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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振中，原新华社总编辑，现
任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
长。在《大学应该怎么读》一书中，
南振中先生针对大学生普遍关心
和经常遇到的问题以书信的形式
做了自己的解答。 ——编者

大学有没有“起跑线”？
——写给王竹林同学的信
大学有没有“起跑线”？这

道“起跑线”在哪里？大学入学新
生是磨蹭到二年级再起跑，还是
一开学就起跑？
王竹林同学：你好！

你在答卷中说：“虽然入学
已经好几个月了，但我还是很迷
茫。每天很多时间花费在手机和
电脑上。我也知道 18 年的奋斗
和高三的拼搏不是让我来大学享
乐的，我也想过改变现状，奋起学
习，但总是支持不了多久，觉得自
己少了些动力和目标。”

看了你的答卷，首先要感谢
你的坦诚。如果不把我当朋友，
你是不会说出心里话的。我愿意
就你提出的话题，同你交流沟通。

2014年 9月 13日，郑州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召开新生见面会。
也许你还记得，我当时讲话的题目

是“大学有没有‘起跑线’？”为什么
讲这个题目？主要是受兄弟院校一
份大学低年级学生学习状况调查的
启发。这份调查报告显示，10%的
受访者对大学学习不感兴趣；36.7%
的受访者对本专业不感兴趣。

近几年社会上热议“能不能
输在起跑线上”。对小学生甚至
幼儿谈“起跑线”，着实有点儿荒
唐。我想同你商讨的是：大学有
没有“起跑线”？这道“起跑线”在
哪里？大学入学新生是磨蹭到二
年级再起跑，还是一开学就起跑？

为了思考这个问题，我研究
了运动员的起跑。澳大利亚短跑
运动员舍里尔从1881年开始采用
站立式起跑练习 100 米跑，练了
将近一年，成绩停滞不前，他非常
苦恼。舍里尔的妻子劝他到郊外
散散心。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
舍里尔看到一群袋鼠在狂奔。他
对妻子说：“我要是袋鼠就好了，
全世界没有人能跑过我！”妻子笑
着说：“那你就模仿袋鼠跑跑看！”
一句话点醒了舍里尔。他坐在那
里，静静地观察起袋鼠来。舍里
尔发现，袋鼠跑跳前总是先向下
屈身，然后一跃而起。这个起跑

姿势与跑得快有没有关联？舍里
尔向一位动物学家请教。动物学
家告诉他：袋鼠弯下身体，重心降
低，起跑时会增加向前的巨大冲
力。舍里尔兴奋极了。他开始模
仿袋鼠作蹲式起跑训练，一个月之
内百米跑的成绩提高了 0.15 秒。
舍里尔创造的这种起跑姿势被称
作“袋鼠式起跑”，后来又改名为

“蹲踞式起跑”。1927年，美国教练
布雷斯纳汉又发明了起跑器。运
动员使用起跑器可将短跑成绩提
高0.3秒左右。你看，起跑的时机
和速度对运动员来说是何等重要！

然而，并非每个大学新生都
知道起跑的重要性。从实际情况
观察，他们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是
目标明确、主动性强，争分夺秒，
抓紧起跑，刻苦吸收各类知识，努
力提高专业素养。二是随大流，
看见别人往前跑，自己也跟着往
前跑；别人要是睡大觉，自己也跟
着睡大觉。三是“发令枪”响过之
后忘记或者不愿起跑，白天睡觉，
夜晚上网，周末逛街，假日聚餐，
滞留在“起跑线”上，“潇洒”地消
费着自己的青春。

我从“微信朋友圈”看到一则

帖文：假如把地球上的 70亿人浓
缩为 100人，那么，93人没有上过
大学，只有 7人有上大学的机会。
你无疑是幸运的“7%”中的一分
子。你是否意识到上大学是一种
难得的机遇？历经12年苦读赢得
的学习机会，你该不该倍加珍惜？

