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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汉画像砖上的小品画我给它起名叫
《迎宾图》。图上一辆轺车正要到门口了，轺车
在汉代是县官乘坐的，没有车厢，有御手一人，
随从一人，图上御手正倾身驾车，随从紧随其
后。对面有两人躬身迎候。再后面就是迎候人
的住处了，他们也许就是主人，也许还是主人的

随从，代主人迎候。
这又是常见的生活情境，前后有序地摆在

画面上，撑得满满的，表现出的就是一个有人
物有人物关系有动作的场面，一个迎候的形象
图景。

这里，没有任何的细部刻画，没有任何多余

的描绘，没有一点细节的刻画，没有人物的精神
表情，只是粗轮廓的形象，只是表现迎候这样的
事件，却让人感到迎候者和来访者的热络，还感
觉整幅小品画耐看好看。像是看到一个迎宾的
仪式。

当然，侧面的描绘是一大特点，图中马是侧
面，车是侧面，御手、官员、随从是侧面，迎候的
人也是侧面。就是这些侧面，把迎候者的谦恭，
来访者的从容不露痕迹，却尽显神情尽显生动
地表现出来。

汉画像砖上的小品画对世俗生活场景的再
现，是汉代艺术的特征，后世很少出现。

不少朋友把这个小品画像模像样地装裱起
来，挂在客厅里，客厅像是一下子就蓬荜生辉
了，小品画迎驾还恰好表现出主人对客人的欢
迎之情。

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政府认为
自己总是有能力救助那些贫困的
人群，比如寡妇、孤儿、老人、无家
可归者、弱势群体和未婚妈妈。这
些国家的社会学家提出的理论认
为，个人的不幸与失败不是由个人
性格造成的，而是由经济制度的缺
陷导致的。因此，慈善就变成了

“津贴”，依靠慈善生活本应带来耻
辱，但在西方，这种耻辱感却消失
了。不幸的是，福利成本的增长速
度比政府筹措税款以支付福利的
速度还要快，而增税的政治成本又
很高。政府为了避免自找麻烦，为
了拉选票，索性通过借债向现有的
选民提供更优厚的福利，却把恶果
留给了还没有成为选民的下一代
人。这导致政府预算赤字和公共
债务居高不下。

我不希望新加坡人效仿美
国人心安理得地依赖救济过日
子，而是希望新加坡人学习美国
的自强文化。这种文化特质使美
国诞生了很多伟大的企业家，他
们有魄力、有活力、有勇气创立和
调整他们的企业，因此也就改变
了美国经济，在这一点上，美国人
比欧洲人和日本人做得好。

如果美国的欧洲化特征再
多一点儿，也就是说建立广泛的
社会保障网络、给失业人员提供
救济金和医疗保险，将在未来十
年内给美国政府增加 1.2 万亿美
元的成本，我不知道这些钱从哪
里来，如果美国走上了这条路，即
便私营企业接管美国经济，美国
经济的增长速度也会放缓许多。

要维持全球霸权，美国需要
做什么？

21世纪将是一个大国争夺太
平洋主导权的世纪，因为太平洋地
区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全球经
济的大部分新增成果将来自这个
地区。如果美国没有在这个地区
站稳，就无法成为世界领导者。

美国的核心利益要求它保
持在太平洋地区的超级大国地
位。放弃了这个地位，将削弱美
国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

要在太平洋地区站稳脚跟，
美国一定不能让其财政赤字过于
严重，否则就会出现美元资本外
逃……如果银行家、所有的对冲
基金以及所有人都得出这样一个
结论，即美国不会解决赤字问题，
然后就会把自己的资产转移出美

国，到时美国就会遇到真正的麻
烦……美国的债务是我最担心
的，因为这个问题最有可能弱化
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美国一定不能过多地把精
力放在中东地区，不能过度关注
伊拉克、伊朗、以色列和石油，以
至于让其他国家乘虚而入并接管
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利益。中国
的注意力非常集中，它正在世界
各地寻找能源，它也正在世界各
地广交朋友，包括东南亚地区。

