贵的节制，为
读者留下奇妙的瑰丽的想象空间，引
导读者为人间物象之美而竞折腰，从
而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脚板底下出美文。《低头沉思的
谷子》这本散文集，也可看到这种寄
语山水之风范。在《长白天池散记》中，
他诗意地写道：“上得山顶，雨过天晴，
风却颇大，把人的头发吹成野草一
样。站在山巅俯视天池，周围雪峰环
绕，白云飘飘欲仙，脚下赭色山岩间
镶嵌一个巨大金盆，一方碧蓝盛于其
中。……人仰天伏地，时空无限，原本
十分渺小，但只要勤于攀登，终可居
高为峰。”又如《感悟西藏》中，作者这
样抒怀：“空中鸟瞰心仪已久的西藏
山河，似在远处眺望蒙着面纱的西域
少女。我狂跳的心急欲生出双翅，飞
身上前一览她的秀色。”“美丽的拉萨
河如天女飘落的玉带，在九曲十八弯
里闪亮着迷人的韵致。”这类讴歌大
自然之大美的锦词妙句，在王琳宝先
生的散文中俯首可拾。作家写山写水
写人文写风景，目的在于超越自我。

文学是记录，也是守望。作家内
心的灵魂，都是奔波的，在这个奔波
过程中，将会不断地碰撞出生命的
激情。奔波的人生加上诗意的守望，
才有可能找到心灵突围的通道。而
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脱离世俗轨道，
尊重自己内心的选择。

以激情拥抱生活以激情拥抱生活
秦德龙

文化随笔

身在人间，生活于三丈红尘之中，总喜欢在闲暇
的时候悠然地饮一杯清茶，听一曲音乐，陶冶性情，
愉悦灵魂，舒畅身心，驱除疲劳，振奋情绪，获得一种
无比美妙的精神感觉。记得当年有一位古人曾经说
过：“琴里知音唯绿水，茶中故旧是蒙山”，诗句清爽，
意境绝妙，使人向往。

于是，在平淡的日子里，我也时刻渴望着能拥有
一份茶的多情，以慰我心底珍藏已久的一份袅袅的
向往。

选择一个恬淡的静夜，红尘入睡了，我却醒着，
一杯清茶也醒着，婉转深情的音乐也醒着。我想像
着古代的那些文人和才女坐在茶坊中品茶的风致，
仿佛走进了遥远古典的岁月中，置身在四周挂着竹
帘的楼阁里，那种“山径摘花春酿酒，竹窗留月夜品
茶”的诗情，是那样牵人情思，令人神往。我默默自
问，品茶时的真情从何处而来？然后又悄悄自我解
答，品茶时的真情当然从心间而来。茶有色，却无
声，茶有情，却无言。于是，就需要有丝竹管弦的清
音雅韵，来挥洒出茶中蕴涵的殷殷之情。的确，那婉
转深情的丝竹管弦的旋律，会让无声的清茶活生生
地多情起来。

当夜色越来越浓的时候，我面前的那杯清茶的
味道也渐渐浓酽了起来，这时，我打开造型古朴的唱

机，放上一张老唱片，于是，一曲深情依依的《二泉映
月》的二胡曲就在我的耳边轻轻荡漾开来，我浅浅地
啜一口茶，在音乐的婉转低回中品味着一份人间的
深情。那一刻，我的心灵和茶香和音乐水乳交融在
一起，悄悄地摇曳着细致入微的感动。

其实，这人间的悲欢离合实在难以说尽，惆怅也
罢，伤心也好，风流窈窕的女子，满怀才情的文人，千
古绝唱的诗篇，惊天动地的传奇，在品茶的这一刻，
一切都变得平静无波了，在用心感觉茶香的这一刻，
不必深究是什么故事，也不必去询问字里行间和串
串音符里的具体情节，重要的是这一缕缕袅袅不绝
的深情倾诉，竟然让静夜中的清茶别样丰盈了起来，
生动了起来。