起跑带有打基础的性质，一
步赶不上，有可能步步赶不上。

《光明日报》曾经刊登经济学博士

秦春华写的一篇文章，谈到他在美
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做访问学者
时的一段经历。他选了一门希腊
思想史的讨论课。这门课程很难，
从一开始就必须非常努力，不能逃
课。有一次因为要参加一个会议，
落了一节课，结果后面上课时立即
陷入听不懂的状态。大学大多数
课程循序渐进、环环相扣，前面的
课程是理解后面课程的基础，如果
在起跑时无所用心，在后面的赛程
中有可能频频踏空，这就是在起步
阶段不能耽搁的理由！

在我们国家，高三学生是最
辛苦的一个群体，他们常常从凌晨
苦读到深夜。考上大学以后，学习
环境、学习方式、学习氛围发生了
变化：高中生奋斗目标单一，大学
生追求的目标多元；高中生学习主
要靠“灌输”，大学生学习主要靠

“领悟”。走进大学校门，家长不可
能再在你耳边唠叨，老师也不会整
天盯着你，催促你读书。“自主学
习”“自我管理”必然导致分化。你
在答卷中说：“我的爸爸对我说，大
学只培养两种人：一种是人才；一
种是‘人渣’。”我不赞成“人渣”的
表述，因为它主要用来描述那些品

行败坏、道德低下的人。但是，我
能够理解你爸爸说这话时的心
境。他是在为你担心，他是在为你
着急，他是唯恐你浪费了来之不
易的宝贵机会！你说“觉得很对
不起自己和父母”，这表明你是
个孝顺孩子，你爸爸说的话你基
本听进去了。

大学4年看似漫长，其实只
有1461天，按每天学习10小时测
算，总共14610小时。假如半年不
起跑，就会比别人少拼搏 182.5
天、1825个小时，将损失大学学习
时间的八分之一；假如一年不起
跑，就会比别人少拼搏 365 天、
3650小时，将损失大学学习时间的
四分之一。开学典礼就是“发令
枪”。是采用“站立式起跑”还是
采用“蹲踞式起跑”，是立即起
跑、延迟起跑还是在“起跑线”
附近悠闲地溜达，老师和家长不
能替你们做主，必须由你们自己
做出选择。不过有一点需要提
醒：你们今天所做的选择，将会
影响你们的前途和命运，因为起跑
状态是生命经历的重要构成因素！

南振中
2015年2月11日

应聘者应该具备的品格和能力
——写给马天同学的信
要本着“缺什么、学什么、补

什么”的原则，形成以增强择业能
力为重点的“倒逼学习机制”。这
样安排学习和实践活动，目标明
确，重点突出，对未来的择业和就
业大有好处。

马天同学：你好！
在答卷中你提出：“如果您

作为一个单位的应聘主考官，您
最注重应聘者哪方面的能力？”这
是一个看得较远的问题，我愿意
试着回答。

不知你看没看过天津电视台
的《非你莫属》？这是一档招聘人才
的节目，每期有12名企业高管到节
目录制现场，以挑剔的目光品读应聘
者的简历，听取应聘者的自我介绍，
对应聘者现场展示的专业才能和实
战经验进行评判。2013年4月我担
任郑大新传院院长之后，开始关注这
档节目。我发现企业高管对求职者
的要求有以下几个方面：

——为什么要选择
这个行业，对所选专业的
酷爱程度如何？ 1

连连 载载

随笔

开封斗鸡
任崇喜

中国是世界上驯养斗鸡的古老国家之一。《列子》
有“纪渚子为周宣王养斗鸡”的记载。春秋时，季郈为
了斗鸡得罪鲁昭公，双方打起仗来。三国时魏明帝曹
睿曾在邺城专门筑起斗鸡台。唐玄宗曾设鸡场于两
宫间，养了千余只斗鸡。中国斗鸡按地理分布主要有
河南斗鸡、山东斗鸡等。中原一带的斗鸡，追根溯源，
大多出自开封。

