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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青花釉里红
海水云龙纹天球瓶

釉里红是雍正釉下彩中烧制的特别成功的
品种。釉里红从康熙朝恢复烧造后，至雍正朝达
到了历史的顶峰。釉里红在雍正朝又称为“宝烧
红”，制作工艺比康熙时更为精细，器物呈色稳
定，色调红艳。由于釉里红的呈色技术运用娴
熟，从而使这一时期的釉里红瓷器的纹饰内容较
康熙时表现的题材更为广泛，所绘纹饰均清楚明
晰，造型优美，呈色鲜亮艳丽。特别以青花和釉
里红同施一器的“青花釉里红”更为突出。因二
者烧成气氛不一致，能达到两色都鲜艳的，以雍
正朝的最好。

本器为青花釉里红海水云龙纹天球瓶，直
口，细长颈，球形腹，圈足。通体绘青花连绵云
纹、海水江崖等纹饰，以釉里红绘龙纹。造型端
正，釉里红和青花呈色协调，纹饰清晰。

河南中原收藏文化研究院供稿

域外见闻

可贵的送旧风气
老 曹

美国西南海滨城市圣迭戈，
也有译作“圣地牙歌”的，过去不
大，近几十年来发展迅速，成了一
个大的城市。这是一个拥有高科
技的城市，电脑和生物研究，是它
的两大支柱产业。因此，这里逐
渐多起来的中国人，多是中青年
科技人员，以及他们来美后所生
的子女。也有不少中国老人，他
们是子女在美国站住脚后接过来
的，不过他们中有不少人像候鸟
一样，到此避寒避暑，一到春秋天
又飞回太平洋西岸的家园。

这些中青年科技人员收入
高，为美国中产阶级中的中上
层。近些年美国经济滑坡，对他
们似乎冲击不大，该买车的还买
车，该买房的还买房，甚至有些人
还趁房价低时多买一二套，并不
是要住，而是出租挣钱。

他们称得上富人。但是看不
出来。因为他们不炫富，不摆阔，
和普通人一样生活。就说吃上
吧，他们也常常在周末和假日，一
家几口去餐馆吃饭，点几个自己
做不好的却又喜欢吃的菜，花钱
不多，也就是 80~100 美元，够吃
就行。即使有时在餐馆请客，所
点的饭菜也是够吃就行，不会摆
满一大桌，甚至盘子上面摞盘子，
吃的没有剩的多。主人若是这样
讲面子，这样的热情，反而不一定
会给客人留下好感。

最有意思的是两三朋友约会
下餐馆，他们各人点各人的饭菜，
各人付各人的钱。起初，我对此
不理解，但我相信，他们这样做绝
不会是小气，更不会是囊中羞涩，
因为花几十美元，只是他们每天

工薪里的零头。后来我才知道，
这种约会不管是谁提出来的，都
不是请客，是因为平时忙，没有
机会见面，才相约中午或晚上，
到一家餐馆吃饭，这仅仅就是为
了找个机会见见面，说说话，以
解思念。据说这叫 AA 制，在那
里很流行。

朋友之间还有一种往来，就
是赠送自己孩子穿过的旧衣裳和
不再玩了的玩具。我的外孙女和
外孙的衣裳实在是多，每天至少
换一身，都不重样。换下的衣裳
并不立刻就洗，而是等到堆一大
堆了，才放进洗衣机里清洗和烘
干。我曾对女儿说，给小孩子买
衣裳不宜过多，他们长得快，像小
树苗一样眼见往上蹿，衣裳穿不
了几回就小了。女儿说，爸，你不
知道，他们的衣裳差不多都不是
新买的，是朋友送的旧衣裳。

原来这里的中国人，在孩子
长高了，衣裳小得不能穿时，并
不扔到垃圾桶里，而是洗干净，
叠整齐，送给朋友家的小孩子
穿。这并不是说小孩子穿衣裳
可以凑合，不必那么讲究，而是
那些衣裳都很整洁，同新的差不
多，小孩子穿上仍然舒服漂亮，
所以也都乐于接受。我女儿曹
东生育晚，与她同龄的女朋友的
孩子，差不多都已是中小学生
了。所以曹东接受别人送的小
孩子旧衣裳就特别多。

