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讲义

教研室新分来一个姓范的年轻老师，特别爱
笑，笑点很低，在我看来毫无可笑之处的事，他却能
笑得前仰后合。一开始，几个老教授都觉得他很幼
稚、浅薄。可后来，情况慢慢发生了变化，在小范的
影响下，过去气氛沉闷的教研室，变得有些生气
了。一向老成持重、不苟言笑的老教授们，脸上也
开始有笑模样了，开会时也不再是一潭死水了，时
不时也会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小范哪天因事没
来，老教授们还会惦记他：小范干吗去了？

我教的一个商业英语班，有一个姓国的女生
非常爱笑，什么时候见她，都是一脸笑意，或莞尔
一笑，或开怀大笑。而且她还爱坐在前排，我一
上课就能看到她的笑脸，不是埋头记笔记，就是
时不时露出会意一笑，让我想到佛祖的大弟子迦
叶的拈花一笑。面对这样的学生，不好好上课就
对不起他们。这就让我讲课特别卖力，用尽浑身
解数，施展平生所学，因而教学效果奇佳，受到学
生和督导的好评，自己也很有成就感。

一般来说，笑点低的人，对高兴愉快的事特
别敏感，当别人还没有任何感觉时，他们的笑神
经就迅速捕捉到了可乐的元素，并紧紧抓住，竭
力放大，不仅自己高兴，还带动了周边的人。这
样的人也叫开心果，一个单位里若有这么一两个
开心果，就会笑声不断，春意盎然。所以，我喜欢
笑点低的人，愿意与他们为伍。

说到笑点低，我想到晋朝有名的文人陆云，
与其哥哥陆机并称为“二陆”，他不仅文章很受当
时人的欢迎，而且因为笑点低，情商高，人缘也不
错，以至于后世把笑点低的人谓之“陆云癖”。不
过他也有笑出麻烦的时候，一次，他穿着麻衣坐
在船上，看见水中自己的影子觉得很好笑，一不
小心掉进河里，很是狼狈。后世诗人李商隐就很
欣赏他的“笑而不能自禁”，写诗赞云：“谁惮士龙
多笑疾，美髭终类晋司空”，称赞陆云的“笑疾”是
一种洒脱随性的表现。

笑点低的人，满面春风，一脸喜色，做领导凝聚
力强，当大哥亲和力足，干事业感召力会爆棚。著
名科学家邓稼先当九院院长时，没有一点架子，也
不讲派头，见谁都很和蔼，总是笑容可掬，和下属关
系很融洽。他常自己掏钱给大家改善伙食，请看
戏，一起嬉闹打牌，玩得很愉快。干活时，他身先士
卒，加班加点，大家也都十分配合，一呼百应，效
率很高，创造了很多奇迹，他这叫人格魅力。

笑点低的人，抵御灾难、忍受挫折的韧性更
强。苏东坡就是个笑点低的人，他这一辈子，沉浮
不定，祸多福少，几次贬谪，屡遭重挫，就是靠乐观
主义的笑声，帮他一次次渡过难关，东坡有言：“百
年须笑三万六千场，一日一笑，此生快哉！”

真正笑点低的人，人生得意时会笑，笑得山花
烂漫；生活平淡时会笑，笑得从容自在；倒霉低谷
时还会笑，笑得苦中作乐。没有什么能挡住他们
的笑容。火烧赤壁后，逃难华容道上，丢盔卸甲，
狼狈不堪，曹操仍能放声大笑，无愧一代豪杰，东
山再起也就是个时间问题。果然，三国大战，曹操
笑到了最后。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笑，不要
成本，无需场地，张口就来，咧嘴就是，暖如冬日，
爽如春风，是世界上最物美价廉的东西。有的人
非常吝惜笑容，整天阴沉着脸，他的生活一定很
郁闷，生活在他周边的人也很倒霉。有的人笑点
很低，整天快乐，喜眉笑眼，张嘴就乐，遇人便笑，
连他周围的空气都是温馨的，与这种人打交道，
有一个成语可以形容，就是“如沐春风”。因而，
我喜欢笑点低的人，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 陈鲁民

