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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破产程序了吗？”宋书恩
问。

“是啊，法院的通知。”吴金春拍
了一下桌子，狠狠地说：“他娘的，别
说现金，连东西都给不了多少。”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宋书恩安慰
道：“哥，你也别急，这又不是你决策
失误，也是当前的大气候造成的，企
业三角债又不是光咱厂。”

吴金春摇摇头，说：“你清楚，这
几年企业发展过快，财务报表上看着
赚钱，其实全都是靠银行贷款运转，
管理跟不上，今年光质量问题报废的
成品就有三百多万，赚的钱又欠着，
真走不动了。”

吴金春眼里竟然充满了泪水。
十几年来宋书恩从来没有见过他流
眼泪。

吴金春吸了一下鼻子，说：“兄
弟，我得想好退路啊。”

宋书恩点点头，说：“舍得离开
吗？”

吴金春没表态，“就是来跟你商
量的。”

宋书恩思索了一会，说：“离开对
你来说也许有点残酷，毕竟这
个厂是在你手里一步一步发
展起来的。但我认为，离开，

对你是最好的选择。”
宋书恩帮助吴金春作了分析，他

是副科级，又是县里的名人，活动一
下，调到哪个乡镇或局委，做个副职
还是不成问题的。厂里接班人当然
得选好。跟镇党委书记说一下，把几
个跟他一起打江山的副厂长中关系
最铁、能力最强的人推上去，也不会
有啥阻力。关键问题是，他还在政界
混，企业有点啥事他仍然可以罩着
点。

“兄弟，我听你的，就这么定
了。”吴金春想想也是这个道理，
又拍了一下桌子，“我明天回去就去
找县委书记，得抓紧办妥。金玲不是
马上要跟你来省城嘛，厂里也别干
了，她有会计证，来这找个工作也不
难。”

八月底，新房整好。开发商交的
是简装房，地板砖一铺就可以入住。
宋书恩给吴金玲打电话，让她有时间
来一趟，选选家具，装装空调。

吴金春的事情已经有了结果，被
调到城区的沙源镇任党委副书记，他
很满意。还有令人想不到的，吴金玲
的问题也得到彻底解决。吴金春到
了镇里，跟党委秘书闲聊到吴金玲，
这么多年跟着自己干，没有考虑那么
多，到现在还是农民身份。党委秘书
给他参谋：先找公安局办个非农户
口，再到劳动局办个招工手续，然后
找找县长，跟哪个乡镇书记打个招
呼，调到哪个行政事业单位，就可以
拿财政工资了。凭着吴金春的关系，
这不算啥大问题。

吴金玲的工作在一周之内解决，
她成了城关镇企业办的一名正式职
工。吴金春说，以前光想着干企业，
谁想过这事啊。

连连 载载
鬼子过了弯道，对着娘伸

枪射击。
“娘啊——”二小知道娘完了。

鬼使神差，弯道处忽然响了一声：轰！
娘的地雷！
二小的泪水哗地淌了满脸。
在纷扰的枪声里，二小努力地分

辨着娘开的那一枪。他发现娘勇敢、
沉着，一点儿也不惊慌。在和娘的对
峙中，倒是那个鬼子先慌了。

那么近的距离，谁先开枪谁就有
着更高的胜算，而先开枪的鬼子却被
后打枪的娘打死在地上。还有，当跑
了几步的娘发现忘带武器的时候，竟
然勇敢地反身去抢。这需要多大的勇
气啊！娘哎！二小没有找到娘的那一
声枪响，可他看见了枪响时的火光。

那声地雷，迫使鬼子们停下来，不
敢贸然前行。他们弯着腰，突然学会
了隐蔽。似乎每走一步都可能丧命。

鬼子的行动再一次被迟滞。
刘明理打不响枪，急得满头是

汗，她拉紧田碓碓的衣裳：“碓碓，我
的枪咋不出子弹了？”

“没有子弹了，咋出子弹！”碓碓
说。

“啊，这可咋办？”刘明理喊着，
“魏兰英，借我两颗吧！”

