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现在全区各个专项工作都建有

微信群，郁洋翻查过自己的手机，从
淮城市到隐山区与自己工作相关的
各种微信群总数达三十七个。每天
信息上下翻腾，前后覆盖，稍一疏忽
就可能遗漏某项重要工作，感觉整
个人都似乎被缩小、包裹于手机之
中，夸张点说，简直形成一种手机困
境。这其中有扶贫办组建的全区脱
贫攻坚工作群，群主不是郁洋，而是
他的副手陈清。不言而喻，是希望
遇到问题时陈清在前面撑一撑、担
一担。

一个月前，前任区委书记苏文
明主持召开一次脱贫攻坚工作协调
会，会后郁洋安排陈清将苏书记的发
言内容提要整理出来，发到全区脱贫
攻坚工作群，供没有参会的区直单位
副职人员学习领会。哪知陈清出了
个昏招，没经郁洋审阅，直接将文件
发到了工作群，题目为《狠下绣花功
夫，夺取脱贫攻坚新胜利》。

郁洋正在乡镇检查危房改造情
况，在微信上看到后，心里暗叫不
好，立即打电话让陈清撤回，可惜为
时已晚。

很快，苏书记在群内问：你是

谁？是扶贫办的？还是其他部门抽
调来的？

因为陈清的微信昵称为“区脱
贫攻坚指挥部陈清”，指挥部是个临
时机构，绝大部分是从区直单位借调
的工作人员，导致苏书记一时搞不清
状况。

陈清也极有个性，不回答苏书
记的问话，将文件题目修正为《狠下
绣花功夫，夺取脱贫攻坚新胜利》重
新发了出来。

苏书记不依不饶，继续问：你到
底是哪儿的？你是什么学历？不说
是吧？不说我就查不到了？

陈清死猪不怕开水烫，全都置
之不理。

郁洋的脑袋“嗡嗡”直响，作为
扶贫办主任，他的下属犯了错，此时
他却不敢搭腔。不仅是他，群里一百
多号人，没有一个人敢说话，任凭苏
书记一个人连珠炮般地发问。郁洋
被逼无奈，连忙给分管脱贫攻坚工作
的郭逸凡副书记打电话，汇报这个棘
手情况。

郭副书记之前任团淮城市委书
记，市直正处级领导到隐山区担任三
把手，性格较为随和，对人也宽容，他
说，我去群里解释一下，你随后也去

表个态。
过了一会儿，郭副书记在微信

群发出一条：感谢苏书记对脱贫攻坚
工作的重视和关心，今后我们要严格
落实苏书记的各项指示和要求，进一
步将工作做细做实，不断巩固脱贫成
效，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话语不多，对“绣花功夫”被写
为“羞花功夫”的错误只字不提，却有
四两拨千斤般的功效，将苏书记小器
量的怒火化为无形，提升到一种高屋
建瓴的大境界，郁洋暗暗叫好。

果然，苏书记也似乎意识到自
己盛怒之下有点失态，又在群里说：
当前处于全省脱贫攻坚上半年考核
的关键时间节点，我们隐山区的工作
还存有许多不足，请大家在工作中一
定要慎之又慎，细之又细，做到抓铁
有痕，踏石留印，真正负起责任，不然
一个差错，就可能害了隐山，也害了
我们自己，拜托大家了！

最后郁洋出来道歉，此事才算作
罢。

从那以后，郁洋对微信群简直
产生了恐惧症，查看自己单位组建的
脱贫攻坚工作群里的信息时更是提
心吊胆，如履薄冰。

这天夜晚十点多钟，有人往群

里发了一条链接，是个综艺节目视
频，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小品《扶贫
记》。发送人的名字叫“大漠孤烟”。
除此之外不着一字，悄无声息。

全区的工作微信群管理有个不
成文的规定，不准发送与工作无关的
内容，入群人员都得将微信昵称改为

“工作单位+姓名”模式。工作性质越

严肃的群，对此越讲究，宛如“洁
癖”。很显然，这个人将两条规矩都
违反了。

郁洋点开视频，实话实说，节目
演得不错，讲述了一名城里干部在山
村扶贫的故事。干部的妻子是某文
艺团体的演员，到山村演出，误解干
部与帮扶的一个单身村妇有不正当
关系，经过一番曲折，最后误会解除，
妻子还成功撮合那个村妇与一个懒
汉贫困户结婚，懒汉决心要改掉毛病
坚决脱贫，大圆满结局。