不仅衣裳，连孩子的玩具也
是这样。自己的孩子大了，对一
些玩具没兴趣了，父母就把它们
擦洗干净，给有小孩子的朋友送
去。我外孙女和外孙坐的圈椅，

骑的几辆小车，甚至连画书和
书箱，也都是朋友送的。我多
次见到女儿和女婿的朋友来
访，从车上掂下大包小包的孩
子旧衣裳，或搬下这样那样的
玩具。我们都高高兴兴地收
下，并表示谢意。

这些孩子穿过的旧衣裳和玩
过的玩具，无论是送家还是收家，
都觉得很自然，认为是物尽其用，
扔了可惜，根本就不会想到拿旧
东西送人是否不合适，寒碜不寒
碜的问题，因为他们都不在乎这
方面小小的开支，送旧仅仅是不
让东西浪费。当然，这样的送旧，
也只是朋友间的事，双方关系好，
不会产生误会。

我很赞赏这种事，这是可贵
的节俭，是一种美德，是对别人
劳动的尊重和珍惜。我们都是
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无论是物质
的还是精神的，辛辛苦苦的劳动
成果，都希望被别人爱惜，不愿
意被浪费。

他们这么勤俭的生活，省下
钱干什么？据我所知，一个最大
的花费是买房子。房子贷款，连
本带利，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才
能还清。再就是子女上学，美国
高校的学费之高，在世界上是数
一数二的，每个家庭都把它列为
一项重要的开支。旅游和捐款也
是一项花费。一到节假日，社区
的街上停的汽车少多了，高速公
路上的堵车事却不断发生了。说
起捐款，那是自愿的，给慈善机
构，给教会，给母校，等等。捐款
是为社会办好事，是积德，所以捐
了钱，心里很满意，很舒服。

书林漫步

《许挺短诗选》序
孙广举

《许挺短诗选》将要付梓，作者命我作序，似乎没
有推脱的理由。除了我们是学友、文友、书友、酒友而
外，我还是他诗稿最早的读者。常是诗稿甫就，他立
马用手机发给我，令我不得不读。其特别得意之作，
还要我即读即评，从不避“邀赏”不嫌。我当然也乐于

“应和”，虽然不会“唱和”。
尽管是学文学出身，但许挺似乎并不以作诗人为

其理想。虽偶有五言八句，好像一直没有成列成行的
批量产出。不承想，也是“老夫聊发少年狂”，花甲之
后尤其近年，竟然来了一次“爆发”，三年来竟得一百
首之多。集中重读，颇有一些感想。

许挺确实是一个不自觉的诗人，他之作诗，不是那
种激情燃烧的烈焰，不是那种翻江倒海的喷涌，不是呕
心沥血的煎熬，不是精雕细琢的打磨，他不把自己当诗
人，只是一个陪侍耄耋老父游历天下的孝子，同时也是
周游“列国”的游子，触景生情，一吐为快，如他所说，是

“行孝路上捡来的诗”。这自谦的话道的是实情。
但是，“诗言志”是一条铁则。许挺除了“孝子”、

“游子”，还是一个“士子”，一个关心世道人心、忧乐天
下、喜好独立思考的知识者。故而，即景即事而发的
诗作，不唯自然流溢出孝子之爱心，游子之审美，还常
有士人之浩叹，哲人之沉思。有些诗作，看似一时之
冲动，实际上凝聚了长期感悟积累的情景，机锋犀利，
一读难忘，以至有些篇什在朋友圈子中不胫而走。在
诗的形式上，许挺似乎不大在意。他不模仿新诗的自
由体，又不服格律诗的约束，不标律绝，却取旧体诗之
字句体制和用韵，以口语议论入诗，率性率意而作。
一些“篇中有佳句”之作，可能是先得佳句，而后成篇，
一句峭拔新奇而盘活全篇。也许整体上可以说许挺
的诗：平中见奇，淡而有味；形似律体，骨子自由。

