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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父子的传承关系比
师徒更紧密，子承父业被认为是最顺
理成章的事。几年前，阿哲考上广州
的大学，一心想在那里闯荡。然而初
入社会，阿哲才发现与校园生活大相
径庭，压力很大。职场受挫后，他选
择回到家乡，给家里的小店帮忙。在
此之前，阿哲甚至没有洗过一只碗。
蚝，也叫牡蛎，生长在沿岸浅海。两
千多年前，中国就有养殖牡蛎的记
载。潮汕地区的汫洲，家家户户以蚝
为生。当地人偏爱食小而肥的蚝，吃
起来更鲜嫩膏腴，这种蚝也是蚝烙的
最佳选择。汕头老城，洗尽铅华。在
巷子深处，隐藏着蚝烙最传统的做
法。用番薯粉打浆，包裹蚝肉，可以
减缓蚝在高温下的迅速缩水。烙到
两面焦黄，还要保持蚝肉生嫩、汁水
饱满、不失鲜味。食用时，蘸上鱼露
可以提鲜，入口外焦里润，脆嫩兼
备。阿乌的手艺不只蚝烙，上门制作
宴席才是他的主业。阿哲跟着父亲
出去办桌，从打下手做起。不久，阿
哲得到了掌勺的机会。当然，上桌
前，还要父亲最后润色。毕业于工商
管理专业的阿哲，现在却和最平凡的
食物打交道，但就在这平凡里，他发

现刻好一个萝卜花并不比解一道高
等数学题更容易。现在，阿哲的厨艺
日益提高，他也为自己每一天的成长
而感到开心。汕头，日新月异。阿哲
正在尝试突破。传承四代人的蚝烙，
在他手里变幻出新意。阿哲经过反
复实验，不断地往传统蚝烙中添加新
的食材。原本最熟悉的小吃，给食客
带来意外的惊喜。阿哲家的小店，已
存在百年，明天仍将带着新意开门迎
客。一门手艺的生命力，正是对传统
的继承和升华。随着时代而流变的
美味，与舌尖相遇，触动心灵。高速
发展的中国，人们对新事物的追逐更
加急迫。是坚守传统，还是做出改
变？这是一个问题。扬州是长江三
角洲发达城市圈中独具个性的城
市。杨明坤，63 岁，扬州评话艺人。
而对于杨明坤来说，他的嘴不仅是一
张说书的嘴，也是一张挑剔的嘴。与
厨师朋友探讨日常小菜的门道，对杨
明坤而言，是一桩乐事。一盘精到的
大烫干丝，代表了扬州人对生活的基
本要求。干丝在100摄氏度的水中洗
烫三遍，去除豆腥，再浇上卤汁和大
量香油，素雅的外观却有极为软嫩鲜
香的口感。杨明坤要准备一席家

宴。这是每年一次的传统——师傅
下厨，款待徒弟。对于一道葵花大斩
肉，杨明坤的心得是肉要肥瘦各半，
加入生粉和用海米、黄酒熬制的汤反
复揉捏。甩打、上劲，使肉粒能在双
手中顺从抱团。放入温水里定型后，
再以文火慢炖。美食的传承离不开
挑剔的美食家，丰富的阅历和敏锐的
味觉，让杨明坤能准确把握这座城市
的风味精髓，很少有人比他更了解扬
州味道的正宗所在。对扬州人来说，
上午喝茶皮包水，下午泡澡水包皮，
如果再听一场评话，便是平凡而精彩
的一天。就像那些动人的故事，听过
千遍也不厌倦。寻常的衣食住行中，
传统正日复一日地延续。

·淮扬菜·
淮扬菜与鲁菜、川菜、粤菜并称

为中国四大菜系。它始于春秋，盛于
明清，被誉为“东南第一佳味，天下之
至美”。

淮扬菜的发源地是扬州与淮安，
同时又吸收了江、浙、皖等地菜肴风
味，以江南本土的鲜美食材为主料，
因结集了各地烹饪手法之所长，使得
淮扬菜远近闻名，甚至成了国宴上的
主角：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第

