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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着，董副主任推门进来，脸
上笑眯眯的，像是遇到什么喜事儿。
朱主任说：“董主任，我跟郁主任正说
你呢，这次区里分派我们单位去马鞍
村结对子搞扶贫，我和郁主任代劳，
就不让你包保了。”董副主任摆着手
说：“我都快退休的人，自己都扶贫不
了自己哦！”朱主任笑着说：“不能那
样说，你女儿在上海工作，房子已经
买好，老两口在隐山过得无忧无虑，
我和郁主任还羡慕你呢！”说着转身
回自己办公室去了。

单位有两间办公室，朱主任一
间，郁洋和董副主任共用一间。上次
清理办公用房超标，朱主任单独一间
办公室涉嫌超面积违规，就在办公室
里侧摆了张小会议桌，算是他个人办
公室兼单位的会议室才勉强过关。
朱主任走了之后，董副主任打开自己
的电脑，坐了片刻，也推门出去了。
郁洋并未在意，处理办公桌上几件杂
事儿。时间不长，董副主任忽然推门
冲他招手喊道：“郁主任，朱主任喊你
过来，我们开个会。”

地方史志办公室虽然人少，但
朱主任喜欢开会，而且对会议记录
尤为重视。郁洋取出抽屉里的会议
记录本，端着茶杯跟在董副主任身

后，走进隔壁的朱主任办公室。
朱主任正埋头在笔记本上写着

什么，两人进来以后，他头也没抬，仍
然眉头紧锁写自己的。董副主任坐
在沙发上，跷着二郎腿。郁洋在会议
记录本上写下时间、参会人员，然后
有一下没一下地喝着茶。足足过了
四五分钟，朱主任才写完。他抬起头
长出一口气，眼角眉梢立刻舒展开
了，微笑着说：“好，今天咱们开个
会。咱们的《隐山茶叶志》由董主任
主修，现在初稿基本完成。关于本书
的编委会，上次咱们议过一次。原计
划是我任主编，董主任、郁主任你们
两个任副主编。现在董主任有点新
的想法，让董主任先谈谈。”

郁洋心里一惊，立即想到刚才
董副主任出门肯定是提前跟朱主任
沟通来了，才促成召开这个会议。
他又想起董副主任下午来时脸上笑
眯眯的，而且笑得有点反常。他每
有坑人的动作时，必先露出笑脸，郁
洋已多次领教过。

董副主任跷着的二郎腿始终没
放下，用手轻轻在沙发上拍了一下，
说：“这件事儿，其实说出来有点难
为情，但如果不说，我又觉得在心里
是个疙瘩。我们是做史志工作的，

做史志最讲究实事求是。《隐山茶叶
志》由我主笔编纂，花了一年多时
间，没有获得经济上的补贴。我想
做事总要图一样，要么有名，要么有
利。朱主任是单位的行政一把手，
任主编我没有话说。但参照其他志
书的通行做法，我这个主笔可以担
任执行主编。”

朱主任点点头，说：“董主任任
执行主编，副主编还设不设？”言下
之意，三个人一个主编，一个执行主
编，一个副主编，看上去不免有点滑
稽可笑。董副主任头晃了一下，不
置可否的样子，又嘴巴动了动说：

“那由你做领导的决定。”
朱主任看了看郁洋，眼神充满

深意地说：“郁主任的意见呢？”
郁洋心里有点不痛快，虽然说

《隐山茶叶志》是由董副主任编纂
的，可是他负责统稿和总校，对全书
付出了很大精力，从古至今的三百
多张插图，全是他一手选配的。况
且单位编修的不止这一本志书，郁
洋负责编纂的《隐山年鉴》和《隐山
茶文化研究》，董副主任都没有参
与，但署名都是朱主任任主编，他和
董副主任任副主编。他心里还有一
层隐隐不满，那就是朱主任开这个

会应提前跟他商量一下，起码让他
知道朱主任的真实想法，这样自己
便于会上表态。

郁洋觉得脸上有点发僵，赌气
道：“那就不要设副主编了，不用署
我的名字。”顿了顿，又说：“不过，我
觉得编委会的人员构成，最终还要
交由区政府领导审定。”