许挺花甲前后的人生新境界，几乎都与其孝行有
关。我在另一篇文章中说过，他因行孝与景德镇陶瓷
结缘而放异彩；这部诗选也可说因孝行而得，又见一
奇。许挺诗作给我们的启示将超出诗作之外。

新书架

《我和郎朗30年》
吕 佳

《我和郎朗30年》是郎朗的父亲、郎国任的倾情之
作，讲述了郎朗如何从一个普通孩子迅速成长为国际
著名钢琴大师，这一成功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完整
地再现了郎朗从出生到 30 岁的成长历程。读者将看
到一个钢琴天才为了求拜名师而在异地他乡地下室
刻苦练琴的身影；参加钢琴大赛遭遇不公的委屈；面
临多位钢琴大师指教的艰难抉择；一个不平凡的父亲
辞去难得的好工作、多年不离不弃、每天 24 小时陪伴
的坚定信念；一个个大师级专家倾其所有对郎朗的栽
培灌溉；一次次摘冠折桂的耀眼辉煌；签约经纪公司
征战欧美的职业钢琴家历程；已到了结婚年龄的郎朗
对未来人生伴侣的期望，以及郎朗同众多国际音乐大
师、各国政要、各界精英——格拉夫曼、艾森巴赫、巴
伦伯依姆、祖宾·梅塔、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美国前
总统布什父子、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查尔斯王子等的
交往和深厚友谊。

在本书中，朗爸郎国任还分享了培养郎朗的心
得：尽早发现孩子的天赋并予以重视；尽早让孩子出
类拔萃，高于常人，能接受更多阳光雨露；对孩子严
格，先要对自己严格；从起步时就请名师指教；养成永
争第一的必胜信心；给孩子纯净的成长空间；做人比
做事更重要等等。

商都钟鼓

红灯感悟
孙新治

我们平时一出门就要遇到
红绿灯，以前我性子急，非常讨
厌红灯，不爱到城市里去，看到
绿灯就加足油门，好多时候其实
都已接近了黄灯，我还在抢红
灯。妻子常常责备我：“你慌啥
哩？你就不能让让别人？万一
出了事怎么办？”

通过反思，对红灯有了一些
感悟。大千世界，人头攒动，来来
往往，熙熙攘攘，谁不想成功？谁
不想一路绿灯？但如果人人都一
路绿灯、马不停蹄地往前冲，东西
南北各路车马肯定要发生碰撞。
怎样才能避免碰撞？这就需要红
绿灯，该停就停，该走就走，一切
问题迎刃而解。

人生不可能在成长、学业、
爱情、事业、教子等方面一路绿
灯。道路上的红绿灯，除了色
盲，一般人人可见，遵循“红灯
停、绿灯行”就可以了。而人生

旅程中的红绿灯并不是人人都
能看到的。不少人没有红绿灯
概念，只顾见缝插针不停地往前
冲，从没想过停一停，让别人也
过一过。只有当这个人干什么
都干不成，干还不如停下时，他
才被迫歇歇脚、让一让。

不知道有红绿灯的人，代价
就是撞车，造成事故而浪费时
间，破财伤神，自损元气，严重者
还会丧命；看到有红绿灯的人，
算是有水平之人、有素养之人。
但路上的红绿灯有时间节奏，而
人生的红绿灯，可没有倒计时，
没有人告诉你何时行何时停。

当红灯亮起时，有三种态
度：第一种人，非常气愤地被迫
停下，埋怨自己倒霉，骂骂咧咧
不停；第二种人，自然停下来，熄
火睡觉；第三种人，高兴停下来，
认真检查车况，问问当地人路线
走得对不对？时刻准备着绿灯
亮起。结果呢？第一种人气出
了病；第二种人当绿灯无声亮起
时他还在鼾声大作，惊醒时，绿
灯结束又亮起了红灯，始终没能
过去；第三种人红灯刚一灭，就
启动过了十字路口。

