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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洋科研团队先后选育出
“豫芝8号”“豫芝9号”“豫芝11号”
“郑芝97C01”“郑杂芝 H03”“郑芝
98N09”“郑芝 13号”等 18个芝麻
新品种。其中“豫芝8号”“豫芝11
号”分别获得 2003年和2005年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豫芝11号”集
优质、高产、多抗、早熟于一体，较
好地解决了高产与优质、抗病、早
熟之间的矛盾，实现了多个优良性
状的聚合，在芝麻品质及综合优良
性状育种上获得了较大突破。“郑
芝15号”“郑芝16号”“郑芝17号”

“豫芝21号”等 4个高油芝麻新品
种含油量均超过58%，大面积应用
后，使我国主产区芝麻含油量提高
了2~3个百分点，不但增强了我国
芝麻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出
口创汇能力，还对调整种植业结
构、农民增收、企业增效起到了积
极 的 推 动 作 用 。 从 2012 年 至
2016年的5年间，张海洋团队使我
国芝麻平均单产提高了22.7%，取
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引领了世界芝麻育种技术的发展
方向。

在栽培方面，张海洋团队建立
了我国芝麻麦茬免耕直播、起垄栽

培、地膜覆盖、间作套种等高产高
效规范化栽培模式。同时，张海洋
团队还与国内外科研、生产、贸易
部门合作建立起优质芝麻商品生
产基地，走出了一条“科、农、贸”

“产、供、销”一体化的路子。
“十二五”以来，张海洋率先建

立了芝麻全程机械化种植模式，在
我国首次实现了芝麻机械化收获，
也为世界芝麻高产栽培提供了典
范。同时，张海洋团队加强与国内
外科研基础研究领域的合作与交
流，先后与美国、墨西哥、韩国、日
本、印度、越南、古巴、肯尼亚、苏
丹、坦桑尼亚等 20余个芝麻主产
国和消费国建立了科研合作关
系。此外，张海洋团队还积极开展
芝麻新品种新技术对外输出。
2014年以来，张海洋团队在苏丹
建立了国际芝麻科研与生产基地，
选育出了适于苏丹种植的芝麻新
品种“苏丹1号”“苏丹2号”，建立
了苏丹芝麻主产区高产稳产规范
化种植技术体系，为推进我国“一
带一路”农业发展建设发挥了积极
作用。

2016年，张海洋主持完成的
“芝麻优异种质创制与新品种选育

技术及应用”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
二等奖——这是河南省农业领域
时隔8年再次在技术发明奖上实现
突破，也是自 1978 年以来我国油
料作物领域获得的第三个国家技
术发明奖二等奖以上的奖项。

农业的“芯片”
2018年4月至8月，笔者基本

都是在采访河南的育种家。采访之
前，笔者的想法是单独做一章“育
种家列传”。但随着采访的深入，这
个想法就变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河南的优秀育种家太多了，除了上
边写到的，还有一大批。而且，他们
每个人都有动人的故事，别说都写，
即使选择改革开放之后的杰出代
表，也不少于30个人，完全可以写
成一本厚书。因此，限于篇幅与本
书的主旨，只能忍痛割爱。

采访育种家给我的最大感受，
一是他们真忙。搞研究，做实验，
还要跑推广，哪有闲暇，很多时候
都是约几次才能见面。二是他们
是真辛苦。听起来“高大上”的育
种家，其实就是“高级农民”，既需
要扎实的理论支撑，还要具备熟练
的实际操作经验。而整个育种过
程，既是复杂的脑力劳动，又是繁

重的体力劳动。他们几乎每天都
在与土地打交道、与种子打交道、
与庄稼打交道。可以说，他们与土
地的亲密程度，远远超过真正的农
民。风吹、日晒、雨淋，让很多育种
家皮肤粗糙、面容沧桑—— 那不仅
仅是时光的印记，还记载着种子的
秘密。