第六章 新加坡为什么如此
成功：经济增长的未来

新加坡只用一代人的时间就
从第三世界跻身第一世界，给我们
留下哪些启示？国民经济增长与
国民竞争力的主要驱动因素有哪
些？价值观等隐性因素在促进增
长、提升竞争力中发挥了什么作
用？新时代的工人应该具备哪些
核心竞争力？李光耀对这些问题
给出了深刻独到的答案。

新加坡只用一代人的时间
就从第三世界跻身第一世界，给
我们留下哪些启示？

我对新加坡人的定义就是
无论是谁，只要加入了我们，就是

我们中的一员。这是一种美国式
的理念：你可以保留你原来的名
字，只要你来了，加入了我们，你就
是美国人。我们需要人才，所以我
们接纳他们。新加坡人也必须让
这种理念成为自己的典型特征。

一开始，我面临的问题是：
夹在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更加丰
富、生活空间更加广阔的邻国之

间，新加坡如何生存下去？新加坡
如何才能使自身不同于邻国呢？
它们的体制不清廉，我们要清廉；
它们的法治一塌糊涂，我们要厉行
法治。一旦我们达成一份协议或
做出一个决定，我们就要坚守下
去。我们要给投资者创造一个可
靠、可信的形象。我们要有世界级
的基础设施、世界级的服务人员，
所有人都接受英语教育。海空运
输良好，电缆、卫星通信良好，现在
还要有良好的互联网通信。

搞改革不要操之过急。没
有人愿意丧失自己的种族、文化、
宗教甚至语言属性。作为一个国
家，要想生存下去，你需要具有某
些共同的属性，具有一些相同的
东西。如果你改革步子迈得太
大，就会招来问题，要慢慢地、稳
步地推进。如果我把英语强加给
所有新加坡人，那我就会四处碰
壁。如果我试图把汉语强加给所
有人，那么我也会立即遭到抵抗、
立即遇上麻烦。但我给每位家长
提供了一个选择，让他们自己决
定让孩子学习英语还是学习他们
的母语。通过他们的自主选择，
再加上市场机制在过去 30 年间

的推动，我们最终确定了以英语
为第一语言、以汉语为第二语言
的格局。我们已经成功地把以汉
语为教学语言的大学转变为以英
语为教学语言的大学。如果我非
要在5年或10年的时间里完成这
项变革，而不是通过自由选择在
30年内完成，那么就会带来灾难。

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失
败都是因为它们的领导人在刚刚
获得独立后那段时间，也就是 20
世纪 60~80 年代，刻板地坚持风
靡一时的社会制度，加强对经济
的干预，希望以此加快发展步
伐。他们采取的干预性经济政策
导致了资源错配，增加了官员贪
腐的机会。苏联解体后，这种理
论被推翻了。如果当时这些国家
的领导人坚持维护社会秩序、给
人民提供教育、维持睦邻友好关
系、厉行法治、增强投资者的信
心，那么国家没有道理不发展。

国民经济增长与国民竞争
力的主要驱动因素有哪些？

一个民族的生活标准取决
于很多基本因素：第一，它的资源
总量与其人口总数的对比情况；
第二，技术与工业发展水平；第

三，教育培训水平；第四，文化、纪
律和劳动力水平。

21世纪，一个国家是否安全、
能否增长，最关键的因素不是这个
国家是不是民主，而是这个国家的
人口因素……最欢迎移民的国家
就会占有经济优势，但开放的移民
政策也会带来一些风险，新的移民
可能来自不同的种族，可能受教育
水平偏低，也可能技术不熟练，等
等。政府逐渐认识到，仅靠移民无
法解决国家面临的一切人口难题，
有必要采取更加主动的措施鼓励
生育或计划生育。

一个国家人力资源的质量是
决定国家竞争力最重要的因素。
一个民族的创新能力、企业家精
神、团队合作精神以及职业道德使
他们在竞争中占据明显优势。

在这种竞争中，有三个关键
性特征，即企业家精神、创新和管
理。第一个特征是发现新机会并
勇于冒险的精神，第二个特征是
创造出能够增加价值的新产品、
新流程，第三个特征是良好的管
理。要实现增长，企业管
理者必须开拓新市场、创
造新的营销渠道。 7