郁洋疑惑这个“大漠孤烟”是
谁，点开他的信息，然而闪出一道
横线，其朋友圈对陌生人不可见。
正在此时，群里面接连蹦出几条消
息——

寨河镇党委书记张路文：精彩，
学习。

东铺镇党委书记常清华：思路
决定出路。

宝月湖乡党委书记曾戈：干起
来，扶起来！

白云寺镇党委书记李清玉：深
受启发，深受教育！

郁洋立刻意识到这个“大漠孤
烟”非同一般，书记！新来的方以智
书记！他脑子里豁然一亮。飞快地

用手指往下划拉手机屏幕，终于发现
此人的来路，上午九点多钟由郭逸凡
副书记拉入群的。没错，一定是他。

还不断有其他乡镇办的党委书
记现身留言，说辞大同小异，但没有
一个乡镇长或者办事处的主任出来
说话，这更加印证了郁洋的猜想。

群里有一条所有人心照不宣的
“潜规则”，区委书记在群里作指示，
乡镇办的书记都会出来表示“赞同”，
乡镇长和办事处主任保持安静。区
长在群里安排工作，乡镇长和办事处
主任会立即表示“收到”。至于其他
一般副职，只有看的份儿，哪怕说一
个字，就有僭越之嫌。从没有人明说
应该如此，但已是铁的规矩。

郁洋想了想，觉得身为文化局
长的李北亚应该看看这个视频，综艺
节目算是与文化工作相关，就随手将
视频从微信上转发给他，并留言请他
看看脱贫攻坚工作群的消息。

去浴室冲澡的时候，郁洋心情
有点沉重。机关工作充满一种难
言的神秘，方书记刚到隐山，自己
尚不熟悉，甚至还不知道他被拉入
了自己单位组建的工作群，而那些
乡镇办的党委书记如此敏锐，工作
激情如升腾的火苗，似乎已经与方

书记很熟稔。区直单位的人喜欢
将乡镇办的一把手称为“封疆大
吏”，今晚微信上的这个细节，不由
令他感叹封疆大吏们着实身手不
凡。淋浴器喷射的水线从头顶顺
流而下，郁洋心里却有一种被火苗
所灼的孤独感。

李北亚一直没有回复郁洋的消
息。

躺床上睡觉的时候，郁洋心里
暗骂，这厮估计又喝醉了！李北亚除
了研究淮河，就是喜欢喝酒，三天不
喝就脸色灰暗，这时约一酒局，八两
酒灌下去，立刻两眼发亮，容光焕
发。睡意蒙眬之间，郁洋听到床头柜
上手机响动了一下。他手机内三十
七个工作群，唯独对自己单位的脱贫
攻坚群的新消息没有屏蔽。

郁洋强睁眼睛，划拉开手机，李
北亚终于冒出来了，他朝群里发一条
留言——

已连夜将《扶贫记》的台词抠了
出来，明天组织人员排练，争取下周
去各乡镇办文化广场演出。

看看时间，已是凌晨一时三刻，
郁洋差点笑出声来，假话说
得跟真事一样，李北亚确实
是个人才。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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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皇家学会公开课（圣诞讲座）
1825年由迈克尔·法拉第发起。主要
面向青少年、儿童及科普爱好者，邀请
科学界顶尖人物，用各种幽默讲解、有
趣道具来展示各类前沿科学。后成为
科学界科普年度传统盛典，也为科普开
辟了一条令人兴奋的新路。成为当下
全球各类科普节目的范本。

我们的思维到底来自何处？它是
如何影响我们的人生和世界的？从
1926年到2017年；从生物学、神经学
到心理学；从感官追踪、大脑盲点到人
机交流，从错觉无处不在、测谎到我们
是谁……10场思维主题讲座，百种科
学实验，跨越百年的研究历程，带你进
入大脑深处，铺开隐秘又复杂的思维地