开封斗鸡的最大特点是鸡种纯，选种十分严格。
选种时，绝对不允许近亲交配。据说，开封玩斗鸡的
人都有一种传统，即“论道不论亲”。如果有人真正爱
斗鸡，通过朋友介绍，皆可无偿赠送，但是必须遵守行
规：斗鸡只能自养不能转让，更不能与其他鸡交配繁
殖。如果中途因故不能继续喂养，原鸡送回或自己杀
吃皆可，但必须把鸡头、鸡爪送还原主，以示信义。

开封人爱斗鸡的程度，可谓视鸡如子。鸡的冷
暖和营养时刻牵挂着主人的心。鸡的饲料，主人要
淘了一遍又一遍。怕鸡卧在水泥地上得腿病，主人
把煤渣筛细，每天铺在笼罩下。冬天，主人常做个布
罩将鸡装起来，或者解开衣扣，将鸡揣在自己怀里。
这样做是为了保持鸡的健壮体格，保持鸡勇往直前
的战斗力。

“寒食东郊道，扬鞴竞出笼。花冠初照日，芥羽正
生风。顾敌知心勇，先鸣觉气雄。长翘频扫阵，利爪
屡通中。飞毛遍绿野，洒血渍芳丛。虽然百战胜，会
自不论功。”这是唐代杜淹对斗鸡场面淋漓尽致的描
写。斗鸡之风，在春秋时期已较盛行。斗鸡盛于唐，
李白在《古风》里说：“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
干虹霓，行人皆怵惕。”从北宋至今，开封斗鸡活动一
直盛行于民间。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以斗

鸡为乐。“日沉月上且斗鸡，醉来莫问天高低”“锦带休
惊雁，罗衣尚斗鸡”等古诗句，无不栩栩如生地描绘了
斗鸡的热闹场面。开封斗鸡在国内外颇有名气，常有
外地斗鸡爱好者来汴进行交流比赛。开封斗鸡在国
际、国内比赛中屡获殊荣。中央电视台在《魅力开封》
专题片中，浓墨重彩介绍了开封斗鸡。不少导演把目
光投向开封斗鸡，拍摄了《斗鸡英雄》《开封斗鸡》《鸡
祥如意》等影视剧。

驯斗鸡是很有趣的。每日黎明，开始“撵”鸡，鸡
在前面人在后，速度由慢到快，时间由短到长，20天
后可延长到一小时左右，然后使之休息、饮水。10时
左右，再放鸡出罩，在广阔的场地上进行“散步”，让其
自由活动，以促其精神轻松。12时左右“喂食”，饱食
后入罩休息。到下午三四点钟再进行第二次“散步”，
一小时后再进行“训鸡”，让鸡做跳罩、敦腿等各种姿
势，半小时后即可休息。到天黑前，再加餐“补食”。
这样的训练，可使斗鸡筋骨强壮，两腿有力，动作敏
捷，以利于打斗。

农历二月二、三月三、四月四，是斗鸡的好日子。
其他比赛时间不固定，一般选在月初第一个星期天。
日子选定后，就要选择“斗鸡坑”了。所谓“斗鸡坑”，
是因斗鸡的场地低于四周地面而得名。开封的“斗鸡
坑”，从清末到民国一直在开封北部“里城”东门以外
的广场上。现在，多选择在公园内。

在开封，斗鸡比赛的主持人叫“鸡头家”“鸡头”。
他既是斗鸡胜负的裁判，又是斗鸡找对拉线的介绍
人。双方斗鸡前，先由“鸡头”牵线搭桥，然后双方互
相看鸡，叫作“搬眼”。斗鸡有个原则，就是个头、体
重、鸡龄基本相同的才能相斗。不然就是恃强凌弱，

为人们所不齿。比赛前要清洗鸡身，检查鸡爪、鸡翅
上确无金属暗器。双方决定斗鸡后，“鸡头”发令“拉
鸡”，双方抱鸡入场；“鸡头”再令“预备”，双方各抱斗
鸡蹲于圈内，两鸡鸡头相照。如高手比武前一定会先
观察对方一样，斗鸡先是彼此“虎视眈眈”，似乎在寻
找对方的破绽。“鸡头”喊“撒鸡”后，双方同时放手，退
出场外。“战斗”开始了，两只斗鸡翎毛直竖、翅翼急
拍，或啄，或抓，或拍，或扑，或腾空飞起在空中“交
手”，看得观众惊心动魄。斗鸡比赛 15分钟为一盘。
斗鸡场两端，各备有清水一桶，供斗鸡使水之用。斗
过一两盘之后，经双方或一方要求，在“鸡头”下令“拢
鸡”后，双方把斗鸡抱起，把毛巾浸湿，先把鸡头和口
腔内的瘀血洗净，再蘸些清水浸湿斗鸡的胸腹与两翅
之下，以利于消除疲劳、继续战斗。