一宴、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
周年大庆宴会等，都是以淮扬菜为
主。

扬州地处江南，物产丰富，如苏
东坡在《扬州以土物寄少游》的诗中
提及的紫蟹、姜芽、鸭蛋、鲜鲫，以及

郑板桥诗词中描述的鲜笋、鲥鱼等食
材，在扬州比比皆是。另外，扬州作
为明清时期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吸
纳了南来北往各地的烹饪特色，加上
淮扬菜系着力发展了刀功与火功等
烹饪工艺，因其“清鲜平和，浓淳兼
备，咸甜适度，南北皆宜”的风味特
色，奠定了淮扬菜在中国菜系中不可
替代的江湖地位。

早在西汉枚乘的《七发》中，就有
对淮扬菜的记载：“牛刍牛之腴，菜以
笋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肤。楚苗之
食，安胡之饭。抟之不解，一啜而散
……小饭大歠，如汤沃雪。此亦天下
之至美也。”可见淮扬菜菜色之丰富，
技艺之惊艳。

淮扬菜的经典菜式有：葵花大斩
肉、软兜长鱼、淮安茶馓、大烫干丝、
水晶肴肉等。

第四节 绝艺：美味与美感兼顾
的本帮菜

上海浦东三林塘，曾有一个乡村
厨师群体，人称“铲刀帮”。他们结伴
闯荡上海滩，历经一个世纪，人才辈
出。其中，有一个家族五代为厨，经
过数十年的磨砺，至今仍活跃于厨
界，终成一代宗师。李明福掌管着家

族经营的小餐馆。每天早晨五点，他
都要去市场采购。为了保证原料新
鲜，他只买当天所需的食材，并提前
估算好了分量。精打细算、亲力亲
为，这是上海男人做事的习惯。每个
晚上，后厨都是一番“刀光剑影”。李
悦掌勺、李巍操刀，李明福的两个儿
子是厨房里说一不二的将领。这对
孪生兄弟的厨艺青出于蓝，李明福不
再需要亲自下厨，家族的手艺得以传
承，是他最大的欣慰。一条黄浦江，
见证了上海的成长。在这座城市中
西杂糅、包容开放的味觉历史中，有
一种滋味，出身低微，却自成一家。
在演变中，它不因各方的冲击而消
失，反倒越来越清晰和强大，这就是
本帮菜。在本帮菜的江湖里，83岁的
李伯荣靠一身功夫，赢得了一世之
名。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任何一种
功夫，都没有捷径。李伯荣最高兴
的，是回到自己工作过的厨房。他从
1945年开始学艺，80岁告别后厨。时
代变迁，命运沉浮，李伯荣从未放下
手中的刀和勺。好学、用心、传道、授
业，让他收获了今天的成就和尊敬。
刀功——中式烹饪的核心技艺，代表
着一个厨师的功力。蓑衣刀法，依靠

手腕控制，下刀的力度、位置、方向，
全在方寸之间。整鱼脱骨，精确地割
开骨肉相连的结点，将鱼肉与鱼骨完
美分离，则考验厨师对食材结构的了
解。李巍和李悦都是从 14 岁开始就
跟随李伯荣学习厨艺。本帮菜中的
刀功菜“扣三丝”，是李巍的绝活。将
火腿、鸡脯、冬笋这三种极鲜的食材
批成薄片，再切成直径不到半毫米的
细丝。食材都已提前煮熟，切丝则是
为 了 扩 大 食 材 与 汤 汁 的 接 触 面
积。在蒸制过程中，三种食材的味
道同时释放、融为一体。细致的刀
功能让食材呈现出独特的美感，美
味与形色兼顾，正是中国人的饮食
哲学。哥哥刀功精湛，弟弟专攻火
候。一道油爆河虾，烹饪过程不足
十秒。油温达到 200 摄氏度时，食
材才能下锅。要使虾肉熟而不老，
虾壳脆而不焦，在时间上不能相差
分毫。李悦甚至能根据虾壳的爆
裂声判断出锅的时机。收汁时，将
炸过的河虾再次入锅，同样干净利
落。这道菜对火候的考校，有着如
教科书一般的严格。而关
于火候，广东菜中有更极
致的例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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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地有过贫穷、苦难、兵祸连结，但
它又是广袤丰腴的，长出丰登五谷、姹紫
嫣红以及辈出的英雄、文学的硕果。