倾听音乐，品味清茶，同样是一种感觉，但是，坐

在静夜里倾听着这样情愫摇曳的二胡曲品茶，无端
就会让人柔肠百转，情思飘荡，也真切体会到了品茶
原来可以如此有声有色，真切感觉到了一杯清茶也
可以如此多情。

记得有一位古代诗人曾经说过：“弹琴阅古画，
煮茗仍有期”，说的是茶和画融为一体，这茶就品得
画意浓香了。宋朝的一位大诗人曾经写道：“堂空响
棋子，盏小聚茶香。”说的是品茶和下棋其味相通，这
茶品得怡然舒畅，品得心意悠悠，无比愉悦。北宋大
文豪苏东坡品茶品得更为绝妙，他说：“活水还须活
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勺分江
入夜瓶。”苏东坡把品茶和石、水、江、月等活灵灵的
事物融合在了一起，他亲自登临钓石而取活水，并且
观赏江月而煮春茶，把盏相邀，潇洒出尘，这茶品得
是那样超凡脱俗，是那样豪气冲天，真好！

那么，静静的时光里，且让我和古人一起，品一
品别有风韵的茶，品一品茶里的多情滋味。

岁月平淡，天天为生活而忙碌，静下心来品茶的
时间不是很多。但是，能够拥有这样一个美好的静
夜，能够在倾听音乐中品味清茶，能够在品味清茶中
让自己多情起来，我已经感到十分欣慰十分愉悦了。

茶虽然无声，虽然无言，但茶也是多情的，它总
是在不经意间就把我醉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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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十二宫杀手”在美
国旧金山地区制造了二十多起连
环杀人案，此案却始终未破，成为
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悬案之一。

在第二起“十二宫案件”发
生后，包括《旧金山纪事报》在内
的三家旧金山地方报纸都接到
了一封自称对这起案件负责的
信。而后，随着每一起命案的发
生，信件都会接踵而至。这些信
件充斥着诡异的密码和符号，凶
手用详尽的文字向报社与警方

“炫耀”自己的犯罪细节，并且声

称只要能够破译那些艰涩的密
码，便可得知他的真实身份。

《十二宫杀手》一书翔实记
录了案件发生与调查研究的过
程，书中使用了联邦调查局有
关十二宫的完整档案、司法机
关内部或部门间的备忘录、心
理学家和假释官员的档案、心
理治疗医生与首要嫌疑人的谈
话记录、测谎结果、未公开的报
纸素材、没有使用过的记者的
笔记，以及电视访谈的节选等
大量资料。

古代的诸侯和封建帝王常常自称
为“孤”、“寡人”、“不谷”。“孤”的意思
是说自己不能得众；“寡人”即少德之
人；“不谷”即不善之意，因为

“谷”可以养人，为善物。当然，
这些都是君主们的谦称，隐藏着
笼络人心，以求巩固一己统治的
目的。

“朕”，起初是古代为大家通
用的第一人称的代词，相当于现
在的“我”。如爱国诗人屈原在

《离骚》首句中云：“帝高阳之苗
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秦始皇
统一中国后，“朕”遂成了帝王自
称的专用词，别人是不准再用
的。

称帝王为“天子”，是说他拥有的
权利是上天所赋予的，是神圣不可侵
犯的。

“万岁”一词原本是人们于
喜庆之时的欢呼语，如《战国策·
齐策》记冯谖替孟尝君烧掉债
券，“民称万岁”。秦汉以后，臣
子朝见国君，拜恩庆贺，以呼“万
岁”为常，遂成了帝王专用的代
词。

“陛下”，本指侍卫在宫殿台
阶下的国君近臣或侍卫人员。
后来，“陛下”遂成了群臣对国君
的尊称。至今人们仍尊称外国
国家首脑为“陛下”，但只限于外
交场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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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州清代的多任知州中，巧合的
是其中有两位乃父子关系，他们就是何
锡爵、何源洙父子。更加巧合的是，他
们父子在任郑州知州期间，恰逢郑州修
志，于是，他们都曾参与了郑州志书的
编修。

何锡爵，字晋侯，号澹园，清代奉天
广宁县（今辽宁省北宁市）人，属满洲正
黄旗籍。他自幼聪颖好学，考中秀才。
后来，因学业超群被官府选为

“贡生”，升入位于京师的国子
监读书。

康熙十八年，何锡爵由国
子监的太学生被直接选派到陕
西宝鸡县任要职。康熙二十
年，被升任为宝鸡县知县。何锡爵在公
务繁忙之余，注意收集、整理当地的历
史资料。经过不懈努力，最终编修出

《宝鸡县志》一书。此书名噪一时，引起
各方关注，为古城宝鸡留下了极其珍贵
的历史文献。后来，何锡爵先后调任云
南定边县、南涧县知县。他在任南涧知
县时，见当地因偏远闭塞、文化落后，学
子求学困难，便力排众议，在当地设置
黉学（也称黉馆、泮宫、学宫，属官学，因
多设于孔庙，传授儒道，所以也称庙学）
一所。为当地培养了大批的人才。