过马路如此，人生如此，态
度不同，结果迥异。

郑州地理

郑氏三公像
许海龙

郑氏三公像是荥阳市的一
座标志性建筑，它位于荥阳市郑
上路与三一零国道交界处。郑
氏三公为郑恒公友、郑武公掘
突、郑庄公寤生。其铜像于2004
年10月，中国（荥阳）首届郑氏文
化节期间设立的。

郑恒公友为西周厉王的幼
子，宣王之弟，公元前 806 年，宣
王封友于畿内域林之地为郑
伯，封地今陕西华县一带。公
元前 774 年，周幽王封郑伯友为
司徒。后幽王无道，周王室日
渐衰败，为避离困境，友与太史
伯共同计谋郑国外迁，后将其
眷属迁至“河之南，洛之东土”
即今荥阳一带，此乃历史上有
名的“恒公寄孥”。公元前 771
年，发生犬戎之乱，郑伯友为保

王而殉国，其子掘突继位，称为
武公。武公文韬武略，与卫、
晋、秦共护幽王之子平王动迁
洛阳即位，东周始。武公也将
郑国东迁，初迁于京（今荥阳京
襄城），武公继承父志，尊王爱
民，连得虢郐十邑，中原崛起，
郑国兴旺。公元前 774 年，武公
辞世 ，子寤生继承王位，称为庄
公。庄公励精图治，远交近攻，
略城扩地，使东方郑国达到鼎
盛时期。

郑氏三公像立于郑氏故里

荥阳市檀山原上，铜像由中国美
术家协会雕塑艺术委员会设计
制作。雕塑整体占地 8100 平方
米，巨像矗立在72米高的三层圆
形礼坛之上。中为郑恒公，左为
郑庄公，右为郑武公。连同基座
共高 28.1米，寓意郑恒公受封立
国 2810 周年。礼坛及郑文化浮
雕高 4.31 米，寓意郑国经历的
431 年。铜像面朝东方，迎取朝
阳，慈祥肃穆，仪态端庄。过往
游客，驻足瞻仰，祖先功德，永世
不忘。

坝上秋晨 王国强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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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山、沈飞和徐丽婕三人见到

这个老者，眼前都是一亮，浪浪更
是脆生生地叫道：“爷爷，您来
啦？”

老者径直走上擂台，冲徐叔等人
点头施礼，道：“三位老板，我今天不
请自来，失礼之处，还请多多包涵。”

三人各自回礼。马云捋着胡须，
心中甚是诧异，以自己的见识，竟也
看不出这老者的来历，忍不住开口问
道：“这位老先生不必客气，只是不知
你是从何处而来？”

老者微微一笑：“我早已淡出厨
届，一点微名，无须再说出来了。只是
前日受了一位好友所托，因此想来化
解姜先生和扬州厨届之间的这段纠
葛。姜先生，我虽然也是扬州人，但久
居世外，早已没有了什么功利之心，
由我来做评判，不知道你放不放心？”

“老先生厨艺精深，气度高雅，您
若做这个评判，自然是再合适不过的
了。”姜山说到这里，
转头看看徐叔等人，

“只是不知道三位老
板有没有异议？”

陈春生从姜山
的话中听出一些端
倪，询问到：“听口
气，你认识这位老先
生？”

“今天刚刚有过
一面之缘，当时沈飞
和徐丽婕徐小姐也
在场。老先生烹制的

‘神仙汤’和‘蛋炒饭’，
技 艺 精 巧 ，美 味 无
穷，我们三人都是大开眼界。”

姜山此言一出，众人间又起了一
阵骚动。主座上的三位名厨老板更是
明白碰上了真正的高手。徐叔不敢怠
慢，恭敬地道：“既然老先生厨艺如此
高深，又是为了扬州厨届而来，那就
有劳老先生受累，做今天这场比试的
评判。姜先生，请开锅吧。”

姜山却不慌不忙地用左手按在
砂锅盖上，右手对老者做了个手势：

“请您先品尝这几位大厨的手笔。”
“好！”老者走上两步，来到孙

友峰这边的案台前。此时，彭辉和
凌永生也都起身离座，围了过来。

老者从一旁服侍的小伙计手中
接过筷子，从盆中夹起一撮干丝，
只见根根银丝整齐完整，细如纤
发，当下便赞了句：“好刀功！”