连连 载载

书林漫步

——读赵西岳《茶里人生》

赵西岳笔名山石，号石斋人，是一位颇有名气
的散文作家，发表作品200多万字。

《闲余集》是赵西岳退休后近期出版的又一力
作，共分《桑榆晚话》《茶里人生》《闲情杂记》《言志
放歌》四卷本，是10年来作品的辑录。《闲余集》第
二卷《茶里人生》，不仅收入了作者多年来喜茶喝茶
的身心感受，还对茶文化作了详细追寻，叙写与茶
有关的故人故事，令读者一面眼界大开，感受茶文
化的博大精深，一面体察茶道茶人茶情茶事之间蕴
含的世态炎凉人世艰辛。全书共分五辑：《茶之语》

《茶之旅》《茶之情》《茶之肆》《茶之事》。
俗语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可见，

不知从何朝何代开始，茶已经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
一部分。我国是茶的故乡，是世界上最早发现茶树
和利用茶树的国家。据《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
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荼，即茶，这
是关于茶事的最早记载。唐代茶圣陆羽在其《茶
经》里说：“茶，南方之嘉木也。”并把巴蜀之地作为
茶文化的兴发之地。

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茶的种类在发展
演变过程中，种类繁多，按植物可分为树茶、花茶、
草茶等，按制作工艺可分为绿茶、红茶、白茶、青茶、
黑茶等茶系，按季节又可分为春茶、夏茶、秋茶、冬
茶，按产地划分更是精彩纷呈，西湖龙井、君山银
针、太平猴魁、安溪铁观音、洞庭碧螺春……名目数
不胜数，姹紫嫣红。

茶素被视为高洁之物。“为饮，最易精行俭德之

人”，是茶圣陆羽对它的赞美。苏东坡先生曾写《叶
嘉传》，以拟人手法称颂“少植节操”“风味性淡，清
白可爱”。“故人气味茶样清，古人风骨茶扬名”，古
人以茶比喻品性清澈之友。“闲酌茶溪水，临风诵我
诗”，郭沫若先生以茶为题材的诗词，也为我国的茶
文化增添了一道绚丽的光彩。

赵西岳一生喜茶爱茶，他在《品茗伴佳人珠联
两生辉》一文中情不自禁赞道：“得山川云雾之灵
禀，又得天地日月之精华，以名山秀水为宅，以清风
白云为伴，经百多磨炼方含香隐秀，一旦置身于佳
湖名水之中，便展现出绰约可人之身姿，体态轻盈，
浑然碧翠，芽叶婷婷，鲜亮出落得如闺中碧玉，其款
款风韵脉脉之情，既有如佳人之悦目，又能拂涤浮
华之浊气，啜之，口齿含香，五腑生津……”

细察作者与茶的缘分，大约应自童年始。“记得
我八九岁的时候，每到春天青黄不接之时，身上腿
上就生疮长疥，严重时夜不能寐，以致辍学在家。
那时家里穷，延医抓药是做不到的……母亲便把父
亲倒到罐里的烂茶叶（已经泡过的茶叶）捣碎调成
泥状，敷在我的伤口上……如是有半月时日，我身
上腿上的肿块疮疥，渐渐愈合了。”（摘自《以茶润身
有芳年》一文）故乡的槐米茶、柿叶茶，爷爷的桑芽
茶，奶奶的土茶，家乡的茶馆、茶社等等，其茶中之
味，味中之情，都给作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在
许多篇章里都有记述。这既是他对茶情茶事的原
初体验，也是乡情、亲情留下的烙痕。

可以说，茶贯穿着作者的整条人生轨迹，在不

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环境，无论工作、交友、生活，
都与茶结下了难舍难分的情谊。女儿邮寄的苦丁
茶、降压茶，是亲情与孝心的传递；佛门问茶、红袍
茗居品红茶、在成都喝盖碗茶、临水品茗在扬州、拉
萨喝酥油茶、咸阳茶馆听秦腔等等，则是人生之旅
途的屐痕点点。而在《中国茶道的精神元素》《中国
茶人的忧患意识》《茶是文人的魂》《唐诗中的茶文
化》《茶香中的书香》《宋代的茶肆》等篇章，更是体
现了作者对茶的文化精神的探寻，对茶道、茶人、茶
境、茶事的一番领悟与考究：