图，用看得见的方式重走“思维”的来龙
去脉。揭秘与你的大脑、自我、思想、未
来息息相关的各种终极问题。

本书还补充了主讲人信件、手记
等幕后资料，在展现顶尖学者们丰硕的
研究成果、寓教于乐的科普精神的同
时，也出人意料地展现了他们风趣幽
默、极具反差萌的凡人一面。

本书为英国皇家学会“圣诞讲座”
科普合集，汇聚众多顶尖学者，以人类
思维和大脑运行方式为主题，借由一个
个妙趣横生的实验，通过10场浓缩百
年研究精华的讲座，将生物学、神经学、
心理学等各领域前沿研究成果一一呈
现。让我们得以“看懂”隐秘又复杂的
思维世界！“看懂”自己！

♣ 酷威

《10次思维旅行》：思维问题的终极探索

新书架

小时候，几乎村村都有戏班子，一个
班二十多人到四五十人不等。村上的演
员，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唱戏，没演出费
用，偶尔收到馈赠的钱物，或留作戏班子
用或一五一十平均分配，主要求个乐
呵。买不起戏妆，各家各户兑钱，请邻村
纸纺沟的老艺人李德信画。

据村里老年人讲，山村的大戏班子
从1940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有半
个多世纪的历史。开始唱的是曲剧，唱
了十五六年，后来改唱越调二十多年。

那时候没有剧本，加上许多人不识
字，所以排戏时都是由教戏师傅一句句
口授，所有的舞台动作手把手教练。一
开始，请外地师傅，后来因为请人麻烦，也
付不起费用，排戏时由村上的几个“老戏
精”负责。

通常唱大戏前，先排练十多天。采
用大戏的主要故事情节加上一些歌诀来
安排整场大戏的演出。每出戏都要套用
诸如“家言歌”，这个套词相当于戏中人物
的自我介绍：“说起家来家不远，家住城南
（城北、城东、城西、城北）某家湾，老爹爹
姓某名某某，老母亲吃斋心悠然，有我生
七岁把书念……”又如“过街歌”：此歌诀
是大戏中人物路上的见闻，“走大街，过油

房，打一锤，哼一声（传统的打油方法）。
铁匠铺，叮叮咣，锤声响……”还有“游景
歌”：这是戏中人物描景抒情或者感受，

“天上云朵笑开颜，我欢天喜地把景观，看
桃花朵朵开枝头，红晕猛然爬心田……”
所有的大戏几乎都可以套上这些歌诀，
本来一个半小时可以唱完的大戏，加上
这些后可以唱到两三个小时。演员们可
以临场发挥，随意编几句，再想一想下面
的大戏情节和主要唱词。

农忙季节，田间地头，休息时，也有
不少“老戏精”比比画画，来上一段，还有
锄地的庄稼汉，锄了“两吃儿”（两个来
回），就头枕着锄僵（锄头把）优哉游哉地
大声唱几调子。

收罢秋，种上麦，农闲时唱大戏，敲
锣打鼓热闹非凡。男女老少搬着凳子汇
集到村中间坐北朝南的土台子前。乡亲

们有说有笑，小孩们则是焦急地跑到后
台看演员画花花绿绿的脸谱，看他们在
后台吹胡子瞪眼睛，踱着步子演练。孩
子们你推我搡，指手画脚地大声叫嚷着。

那戏迟迟还未开演，大人们聊得热
火朝天，孩子们围着戏台转着圈。突然，
一阵“咚咚咚，锵锵锵”声响起。戏马上开
始了，伴奏先磨合一下，乡亲们起了个很
可爱的名字叫“打闹台”。这不仅是伴奏
的磨合，那些没来到戏场的乡亲听到后
也急急忙忙赶来了。《穆桂英挂帅》《铡美
案》《刘墉下南京》《罗通扫北》等当时广为
传唱，深受人们喜爱。

不管是曲剧还是越调，乡亲们看大
戏时，都会随着戏中人物的悲喜或流下
眼泪或笑得前仰后合。遇到忠臣被奸臣
陷害，戏台子下面不时有人提着演员的
本名叫骂：“这个死×啊，心那么奸啊，你