种子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

料，是粮食增产诸要素中最重要、
最活跃的因素。大量事实证明，良
种在农业生产中的巨大作用是其
他任何因素都无可取代的，因而种
业被称为农业的“芯片”产业。一
个国家的农业是否强大，种业在其
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前，
我国正从种子大国迈向种业强
国。良种作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抓手，也是提高我国农业国际
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河南的粮食作物育种水平，在
全国长期保持着领先地位。

20世纪 80年代以前，河南作
为农业大省，五花八门的外来作物
种子由于“水土不服”，产量一直上
不去。直到 80年代后期，河南粮
食生产还是以引进品种为主。针
对这种情况，河南开始重视农作物
良种的培育与推广，加大了资金投
入和政策扶持力度，很快在全省形
成了独特的“河南育种家群体”，展
开农作物品种育种科研攻关，为河
南粮食生产提供了强有力的专家
队伍保障。

依靠广大农业科研工作者辛
勤钻研、刻苦攻关，河南粮食作物
育种突飞猛进，自主创新品种越来

越多，取得了全国一流的成果。
仅 2001~2008年间，河南就选育
出一大批产量高、品质好的农作物
新品种：共有414个农作物新品种
通过省品种审定委员会审（认）定，
111个农作物新品种通过了国家
审定，有9个品种获得国家科技进
步奖，其中，小麦“郑麦9023”和玉
米“郑单 958”均为国内年种植面
积最大的品种。这些新品种的推
广应用使河南主要农产品的质量
和市场竞争能力得到了显著提高，
为河南粮食产量持续稳定增长提
供了重要保障。

2019年 5月 22日，由河南省
科技厅、财政厅等相关部门组成的
观摩组来到了位于新郑市北的河
南省科学院高新技术试验基地。
试验田内是由上百个小麦新品种
形成的种质资源“宝库”。此时，正
处于灌浆期的麦田，随着微风泛起
一波波麦浪。

这里培育的新品种，大部分都
是“太空麦”的后代。为了打破基
因连锁、提高变异率，培育出更多
的高产、优质、多抗新品种，河南省
科学院同位素研究所将辐射、航天
诱变与常规杂交、分子育种、生物

技术等相结合，创制了一批优异小
麦育种种质资源，摸索出一套行之
有效的育种技术。目前，基地已累
计培育新品种 7 个，推广面积达
5000多万亩，增产小麦20多亿斤。

河南省科学院小麦航天与辐
射育种关键技术团队首席专家张
建伟向观摩组介绍：“2017年国家
出台了优质麦新国标，当年参加测
评的近400 个小麦新品种仅有两
个达标，其中一个就是我们通过航
天辐射育种方式培育出的‘郑品优
9号’。”

“郑品优9号”属于优质强筋品
种，新出台的优质麦新国标，增加
了最大拉伸面积、拉伸阻力、吸水
率等理化指标，“郑品优9号”能顺
利达标，展示了其优异的食品加工
品质。

据了解，同位素研究所培育
出的另一个优质中强筋国审小麦
新品种“豫丰 11”不仅品质好，而
且产量高、适应性广，在2019年的
持续春旱条件下表现突出，实现了
高产与优质的良好结合，这标志着
河南小麦航天辐射育种
已走在全国前列。
（全文完，本报有删节） 50

连连 载载

《家山》主要写了沙湾陈家五代人，这
些人物个个精彩、事迹彰明。而将族群凝
聚在一起的则是“识好歹、知善恶”，这是
《家山》展现给我们的乡村伦理和乡风民
俗。《家山》是一部表现、描写乡村文化、
乡村伦理下人性善恶自然消长的文学作
品，反映了上个世纪上半叶特殊历史阶段
中，乡村在动荡中仍然保持了恒定的伦理
秩序。王跃文写出了让一个族群凝聚起
来的精神纽带，《家山》是一部生生不息
的民族史诗，写出了一个族群甚而是整个
民族繁衍生息的蓬勃的生命力量。