“和、静、怡、真”是古人对茶道精神元素的一种
诠释。“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为茶文化中的茶
时茶境作了注脚。“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
白”，则为茶的闲适功能添上一笔清逸。“扪葛上欹
壁，蓬头入荒榛，终朝不盈掬，手足皆鳞皴。”茶人的
忧患意识跃然纸上。

今天，“承山川之芳泽，蕴日月之精华”的茶，依
然活跃在人们的生活中。喝茶、品茶既是生活的一
种必需，又是生活的一番趣味与情致。

刳得心来忙处闲，闲中方寸阔于天。一盏貌似
简单的茶饮，居然蕴藏着数千年祖国茶文化的演
变，一个别有洞天的精神世界。读罢《茶里人生》，
我深深敬佩赵西岳对生活的处处留心与积累，对生
活的热爱、执着与追求。是的，如果没有他对生活
的热情，“或崎岖而寻壑，或风雨于西畴，或绿窗以
品茗，或夜读于灯火”，怎么具备发现、发掘的慧眼，
怎么会有《闲余集》四卷本的问世呢？

楚天遂

散文

江南古桥
吴春富

小桥，流水，人家。江南，遍地是
桥，古桥。

“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
桥。”“三步两桥寻常见，舟楫代步船当
车。”江南古桥种类繁多，有板桥、砖
桥、木桥、竹桥、藤桥……徽州一府六
县就有古桥千余座，不可谓不多，它们
构成了徽州古村落浓郁的古韵氛围。

婺源李坑有古桥，小河穿村而过，
一座座古桥沟通两岸。李坑的古桥有
石桥，有砖桥，还有不少木板桥。岁月
弥久，情怀依旧，双桥叠锁、仙桥毓秀
与两涧清流、柳碣飞琼等共同构筑了
李坑村美丽的画卷。

徽州宏村，除架在牛肚——南湖
上的石桥外，还有四座桥，宏村桥、际
泗桥、宏际桥、源民桥，它们是村民跨
溪交通往来的要道，也是“牛”形村落
四条不可或缺的腿。它们历经风雨沧
桑，却依然雄起，支撑起了村庄。

池州渚湖姜村，童溪河贯村，河
水清碧，能看见河底的鹅卵石与游动
的小鱼。有六座桥架在童溪河上，其
中四座是明代的石桥，它们分别是翠
宝桥、继翁桥、迎璋桥和怀亲桥。怀
亲桥坚固挺拔、古朴傲岸的雄姿向人
们诉说着尘世沧桑的如烟往事，勾起
人们无限深情的遐思。怀亲桥又叫
女儿桥，传说明朝时期，渚湖姜村有
一女馨儿，自幼琴棋书画，因爱嫁给
了邻村的穷秀才，夫婿进京赶考，痴
情女子每天静立桥头守望，洪水泛
滥，冲垮木桥，建石桥，馨儿化作千斤
石楔，等候秀才归来。褐色石桥下方
披拂的青藤，就是馨儿伤心的泪帘，
由此可见爱的忠贞。

歙县有座太平桥，又称为寡妇桥，
桥始建于南宋，元末毁于兵乱。相传
明弘治年间，孤寡老太临终时将一生
积攒的银两全数捐出以供乡人建桥，
大家纷纷筹资投劳，桥历时数年建成，
为表彰寡妇，乡人特意加筑一石拱，称
桥为“寡妇桥”。歙县还有座紫阳桥。
传说清同治年间，富商聚集紫阳渡口
商谈建桥事宜，有进城卖柴归乡的农
夫旁听，富商瞧不起，农夫发誓带头建
造了第一个桥墩，富商紧随其后每人
各担一孔，这样紫阳桥建成。这两个
传说故事，歌颂的都是古代劳动人民，
弘扬的都是传统美德。

婺源清华小镇有座桥很有名气，
它就是建于南宋，横跨河溪状若彩虹
卧波，被众多媒体誉为“中国最美的廊
桥之一”的彩虹桥。它是古徽州最古
老、最长的廊桥，历八百余年岁月，古
朴，厚重，积淀感强。彩虹桥十一座廊
亭，古雅别致。彩虹桥上游有山，茂林
修竹，桥边有田，小麦碧绿，油菜金
黄。亭中有石桌石凳，路人可歇息喘
气，游人可浏览风光。桥的建设美而
简洁，有别于古民居雕梁画栋，它便于
维修，易于留存，愈平实愈易传承的哲
学思想蕴含其中。