朱主任立刻觉察到郁洋的不
快，沉着脸说：“不署你的名字怎么
行？官方修志，众手成志，修志不是
我们某一个人事情，是我们大家共
同的事情。”

郁洋垂下眼睛说：“那就把我设
为编辑吧。”

朱主任沉吟片刻，说：“如果设编
辑，那就我们三个人都是编辑。前面
是我任主编，董主任任执行主编。”

郁洋点头说：“行。”说完就站起
身想离开。朱主任似乎为了缓和气
氛，没话找话般地说：“我们再说说
扶贫的事儿，董主任虽说是单位的
老同志，这项工作不参与，但具体情
况他也应该知道。”

郁洋耐着性子重新坐下来，将
会议内容简略记在会议记录本上。
朱主任说：“这次扶贫工作，从上到
下非常重视。我们单位并没有接到
会议通知，听说区里召开扶贫工作
会议后，我立即敏锐地觉察出会议
的重要性和严肃性，从对门的文明
办找来了会议文件，才知道我们对
口扶贫马鞍村。如果我们稍一疏
忽，将此项工作耽误了，虽说不是我
们造成的，但领导批评人的时候可
不听我们讲理由。”

郁洋一声不吭，董副主任脸上
挂着淡淡的微笑，静听朱主任长篇
论道：“说到给贫困户找致富项目，
我觉得我这一辈子最缺的就是致富
项目。咱们单位三个人，办公经费
有限，由财政局按人头拨付，如果拿
出资金去扶贫，我们可能水电费、文
印费都交不起。我们手里没有实
权，不像公、检、法，能协调其他单位
帮忙出力，不像土地、城建、交通、税
务部门，随便打个招呼就有企业买
账。那四个贫困户，一没技术，二没
资金，如何帮他们找项目，怎样帮他
们脱贫，郁主任你想你的办法，我打
我的主意……”

晚上回家躺到床上，郁洋琢磨
自己包保的两个贫困户。张根财家
虽然破败，却看着六十英寸的液晶
电视，比自己家里的电视机还大，他
觉得暂时不用劳心费神去考虑他。
况且，张根财本人也没觉得自己穷，
不是唠叨说“娶个媳妇就好了”嘛！
唯有住在猪圈里的孙连发，穷困潦
倒，一言难尽，说出去确实丢地方党
委政府的脸面，对他必须要进行帮
扶。话又说回来，养不教，父之过。
孙连发两个儿子都堪称逆子，他自
己的责任也难以推脱……

正胡思乱想间，老同学张庆打
来电话。他在邻县上班，家住在市
区，一般周末会回来。谈及工作的
事情，郁洋说出自己下乡扶贫遇到
的难题。没想到张庆哈哈一笑说：

“穿珠子嘛！”郁洋疑惑不解，问：“穿
什么珠子？”张庆说：“我包的也有贫
困户，我的搞法是让他穿珠子。去
淮城小商品批发大市场买一箱珠
子，像绿豆粒那么大的水晶珠子，让
贫困户穿成女孩戴的手链。买一箱
珠子成本五百元，起码够他穿半年
的，然后你给他发一千元工资，这不
就是项目嘛！”

郁洋心里一震，从床上坐了起
来，问：“穿好的手链卖给谁？”张庆
说：“卖给谁？扔了嘛！就相当于你
自己出一千五百块钱，给贫困户找
了个项目。上面检查时，比你直接
给贫困户一千五百块钱好看多了，
我就是这样干的。”

郁洋哈哈大笑，连拍大腿，觉得
张庆的主意高明。是啊，自己掏一千
五百块钱，吃个暗亏，但好歹算找到个
项目，这次扶贫工作任务绝对能应付
过关。幸亏自己只包保了两
户，不，只需要给孙连发找个
项目就行，先不管张根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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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门待月（国画） 王长水

无休止的工作，烦琐的家庭事
务，电子产品中的信息爆炸……我
们被裹挟着向前狂奔，属于自己的
闲暇时光越来越少。于是，压力、焦
虑和职业倦怠接踵而至，我们逐渐
失去了同情心和创造力，甚至疏远
了身边的人……