笑点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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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荒开发初期，任务是开垦
荒地。建设农场的时候，进点建场
的人员都是靠两条腿一步一步走来
的。茫茫荒原，荆棘丛生，塔头甸子
和沼泽遍布。每刨一镐，都会溅起
泥水，人很快变成了泥猴。没有伙
房，露天打灶；没有水井，就用泡子
（指小湖、池塘）水过滤做饭；没有蔬
菜，就挖野菜吃。很多时候，工作
的地方四处是水，中午吃饭连蹲坐
的地方都没有，只好边走边吃。劳
动归来，人人脸上和脖子都被蚊虫
叮咬得布满肿包，奇痒难耐。

他们常年吃的，主食全是清一
色的高粱米、高粱面窝窝头。大白
菜是最主要的蔬菜，偶尔也会吃点
土豆，水煮黄豆则是很好的副食。
吃肉是想都不敢想的事，一年中几
乎吃不到一次。逢年过节才能吃
一顿大米饭或者饺子，而所谓饺
子，因为缺面少馅多半还是片汤。

新中国建立后，北大荒被纳入
国家战略，与新中国同步奋斗成
长。国家对北大荒进行了有组织
的开发，先后由 14万转业复员官
兵、10万大专院校毕业生、20万内
地支边青年、54万城市知识青年组
成的垦荒大军，别羊城、离巴蜀、辞

云贵、渡浦江，义无反顾地投身于
这场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拓荒中。

1955年，刚刚过完20岁生日
的天津市青年杜俊起，满怀激情、
眼含热泪离开了父母亲人，毅然决
然地加入到开发北大荒的队伍
中。提起北大荒的夏季，杜俊起忘
不了蚊子和沼泽：北大荒的“荒凉”
和蚊子的“繁盛”形成了鲜明对比，
被称作“人”的物种的到来，让蚊子
家族迎来一场“狂欢”。那时，无论
是休息还是劳作，蚊子都萦绕在杜
俊起周围，他浑身上下都是红红的
疙瘩，很多地方被抓挠得溃烂，但
蚊子依旧不肯放弃对他的“热
情”。他只得想尽办法把全身包裹
严实，睡觉的时候用纸或者大的叶
片盖在脸上，只在鼻孔处挖两个出
气孔，但蚊子依然锲而不舍地追逐
着他。在无数的夏夜里，他不得不
从床上爬起来驱赶蚊虫，有时整夜
都不能入睡。睡不着的时候，他就
看天空，天幕深蓝，星星硕大而明
亮，如同一个个美好的童话。在这
童话般的星空下，大家学会了就地
取材、驱赶蚊虫。

六七月雨尤为多，天气犹如孩
子的脸一样说变就变，时不时就会莫

名其妙地来一阵“哭泣”。杜俊起的
记忆中，夏季里衣服和皮肤都是湿漉
漉、黏糊糊的。这个季节，走路要特
别小心。走路时，大家总是拿着一根
长棍，试探性地在地面探测一番，才
敢朝前迈进一步。常常有人陷入沼
泽，大伙在惊慌中匆忙施救。

如果说夏季环境艰苦，那么冬
季气候就更恶劣了。寒风刀片般在
人们的脸上、手上划过。大家脚上
都穿着毡袜，再套上大胶皮靰鞡，里
面还要垫一层苞米叶子。一次，杜
俊起和队友们去黑龙江江边运木
材，冻得浑身僵硬。他看到一堆火，
就连忙跑过去蹲在火边取暖。红红
的火光映在杜俊起脸上，他感觉特
别温暖。突然，他的耳朵一阵疼痛，
原来他的耳垂起了个大泡，就像挂
着两个大铃铛。一个队友走过来，
边用雪搓手和脸边告诉他，用雪先
搓搓再烤火，就不会起泡了。