但诺贝尔文学奖却长期与黄土地无
缘，这成为中国作家的一个心结。鲁
迅、沈从文、老舍、林语堂、巴金等一
批文坛宿将，无不与之擦肩而过。林语
堂为“纪念全国在前线牺牲的勇男儿”，
旅居巴黎时用英文写的《京华烟云》，也
仅获提名。评论家刘再复认为，西方不
少汉学家喜欢巴金，“如果诺贝尔文学
奖能授予他，倒是较为自然，至少中国
作家群会比较服气”。遗憾的是，巴老也
与之缘恪一面。

莫言2012年的获奖，是黄土地长出的
硕大馥郁的文学诺奖之花，难怪中国作家
一片欢欣鼓舞，兴奋莫名。贺词无不热情
洋溢，几乎众口一词，扬眉吐气，一吐积
愫。对于期盼很久也失望很久的中国作
家，当然可以理解。祝贺传递的信号不言
而喻：莫言是中国文学诺奖“第一人”。我
注意到金庸先生的“与众不同”，他说：“莫
言是第二个华人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第一个中国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我很高兴，是值得庆贺的事。这证明中国
文学创作已达到世界水平。”老先生的祝
贺不惜多费几个字的笔墨，先来个“两
说”，以正视听。

既然金庸不把莫言当作文学诺奖的

第一个华人作家，那么，“第一个”是
谁呢？显然是指高行健。高行健是剧作
家、小说家、翻译家，2000年他的小说

《灵山》被认为“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
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
文小说和艺术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而
获文学诺奖。他 1988年出国定居，后加
入法籍，所以他的得奖国内少有人知。
高行健脱离了自己的国家，得了一个
奖，这让我想起龚定庵的一句诗“科以
人重科亦贵，人以科传人可知”。德国著
名汉学家顾彬对此也不看好：无法理
解，为什么诺奖评委会做出这样的决
定？高行健的作品不过是中等水准，中
国还有许多比他更好的作家！还有论者
说：生活施虐作家，作家施虐文字，文
字施虐读者。不管是否名至实归，他的
得奖同样靠的是“中国元素”，他讲的也
是黄土地上的故事。

其实，最能体现“中国元素”的黄土
地，还长出过一次文学诺奖，这位更早的

“第三者”叫赛珍珠。甲午年仲春，江南烟
雨，花事正盛，我与友人参观了镇江登云
山麓的赛珍珠故居与纪念馆，那是座砖木
结构的二层小楼。花木扶疏中，一位风华
绝代的女作家，似微笑着从历史深处款款
向我们走来。

1938年，把中文作为母语、有“半个中
国人”之称的赛珍珠，靠写中国农村的小

说《大地三部曲》获得文学诺奖，“她的文
学作品促进了西方世界和中国之间的相
互理解和欣赏，为西方世界打开了一条
路，使西方人能用更深的人性和洞察力，
去了解一个陌生而遥远的世界。”她将《水
浒》译成英文，取名《四海之内皆兄弟》，在
美大受欢迎。赛珍珠曾在美国热情帮助
过老舍、胡适、王莹、林语堂等文化名人。
王莹按周恩来指示到美深造与宣传抗日，
赛珍珠主持了王莹的《放下你的鞭子》《义
勇军进行曲》等演出，并带头为中国抗战
捐款。当然，她的作品也有倾向问题，这
使一些文学大家不能释怀。赛珍珠先后
在淮安、镇江、南京、庐山等地生活和工作
了 40 年，“一生到老，从童稚到少女到成
年，都属于中国”。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称
她是“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一
位伟大的艺术家，一位敏感的富于同情心
的人”。

正要结束这篇短文时，传来河南籍作
家阎连科 5月 27日获卡夫卡文学奖的消
息，且是中国作家的“首次”。据说这个奖
含金量很高，曾多次与文学诺奖得主重
叠，被称为“诺奖风向标”。我真为河南老
乡感到高兴。阎连科表示，还要“创造出
一架文学的木牛流马”来。祝愿他好梦成
真，早摘诺奖桂冠。如是，熠熠生辉的黄
土地长出的文学诺奖，“中国元素”中，还
将有“河南气魄”！

文浩睁开眼睛，眼珠转悠了两下，好
半天才明白自己是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我这是怎么啦？他心里一惊。他活动了
自己的身体，感到浑身酸疼无力。