“一喷一醒再接再厉，威武庄严宁死不屈。”开封
斗鸡羽毛秀丽、性烈凶悍，最难能可贵的是顽强不屈，
不管脖扭、腿瘸，依然勇往直前，战斗到底。最好看的
是势均力敌的两只鸡相斗，谁也不服输，越战越勇，甚
至头鲜血直流也毫不畏缩，斗红了眼时，就连“玩斗鸡
的”都控制不住。

据行家介绍，开封人斗鸡有一条多年形成的规
矩，就是不论双方斗得如何精彩顽强，都不准拍手叫
好，以免打架生事。不仅场上如此，场下欣赏别人的
斗鸡时也是如此。据老人们介绍，平时看别人的斗鸡
时，只能夸奖，不能说孬。一夸主人倒茶，二夸主人拿
烟，三夸主人拿酒，四夸主人拿出烧鸡盛情招待。如
不懂此俗，看鸡时说鸡孬，一说鸡孬受冷淡，二说鸡孬
就会被撵走。这样的性格，既纯朴可爱，又耿直倔强、

“轴”得可笑，着实有斗鸡的性格。

新书架

《花千骨》
杜 莎

《花千骨》一书，是一个在爱中坚持的故事，
只是情之一字，本就伤人。白子画如师父，对小
骨谆谆教导，多番爱护；东方如友人如知己，与
小骨相处渐久，感情日深；轩辕朗代表的是儿时
青梅竹马的朦胧爱恋；杀阡陌像姐姐，对小骨有
宠溺有怜惜；南无月则像弟弟像孩子一样需要
小骨的照顾和保护。他们完美而强大，他们的
爱也都真挚热烈而美好，可是大部分人还是会
喜欢白子画，他就如同这红尘中向往着的那一
点干净的梨花白，哪怕只是远远地看着他。真
正用力去爱过、去付出过的人，一定能够读懂。

中州民俗

石榴民俗
连德林

“五月石榴照眼明”，这是一句
古诗，因得于五月石榴花极盛，所
以农历五月又得名“榴月”。唐代
诗人孔绍安有首咏石榴诗：

可惜庭中树，移根逐汉臣，
只为来时晚，花开不及春。
民间传说：当年女娲补天时，

将一块红宝石遗落在一山脚下。
若干年后，安石国王子捡到这块
宝石，将其放置在御花园内花盆
中。不久，花盆中生出一棵红花
绿叶的奇树，被国王赐名为“石
榴”。有一年，安石国遭受大旱，
庄 稼 和 树 木 都 将 枯 萎 。 恰 在 这
时，汉朝特史张骞来到西域，把汉
朝 兴 修 水 利 的 经 验 传 给 了 安 石
国。有了水，不但救了庄稼，石榴
树也得救了。这一年石榴花开得
特别红，果结得也特别大。离别
时，安石国王把石榴作为回赠礼
品，让张骞带回中原，定名“安石
榴”。石榴五月开花，未赶在明丽
春日盛开的佳期，它的迟来为其
蒙上了迷离的色彩。