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经济
困难，农业机械生产力有限，大部分
耕作都靠人力。1956年初夏，王震
将军率领他的师、团指挥官，乘坐一
列军车奔赴北大荒。在列车上，他
展开地图对大家说：“北美洲的产粮
区，是世界粮仓。同是一个太阳，太

阳对地球是公平的，那一片地是粮
仓，这一片地是空白，我们就是要
填写这个空白处！要向地球证明，
别人做到的，我们共产党人照样能
做到，而且要做得更好……”

1957年至1966年间，随着党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执行，全
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新
高潮。这 10年间，北大荒农垦事

业也进入了快速发展期。
1958年，北大荒进入了大规模

开发时期。从当年6月开始，先后
有5.5万名山东青年来到北大荒，为
垦区注入了新鲜血液，成为垦区职
工队伍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同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出台
了《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和少数
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
定》，决定指出：“劳动力不足是加
速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
义建设的重大困难……中央决定
到 1963 年五年内，从内地动员
570 万青年到这些地区参加社会
主义的开发和建设工作。”

20世纪50至70年代，为了对
北大荒进行垦殖，在成立黑龙江生
产建设兵团的同时，又创建了一大
批国营农场。1968~1976年间，来
自全国各地的54万城市知识青年
加入到北大荒建设的行列中，他们
在这里挥洒青春和激情。在这一
阶段的后期，杨华等一批北京青年
也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奔赴北
大荒。彼时，54万知青逐渐成为开
发北大荒的主力军，这支朝气蓬勃
的队伍也是自北大荒开发以来数
量最多、文化程度最高、流动性最

大的一支队伍。在第一代北大荒
开垦者的言传身教下，他们逐渐成
熟起来，为开发北大荒做出了杰出
贡献。他们血气方刚，满怀豪情，
在艰苦的工作中，更加深刻地理解
了生命的意义。

这片黑土地孕育出了不屈不
挠的“北大荒精神”，造就了一大批
优秀人才。

知青和转复官兵一样，在这片
土地上抛洒热血和汗水，甚至奉献
出宝贵的生命。虽然人生如流星
般转瞬即逝，但他们把有限的人生
过得格外多彩绚丽。据有关方面
统计，有近千名下乡知青长眠于北
大荒。在北大荒博物馆，有一面两
层楼高的松木墙，朴实厚重的泥土
色墙面上，密密麻麻镌刻着 1.2万
多个名字，他们都是献身北大荒的
拓荒先驱，永远守卫着这片神圣的
土地，激励着一代代北大荒人继续
努力奋斗下去。

1968年6月，沈阳军区党委按
照中共中央“六一八”批示，成立了
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现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接收国营农、
牧、渔场93个，合编为5个师（辖58
个团）、3个独立团，直到1976年 2

月兵团撤销。
在北大荒开发中，一直重视科

技创新。通北机械化农场从1948
年夏就设立了试验室。1949年，

“查育一号”经小区直播试验，创造
了 亩 产 467 公 斤 的 高 产 纪 录 。
1950年，经反复试验，采用机械化
收获水稻获得成功。1955年，友谊
农场组建了农业科研试验站。
1956年，铁道兵农垦局成立试验
站。1957年，虎林县湖北示范农场
移交给八五○农场，改为试验场。
1962年，友谊农场建立农机科研
室。1964年制成国内第一台盘式
精点玉米机；1965年，粮食烘干设
备、冻土开沟犁、悬挂式培土机等5
项科研任务成功完成。1963年，东
北农垦总局科研所成立，下设育
种、耕作栽培、农业机械、畜牧兽医
4个研究室，随后又成立了农业经
济研究室。1965年，黑龙江农垦科
学研究所成立。这一时期，从局到
场、从场到连均组建了科研组织机
构。1967~1977年，建设兵团恢复
了科研机构，黑龙江省农场管理局
和 7 个地区农场分局也先
后恢复和建立地区农垦科
研所和农场试验站。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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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崇喜