《家山》在塑造人物、捕捉细节、营造
情境、描写景物、烘托氛围方方面面匠心

独运，追求“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含蓄蕴
藉”的中国式美学意境。追随《红楼梦》的
伟大传统，《家山》专注于日常化写作，在
柴米油盐、耕织劳作的日常生活中写出生
命的悲喜和坚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员刘大先认为，这种写作“如盐入水，化河
无迹，你感觉不到文化的痕迹，但它是有
文化的，它的叙事腔调是从容笃定，娓娓
道来。”《家山》可以说是一部关于乡村生
活的世情全书，乡村的社会结构、乡村伦
理、乡村经济模式以及一方水土的民风、
民情、民心，都在这种日常生活叙事中徐
徐展开。小说以乡村一隅，几个家族的故
事，叠加着整个民族的历史发展。

荐书架

♣ 朱卫净

《家山》：以一村之隅展示时代变迁

百姓记事

何
弘

尚
伟
民

著

峰岚嶂霭色朦胧峰岚嶂霭色朦胧（（国画国画）） 袁士珍袁士珍

♣付定裕

十冬腊月下粉菜
老家称“粉条”为“粉菜”，可能是

因为把“粉条”当“菜”吃的缘故吧。
老家的粉菜软软糯糯黏黏糊糊又筋
筋道道，不同于市面上添加过食用胶
的粉条那样寡淡，每次回老家都要带
上 一 些 粉 菜 ，自 家 吃 ，也 送 亲 朋 好
友。老家的粉菜是纯手工制作，以前
每到十冬腊月，家家户户都要下粉
菜，不知道如今还有多少人家冬日里
下粉菜。

老家的粉菜是用红薯粉面制作
而成。红薯从种植到制成粉面需要
经 过 一 年 漫 长 繁 复 的 劳 作 才 能 完
成。一开春，就要用肥沃的粪土在一
片 避 风 朝 阳 的 空 地 上 营 造“ 红 薯
床”，然后把“母薯”摆到“红薯床”
上，盖上一层薄薄的粪土，再盖上一
层塑料薄膜，好像侍弄红薯坐月子一
样仔细周到。等气温渐渐回暖，不断
给母薯浇水晒太阳，红薯床上会慢慢
长出茁壮的红薯芽，这个过程大概需
要个把月。待红薯芽长到一筷子那
么高，密匝匝、肥墩墩、绿油油的一
片，生机盎然。这时要提前平整好土
地，施足肥，培成垄，再把红薯芽从
红薯床上拔出移栽到田垄里。春雨
贵如油，移栽红薯芽时往往干旱少
雨，所以就要推着水或挑着水去移
栽，以保证红薯苗的成活率。从春天
到夏天，红薯总是蔫秧秧，好像总不
长个儿的孩子一样令人着急，可夏雨
一来，红薯就进入了青春期疯长起
来。趁着烈日当头，要忙着给红薯追

肥、除草，还要不时地翻一翻红薯秧
子，防止它扎路根影响根茎营养吸
收。三番五次地侍弄，直到秋天来
了，期望着每一颗红薯都能结出丰硕
的果实。霜降前后，曾经疯长的红薯
枝叶一片衰飒，而田垄里的红薯根块
逐渐丰满，把田垄撑得裂开了一道道
地缝。收获的季节到了，怀着满心的
期盼和喜悦，把一筐筐红薯用独轮车
运回家。用心的主户会把红薯分等，
个头匀称的挑出来放进地窖准备过
冬，大的小的不规则的则一股脑地洗
净准备磨粉，而这时厨房里已经飘出
了蒸红薯的清香。