石榴虽是域外树种，但成活率
极高，只要将种子或枝条埋入土
中，就会生根开花结果，展示出了
它那顽强的繁殖力和生命力。最
初，它只是王侯贵族赏玩的花卉
珍品，后变为普通百姓家家遍有
的庭中果树。美丽的花朵和奇异
的果实，又被人们幻化出吉祥的
意蕴。石榴花艳丽夺目，古时北
方小姑娘以大红或橙色的石榴花
插满头，以示美丽漂亮，又把五月
称为“女儿节”，也派生出了“石榴
裙”的典故。石榴果籽粒饱满圆
润、晶莹剔透、千房同膜、千子如
一、春华而秋实，很吻合中国人大
红喜庆、祈求丰收、阖家平安、健
康长寿、避邪趋吉的愿望。从而
又赋予石榴红红火火、兴旺发达、
繁荣昌盛、和睦和谐、幸福美满、
多子多福、金玉满堂的寓意。

传说石榴花神是钟馗，五月
天热多流行瘟病，古人把钟馗请
出来以镇宅辟邪。所以，民间所
绘的钟馗画像，耳边往往要插一
朵石榴花。石榴还是爱情和友谊
的象征，过去定亲时，姑娘要给未
婚夫绣个石榴荷包，作为爱情的
信物；结婚新房内要放置并蒂石
榴；新婚女儿回门时，在母亲回送
的礼物中，必少不了一对并蒂石
榴，以示同根同心，白头偕老；新
婚 夫 妇 常 把 两 棵 石 榴 树 种 在 一
起，称为“夫妻树”和“合欢树”，以
示玉种蓝田，永结连理。在传统
的端午、中秋、七夕及庆寿、祭祀、
庆典等重要仪式活动中，石榴是
必备的供品之一。它的根皮和果
皮还是药材和染料，有一定的使
用价值。

石榴不但食用与观赏价值极
高，它一直是文人笔下咏叹的对
象，在整个的咏物文学中，占据着
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民间文学如
谚语、谜语、儿歌、歇后语、传说故
事等项目中，也都有不少关于石
榴内容的作品。在民间美术中有
石榴门神、年画、国画、剪纸等；服
饰类有裙子、肚兜、刺绣、荷包、鞋
垫、地毯、印染等；工艺品如盆景、
玉器、雕塑、瓷器、发器、砖雕等。
两千多年的石榴文化，在民间有
着丰厚的历史积淀，其表现形式
也多种多样，几乎渗透到中国传
统艺术和重要仪式活动的方方面
面，形成一种相沿成习的文化现
象和历史文化的传承。

无题
孙 茉

窗台的茉莉花开
素淡芬芳了色彩
寂寥的烟圈
将花瓣隐埋
柔情的骨香
将我的闲愁静静滋养

春情欲张，对窗凝眸
初誓的梦想在摧踏中反抗
即使羽翼伤折
我仍大胆幻想
就算榨干我的鲜血
我仍会在尘土迷茫中飞扬

青春漂亮
轻狂了时光
寻着花香起航
不会辜负这一路风光！

湄潭金家豆腐丸
李玉林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贵州省遵义湄潭县义泉镇十字街鸡
市巷口就有油炸豆腐丸出售。此系该巷居民金氏所创，故名金
家豆腐丸。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金士廉的祖母陈淑华将贵阳的
豆腐丸制作工艺加以改进。利用折耳根的特有香味，精心调制
配料，制成了独具风味的豆腐丸。之后，其儿媳、孙子继续经
营，目前已历传四代。

豆腐丸的制作：选粒大饱满的黄豆，石磨磨浆，用酸汤点
成，制成老豆腐。将豆腐捏散，按100∶1添加食用碱，使其酸碱
中和。然后团成鸡蛋大的丸子（每个重约一两）待炸。用旺火
烧沸菜油，将团好的丸子下锅煎炸，炸起白黄色浮上油面，用漏
勺舀出，稍冷却，再入锅复炸一分钟捞出即可。