看看某某多可怜人啊。”小孩子们不懂戏，
图个热闹，看着大人抹着眼泪，觉得十分
好笑。只觉得“黑老包”出场瓮声瓮气；

“白脸”的是奸臣，走路架势都带了出来；
“丑角”是三花脸；当官的出场吹大笛；武
将出场用鼓板、手镲、大锣小锣；“花旦”出
场敲小锣，打梆子。记得最清的是“穆桂
英”，尤其是那段“几年没从边疆过，砖头
瓦块都成了精”的精彩戏词。后来，村里
戏班子主角唱“穆桂英”的成了我的干娘，
至今提起当年的戏班子，她脸上还会带
着幸福微笑呢！最讨厌“老旦”出场，咿咿
呀呀唱个没完没了，正所谓老生常谈。

那时候，最不喜欢看夜戏。因为灯
光照明都是问题，一开始用几个老马灯，
看不清楚。后来用了汽灯，虽然明亮，但
不到两个小时，汽灯都发红了，灯泡也容
易烧毁。有一次，居然找来了一个带有
灯泡的自行车，原地停在那，找人用力踩
着脚踏板转动起来发电，让人忍俊不禁。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的大戏台也
早已消失在了尘埃中。看大戏很有意
思，让人揣度。其实，生活何尝不是一场
戏呢？有忠有奸，有善有恶，每个人都是
演员，每个人也都是观众，忠奸善恶自有
后人评说。

灯下漫笔

♣ 袁占才

春水初生乳燕飞

♣ 刘文方

诗路放歌

初雪初雪（（国画国画）） 孙少亮孙少亮

春天的恩赐
♣ 吴相瑜

书人书话

烟火气中有深意
♣ 赵富海

张广智先生的《郑州·郑州》可谓
饱蘸深情之作，不久前，他又推出了散
文集《龙子湖》，让读者看到了阡陌红
尘、绿树红花、人文意韵、弥漫烟火气
的大千世界。

张广智先生深得散文个中三昧：
“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是他称之为
“工作之余写点东西”，与时光一齐摇
曳大自然的散点透视。透视出龙子
湖的生活气息，又有哲理意味，熔情
怀思想于一炉，且文气谐调，有自然
天成的潇洒风韵。

子产封地，两千年金水一条河。
广智先生在文中说：“金水河今天整
明天修，结果不是断水，就是臭水。”
然而如今的金水河“常年有水了，而
且是流动的水”。从“断水”到“流动
的水”，怕是坐在屋子里想不出来的，
得迈开双脚走到金水河两岸考察，侯
寨黄龙池源头不必说，仅从西郊柿园
到燕庄这段数公里的河道，走一个来
回都不是易事。金水河汇入如意湖，
广智先生的书房就在龙子湖东岸，

“一日不到湖边转转，就觉心绪不
宁”，他赞美如意湖“宜人眼目，使郑
州人脸上多了一层润泽，少了几分干
燥。水惠及了广大老百姓，提升了城
市品位”。

广智先生曾是河南农大教授、博
导，郑州人把市区最常见的行道树习
惯叫法桐，“准确地应该叫悬铃木”，叫
法桐有一个背景：当年的市长宋致和
派留法人士、副市长史隆甫从上海法
租界陆续引进80万株树苗绿化郑州，
从1951年到 1959年“八年植树”。我
参加了 1959年在金水路大石桥段的
植树，当时就把这种树苗叫法国梧桐。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郑州在全国
“掷地有声”的有两件事：铁路交通枢纽
和城市绿化。1959年郑州被列入全国
绿化先进单位，郑州“绿城”殊荣全拜法
桐所赐。当时的金水大道在全国出名，
称“郑州绿色长廊”——“枝条交接愣是
把金水路变成了绿化走廊”。

广智先生笔下的法桐，诗意流
动，有生命质感。那一段对“绿色走
廊”的描绘，可爱又可恼的白鹭——

“树上没厕所”，你不让鸟拉屎不行；
你把法桐砍了，把白鹭撵走了，“郑州
人都不赞成”。法桐“夏天一派苍苍，
秋天一派苍黄，那气势谁能比得了”。

广智先生颇有学识，他用心考
证：法桐本来产自英国，后法国人带
到上海，栽植到霞飞路，人们才开始
叫它法桐；另一说，印度人传教时，带
来悬铃木种植在陕西户县古庙前，至
今尚存树干，四个人才能合抱，所以
人们也叫它“鸠摩罗刹树”。