妻子看到他醒过来，又惊又喜：“文
浩，你醒了？吓死我了。”

文浩的记忆也慢慢恢复了，他记得是
在往石沟村去的路上忽然晕倒的。当时，
天已经黑了，还下着大雨。

“你一天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冒
雨走了几十里的山路，是个铁人也会累趴
下的。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该怎么办？”
妻子说着，脸上已经爬出了泪水。

“别再下雨了，我都被下雨吓坏了。”
文浩强打精神笑了笑，抬手给妻子擦了一
下泪水，“现在天还下雨不？这是哪家医
院？我在这里躺了多长时间？”

妻子轻轻握住文浩的手：“这是县医
院。你是昨天晚上被送来的，现在是下午
6点钟，你算算你睡了多长时间？”

“现在还下雨不？”文浩又重复了一
句。

“昨晚上就停了，你安心休息吧。”妻
子像是责怪，又像是心疼。

文浩这才放下心来。他刚刚走马上
任当上石庙乡的书记，就遇到多年不遇的
恶劣天气，暴雨直直下了一天一夜。他挨
个村打电话询问，得知不少老百姓的房子
都成了危房。他坐不住了，把乡里的干部
分成五个小组，分片包干下村查看，要求
把老百姓的损失降到最低，不允许出现一
起人身伤亡事故。任务下达后，他带着秘
书去了最偏僻的两个自然村。这两个自
然村都在山上，路被洪水冲断了，只有依

靠自己的双脚泥泞前行，记得那时又饥又
累心里还急，双腿像灌了铅似的……幸亏
没有晕倒在山崖下。嗨，看起来自己以后
还要加强锻炼，没有一个好身体真是不
行。

想到这儿，文浩又问妻子：“我到底怎
么啦？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毛病？”

“别胡思乱想。只是太过疲惫了，医
生说，休息休息，增加一些营养就好了。”
妻子说着话，就打开了保温杯，要喂他喝
粥。

文浩喝了一点粥，看上去精神了许
多。

妻子忍不住拿出一个账单让他瞅。
这是什么？文浩接过一看，只见上面

写着：张副乡长 1000 元；马副书记 1000
元；刘秘书 800元；司机小刘 500元；牛科
长500元……

妻子悄悄说道：“这是上午他们来看
你时送的。”

“你怎么能这样？”文浩气呼呼地说。
“我也没办法啊，他们放下钱转身就

走了……”妻子感到很委屈。
这时，一个五六岁的小朋友推门进

来，径直走到文浩的床边，把一个存钱罐
放到他身边：“叔叔，这是我给你的。”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文浩感
到奇怪，他并不认识这个小朋友。

小朋友歪着头，奶声奶气说：“叔
叔，我叫龙龙，今年 6岁了，在星星幼
儿园上大班。”

妻子偷偷告诉文浩，龙龙有心脏
病，也在这家医院住院，住在他们的隔
壁，因为家里穷，手术费用还没有凑

齐。
文浩说：“龙龙，你为什么要把存钱罐

给叔叔啊？”
龙龙睁着水汪汪的眼睛，天真地说：

“叔叔，他们都捐款给你治病，我也要捐！
我要做一个好孩子！”原来上午那些给文
浩送红包的事都让龙龙给看到了。

文浩和妻子一下子被震撼住了。好
半天，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没有
说一句话。

“龙龙！龙龙！”有人在外边叫。
“爸爸，我在这儿呢。”龙龙应着声音

跑出去了。
文浩心中一动有了主意，让妻子把龙

龙的爸爸叫了过来。天南地北地聊了一
会儿后，文浩把那些红包和礼单交给了龙
龙的爸爸：“这是一些好心人给你们捐的，
给龙龙看病用的。”

龙龙的爸爸激动得手足无措：“这、这
可如何是好？我拿啥子报答人家呢？”

文浩狡黠一笑：“这简单，你找家媒体
的记者，让人家报道一下不就有了？”