彩虹桥下游不远处还有一桥，叫
登云桥。说是桥，其实就是有些年月
的石墩子，间断地排列在河中。它们
一高一矮、一大一小的连接，解读了古
徽州桥名文化的精髓：祈盼吉祥、发
达。撞上绵雨天，河面上会浮起一层
白雾，跨登云桥就有了登青云、入仙境
的感觉。“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
有个美丽的传说，彩虹桥落成之日，天
上出现彩虹，这彩虹落于双桥之间，七
彩缤纷，给彩虹桥添了迷人魅力。

彩虹桥的古韵还在于桥边有古栈
道与水磨坊。千年水车借助流水动
力，吱吱呀呀地转动，弹奏出的旋律撩
拨着人的心怀。“石磨无言磨去千年岁
月，水车有幸车来万里宾朋。”水车勤
勤恳恳、任劳任怨劳动的身形感染了
无数游客。

俏精灵 袁杰 摄影

新书架

《顾城海外遗集》
翟维纳

《顾城海外遗集》含顾城的小说、诗歌、散文、哲思、
访谈与对话、演讲答问等6个主题共计9册图书，经顾城
姐姐顾乡作了详细、严谨的注解，配有几百幅顾城绘画
作品。

顾城，“朦胧诗”诗人，一个被谜包裹着的人物。
1987年 5月 29日，顾城夫妇自北京飞德国明斯特，开始
海外生活，次年移民新西兰，1993年去世。此间，大量小
说、诗歌、散文等作品均不为国内读者熟知。这是海内
外收集作品最齐备、最完整的顾城作品集，充分还原了
顾城海外 6年的生活面貌、写作处境、思想状态和艺术
风貌，第一次全面呈现了顾城对东方哲学、艺术，对生
命、人生的深透体悟。此次顾城海外创作结集不但极具
学术研究的文本价值，更从侧面展示了顾城海外生活的
真实细节，呈现出一个真实、立体的顾城，一个“诗人顾
城”之外的顾城。

阅汉堂记

汉画像砖上的小品画
张健莹

行在嵩岳
丁进兴

你腹腔深处
是山的力量
踩着你的神韵
心攀高山仰止的高度
蜗牛去寻求直立
鹰鹫去搏击长空

很难听懂嵩岳的声音
除非你拉长了眼睛，才能丈量出
两亿年前的距离
脱离凡尘的寺钟，把时光划破
支离破碎，化整为零
融入山的怀抱
让我读得懂，什么是小，什么是大

行在嵩岳，谁能把我拉长
谁又能把我压缩
我要用多少年，才能阅览尽
你层叠的心事
我的眼睛和灵魂
只能幻作风，化作雨，凝成绿
如果，你此时在闭目沉思，我就双手合十
身前身后，祥光普照

知味

菜拌面
红梅

家乡的菜拌面是有名的。
首先挑选些时令鲜菜，洗干净，切碎放好

备用。
然后，拿些粉条，切碎。取些精瘦肉，切

成丝。取出豆腐，油炸，切成条。
手工面擀好，切成细条放好，粗细以自己

口味而定，一般是细面条最好，备用。
第一步：把精瘦肉放锅内炒熟，放粉条，

油炸豆腐条一同炒，炒至八分熟。
第二步：把手工面条放锅里，等七分熟

捞出。
第三步：上笼屉蒸，先把面条和鲜菜以及

炒好的粉条、肉一同放进笼屉里，同蒸四十
分钟。

蒸好后，就可以岀笼吃了。
刚岀笼的菜拌面，香气扑鼻，吸人胃口。

小女儿边吃边说：“真好吃，奶奶做的菜拌面
真好吃。”

母亲又端来一盘用葱姜醋和的调料水，
洒在菜拌面上面，又是另一番风味。

老家的菜拌面不同于炒面、蒸面，湿柔适
宜，可口无比，香味十足，真是家乡特色美食
小吃。

（二）

为君相引接（国画） 张毅敏

闲处方寸阔如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