这样做学问，这就给喜欢法桐的
郑州人多了一份谈资。

读到“嵩山书院”一节，欣喜异常。
宋代的嵩阳书院与当代的嵩山

书院皆入我心，嵩阳书院以儒教为
本，嵩山书院与世界对话。

嵩山书院是由嵩山论坛牵头举
办的。嵩山论坛是国际知名高端论
坛，以“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为
主线，每年设置不同论题，聚集世界
各个文明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研讨
全球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共同探求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路和对
策，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嵩山书院不定期邀请名师名家
授课，如杜维明、王蒙、刘梦溪、沈昌
文、葛剑雄、唐晓峰、余世存等，给郑
州市民送上一道道精神文化大餐。

广智先生修起“嵩山论坛”与世
界对话，又将嵩山书院建立在龙子湖
十五所大学间，同处一区，同耕一地，
让莘莘学子多了一处赓古续今、增广
见闻的场所。这无疑是一种文化传
播和文化赓续。

故乡的戏班子

翻过立春这道岭，风便不再凛冽。
张眼望去，阳光清新了许多，树木虽依
旧伶仃孤枯，但分明耐得了寂寞。孩子
们吵吵嚷嚷去游春放风筝。原想，这春
还未露头呢，游个什么？即使这春真的
来了，农人忙于耕田犁地，翻晒新土；生
意人忙于启动市场，计算利润；青年人
忙于灯红酒绿，挥洒青春——这青春与
春色大不一样。

放风筝原为雅玩，现蜕变为孩子们
的专利。春气萌动，阳气蒸腾，风筝于
高空轻舞悠扬，孩子们卸了口罩，鼓掌
大笑，看这纸鸢，鸟儿一样地飞，萦空渐
渐消失了，一牵又缩回来，觉得很是有
趣。有时线断了，任凭风筝飘去，有那
慧心的，眼盯着云空中缥缈无痕处作
想：它飞到哪儿去了？要落到哪儿呢？
我长大后会飞到哪儿，又落向何方?当
然，孩子们可能意识得到，也可能意识
不到，有一根看不见的线——故乡情
牵，再远，他们也是飞不出育之养之的
一方晴空的。

风筝以自制为佳，扎就竹骨，粘上
五色彩纸，绘好图案，浅淡浓墨，有凤凰、
有鹞鹰、有蝙蝠，各种形状，真就飞起来
了。有趣的是，地上跑的，不长翅膀的，
也可上天：青蛙风筝、蟹风筝、蜈蚣风筝

乃至老狼风筝——画得似与不似，讲究
远观，上天便是了，孩子们便都心驰神
往，拍手大乐。桃花虽好，不问春色深
浅，他们于春的品味，不在于游赏，在于
玩乐。但我惊诧于他们对春的向往与感
知：春还未来呢，他们心中就长了翅膀想
飞了。飞着飞着，春果然铺天盖地而来，
让我们措手不及。东风昨夜醉如酒，吹
得桃李满树开。连桃李都如痴如醉，无
所顾忌地敞开胸怀拥抱春天，我们还有
什么理由不去赞美和歌唱？

在这一点上，孩子们无疑最早敲开
了人们品春的心扉。

孩子们一放风筝，农妇们就想到又
该挖野菜、采柳茶了。近两年因为疫
情，人们似乎已难得外出，仿佛野外也
少来了。往常春天来时，他们很少用心
情去感知迷人的春色，而是用眼睛探向
田间地头、山野坡埂，寻寻觅觅，采挖掐
取。灰灰菜、七角芽、婆婆蒿……白嫩
嫩的细芽，绿莹莹的青棵。眯着眼儿
的，含着笑儿的，有俗名的，没学名的，
叫上名叫不上名的，悉数尽收于竹篮
内，拿家来洗净，放入面条锅，抑或约略
浸泡，腌制成咸菜，品之清醇可口，味道
鲜美。即便苦，也是爽苦、微苦，苦得有
韵味。农人辨五谷，尝七味，得地利，昔