国槐花落纷如雨
清晨健身，空气中充盈着淡淡的花香，令人

心旷神怡。只见两排新植的国槐，枝叶繁盛，树
冠如盖，树下落英缤纷。远看，黄澄澄的没有尽
头，似雪非雪；近看，一朵朵一片片连绵不断，煞
是好看。那场景，如轻雨过后纸洇出的碎金斑
痕，有中国文人画的淡泊。

国槐，也称黑槐，是中国乡土树种，种植历史
悠久。“汉家宫殿荫长槐，嫩色葱葱芣染埃”“青槐
夹驰道，宫馆何玲珑”……中国北方古都，都少不
了国槐。我居住的这座城市，曾为北宋国都，宋
韵浓郁，国槐是市树，自然有不解之缘。“弛担披
襟岸帻斜，庭阴雅称酌流霞。三槐只许三公面，
作记名堂有几家。”当年，王祐为宋朝兵部侍郎，
在自家庭院种了三棵槐树，将此庭院称为“三槐
堂”，写下了姓氏家族繁衍的佳话。

“槐色阴清昼，杨花惹暮春。”每当夏日，青槐
叠翠，生机盎然，花满枝头，瑞雾香风。国槐苍劲
盘虬的枝干，蓬松如盖，古朴深厚；精致的羽状复
叶，在阳光的晕染下，显出绿的不同层次，墨绿、
嫩绿、翠绿、粉绿，有清凉的质感，不知为多少人
遮天蔽日。司马光是爱槐之人，在闲来幽居读书
的小院也种上槐树，才有“榴花映叶未全开，槐影
沉沉雨势来。小院地偏人不到，满庭鸟迹印苍
苔”之感。进入七月，簇簇白黄相嵌的槐米，层层
叠叠，大大方方，在枝叶之上闪烁，随风跳动，味

道不显。“嘉树吐翠叶，列在双阙涯。旑旎随风
动，柔色纷陆离。”阳光见浓，暑热加重，一嘟噜一
嘟噜的花骨朵，尽情绽放，晕染着淡淡的浅绿，花
香清淡，花形似蝶。只是，这样的光景并不长
久。微风拂过，花儿纷纷飘落，飘飘洒洒，宛如槐
花雨，呈现出古城深巷的幽静，应了骆宾王的诗
意：“兰径薰幽珮，槐庭落暗金。”

我想用手机拍出它的宏大气象，却发现是徒
劳的。那花粒太碎，碎米样的，怎么放大，也显示
不出磅礴之气，如扶不起的阿斗。虽然此时没有
风吹来，但因了连日的雨，空气里有丝丝凉意。那
花，还在不停地落，细细碎碎，有婉约派的风格。

曾经设想，若没人及时打扫，任它自由地落，
到了明日清晨，花粒一定会重重叠叠，深深地遮
住地面，呈现别一番景象。这样的景象，在景区
或者乡村，可能会存在。但在这建成区，虽然是
城乡接合部，落花花径是难以看到的。

国槐落花的情景，在一二十天前，就已经看
到过。那天清晨，也看到这样两排今年新植的
国槐，树上花枝多而密，虽然花瓣小，一团团集
结起来，就有了别样的意蕴。树下落英缤纷，密
密匝匝，薄薄的，细细碎碎，金灿灿的一片片。
一位年迈的女环卫工在用力打扫。槐花仍在不
停地落，那个头发花白的女环卫工，头上、肩膀
上、衣襟上，都有细碎的花粒。过不了一会儿，

她就像在下雪天抖雪一样，把槐花粒抖落在地
上。她扫过的地方，有斑驳光影似的花粒，地面
又被铺成浅黄。

为什么要扫，留下作为一景不好吗？没等我
说完，她说，槐花落得特别快，每天早上起来就铺
了一层，就算刚刚清理完，一阵风吹来，满地都
是。特别是雨后，若不及时打扫，极难清理。