“每人五发，她肯定也没有了！”
碓碓说。

“我也正纳闷儿呢，好端端的枪
咋就坏了呢！”魏兰英一脸着急。

“快走吧！”碓碓喊着，催促她们。
一颗炮弹落在弯道上。这颗炮

弹可是追命的。
若不是道路弯曲，挡了它爆炸的

威力，民兵们可要吃大亏的！
六个民兵往山上急跑，转过一块

山石，鬼子的炮兵就在下边，一个瞄
准，一个填弹。看样子正要发射。

魏兰英看得真切，她掏出手榴
弹，嘴里说着：“揭盖儿，拉环，扔！”随着
她的小声嘟囔，一颗手榴弹砸了下去。

龟村队长看见了飞来的手榴弹，
叫喊着连忙卧倒。

轰！
两个炮兵被炸死，迫击炮也被炸

翻了。
烟 柱

“娘——”二小又是一声喊叫。
二小没见过哥哥战斗，他多次猜

想着哥哥怎样开枪射杀鬼子。他听
丹红姐学过，哥哥怎样潇洒地从山崖
上扔下手榴弹，学过哥哥的射击，每
打一枪都喊一声“杀”！今天看见娘
的战斗，却完全又是一个样子。

娘沉着冷静，不动声色，枪开得
全神贯注，弹投得准确简洁。二小忽
然找到了榜样。他更热爱自己的娘
了！

“娘啊！”二小又喊一声，再一次
热泪盈眶。

七 个 民 兵 往 山 上 退
着。鬼子们似乎也不急了，
步伐慢下来，但他们不离不
弃，咬得死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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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兄弟
自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来到
东京（今开封），双双通过了秋闱解
试。接着于嘉祐二年参加春闱省
试。这年“高考”的题目是《刑赏忠
厚之至论》，要求应考士子论述、分
析刑与赏怎样才能达到忠厚之至。
苏轼围绕儒家经典中之“疑”字，提
出自己的论点：要达到忠厚之至不
全在于刑与赏，而在于“用君子长者
之道”治理天下。文章以古之仁君
的例子和详切的说理，使经典之旨
和作者之论相得益彰。唯一白璧微
瑕的是，在没有参考书可查的情况
下，苏东坡懵懵懂懂地把儒家经典
中记载的一则古之圣君宽恕的事例
弄了个“张冠李戴”。他写道：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
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
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
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
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
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
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副主考梅圣俞读罢此文，第一
反应当然是激动不已，感叹作者之
文有“孟轲之风”；第二反应呢，就是
心里打小鼓，对这个典故半信半
疑。梅圣俞虽然也是饱学之士，但
古代典籍浩如烟海，阅览未及是可
能的。再说，尧舜乃古代圣王，对他
们歌功颂德合情合理，大可不必纠
结。还有一点就是，如果典籍中真
有记载，不就露了我梅圣俞才疏学
浅的馅了？于是，梅圣俞将苏轼的
卷子判为上等，当即呈送给主考官
欧阳修。欧阳修读后，赞赏有加自
不用说，疑点同样也是文章中引用
的这个似曾相识的典故。掂量再
三，欧公觉得还是要从大处着眼。
这篇文章高屋建瓴，起承转合得十
分严谨，何必吹毛求疵呢！于是大
笔一挥，点了第二名。

梅圣俞心中的疑惑终究放不
下，事后，他找苏轼问道：“尧和皋陶
这段对话见于何书？”苏轼无所谓地
说：“是我杜撰的。”梅圣俞大惊：“你
所杜撰？！”

苏轼辩解说：“帝尧之圣德，此
亦意料中事耳！”是呀，你是意料之
中，他老梅却是意料之外！梅圣俞
有一种被“耍”的感觉，但哑巴吃黄
连，有苦没法说。

不仅梅圣俞放不下，欧阳修也
放不下。一日，欧阳修派人喊来苏
轼问话：“此见何书？”苏轼这时不敢
再坦言杜撰，于是，就给老师摆了个

“迷魂阵”。他煞有介事地回答道：
“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

欧阳修一时也懵，只好查书，翻
来覆去，也找不着个影儿，欧公几乎
到了怀疑自己眼睛不好使的程度。

“小子，没有啊？”
苏轼笑着回答道，老师，《三国

志》里确实没有这句话，可有类似的
故事。曹操打败袁绍后，将袁绍的一
个漂亮儿媳妇许给儿子曹丕做老
婆。孔融知道后，就一本正经地对曹
操说，当年周武王灭商后，将纣王的
宠妾妲己赐给了周公。曹操大惑不
解，问哪本书里有这样的记载？孔融
说，按照今天发生的事情推而知之。
最后，苏轼呵呵道，老师，我其实是跟
孔融一样，“某亦意其如此”。