在这个快节奏的内卷时代，能
够高效地休息放松至关重要。在
20余年压力研究经验的支持下，比
利时著名医学家、社会心理治疗师
吕克·斯维宁博士指出，想要在每天
激烈的竞争压力中生存下来，偶尔
让我们的大脑处于离线模式是非常
必要的。本书给出了 14个进入离

线大脑的日常技巧，帮助我们以更
科学、积极、平稳的方式处理压力，
养成健康的用脑习惯，恢复活力和
创造力，并最终改善人际关系，提升
工作效率。

该书颠覆传统认知，用前沿神经
科学揭秘大脑日常工作模式，生动通
俗地为我们介绍了集中注意力的“在
线大脑”和负责创意想象的“离线大
脑”的分工和工作机理。告诉你让大
脑保持平衡的重要性。正如作者一
再强调的，时常放缓节奏、放空自我
的人，才更容易让“离线大脑”发挥效
力，从而创意满满，灵活应变，问题迎
刃而解，效率自然就提高了。

♣ 田果

《慢一点也没关系》：偶尔让大脑处于离线模式
新书架

趁着假期，公司的事安排停当，大哥
开车带着两个兄弟回老家了。

父母已经过世，又不是清明，也没听
说哪家乡亲办事，还不到给村里老人发
放补助的日子，回来干啥？老二心里暗
自嘀咕。老三呢，还想利用这个假期到
巩义的康百万庄园走一走。兄弟三人
中，不能说大哥的话就是圣旨，在一个锅
里搅稀稠大半辈子了，他们了解大哥，大
哥做什么一定有他的道理。

车停在村外，大哥头前带路。他似
乎知道两个兄弟心里有点小小的不乐
意，一边走一边说：“其实咱袁桥也不错，
有500多年树龄的大槐树和石臼，有牛
王庙，有四合院……不但有历史文化，还
有红色基因。我相信，将来一定会成为
一个游人如织的好地方。”

老二和老三都没有吭声，类似的话
大哥说了不止一遍。

大哥把他们带到了“袁家楼”那里。
连同这一次，大哥已经是第二次带他们
来这里了。

“袁家楼”是明朝万历年间，由他们
的七世祖袁国臣所建，坐北面南，为砖木
结构建筑，通高15米左右，占地约60平
方米，共三层，砖砌墙厚约80厘米，内设
有暗道，直通寨墙外面。该楼起到了登
高远望、避难、防护外来侵犯的作用，所
以民间俗称“避难楼”。

上一次，大哥没有表态，只是围着“袁
家楼”转了几圈。这一次，大哥开口了。
他说：“来到这里，你们两个会想到啥？”

老二心里一惊，难道大哥是为金元
宝而来？传说，“袁家楼”建好后，修建者
还将一大锅的金元宝存储于该楼一箭之
地，以备将来修缮之用。一箭之地在楼
的何方何处，后人遍寻无果，至今仍是一
个谜。又想，大哥是公司的董事长，会有
这个想法？不可能。

老三想的是，莫非大哥要出资修缮
这栋楼，然后弄成一个景点收取门票？
中，主意不错。生意人嘛，在商言商。虾
米再小，也是一盘菜。

两个兄弟也都是精明人，没把各自
的心思说出来，都拿眼瞅着大哥。

大哥扑哧一声笑了，说：“我的脸上又
没花，你们看啥？你们好好看看这栋楼。”

老二和老三不好意思地相视一笑，
便把视线转向眼前这座巍峨高大的楼。

大哥叹口气，便往正题上引：“常言

说，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邻。咱们的先
祖当年建这栋楼，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
整个村子的乡亲。”

老二说：“大哥，您是不是想请人挖
掘一下，宣传我们袁家的祖先？”

老三说：“拍成电影，咱袁桥火了，咱
袁家也就一下子出名了。”

“当年咱的祖先是为了名声吗？”大
哥说罢，长出一口气，似乎有点失望。

“大哥，您的意思——”老二疑惑地
问道。老三的眼睛里也是藏满了问号。

大哥答非所问，继续说道：“清咸丰年
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乱军滋扰到登封
县境内，为保护乡民，袁家十六世袁梦松
出资修建了土寨墙。抗日战争时期，为躲
避日伪军的骚扰和破坏，登封第一次党代
会也是在袁家十九世袁毅家召开的……”