说着，她没有停下手中的扫帚，仍在一下一
下挥舞着扫帚，不断重复着弯腰、直起的动作。
这个雨后的清晨，槐花诱人的馨香，仿佛与她无
关。那些花粒，听话地被扫帚召唤、集结在一起，
不远处就有一小堆，让人仿佛看到了冬日的雪。

这个夏天，先是气温一路攀升，让人体验了酷
夏之苦。接着，风雨不定，三五天总要来上一场，
雷暴闪电频频光顾，气温降了下来，有了初秋的凉
意。但不知怎的，我和国槐，在这座小城，都待了
这么些年。以前的夏天，怎么仿佛没有发现，花惊
艳开得如此绵密，落花也如此触目惊心呢？

槐花选择在这个季节落下来，是在迎迓另一
个季节吗？

忽然想起在《故都的秋》里，郁达夫说槐花是
秋来的点缀，“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
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
微细极柔软的触觉”。

“槐花落尽柳阴轻，萧索凉天楚客情”“常恐

郡城砧杵动，秋风吹尽古槐花”“深秋街巷槐花
雨，夜静厅堂苇箔风”……古人看到落槐花的场
景，多有凄然萧瑟之意。“黄昏独立佛堂前，满地
槐花满树蝉。大抵四时心总苦，就中肠断是秋
天。”白居易笔下的槐花，味道是苦的。“小院新
凉，晚来顿觉罗衫薄。不成孤酌，形影空酬酢。
萧寺怜君，别绪应萧索。西风恶，夕阳吹角，一阵
槐花落。”朋友不在身边，纳兰性德独自在西风里
喝闷酒，槐花自然和酒一样苦。

“槐花黄，举子忙；促织鸣，懒妇惊。”槐字和
魁字近似。古人认为国槐有灵气，在其树下读
书，会鱼跃龙门。自唐代开始，常以槐代科考，考
试的年头称槐秋，举子赴考称踏槐，考试的月份
称槐黄。“门前有槐，升官发财”“蓬山高价传新
韵，槐市芳年记盛名”，在古代，不论是官宦门第，
还是普通人家，学子科举中第高登魁首，就是另
一段人生的开端。“紫陌夜深槐露滴，碧空云尽火
星流。”多少学子的人生故事，就藏在国槐的根枝
干叶间。

看到落花，也有人欣喜。
贾平凹在游青城后山时，“在一棵树下，让一

片光罩着，有细雨就下起来，雨并未湿衣，却身上
脚下一层褐色的颗粒，捡起来，竟然是米粒大的
花蕾”“就站住不动，让花雨淋着”。这般优雅，深
得“花开花落花无悔，缘来缘去缘如水”的意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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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自驾西藏，看见藏
民穿着民族服装，站在国道旁
向我们招手。一个女人，手臂
上挂着几串东西，还有个晒得
黑黑的孩子在怀里。

“朋友，要不要奶豆腐？”
她把臂上挂的那几串东西举
起来，我才得以看清，奶白色、
方的，和豆腐块一样，麻绳串
着 ，一 个 绳 子 上 估 计 有 十 来
个。我第一次见识这种叫“奶
豆腐”的奶制品。家父坚持旅
游就要看遍当地的风土人情，
尝尽当地的特色小吃，十元一
串，便买了两串。女人递过奶
豆腐正准备走，又突然停了一
下，用蹩脚的普通话问我有没
有苹果。

“苹果？”
“对，苹果。”她咧嘴一笑，

指了指孩子，“给孩子吃。”那
孩子有些胆怯，指头正放在嘴
里吸吮，面色饥黄，趴在妈妈
怀里，歪着头偷偷打量我们。
很可惜，经过一段时间的长途
跋涉，从内地带来的水果早就
扫光。我歉意地对她摇了摇
头，她的眉头挤出一丝失望。
牧民生活多与肉、奶为伴，水
果蔬菜却是极度匮乏。想吃
一个苹果，如此简单的愿望，
特定情境下，却成了无法给予
的遗憾。