初出茅庐的“娃娃”连“踏”两位
泰斗！欧公听后脸上红一阵，白一
阵，脑子嗡了老半天，最后才若有所
悟地也呵呵了两声，让苏轼退下了。

宰相肚里能撑船。欧公不但没
有怪罪苏轼，反而到处宣传苏轼，称：

“此人他日必独步天下！”苏轼的一个
“杜撰”，竟然成就一段文坛佳话。

♣ 耿广智

诗路放歌

郑州
古都商埠数千年，大河嵩山居其间。
轩辕黄帝人始祖，达摩一苇送真禅。

开封
古都汴梁水绕城，包府铁塔皇龙亭。
清明上河繁华市，时遇东风已开封。

洛阳
九朝古都天下传，牡丹盛开更娇艳。
龙门石窟万佛造，河图洛书亦罕见。

新乡
新乐自古亦闻名，牧野之战旌旗风。
姜公钓鱼愿者上，凤凰山下潞王塚。

安阳
殷墟甲骨地下藏，古文占卜刻沧桑。
精忠报国岳母情，变法旧制赞商鞅。

焦作
怀川文化久灿烂，太极八卦代代传。
神农祭天有遗处，云台山秀青天澜。

鹤壁
北方漓江千古情，淇河悠悠铸诗经。
大伾含融儒释道，鬼谷云梦练精兵。

濮阳
帝丘中华第一龙，周公东征叛贼定。
吴起子贡吕不韦，桑间濮上卫郑生。

济源
万顷平湖扼河清，王屋太行阻愚公。
济水悠悠东流去，苍松翠柏藏大明。

平顶山
鹰城自古名人多，墨子元结砚磨破。
风穴古寺历史久，依伴尧山披青萝。

南阳
三顾茅庐拜诸葛，四圣伟业贯山河。
老界岭上古松翠，独山精玉巨匠磨。

信阳
鸡公雄屹扼豫鄂，青山绿水故事多。
砸缸幼稚著通鉴，妙龄茶女唱山歌。

驻马店
周公冥冥定天中，千里骏马宿驿城。
自古先人造车处，李斯大篆堪称雄。

周口
太昊伏羲尊人祖，老子道德经千古。
渡口千帆通大海，谢公巨笔写晋书。

商丘
燧人取火于商丘，孔庄先贤大儒就。
商魂悠悠铸千古，木兰从军替父忧。

许昌
夏都阳翟历史久，曹操雄居封王侯。
入窑一色千万变，彩莲满城穿兰舟。

漯河
召陵隐水路迢迢，文宗字祖乐逍遥。
七音骨笛音色美，漕路万船橹声高。

民国三十四年，一场暴风雪打破了
阴阳街上1294号的屋顶……这是何袜
皮的小说《1294》陈述的故事，我的朋
友徐佳宁把这个小说推荐给了我。我
想我喜欢暴风雪这个词，罪案总会在风
雪的掩映下一桩又一桩地发生。在无
数个无所事事的夜晚，我透过窗玻璃望
着杭州这座深不见底的城市想，普天的
月光之下，深藏着爱情与美好，也深藏
着人世间从未间断的罪案。

我的少年，在乡村和城市之间交错
度过。无数个飘荡着棒冰纸气息的夏
日，我在上海外婆家闷热、狭小却又安
静的阁楼上，痴迷地看过《民主与法制》
杂志上的许多案件，也看过森村诚一的
小说《敦厚的杀人犯》，当然还有著名的
《福尔摩斯探案集》。在很长一段时间
内，我总是觉得那个敦厚的杀人犯，和
福尔摩斯并排坐在我外婆家的金丝绒
沙发上。他们沉默着，和我对视。从那
个年代开始，我印象中的侦探就是戴礼
帽和拄手杖的福尔摩斯形象。后来我
了解到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故去的上
海作家程小青，他在民国年间写过大量

的侦探小说，就是神探霍桑系列。再后
来，就是陈东枪枪的“神探华良”系列，
在簇新的日子里粉墨登场。

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也是一个写剧
本的。因为剧本的关系，我和陈东枪枪
一样，对上海那一段“孤岛时期”的前后
有着相对的了解。我想，或者我就曾经
虚幻地生活在那个年代，偶尔举着一个
葱油饼，行色匆匆地行走在上海的马路
上。那些嘈杂的声音铺天盖地，黄包车
和脚踏车还有电车在穿梭，这其中还有
黑色铁皮的警车呼啸而过。我想那简
直就是一只笨重的甲虫，因为那些警察
都是持枪立在车的两侧，这看上去多少
有些仪式感。案件就是在阳光之下发
生的，在中国的大地上，狄仁杰、包拯、
宋慈等名侦探都是断过案的，霍桑也在
上海滩断案，当然，还有许多的神探，凭
借着推理，侦破了一个个案件。其中还
有一个是陈东枪枪笔下的华良，一个厨
子徐三慢误打误撞地走进了月光与风
雪掩映之下的罪之中，成为华良。华良
工作的地点不是警察局，是在法租界巡
捕房。他总是热衷吃葱油饼，然后晃荡