凌永生脸上露出了一抹笑意。
老者微微仰首，手指轻挪，将

那撮淋漓带汁的干丝送入了口中，细
细品尝之后，评价道：“嗯，豆干细
嫩爽滑却又不失韧性，火候的掌握妙
到巅毫。这一份‘大煮干丝’，足以
称得上是上上乘之作！”

老者的评价如此之高，不仅令

操作的三位大厨面露喜色，台下
的 众 人 也 忍 不 住 一 阵 窃 窃 私 语 ：
看来这场比试的胜券，非淮扬厨
届莫属了。

老者转过身，又来到姜山面
前：“姜先生，现在可以了吗？”

姜山点点头，揭开砂锅盖，把
干丝倒入盆中：“老先生，请！”

老者从盆中夹起一筷子干丝，
在半空中晃了两晃，微微皱眉道：

“从刀功上来看，姜先生似乎要逊色
了一些，所用的方干似乎也不及对
手的细嫩。”

这一下，连主座上的徐叔三人
也都露出了喜色。老者并没有看到
这道菜烹制的全过程，但一句话便
点出了己方的两大优势所在，可谓
目光犀利，见识老到，照此态势，
己方几乎已是必胜无疑。

但既是斗菜，自然要等双方的
作品都入口之后，才能得出最后的
结论，众人眼看着老者将姜山所烹

的那筷干丝也送入
了口中，全都聚目
凝神，静待下文。

老 者 品 评 良
久 ， 忽 然 摇 了 摇
头，然后又轻轻叹
息了一声，似乎甚
是失望和惋惜。

众人一愣，不
知他这声叹息是什
么意思。徐叔和马
云、陈春生面面相
觑片刻后，终于忍
不住问道：“怎么
样，老先生？有结

果了吗？”
“嗯……”老者略一沉吟，“三

位也都是此道中的高手，这样吧，
在我发表意见之前，你们不妨也尝
一尝这两份‘大煮干丝’。”

徐叔点点头：“也好。”机灵的
小伙计立刻小跑着去了后厨。不一
会儿，三个女服务员走出，各自拿
着托盘和小碟，从两份“大煮干
丝”中分别夹出少许，送到了三位
老板面前。

徐叔等人先后尝了两份干丝
后，相互间交换了眼色，却都是默
不作声。场内一时间静悄悄的，众
人心中隐隐感觉到：这场比试的结
果只怕是有了出人意料的变故。

良久，徐叔不甘心却又无可奈
何地叹了口气，黯然道：“姜先
生，你赢了！”

大堂内顿时一片哗然，三位
扬州大厨更是一脸不可思议的表
情。彭辉不服气地喃喃道：“不
可能的……我的选料，凌师傅的
刀功，孙师傅的火候，这
都是最出色的，我们怎么
会输呢？” 18

“把卖不出去的菜送到村长家，
你看吧，保证得向村里要钱的。”这
个我的确没有想过，这老张也太狡
黠了！今后再也不能让他送菜了。

其实，我们下派在哪家吃饭都
是要给哪家交钱的。

记得刚在村长家住下的那个晚
上，小荟杰跟我说，“我爸说了，
你来后，他要和你通个电话。”

我以为是村长见只有儿媳妇一
个人在家，我在他家住，肯定有些
不放心，是要先沟通一下。也好。
就在荟杰用她的手机拨通村长的电
话之前，我先特意向她问了下村长
的年龄，知道村长也还没有我大。

电话通了，互相问候后，不料
村长说的却是：“你看看，你来
了，我却不在家，实在不好意思
啦。我这里的活还没有干完，过几
天我下山，和你见见面，咱俩好好
喝点。”