奶酪在西藏、内蒙古等地
又称为奶豆腐，藏区女人卖给
我们的奶豆腐实际就是牧民
自制的奶酪。味道一般，除了
奶，什么多余的料都没放，也
没有其他奶酪那种香味。吃
了两块收起。等到自驾快结
束时，又想起这两串奶豆腐，
翻出一看，却早已发霉变质，
甚是惋惜。

奶酪在西方很盛行，披萨

上要摊一大堆奶酪，汉堡要加
好几层奶酪，瑞士甚至还有奶
酪火锅！锅底是融化了的奶
酪，用面包、水果蔬菜等做涮
菜。他们吃得有滋有味，而于
吃惯了中国菜的人来说，若是
让我吃吃麦当劳的奶酪汉堡
还可以接受，但要把奶酪当饭
来吃，却是无福消受。几年前
去欧洲，倒是见识了许多品类
的奶酪。有种僧侣头奶酪，一
大块圆圆的奶酪柱，用一个刮
板从圆心向外刮，最后出来一
堆奶酪花，有些像转着削的苹
果皮。这种奶酪搭配面包片
或当配菜都挺不错。粗尝了
一下，口感细腻，味道却没什
么特别，唯独此种工艺与高达
上百元的价格令我记忆尤深。

奶酪价格高不是没有原
因 的 ，平 均 十 斤 牛 奶 才 可 酿
成 一 斤 奶 酪 ，原 料 的 昂 贵 与
不同奶酪品种制作工艺的繁
杂 ，也 就 造 成 了 价 格 的 水 涨
船 高 。 前 年 ，在 京 东 买 了 一
块 四 斤 的 车 达 奶 酪 ，吃 几 顿
就 腻 到 不 行 ，至 今 还 有 一 大
半存在冰箱。

梁实秋先生曾提过老北
京的酪。与奶酪并不同，酪是
凝冻了的牛奶。老北京的夏
天，常常有小贩架着一大堆碗
装的酪，伴着知了声走街串巷
地 叫 卖 。“ 吱 吱 吱 …… 酪 来 ！
吱吱吱……酪来！”小贩不在
乎知了的吵闹，倒是把知了从
树上气下来了几只。擦擦汗，
要上一碗酪，价格不贵，冰凉
凉 的 酪 下 肚 却 是 无 比 舒 心 。
酪里还有瓜子仁葡萄干之属，
滑 爽 之 外 又 添 了 几 分 嚼 头 。
不论是公子哥儿还是老百姓，
偷闲时候都会吃上一两碗。

这种酪的做法也很简单，

《引膳正要》写道：造法用乳牛
勺 锅 内 炒 过 ，入 余 乳 熬 数 十
沸，频以勺纵横搅之，倾出，罐
盛待凉，掠取浮皮为酥，入旧
酪少许，纸封贮。这是古法，
那时尚未有吉利丁片，即布丁
片等造物出现，因此要“入旧
酪少许”，来使牛奶凝固。现
在就方便了，用全脂牛奶加上
吉利丁片即可。做法是，牛奶
放入杏仁粉或其他香料，最好
再加点甜酒，加糖，煮微热后
加入吉利丁片，放入冰箱，冷
凉即成。吉利丁片在网上可
买到。程序简单，在家花上十
分钟就可做好。

国人不擅长食乳类。多
数人唯一的食用乳类，可能就
是在出生后吃的母乳，然而人
皆需蛋白质。过去千余年，底
层百姓吃不起肉，又不喝奶，
身体是怎么熬过来的？答案
很显然，喝豆浆，吃豆腐！黄
豆的蛋白质并不逊色于牛奶，
豆浆就是中国人的牛奶，豆腐
就是中国人的奶酪。渐渐，豆
腐也成了过去老外眼中中国
菜的一个代名词。