着带着助手出现在1940年左右的上海
罪案现场。

同时，我又觉得我生活在真实的
当下，挤着地铁上班，办公室的日光
灯发出电流的声音，惨白的光线投射
在办公室的各个角落。头发日渐稀
梳，身体开始发福，走几步气喘吁吁，
中年人所有的迹象，在我身上作着轻
而易举的印证。有许多时候，我相信
我的中年是一个恍惚的中年。一个
以写作为生的人的恍惚，很容易被人
理解成走进了情节中。那么我在翻
看陈东枪枪的神探华良系列，比如
《嗜瞳》《狼人》，比如《刺梅》《追鱼》的
时候，我总觉得我就站在华良的身
边，安静而耐心地看他出现场，看他
推理与勘查，看他身处危险的境地中
绝地求生……是的，同其他的推理小
说不同，陈东枪枪笔下的华良，不仅
在各种情杀、谋财杀、虐杀、残杀、复
仇杀等众多杀案中抽丝剥茧，还深深
地陷在谍战、惊悚、科幻、国宝争夺等
事件勾连的案件中。所以，这个神探
华良系列，是一个精彩纷呈，以及惊

心动魄的大杂烩。当然，这也如同作
家马伯庸对“神探华良系列小说”的
评价：民国舞台上的摩登传奇，风云
时代的推理侠客……

在这个系列中，作者陈东枪枪对民
国时期的上海滩情有独钟，旧上海的种
种掌故仿佛信手拈来，他把那个特殊年
代的人性纠葛和情感迸发刻画得恰到好
处，犹如一幅风俗长卷缓缓展开。孤岛
时期的上海滩并非一片乐土，侵华日军
盘踞在此，各方势力水火不容。华良作
为巡捕房的一个华捕，一个有血性的中
国人，在非常时期，有其非常的责任。如
同上海小说家蔡骏对这个系列所评价
的，有一千个谜团在上海的每一个角落
里密布着，但是只要“华良在此，魔都清
明”。因为作者笔下的华良，“是城市的
巡行者，以利刃般的推理切割真相”。

时光离开我在上海外婆家翻看“福
尔摩斯”已经过去了三十余年，青春不
再，少年遥远，但是读推理小说的心依然
如此热烈。比如东野奎吾系列，比如阿
加莎的小说，比如许多犯罪电影，让我在
同样寂寞的午后为之牵绊。

祥和祥和（（国画国画）） 张宽武张宽武

这是一本情思极其细腻的散文
集。每一篇文章既有散文短小精悍
的特点，又融进了作者对生活、对人
间万物独特的爱与疼惜。捧读这本
书的时候，能够让人内心宁静，仿佛
置身于时光深处，愿意与美贴近。该
书的作者萱齐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和
细腻的文笔为读者铺展了一帧帧如
诗般的画面，她用安静又美好的文
字向读者阐述生活的真正意义，教
会读者如何去发现生活中的美以及
如何去表达爱。因此，她被读者亲切
地称为“带着香气的作家”。

除此之外，作者在该书中详细

记录了自身的成长历程，让我们看
到了一个坚强、勇敢、向善向美的姑
娘是如何从一个怀揣梦想的普通小
女孩到今天已经出版了两本书的青
年女作家。这本书不仅仅只是打开
阅读之门的金钥匙，更是一次美好
的心灵对话。

与诗词为邻更是本书的一大特
色。中国的诗词美到让人为之迷醉，
为之沦陷。萱齐巧妙地将诗词运用
到写作中，不仅能够帮助读者提高
表达能力，同时在感受现代文的美
时又牵引读者遨游在古韵之美中。
真是朗朗上口，而又美不胜收！

新书架

《数一数那些叫思念的羊》：美好的心灵对话
♣ 七盏灯

武王问道，箕子说：“听曰聪。”耳
听为聪。其实，“聪”的繁体“聰”从“耳”
从“囱”从“心”，耳闻而循心通上，耳灵
心透。

箕子的话，有感而发。其侄商纣
王，那也是有本事的人。司马迁说他

“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
猛兽。”但终因拒谏荒淫而致身死国
灭。殷亡后，箕子曾路过朝歌，目睹昔
日宫室一片荒芜，朝歌原野，遍地小麦
正扬花秀穗，不禁触景生情，写下《麦
秀歌》：“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
童兮，不与我好兮。”就是说我那侄儿
啊，你不听劝啊！