我说，“没关系，理解你，你
先忙你的吧。”另外，我还是固执地
想把心里的两个事向
村 长 说 清 。 我 说 ，

“ 村 长 ， 我 今 年 58
了，比你年龄大，你
的儿媳还没有我女儿
大，我会拿她当自己
的孩子看的；在你家
里吃饭，我们也有规
定 ，一 定 是 要 交 钱
的。”

“你们抛家舍业
的出来工作，也不容
易。交什么钱？”村长
是朝鲜族人，汉话说
得不好，每一句说得
都很慢，但电话里还是能感觉出村长
性格的爽快。

话说归说，我心想，我们必须按
规定办，因为农民很不容易。

但我这边吃饭给村长家付钱了，
老张把菜送到村长家，再向村里要
菜钱，岂不又是一枪两眼？

下午，书记过来，我把老张送
来一箱菜的事向他说了。我说，“听
说他送来的菜将来肯定要向村里要
钱，可别让他再送了！”书记听了，
笑了，“是谁瞎说？不会要钱的。是
我让他送的。”

我放心了。隔了几天，老张果
然又送来一箱。不过，当时我不在家，
是小荟杰说的。

书记临走时，我问他，村部的门
安完没有？他说，安完了。我说我想搬
过去住。

他想了想说，“你看什么时间搬？”
我说，“那就现在。”
村部是一幢小平房，位置在村的

正街的正中位置，听说是县委组织部
为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统一投钱建
的。外面的围墙各村都一样，刷成乳
黄色，显得干净。总共 60 平方面积的
村部隔成了里外间，外间是办公

室，里间是一铺小炕！怎么会这么
巧？你不会以为这是村里特意为下
派干部搭的小炕吧？的确不是，这
些年，春天防火，夏天防汛，上边
一直抓得很紧，一到这关键时期，
村长、书记、委员们就得轮流到村
部值班。没有这小炕，值班的同志
晚上在哪里休息？

推开我卧室的后门，是个方方
正正的小院，除了小仓库和卫生间
外，院的西侧种着一颗樱桃树，时
值7月下旬，正是樱桃果子成熟的时
候，红色的樱桃结满了枝头。只可
惜，那樱桃因无人采摘，成熟的果
实落得一地，看了令人有些伤感。

村部因为原来一直被个人占
着，走又不是情愿走的，房子用得很
狼狈。书记说，装修前，光是后院的
垃圾就清出了好几车。现在广播线、
网线都通不了。我说，我写东西，是
不用上网的。可是书记不听，开始四
处联系，让人帮助查找原因。现在我
坐在罗子沟镇河南村的办公室里，不

仅可以写稿子，还可
以上网，与机关联
系，看天下新闻，一
点儿没有待在农村的
感觉。

木耳菌房
何书记昨天和我

约好，今天要领我上
村里的木耳菌房看看。

木耳菌房就建
在村西头的一块空地
上。两栋红墙彩钢屋
顶的厂房。每栋场房
200 多平方米，前面
开三个可以进车的大

门，后面分别有三个烟囱，表明这
房子里有三个做菌的锅。

做木耳菌的工艺很复杂，之
前，我一直以为木耳袋里的锯末是
在木材加工厂里买的电锯加工废
料，事实根本不是那样，而是选用
胳膊粗的木头放到锯末加工机里特
意加工出来的锯末。难怪书记和我
说，木耳发展前景并不乐观，黑龙
江有些林场已经开始不让做了，原
因看来主要是砍伐林木对周围的环
境破坏太严重了。

锯末生产出来后，要用电筛
子滤过，拌上各种营养料，再上
装袋机，捣实、装袋，放进菌筐
里 上 锅 蒸 ， 之 后 ， 运 回 家 里 接
菌、上架育菌，这个过程还要三
四 个 月 ， 才 能 下 到 地 里 ， 浇 水 、
管理、采摘、晾晒。每个菌袋生
长出的木耳最后折合出的利润是
一元到一元五角之间。

河南村建菌房的钱是国家投资
的。第一个菌房是去年建的，是巩
固退耕还林中央专项资金投入的 30
万，让镇里又给太平村划走
了 6 万。24 万建成的菌房到
使用时又缺这个件少那个件。 5

连连 载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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