豆腐和豆浆是中国非常
朴素的两种食物，其他与黄豆
有关的豆制品，还有豆芽、千
张、二薄、豆筋（也叫豆油），腐
竹、豆腐乳，乃至豆腐渣、臭豆
腐，不一而足。

听过一个故事，一艘去国
外的船遇到了风浪，粮食只剩
下运输的黄豆了。正当一群
老外愁眉苦脸时，中国大厨却
让他们放心，然后九九八十一
天每天都用黄豆做不同的菜
来吃，最后到了目的地，平均
每个人胖了三斤。虽然是个
故事，但却侧面反映出中国对
黄豆的钻研有多深。

知味

♣ 肖若洋

奶豆腐

荐书架

♣ 欧阳婧怡

《伏锦传》：再现三国名将孙策与周瑜的壮阔人生

近日，知名网络作家满碧乔的最新长
篇小说《伏锦传》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磅出
版。该作品独辟蹊径，避开了在三国历史
中曝光率较高的人物和故事，从东吴创立
的全新视角切入，以三国名将孙策和周瑜
的早年奋斗历程为背景，为读者呈现出一
幅波澜壮阔的别样三国历史篇章。同时，
作者还选取了在民间极具人气和创作空间
的情侣组合——孙策与大乔、周瑜与小乔，
讲述了两对恋人的动人爱情故事，让整部
作品既有激情热血，又不乏温情烟火。

东汉末年，群雄割据混战。连破董卓
与黄巾军的大将孙坚不明不白死于战乱，
身上留有奇异字符。五年后，其子孙策为
替父报仇，单枪匹马出江东，欲向袁术讨
回父亲旧部。孙策找到少时好友周瑜，邀
其一道踏入征程，恰好听闻有山匪打劫良
家。两人在剿匪途中邂逅了袁术帐下将
军乔蕤二女大乔与小乔，最终决定四人同
行前往寿春寻袁术。少年英雄、乱世佳
人，自此，一段充满刀光剑影又饱含儿女
情长的别样三国故事徐徐展开……

众所周知，大家最为熟悉的三国故事
即《三国演义》。而《三国演义》是以蜀汉

为主角的历史演义，其中曹魏是反派，孙
吴是配角。著名学者易中天曾说：“创作
三国戏，必须与《三国演义》彻底决裂，才
有出路和前途。”《伏锦传》正是脱离了《三
国演义》的传统叙事，从历史的配角孙吴
一线出发，展现了孙策和周瑜创立东吴基
业的艰难历程，为三国鼎立格局的最终形
成奠定了基础。

除了独特的叙事视角之外，作者更将
热血情义、理想信念等积极向上的主题植
入历史故事之中，以相对轻快的风格，实
现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年轻化再创造。作
品中不但刻画了孙策和周瑜相知相惜的
真挚友情，更通过一次次艰难脱险和一场
场战争历练完成了两位主人公从热血少
年到有家国担当的英雄式人物的成长转
变。生命或许是一场不可逆转的败退，但
总有人选择为梦想、为信念向死而生！有
读者评价《伏锦传》：“虽然写的是古代的
故事，但对于今天的我们依然有激励作
用，传递了正能量，教会我们奋斗。书中
的每个人物都很丰满，又饱含家国情怀。
或许在里面可以找到我们自己的影子，对
于生活，对于人生都会有所启发。”

我忌惮风 那种
终年呼啸不绝的狂风
却期待在齐岳山巅
以风为名 纳你为媒

慢慢悠悠 不疾不徐
风就在你左右和前后
悄悄吸引着你的视线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深扎山冈
那么多坚硬的磐石
被你梳理成多彩的

七沟八壑

每阵风都有它的来历
相拥越久就越会发现
风的尽头
就是原乡的落脚地
我们迎风而来举手为誓
在山巅共吟
余光中先生的《乡愁》
风将硬石心肠化为绕指柔
带着乡音
漂洋过海

齐岳山的风
♣贺红江

诗路放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