“中，中，中。”龙龙的爸爸咧开嘴笑
了。

文浩的妻子彻底松了一口气。看着
文浩，她觉得心里暖暖的，甜甜的。

诗言志，也抒情，诗记事，也议论。诗能赞
美，亦能讽刺。有时，一首小诗的臧否之功，往
往杀人于无形，有盖棺定论之效，真能“胜过三
千毛瑟”。

吴三桂降清，出于军事、政治、利益方方面
面的考量，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至于爱妾陈圆圆
的被掳，顶多是其中一个诱因罢了。但诗人吴
梅村在《圆圆曲》里一句“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
一怒为红颜”，就一下子把他宣判为好色忘义的
无耻之徒。诗传到吴三桂那里，他又恨又气，无
奈鞭长莫及，只好在自己的地盘里禁止这首诗
的传播。时至今日，我们一提到吴三桂，就会很
自然想到这句诗，看来这个恶名他是永远要背
下去了。

1904年，慈禧太后“万寿”之日，只有 17岁
的柳亚子奋笔疾书，写下了《纪事诗两首》：“毳
服毡冠拜冕旒，谓他人母不知羞。江东几辈小
儿女，即解申甲詈国仇！胡雏也解祸华封，歌舞
升平处处同。第一伤心民族耻，神州学界尽奴
风。”这两首诗揭露了慈禧的腐败无能，丧权辱
国，笔锋犀利，如投枪匕首，因而不胫而走，流传
一时。令慈禧的寿辰变得十分尴尬无趣，办也
不是，不办也不是，让她领略了讽刺诗的厉害，
知道书生也能“杀人”。

抗战初期，蒋介石基于“攘外必先安内”的
思路，采取不抵抗主义，国民党革命派代表人物
何香凝十分气愤。1935年她给蒋介石寄去一个
邮包，里面装有一条裙子和赠蒋介石一首诗。
诗云：“枉自称男儿，甘受敌人气。不战送山河，
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
帼裳，换你征衣去。”蒋介石恼羞成怒，但又无可
奈何，毕竟何香凝是辛亥革命老前辈，是国民党
领袖廖仲恺遗孀，在国内外影响巨大，是无论如
何动不得的人物，只好吃个哑巴亏。

比蒋介石更窝囊的还有张学良。九·一八
事变爆发当夜，张学良陪着英国驻华大使夫妇
坐在一个包厢里观赏梅派京戏《宇宙锋》，这次
演出是为辽西水灾筹款。可是，文化名人马君
武却以此为题，写下了那首让张学良终生恼恨
的诗——《哀沈阳》。诗曰：“赵四风流朱五狂，
翩翩胡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
入沈阳。”诗歌发表于上海《时事新报》后，很快
传遍全国，打那之后，在国人的眼中，张学良便
是一个性喜风流、为色祸国的花花公子，头上结
结实实戴上了一顶不抵抗将军的帽子，让他有
口难辩，郁闷之极。

张学良一直对这首诗耿耿于怀，直到 60多
年后，他已是耄耋老人，还愤愤不平地对历史学
家唐德刚表白：“这首诗我最恨了，我跟朱五、胡
蝶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是非自有公论，到底
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据说，马君武写这首诗，既
有爱国义愤之情，也确有报复之意，因为他曾向
张学良求助办学资金被拒。不管怎么说，这首
有些夸张失实的讽刺诗不仅伤害了张学良，而
且冤枉了他，使他终生背负卖国的恶名。

古人说“百无一用是书生”，这肯定是极大
的偏见。平心而论，“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
生万户侯？”固然是事实，“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也是文人短板；但月旦人物，评判时势，则是读
书人特长。无论再跋扈嚣张之人，如果一不小
心被文人们写进讽刺诗里，搞不好就遗臭万年
了，这就是杂文家邓拓说的那个道理：“莫道书
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我喜欢宇宙的造化，我喜欢绿色的自然，特别喜欢绿萝。
绿萝很好养，折上几枝，放进盛水的玻璃瓶里就行了。摆

在桌上，眼前一片绿意。乔迁新居的时候，我搬去了一盆在办
公室精心培植三年的绿萝。

可让人遗憾的是，它在水里慢慢生了根之后，便停止了生
长。

后来，我试着往水里投了一把石子和贝壳，原来在水中漂
来漂去的根须似乎一下有了依托，它们使劲往下扎，把石子和
贝壳紧紧缠住。

没过多久，绿萝就绿油油的，枝繁叶茂了。
我突然赞叹:“贫瘠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生命的依托。”