磨红薯粉可又是一套烦琐的工
艺。待红薯洗净之后，要到村里磨红
薯机那里把红薯打成稠浆，再用一个
个水桶运回家。准备好几个十二桶
大水缸，缸上铺上撑子、竹帘，放上

“大箩”，把红薯浆的汁液和水挤入
大缸，一天以后红薯粉沉入缸底，把
缸里的水泼掉。用清水把缸底的粉
搅拌开，再过一遍“小箩”，滤除细小
的杂质。再过一天后，等红薯粉再次
沉淀，泼掉缸里的水，把红薯粉取出
放进四角系着绳索的白棉布包单里，
然后把包单吊起来，让红薯粉里的水
慢慢渗出来。当红薯粉在包单里逐
渐定型后，就可以从架子上卸下来，
去掉包单，好像一个刚刚从襁褓里取
出的婴儿，放在通风的地方让粉团自
然风干。经过秋冬的寒风，粉团风干
后就会自然崩裂，等待冬天最寒冷的

时节，完成它最后的蜕变。
下粉菜一定要到滴水成冰的时

节。村里几个精壮劳力支起一口大
锅，就要准备下粉菜了。下粉菜可是
一项技术活，团队里一定要有精熟此
道的老把式作为灵魂人物。家家户
户都带着自家的粉面，少则百十斤，
多则几百斤，排着队来下粉菜。下粉
菜对于每家每户就像生孩子一样是
件大事，能否把粉菜下好，事关一年
劳作的结果，所以，下粉菜的师傅脸
上总是充满仪式感，而来下粉菜的主
户就像待产一样满心忐忑。围绕一
口装满沸水的大锅，师傅们分工合
作，有人烧火，有人搋粉，有人掌勺，
有人捞粉，每一个程序都至关重要。
搋粉的师傅在一个容纳五十斤粉面
的大瓷盆里先用开水搅拌一些粉面
作为熟粉，作用是增加粉条的韧性，
然 后 加 温 水、白 矾 和 生 粉 ，和 成 粉
团。搋粉是个体力活，搋粉师傅赤膊
上阵，不一会儿就大汗淋漓，搋粉又
是一个技术活，看似简单实则大有玄
机，熟粉生粉的比例、水温的掌控、
白矾的分量、粉团的软硬，需要得之
于心而应之于手，每一项都直接决定
粉菜的质量。粉团搋匀后，掌勺的师
傅把一个个小粉团放进漏勺里，站
在高高的椅子上，随着他手中漏勺
的抖动，粉团从漏勺中像雨丝一样
飘入热水锅中，粉菜是否粗细均匀，
是否劲道，全掌控在漏勺师傅抖动
的手感里。当粉菜在热水锅中翻滚

几下后，捞粉的师傅迅速用一米长
的木棍把粉菜捞出来，码在木棍上，
然 后 由 帮 手 端 到 事 先 搭 好 的 架 子
上，捞粉的时机就在刹那间，捞早捞
晚，都会影响粉菜的柔韧性。那个
默默烧火的师傅也不是只管添柴，
什么时候用猛火、什么时候用文火，
也需要见机行事。

从锅里捞出刚上架的粉菜，就像
刚刚从产房里抱出的婴儿一样，还需
要一系列的精心呵护。一杆杆上架
的粉菜逐渐冷却后，需要往粉菜上不
断洒冷水，在滴水成冰的冬日里，不
需要多久，一杆杆粉菜就冻成了块，
再熬过一夜的寒冷，粉条就冻成了可
以直立的冰柱子。第二天一大早，主
户将自家一杆杆“冰柱子”运到宽阔
的场子，用棒槌把“冰柱子”一锤锤
地捶碎，露出白生生的粉条，然后把
一杆杆粉菜挂在朝阳的地方，像一个
个京剧老生的白胡子，等待风吹日晒
把白胡子慢慢风干。天气晴朗时，粉
菜一般两三天就能风干，风干后就可
以归仓了。一捆捆粉菜码起来像小
山一样，可以存放好几年，所以，那
时候，粉菜的存量是农户家庭是否勤
劳殷实的表征。

粉菜经过一冻、一捶、一晒，才会
又软糯又筋道，这就是为什么下粉菜
必须在滴水成冰的冬日。真不知道，
我那穷乡僻壤的故乡，是谁发明了这
么烦琐而精致的技艺，使一道不起眼
的粉菜那么经得起咀嚼和回味。