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西米尼认
为，倾听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一次课堂
上，他要求学生不做笔记，但课后又让
默写讲课内容。有位学生竟把讲课内
容一字不落地默了下来。这位学生就
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哲学家、数学家毕
达哥拉斯；而毕达哥拉斯更绝，成名后
的他招收门徒，竟要求慕名拜师的人
先隔着门帘听他讲五年的课，五年后
他觉得还行，才与听课者见面，正式收
为门徒。

毕达哥拉斯的做法似有点神叨，
但比他长几岁的老子说了：“学问不
精，听道不深。”就听课而言，不论是
过去还是现在，功夫恐怕还是在听

上。现代数理逻辑创始人弗莱格说，
聪明人长有一双长的耳朵。聪明的学
生当然也该有双长的耳朵。可以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聪明智慧，都有自
己的经历阅历，“有耳可听的，就应当
听”。刘备懂得倾听，才有三顾茅庐的
美谈；聪明如诸葛亮也需要倾听，所
以在辅佐后主刘禅时，曾颁下文告
《教与军师长史参军掾属》，以广纳群
言、集思广益。

“贤哉，回也！”谁都知道孔子喜欢
颜回，但孔子却差点误会了这个爱徒。
周游列国时，因被战乱困于陈蔡两国
之间，孔子连续七天没吃上米饭。颜回
讨了米回来煮，孔子却无意间发现颜
回趁米饭快熟时用手抓吃。颜回请老
师吃饭时，孔子说：“刚刚梦见我的先

人，我自己先吃干净的饭，然后才叫他
们吃。”颜回答：“不是那样的，刚刚炭
灰飘进锅里弄脏了饭，丢掉又不好，我
就抓来吃了。”主张“倾耳而听”“听于
无声”的孔子为此好一番自责和反省。

而那个信奉“战争没有民主”的巴
顿，则闹了一囧事。据说这位将儿女的
房间和自己的卧室分别写成“男兵宿
舍”“女兵宿舍”和“新兵培养中心”的
个性化将军，在一次突击检查士兵食
堂时，不由分说将一大汤锅刷锅水当
汤尝，结果喝了一大口刷锅水的他怒
斥道：“太不像话了，怎能给我的战士
喝这个？简直就是刷锅水！”当然，战
争环境有它的特殊性，而战后的巴顿
也写了一本带有反思战争的书《狗娘
养的战争》；但只要有可能，听人说

话，听人把话说完，总是有益的。
人生双耳，得听天地之音，能闻万

物之声，何其妙哉。清人张潮便在他的
被人称为天下奇书的《幽梦影》里，自
得于倾听鸟叫蝉鸣箫声棹歌之乐；卡
耐基在他的世界畅销书《人性的弱点》
中，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告诉人们要懂
得用耳，在倾听中汲取知识和智慧、赢
得尊重和信任、收获成功和快乐。事实
上，感天地万物，品世间况味，享人生
奥妙，倘若把双耳当摆设，岂不太过辜
负造物主的良苦用心；即便禹耳三漏，
也只能是聋子。

其实，人在母体中四五个月大时，
就会倾听母体及母体外的声音，及至
呱呱坠地，及至后来面对一切陌生的
世界，哪有不瞪圆了眼睛看、支棱起耳
朵听的？管子说：“目贵明，耳贵聪，心
贵智。”但人又极易自以为是、感觉良
好，于是乎圣贤如孔子，也犯想当然的
错；于是乎都学会了用嘴，但古希脂哲
学家希伦说：“不要让你的舌头超越你
的思想”。

武王问道箕子，史上也是一段佳
话。箕子被孔子赞为殷“三仁”之一，因
苦谏纣王而被囚为奴，及至武王灭纣，
又不愿臣周而远走朝鲜，与当地土著
建立“箕氏侯国”，被推为国君，得周天
子承认。史称“箕子朝鲜”。

♣ 周振国

灯下漫笔

史海钩沉

♣ 宋宗祧

书人书话

芙蓉楼送辛渐（书法） 徐存孝

耳听为聪

♣ 海 飞

民国舞台上的摩登传奇

厚重河南

苏轼“杜撰”成佳话

八月天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