康熙三十年，郑州知州张尔质（山
西阳城县人，岁贡出身）离任。远在云

南的何锡爵奉命接任郑州知州一职。
刚一担任郑州知州，何锡爵即奉河

南巡抚阎兴邦（字韬仲，号梅公。直隶
宣化人，曾任广西马平知县、贵州巡抚、
河南巡抚等职。好为诗，所为古文词皆
端雅有体。著有《冰玉堂集》）“续修志
书，务期克日而竣”之命，开始筹备编修

《郑州志》事宜。
因初来乍到，对郑州知之不多。何

锡爵便多方调查、考证，以确定编修内
容、人选等。经过多日考察，何锡爵最
后委托时任郑州学正的徐杜（字根夏，
河南睢州人）负责《郑州志》的具体编纂
事宜。接着，徐杜聘请郑州籍举人黄志
清等人于康熙三十一年七月开始正式
编纂。在何锡爵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
与下，众人经过一年的努力，最终使《郑
州志》于康熙三十二年编纂成书。此志
书首卷为宪檄、姓氏、凡例、各图，然后
是正文部分：卷一星野志，卷二舆地志，
卷三建置志，卷四食货志，卷五学校志，
卷六秩制志，卷七官师志，卷八选举志，
卷九人物志，卷十、十一、十二皆为艺文

志。此书内容详实，体例严谨，保存了
郑州古代的很多珍贵文献，如疆域图、
建置图、开元寺图等，以及关于农民战
争、兴修水利的记载等。

何锡爵在任郑州知州期间，除了主
修《郑州志》外，还十分重视农业生产。
他曾多次发布垦荒令，并到田间考察，
了解百姓疾苦。根据水旱灾害时有发
生的现状，他率众积极兴建水利设施，

促进农业的发展。
有一次，何锡爵在民间走

访中，见有个村庄存在大片无
人耕种的“荒地”，便进村去问
缘由。当得知“农夫觉得那些
地为沙土，产量低，便放弃耕

种”时，何锡爵便创作了一首《劝农》诗，
以劝告农夫不要轻言放弃。其诗曰：

“日静风和鹤步迟，端思农事亟乘时。
犁开南亩花盈陌，舍出东郊榆蒲篱。漫
道荒沙为可弃，还将茂草好加耜。桑麻
四野流亡少，击壤兴歌夫子嬉。”

何锡爵在郑州任职的几年间，多有
建树，其事迹在郑州的古籍中被记载为

“杜苞苴，雪沉冤，除苛政，兴水利，崇重
学校，减免田粮。”康熙三十五年（1696
年），何锡爵因政绩卓著，由郑州知州之
职升任南阳府同知。此后，他又历任陕
西平凉、云南顺宁知府等职。

知州父子在郑州
郭增磊

郑邑旧事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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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前两年，革命的爆发已有山
雨欲来之势，各地都在密谋起事。武
汉革命党人多头渗透，新军意识开始
裂变。武昌起义前，武汉驻军主要有
新军第八镇，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
另有巡防营、水师营等旧军。在新军
中，绝大多数营队有革命党活动，至
辛亥年起义前夕，近两万人的湖北新
军中，参加革命组织的将近三分之
一，并有许多革命的同情者。是年 7
月，湖广总督瑞澂奉命将第八镇部分
军队调往四川、湖北、湖南等地，武汉
地区兵力空虚，发动起义极为有利。

火种迅速渗透
革命党人与新军中的进步分子

往还频密。大量尉官中，有一半以上
的人，开始接受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影
响，立志推翻清王朝，为创立民主共
和而积极从事革命活动。部队渗透
情形相当严重，以同盟会为总指导，
陆军中小学学员、党人、团体均有人
在部队中串联。