以野菜充饥，今奉为佳肴美味。有灵性
人还专择一二拿街市上去卖，往往卖得
好价钱。

这是品尝，再说品茗。耐品的当数
柳叶、蒲公英、半枝莲、茅根。无论挂于檐
下清晒，抑或微火烘炒，俟日尽情取了焐
茶泡茶。茶色淡黄浅绿，透出缕缕清纯的
苦香，其味远胜龙井。当然，农人不太懂
品茗，只知牛饮。久饮清热败火，明目生
津。春走夏来，家家就靠了它，防暑避暑。

不唯这些野菜野草吸纳春之灵气，
桃李杏三色之后，泡桐花、洋槐花次第
开放。泡桐花紫，紫得炫目；洋槐花白，
白得耀眼。尤其是洋槐花，那种馨香可
飘向四野，闻之真叫沁人心脾，直接拌
面蒸吃，味道格外滋润。泡桐花是需要
煮泡一番的。贫苦年月，苦椿蒸煮后亦
可食用，俗称“椿头菜”。只是现在人要
说“春头菜”，以为浅春里可以入口的，
诸如柳芽菜、榆钱儿等等，都叫春头菜
了，忘了那年月的艰辛。真个是，春色
可餐，把个姹紫嫣红嚼了个遍。

农村里，讲究的住家，四周种桃杏、
栽石榴，绿树成荫，一任蜂飞蝶舞；不讲
究的，也要植棵香椿，香椿煎鸡蛋，鲜嫩
爽口，在饭店卖几十元一盘呢，而陌生人
入得农家，皆随便端出，可劲儿地招待。

若说品春，农人真正是把春天品嚼
得有滋有味，品尝到无以复加。

农人、孩子们是在用独特的方式为
春天洗礼。他们并不是在附庸风雅。附
庸风雅的常是文人墨客，春一来便蠢蠢
欲动，呼朋引友，说要去寻春游春。看郊
外，一望无际的村庄和麦田，偶有桃花夭
夭，一色的灿烂。寻春只待去山野。“春
入山野浓似酒”，这山野，真个是百般争
艳斗芳菲。愈入深山，却又是“花开未半
绿未匀，半入深春半浅春”。墨客们果然
激情昂然，诗兴勃发，即兴吟咏不止，归
来，仍沉浸其中，意欲挥笔泼洒，只是翻
开古典诗章一看，怯了胆量：春天，这四
季中的宠儿，最具个性色彩的季节，却让
李杜辈给说尽了。随便撷取几句：“春水
初生乳燕飞，黄蜂小尾扑花归”“始信春
恩不私物，乱山穷处亦花开”“人间四月
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哪一句不
让人怦然心动？把个喜春、探春、迎春、
惜春、怨春、恼春……之情表露得熠熠生
辉。我辈难望其项背，遂慨叹才不过古
人，再莫妄自尊大，来年春游，只求赏心
怡神宜趣，再不一惊一乍。若待品春，不
妨就选取暖风吹拂、燕子剪柳、浓荫匝地
日，沐浴更衣后，从古诗词中细细品味春
之绝妙意境。

终于有闲情醉心于流水鸟鸣
想起昨日的漂泊 仿佛转过命中的四季
之后便逢到春天了

办公室的文案置我于尘世的天秤
给予春天安稳的教育
春风翻阅着书页
如同重新打开一个人的身世
给予慰藉
偶然还有隔世的爱情恍惚
那一场梦中 花落了许多年

还好一切都已醒来 心悦着人间
阳光温暖地饱蘸着恬静的生活
幸福挂在时光的脸庞
直到延伸出甜蜜的皱纹
多年后 你终于受到了春天的恩赐

蝶一样的飞
精灵般的俏
史诗般的舞姿
天使一样美妙
谁说
你只是冬的骄傲？
当看到艳丽的春色
你一样
疯狂投入春的怀抱
飘飘洒洒
在天空舞蹈
袅袅婷婷
在草尖跳跃
山川河流
唯有你
银色的白袍
往日的冰寒
成脉脉温情
轻轻的
静静的
渗入大地
无声无息
滋润万物
让春
更加灿烂
让春的图画
更加美好

♣ 羌 南

春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