而对于人来说，也只有把根紧紧地缠住，才会有能量去发展拼
搏。

紧紧缠住人性品质的根，人才能坦坦荡荡地存于世间。
一天中午，突然妻子叫我，走过去一看，目瞪口呆，那绿萝

根竟穿透了用来装饰的贝壳!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
是多么强大的一股生命力啊!我被这情景震撼了。

根是最有品格、最有灵魂、最有骨气的!
即使“众人皆醉”，如树枝一样扶摇；根也能“大拙”而“独

醒”，如白薯、土豆一般憨直。若是人心神之根须无所寄托，人
的心气也只能随风飘散。只有把根牢牢地缠住，人才会有施
展抱负的空间，只有拥有人格的底线、心灵的净土，才有绿意
葱茏的人生。

植物的根有形，而人类的“根”却是无形的。它从大脑中
蔓延开来，深扎于“文化”这一肥沃的土壤中。从孔孟老庄的
博大深邃，到秦汉《史记》的气势磅礴，从魏晋文人的建安风
骨，到唐宋诗歌的登峰造极……祖辈积淀下来难以数计的文
化经典，使当代的我们得以扎定文化之根，拨开迷雾，明晰自
己的信念。

收定，笃定，才有坚实的根。我们的根是“仁者兼济天
下”，我们的根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们的根是“身为国
而生，血为国而流”，我们的根是“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
南北风”。人活在世上，总是要有些依托，才能发展。我们的
心，是有“根”的，这样，我们的臂膀才有力量。

白居易在杭州任刺史期间，除了日常生活必需品非得向
当地购买外，从不索取任何名贵物品。他为杭州疏治西湖，筑
下白堤，“政平讼简，贫民有犯法者，令于西湖种树若干株；富
民有赎罪者，令于西湖开葑田若干亩，历任多年，湖葑尽去，树
木成林”。

当他离任回家后，在自省往事时，竟发现自己做了一件错
事，很对不起杭州百姓，于是写了一首“检讨”诗：“三年为刺
史，饮冰复食叶，惟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此抵有千金，无乃
伤清白。”原来，白居易在游高度458米的天竺山时，发现有两
块山石玲珑可爱，便带了回家。天竺石抵得“千金”吗？不，这
种风化石片很普通，简直无奇可言。那天竺山确有名贵之物，
但不是石子，而是列为唐朝贡品之一的天竺茶叶（今杭州龙井
茶）。据《钱塘志》：“以此山为各山远近之标准焉。”或许，白居
易从这一点而想到：如果每个游人都带回两片可作为游览纪
念的可爱的天竺石，那么，“有白云如幢盖覆其上”的湖山幽邃
之处天竺山，天长日久，又会成为什么样子呢？这不就破坏了
大自然之美？破坏自然美，抵得上贪污“千金”！从名山中虽
只捡得两片石归己，这也便使自己的道德品质蒙沾灰尘了。
于是这位诗人载着良知的重压和深深的自责便用诗的形式写
下了“检讨”，公诸于众，布之于世，并编入自己的诗集，让后人
都知道他曾有过错和追悔。

白居易虽是一个封建社会的官员，但他这等可贵的自责
精神，这种“慎微”的律己态度，岂能不令后人肃然起敬？

彩墨山水画 柳恒金

诗的杀伤力
陈鲁民

绿萝之悟
付秀宏

白居易的追悔
冯忠方

捐
侯发山

暖冬（国画） 郭峰

《回首又见他》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人人都有梦想，而主
人公麦蓝的梦想，是永远躺在老家被擦得铮亮的木质地板上，
含一颗橄榄看窗外天光流转。但人人都说，麦蓝，你该登上高
处，看看山顶的风景。她去了，她攀登了，她看见了。原来，她
仍是更爱躺在老屋地板上发呆的日子。

那些曾同哭同笑的伙伴——戈葭、闻静、恩美、老班长，后
来的他们，又走到了哪里，看到了怎样的风景？走着走着，许
多相拥的人走散了。久别的人却被洪流再度拥到一起。这世
上没有任何一种爱是不费吹灰的，哪怕从一开始它就存在。
兜完这个圈，抵达同一个站点。你我何其有幸。

《回首又见他》
李子华

黄土地长出的文学“诺奖”
宋子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