老二终于忍不住了，说：“大哥，您越
扯越远了，您究竟要干啥，直说嘛。只要
决策正确，我和老三都不会拦您。”

“大哥，您是不是有什么难处？上阵

父子兵，打虎亲兄弟。有我和二哥，怕什
么？”老三附和道。

大哥看看老二，又看了看老三，终于
说道：“咱袁家的祖先给我们做出了表
率，他们能有家国情怀，造福一方，咱们
三兄弟也不能袖手旁观，我打算建一栋
楼……”

老三打断大哥的话，扑闪着眼睛，
说：“大哥，也建‘袁家楼’？”

“老三别打岔，让大哥把话说完。”
大哥说：“村里的孤寡老人也有不少，

虽说咱们每月给他们发着补助，可他们还
住在老房子里……咱们出资，建一栋全是
两室一厅的房子，免费给他们住。”

“这个想法好！大哥，我支持。”老二
竖起了右手的大拇指。

“大哥，您咋不早说啊？我没意见。”
老三说。

大哥笑了，看得出，他是由衷地开
心，由衷地高兴。兄弟齐心，其利断金，
这话一点不错。一路走来，正是有了两
个兄弟的大力辅佐，他们的事业才犹如
滚雪球般越做越大。

后来，楼建好了，袁桥的孤寡老人也
搬了进去。这些老人当中，就有袁毅的孙
子袁铁木，他一辈子没有成婚，无儿无女，
其幸福感不亚于那些满堂儿女的老人。

乡亲们把袁氏三兄弟建的那栋楼叫
“幸福楼”。

史海钩沉

♣ 周振国

范蠡的潇洒人生

♣ 侯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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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默箫

知味

玉米糁糊涂面
♣ 宋宏建

游览登封，看看著名的禅宗及武
学圣地少林寺，逛逛古代的高等学府
嵩阳书院，拍拍中岳庙爬爬嵩山，累
了就入乡随俗，来一碗具有该市标志
性的特色小吃——玉米糁糊涂面就
芥丝，对于那些吃惯了大鱼大肉的食
客，也许会让你“豁然开朗”，吃出一
种别具风情的味觉吧。

糊涂面，也有人称之为糊汤面
条，是我国北方农村一种喜闻乐见的
家常便饭。然而登封的糊涂面，与其
他地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糁”和

“面”搅拌成的“糊涂”上。一般的糊涂
面，是先把面条在锅里煮沸，再顺入
玉米面搅匀的面汁儿。登封的糊涂
面，是先把玉米糁在水里煮沸，才把
面条下进锅里。这样做出的糊涂面，
因为有颗颗粒粒的“糁”，吃起来便筋
韧软香，更有嚼头。

登封糊涂面的食材，就两样，玉
米糁和手擀面。玉米糁熬出来的糊
涂，营养成分高，而且养胃。但不耐
饥，只能叫作汤，加入了面条才叫饭
或主食。不过这主食须手工来做，即
在擀面条时，用玉米面做面醭，一来
不沾手，二来把两种面黏在一起，让
本就带着玉米香气的小麦面条，再放
入玉米糁糊涂里煮熟后，那五谷杂粮
的浓郁芬芳，就更加地道和纯正了。
你想啊，如果是下挂面或机制面，那
玉米糁与面条就像父母之命、媒妁之
言的婚姻，双方既没有“心有灵犀”的
碰撞、磨合与恋情，怎会有“心心相印”
的默契、通透与挚爱？

早些年，小麦产量低，供不起纯
细粮，吃少盐无醋的杂粮糊涂面，是
一种粗粮细作的无奈。如今已进入
全面奔小康的新时代，登封的糊汤面
条或糊涂面，除保留了根的正宗性
——玉米糁与手擀面的灵魂融合之
外，已开始坚定地域文化自信，紧抓
创新发展机遇，在配餐与口感上大做
起文章。比如蒸馍、火烧、菜卷饼、肉
夹馍、油炸食品等主食的配置，比如
葱、姜、蒜、辣椒、芝麻酱、小磨油、五料
面等佐料的翻新，比如黄豆、豆腐丁、
花生碎、芝麻盐、粉条末以及时令生
鲜的添加，使得过去一种十分随意的
农家饭，更加营养丰富、味道鲜美、余
香悠长……