党人在部队中运
作举事的具体方式，
在首义之前，各级负
责人为坚定各同志之
信心起见，常用耳语
宣传，详为讲解清朝
政府之残暴无道，丧
权辱国之事实，远如

“扬州十日”、“嘉定三
屠”之惨；近如中法、
中英、中日战败之耻，
庚子八国联军之辱，
割地赔款，订下不平
等条约，并以兴建国
家海军之款，供西太
后构筑颐和园之用；最后如瑞澂以纨
袴公子，出任总督，彼并以卑鄙无能，
不学无术之丫姑爷张彪（瑞澂丫鬟之
夫，同志间鄙称为丫姑爷）出任第八
镇统制……用以上之事实，作为宣传
之资料，激发同志们同仇敌忾之雄
心，杀身救国之勇气，人人切齿痛恨，
隐忍待发，所以 10 月 10 日夜，枪声一
起，响者四应。嗣后之宣传工作，又
转变方针，重点在鼓吹各省起义，全
国响应。所以首义后第三日，即有胡
石庵在汉口成立之《大汉报》出版，大
力宣传，新闻版内所刊者，不是说某
某几省同时响应，就是说某某几省援
兵已发；文告栏中所载者，不是某某
几省讨逆之檄文，就是某某几省声援
之函电。将当时革命军之事实，宣传
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真是天夺其
魄，清运该终。

部队被革命意识所渗透，当时身
处其中的万耀煌先生记述一般情形
是如此：新军士兵有时颇不顾利害，
胆子甚大，在酒店，在运动场都畅言
无忌地高谈反清革命，甚至在猜拳饮
酒时亦喊“要革命，要排满，全福寿”，
官长不便去酒店，即去亦视若无睹、

听而不闻，其革命风气之热烈由此可
见。

此种运动与渗透的情形也可由
吴醒汉的回忆来印证。他的回忆录

《武昌起义三日记》中说，黄花岗起义
失败后，谭石屏（谭人凤）于 5 月下旬
到汉，与各同志会商，决定以武汉为
发难地。至发难时，推定蒋翊武为临
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蔡幼香为
参议长，吴醒汉、徐达明、王宪章、张
廷辅等为参议，陈磊、谢石钦、潘公
复、丁笏堂等人任秘书干事，邓玉麟
管交通传达。

黄兴等在广州发动黄花岗起义，
当时蒋翊武拟炸瑞澂总督署以为响
应，事败未成，但形成猛烈的助推作
用。四川保路风潮发生以来，影响遍
及全国，人心跃动，蒋翊武又再三说，
时机到了，多次密开军事会，被举为
总司令，遂设枢纽指挥于武汉三镇。

爆发前的顿挫
黄兴从香港拍来的回电，黄兴的

意见是联络十一省同
时举事，因此武昌举
义事项须推迟等待，
但这时各营的代表以
为谣言满天，形势迫
在眉睫，若不立即动
手，恐将噬脐莫及。

武 汉 方 面 商 量
的结果，是改期为 10
月9日夜半，不料这天
下午孙武在汉口俄租
界宝善里试验炸弹，
爆裂负伤，被巡捕闻
知，入宅搜索，导致文
告、名册、弹药、印信、

旗帜等一概搜去。当晚，彭楚藩、杨
鸿盛、刘复基，以及蒋翊武、龚霞初、
陈达五均被逮捕，稍后彭、杨、刘三人
遂遇害。

10 日早晨，武昌城门关闭，禁止
出入，并出告示：按名册捉拿，就地正
法。此告示一出，各同志人人自危，
达成共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一死
图之，故这天晚间工兵营之枪声一
响，驻城内外军队之同志，同时响应。

中午饭后邢伯谦急告蒋翊武，孙
武炸弹试验失手，瑞澂已在布置逮
捕，蒋翊武一听，半句话说不出，精神
一下委顿下来。刘复基见此可怕情
形，就说不能再等，再等就是等死，他
提议当晚起事。于是仓猝作出决定：
10月9日本军于夜十二时举义。

本来说要推迟时段，现在突然又
决定今晚发动，此时已是下午五点。
随后蒋翊武去找王宪章，安排各要点
的炸弹运送，然后他即前往长湖堤西
街的龚霞初家中，约到一干朋友，又
往小朝街走去。不料在街上被一可
疑人员跟踪，到了机关部门
口，王宪章他们却找不到蒋
翊武了。 4

王玉荣跑近父亲被关押的屋
前，隔窗哭道：“爸爸，妈妈她走
了！你快回家！”

听到女儿带来的这个噩耗，王
受信疯狂地踢打着铁门，声嘶力竭
地咆哮着：“放我出去！放我出
去！”咆哮中，夹杂着哭腔。

许多年后，王玉荣仍多次提到
那次与父亲隔窗相望的凄惨情景：

“那天夜里，父亲狂怒地叫骂着，把
关他的门踢得咚咚响。我心里很难
过，难过得说不出话来。也许就是
那时，在我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
子，同时，也播下了正义的火种。
就想，等自己长大了，有了力量，
一定要惩治坏人，不再让好人受半
点委屈。”