配制调料有胡椒粉、辣椒粉、葱花、蒜泥、切细段折耳根、花
椒粉、木姜籽末，均份儿拌匀，加酱油味精调成糊状汁。将复炸
过的豆腐丸戳洞塞入一汤勺调料，即可食用。

金家豆腐丸形如松球，闻之则油香扑鼻，入口外脆内嫩，嫩
滑爽口，加之调料独特，味中麻、辣、香、鲜俱全。虽属小吃，也
可作宴席菜肴。

知味博古斋

胶粘剂史话
陈永坤

远在 3500 年前，人类就开始使用胶粘剂。我国是
应用胶粘剂最早的国家之一，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据文字记载和考古证实，在秦汉时代，胶粘剂就已
获得广泛应用。在我国、埃及、希腊等古代墓穴中，就
发现用胶粘剂黏接起来的象牙装饰品，或是用它与颜
色混合，将文字和图案绘制在墓穴中的墙壁及织物
上。我国著名敦煌壁画及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
土文物，都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应用胶粘剂的辉煌成
就。当时使用的胶粘剂都来源于自然界的天然有机物
和无机物，如淀粉、树胶、血胶、皮胶、骨胶、松香、石灰、
硅酸盐等。它们只限于黏接木材、纸张、织物和陶瓷等
金属材料。

上世纪初出现的酚醛树脂是最早应用的合成胶粘
剂，以后相继出现了脲醛胶和环氧胶。环氧树脂对各
种材料，特别是金属材料，具有优异的黏合性能。它的
出现促使胶粘剂工业迅速发展，如今胶粘剂的家族已
是“人丁”兴旺，新秀辈出。

散文

北方夏天
韩报春

北方的夏天，总让人觉得紧凑而漫
长。谷雨一过，便是立夏，小满，芒种，
夏至……接踵而至，真正的夏天终于拉
开大幕，把天地间铺展得一派火热。

对于乡下的农人，夏天是一场兵
临城下的战役。风吹麦浪，一片片收
获匍匐在挥汗如雨的身后，广阔的田
野成了争分夺秒的战场，紧张和忙碌
充斥在乡人的眼角眉梢。

不曾留心何时听到了第一声蝉
鸣，苍翠的绿荫深处，此起彼伏的吟
唱，把整个北方大地叫得一片喧嚣。
日出而作的田间乡人，几乎天天都行
走在暴烈的阳光下，不像生命转瞬即
逝的寒蝉那样，他们把盛夏的光阴，珍
惜得一刻都不忍挥霍，忙完夏收，秋种
已经伴着汗水播下。

北方的夏天，往往伴随着干旱，不
论土地还是心田，都有种焦渴在日益
累积，而阵阵雷声总会在远方赶来赴
约，回应这份殷殷期盼。响彻云天的
炸雷，在闪光撕裂天幕之间，催生了一
场淋漓尽致的雨阵，让农家屋檐下都
密织着直白的雨帘。

北方的农村几乎每家都有地窖，
冬暖夏凉，冬天可以储藏红薯白菜，夏
季可以用来保存容易腐坏的食物，窖
口边上往往会有一棵树，泡桐或洋槐，
树上拴一根结实柔韧的麻绳，绳头系
一个荆条篮子，剩余的饭菜放进去，盖
了湿润过的粗布方巾，篮子放下去，田
间劳作回来，晌午饭时，提着绳子拉上
来，单是那传递在手心里的寸寸清凉，
已经把周身的酷热消散开去。

地窖较深，空气缺氧，不能避暑纳
凉，但窑洞却是一片清爽之地，内壁或
青砖砌层或土质裸露，经年的时光早
已把洞内风干得潮湿全无，一张竹席
铺上土炕，一家老小躺在这洞天福地，
自有农家清贫中的甘甜。

随着小暑、大暑节气的来到，酷热
未消，凉气未至，一场急雨过后，北方
的大地天空，不觉中渗入了一丝松散
和从容，农家瓦檐下飘荡起混着香味
的青青炊烟；房前屋后的树木枝头更
深了一层绿；初夏时一望无际焦灼火
燎的田野，长起了半腰深的玉米苗；打
麦场上的麦秸垛边，留下了母鸡带着
鸡仔觅食的湿爪印……

北方的夏天，不似南方夏季的黏
湿闷热，也没有北疆昼夜温差的巨大，
这样的夏天才是真正的夏天，四季若
要用人生阶段来比喻，这夏天该是青
壮时节了，有着躁动和火爆，跳动着步
步走向沉稳的节律。

饮 李淑芳 摄影

黄居正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