我在登封，多次品尝过的糊涂
面，要说最简单、最可口的佐餐配菜
嘛，非一小碟汆鼻子的芥丝莫属！

说起这登封芥丝，也是历史悠
久、远近闻名的美食了。因在气候特
殊的中岳嵩山脚下，盛产一种圆叶的
芥菜疙瘩。每年霜降前后，农民选取
优质芥菜，为保持水分的不过多流失
和清爽口感，经过手工清洗、切丝、加
盐腌制，滤除水分晾至半干。再把酱
油、白糖加水煮沸晾温，兑入味精、花
生油加热，倒入芥丝中不断翻动，使
之颜色均匀。最后加入辣椒面、芥
末、姜丝、蒜片、小磨油拌匀，放置三四
天就可食用了。这种用传统工艺手
工制作的佐餐小菜，芥末味道香辣氽
鼻，清爽可口，沁人心脾。

“食色，性也”，语出《孟子·告子
上》。基于告子的观点，现代人演绎
出一家之言：天地人间，唯有爱与美
食不可辜负。试想，相亲相爱的一大
家子，情投意合的几位朋友，或者一
对如胶似漆的恋人，甚至一枚竹杖芒
鞋的侠客，在饱览了中岳嵩山的名胜
之后，坐进一个竹影摇曳的烟火小
馆。每人面前，一大海碗喷香养胃的
糊汤面条，一小碟子汆鼻开胃的脆爽
芥丝，呼噜呼噜吃着，咯吱咯吱嚼着，
真乃棒棒哒享受哈！

袁家楼

有人说范蠡是春秋战国五百多
年甚至中华上下五千年最完美的人，
《史记》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
以致富，成名天下。”是否最完美不好
说，但范蠡无疑是潇洒的，一生开合天
真、宠辱不惊、得失无意、去留随心，唐
代诗人高适诗赞：“天地庄生马，江湖范
蠡舟。”

范蠡是春秋末期楚国宛地人，即
今河南南阳人氏，出身贫寒，博学多才，
因不满当时楚国非贵族不得入仕的政
治桎梏，邀好友文种一起投奔越国，辅
佐勾践兴越灭吴，功成身退后经商，其
间三致千金三散家财，晚年居于宋国
陶丘，即今山东菏泽，88岁无疾而终，
后世尊其为商圣、文财神。

范蠡投越后的十几年间，一直不
太得志，直到公元前494年，因勾践不
听其劝阻，兴兵伐吴，结果在会稽山大
败，才转而受到重用。会稽惨败后，为
苟延性命，以图日后，勾践听从范蠡文
种计谋，赴吴当三年奴仆。本来勾践
是让范蠡留在越国守摊子，即代理他
管理国家，带文种去当人质的，但范蠡
对勾践说：“管理国家和百姓，我不如文

种。对付敌人随机应变，文种不如我。”
这样范蠡、文种便调了个个儿。在吴
三年，勾践为王宫“驾车养马”，越王后

“除粪洒扫”，作为奴仆的奴仆，范蠡更
是吃尽苦头、受尽屈辱，还得时刻敬着、
护着自己的主子，并且少不得还要做
他们的思想工作：“忍以持志，因而砺
坚，君后勿悲，臣与共勉！”吴王夫差欣
赏范蠡的人品才干，多次劝他离开勾
践，封赐显爵，但范蠡不为所动。

为奴期满回国，勾践在范蠡文种
的辅佐下，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终于在
会稽之耻20年后，即公元前473年一
举灭吴。吴被彻底灭亡后，勾践封范
蠡为上将军，越王一人之下，百官之
上。但范蠡却向勾践请辞。勾践的态
度，要么人留下，分你一半江山；要么把
命留下。范蠡说：“君行令，臣行意。”遂
径自提溜上“轻宝珠玉”，走人！走时他
给文种留了一封信：“飞鸟尽，良弓藏，
狡兔死，走狗烹。”意思劝文种也走，否
则可能没有什么好下场。但文种不是
范蠡，他一直在体制内，官场浸润的时
间长，来越国前就是楚国宛令即南阳
令，如今位极人臣、富贵在身，说放下就