黎明时分，造反派头目闻讯赶
到，在得知情况后，放出了王受信。

料理完妻子的后事，王受信又
被关回“牛棚”。

一天下午放学后，从公园的一
角传来“嗬嗬嗬”的声音吸引了王
玉荣。她循声走到近前才发现，这
里有家武术馆新近开
张，馆内武术教师正
在教弟子们打拳、踢
腿、压腿、习武。王
玉荣被这家武术馆深
深吸引了。从此，王
玉荣一有空闲，就来
到这里转悠。

一天早上，王
玉荣正陶醉在那里跟
着馆内的学员练习一
招一式，出其不意被
武术教师逮了个正
着。王玉荣不等对方
开口赶紧说道：“老伯伯，您让我
跟您习武吧，我一定能做个好徒
弟。”

“南极子”呵呵笑了，又一拍王
玉荣的肩头，满口答应下来：“孩
子，你尽管来学习吧，我不收你的
学费，将来有了出息，回报祖国，
回报社会，就算给我交学费了。”

1978 年 5 月 23 日那天上午，王
受信等人的平反大会在礼堂召开。
当与会领导为王受信恢复名誉的决
定刚宣读完毕，想不到的事情就那
么发生了：王受信心脏病复发，轰
然倒地，还没来得及抢救，就停止
了呼吸。

第三章
大任天降劳筋骨
勤学苦练迎大考

17 岁的王玉荣从下乡插队的村
子被招回省城接父亲的班，成为二
二八军工厂的一名钳工。

一日下班回家，王玉荣看见家
中坐着一位精神矍铄的 60 多岁的老
人。

大姐、二姐连忙招呼：“玉
荣，这是郑州来的客人，是爸爸战
友的战友，快来叫邵伯伯。”

邵伯伯详细询问了她们一家人
的生活情况，以及王家兄妹们的工
作安排情况。他见王玉荣机智而矫
健，既有女孩应有的清纯俊美，又
有男孩的刚健帅气，就毫不掩饰地
赞美说：“真是将门出虎女，不愧
是军人的后代。要是从军从警，准
是一块好钢啊！”

大姐玉娟赶忙接着说：“玉荣
最大的愿望就是当一名公安战士。”

一天上午，王玉荣收到了一封
来自河南省科委的来信。里面是一
张几天前的《人民法院报》。她展开
报纸，一眼就看到报的一版右下角
用红笔圈着的一块文字。王玉荣仔
细一看，是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面
向全国招录女法警的一则启事。再
看信封里，还有一封折叠方正的信
函。王玉荣知道信是邵伯伯写的。

大姐从王玉荣手里拿过报纸，
对那则招警启事从头到尾斟词酌句
地 看 了 一 遍 ， 沉 吟 了 一 阵 才 说 ：

“玉荣，先不要高兴得太早，报考警
察就是进考场，进考场就不可能人

人得中。”大姐在报
纸那则启事上指指点
点，“你看，除了年
龄、身高、体质这些
基本条件，还要过面
试、复试、审定三关
哩！”

离报考的日期
还有一周，离面试的
日期还有两周。王玉
荣要学开车和打枪。

王玉荣和工友
邹向红，二人一起穿
过市区，往南，到红

咀子那儿，离老远就看见停着一辆
车。邹向红认得，那就是大哥常常
开的那辆车。她们喊着、叫着奔跑
过去。

“咋了，咋了？”邹国运急切地
问。

直爽的王玉荣从来不爱绕圈
子，她竹筒倒豆子般一五一十毫不
保留地把自己为什么要学开车，一
股脑倒了出来。

邹大哥爽快地说：“别的我还
真不会，这个事情包在你大哥我身
上！”

邹国运在河边沙滩当教练场，
摆上几排石块当路标，让王玉荣坐
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加油、刹车、
加速、减速、倒车，边做示范边讲
解。渐渐地，王玉荣已经入路了。

开车的问题一解决，王玉荣就
马不停蹄地回到二二八工厂，找到
保卫科长吕保山。她见到吕保山二
话不说先甜甜叫声“吕叔叔”，接着
又从口袋里掏出一瓶剑南春塞进吕
保 山 的 抽 屉 里 ， 又 甜 甜 一 笑 说 ：

“ 吕 叔 叔 ， 我 知 道 你 爱 这
个。你喝一口夜里值班挡挡
寒。” 2

连连 载载

多情的茶
王吴军

散文

凌鹰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