放下，谈何容易？保不准他还觉得使
命在肩呢！再说除了当官，他还能干
什么呢？文种犹豫，称病在家。但勾
践可没犹豫，听信谗言的他赐文种属
镂剑，说：“你教我灭吴七计，我只用三
条就搞定了，另外四条，你替我去先王
那里试试吧。”文种无奈，抹了脖子。

功成身退的范蠡当时已经 63岁
了，他没有归隐山林或云游四海，也没
有回勾践赐他的封地会稽山养老，而
是更名改姓携妻儿去了齐国，即今山
东的东北部，在海边开垦种田，并兼营
捕鱼、晒盐等副业，时间不长便“致产数
十万”。致富后的范蠡仗义疏财、施善
乡邻，因而广受赞誉，并进而被齐王相
中，拜其为相，授以国政。三年后，齐国
国强民富，范蠡声名日盛，但他认为：

“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
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于是，归还
相印，尽散家财，“怀揣重宝”，再次走
人。离开齐国后，范蠡来到了当时的
商贾之地宋国陶地，即今山东定陶，定
居经商，时间不长又成巨富，人称“陶朱
公”，而此时的他已是耄耋之年。范蠡
财富几何，史书没有详解，但《史记·货

殖列传》将其列为先秦五大超级富豪
榜的榜首，并赞其：“富好行其德。”

说范蠡，有个人不得不说，这便是
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文种献计
勾践伐吴七术的第三术便是美人计：

“遗美女，以惑其心志。”范蠡受勾践指
派，遍寻越国，终于在句无苎萝村，即今
浙江绍兴诸暨苎萝村，觅得绝色美女
西施。据说护送西施返京途中，路人
争相围观，造成交通堵塞。范蠡心生
一计，索性四处张榜：欲见美女者，付钱
一文。结果三天下来，得金钱无数。
进京后，范蠡把这些钱悉数交到国库
——有人据此认为，是范蠡一不留神
开了“美女经济”的先河——范蠡还对
西施进行了三年礼仪歌舞培训，并亲
自把她送给吴王。勾践灭吴后，吴王
夫差自杀身亡，西施不知所终，但传说
很多，有说自杀的，有说被勾践，或被勾
践老婆即越王后沉江的，有说被范蠡
悄然带走，相携泛舟而去的，不一而
足。最后一种说法，版本很多，还被拍
成了影视剧，也算是善良的人们一种
善良或美好的祈愿吧。当然，英雄配
美女，人生更潇洒！

谁的心底疼了一下，如同月亮没有
爬升到一个慈悲的高度
谁寄出的信，如同一只疲惫的鸟
到达不了这个季节最温暖的边缘

有人没有告别，远行到一个看不见的
异乡，或许那就是故乡
熟悉那里，就像熟悉来时的路上
开过的花，飘过的云
随便挑出一朵，就带走了整个灵魂
最逼真的一面

这个远行的人，似乎忘了
一段透明的前世，如月光般落在
这一世的案头，案头一点墨痕洇开
稀释了那写下的叮咛和祝福
忘了有一片云在紧紧跟随
就像这传奇的一生一个巨大的扉页

一条路的尽头
你所想到的，我不一定能想到
你走到一条路的尽头，我不一定会在那里
你随手指点过的阳光、树木，所有灵动的语言
每一处却都让我疼痛不已

我没有权利选择在什么样的季节和谁相见
当风雨如晦，我苍老得和这个世界不再熟悉
当你驱赶着一群饥饿的黄昏来和我抢夺黎明
当你把冰雪后第一个春天据为己有

那么，将没有人再知道我藏身在哪片森林
没有人知道我撒下的种子，会不会长大成一个
顺心的礼物？当每一声鸟鸣都是上天给的
我一定会大开门窗，看见海浪，听见潮声

一定去试着活出这个世道，最平凡的样子
如果这条路的尽头是一个陌生的地方
那么石头的冷、手心的热
都是我心照不宣的幸福，充盈了眼和整个夜晚

岁冬
♣ 李六一

冬秩山道远，叶瘦渐岁寒。
虬枝凝霜风，不觉已经年。
虚空列万象，红尘生炊烟。
愁拟诗中词，华发乱鬓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