聊斋闲品

♣ 胡济卫

新桃旧符话门神
老家豫南正阳县过春节并不叫过

春节，而叫过年。在中国，过年的习俗
南北有别，东西各异，唯一相同的是家
家户户都要贴上象征喜庆的门神，也叫
春联，俗称门对子。门神，源于中国古
代的桃符。古人认为桃木是五木之精，
能制百鬼，故从汉代起即有用桃木作驱
邪工具的风习，以桃木作桃人、桃印、桃
板、桃符等辟邪。每逢春节，人们总要
用新桃符替换旧桃符。宋代文人王安
石的“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
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的诗句，说的就是这件事。

中国最早的门神传说是能捉鬼的
神荼、郁垒。东汉学者汝南郡人应劭在
《风俗通义》中就有过记载：上古的时候，
有神萘、郁垒两兄弟，他们住在度朔山
上。山上有一棵桃树，树荫如盖。每天
早上，他们便在这树下检阅百鬼，如果有
恶鬼危害人间，便将其绑了喂老虎。后
来，人们便用两块桃木板画上神萘、郁垒
的画像，挂在门的两边用来驱鬼避邪。
南朝·梁·宗憬在《荆楚岁时记》中也有记

载：正月一日“造桃板着户，谓之仙木，
绘二神贴户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俗谓
门神。”发展到后来，人们又在门神两边
配上春联，内容大都是五谷丰登、六畜兴
旺、万民乐业等，以示喜庆。

春联始于五代。据考证，我国最早
的一副春联当为后蜀主孟昶于公元964
年所撰。据《宋史·蜀世家》载：蜀后主孟
昶命学士为题桃符，以其非工，自命笔题
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从此，
题桃符便演变成写春联了。后来，由于
纸张大量生产，人们逐渐用纸代替桃木
板，这便是贴春联的开始。

春联普及盛行于明朝。据《簪云楼
杂说》载：“春联之设，自明太祖始。帝
都金陵，除夕忽传旨，公卿士庶门上须

加春联一副。太祖微行出观，以为笑
乐。”而且，他还为王公大臣们御书春
联。赐给中山王徐达的对联是：“破虏
平蛮，功贯古今人第一；出将入相，才兼
文武世无双。”赐给陶安的对联是：“国
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由于
皇帝身体力行，再加上文人墨客的喜
爱，广大群众的传播，春节贴春联便作
为风俗习惯流传下来。

幼年时期，家乡流传着一首妇孺皆
知的民谣：“门神门神扛大刀，大鬼小鬼
没处跑。”这也从另一个侧面，真实地道
出了春节为什么要贴春联和贴春联的
用意所在。儿时印象最为深刻的门神
就是钟馗、秦琼、敬德、关公、张飞等，大
都是朱仙镇木版水印，线条粗犷，形象

夸张，构图饱满，色彩艳丽，印制精美。
也有老家正阳陡沟镇的“德胜祥”木版
年画。“德胜祥”制作的年画虽然没有朱
仙镇的名气大，但它所使用的颜料是加
入了淮河岸边的五色土精心配制而成
的，遇纸即干，绝不渗透模糊，套色后可
以呈现十余种鲜艳亮丽的色彩，浑然天
成，也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

“文革”期间，木版门神年画作为“四
旧”被政府明令禁止，但作为中国人春节
的象征，从来也没有被真正禁止过。年
画制作艺人们利用农闲的时候在家里偷
偷印制，进入腊月，便肩挑背驮，走村串
户沿途叫卖，才使这一民间艺术和文化
遗产得以传承延续至今。朱仙镇木版年
画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老
家正阳县陡沟镇的“德胜祥”木版年画，
也引起了有关民俗和非遗专家的重视，
2021 年被列入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也会被列入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让这一濒临
失传的民间艺术得到应有的传承和保
护，让国人的年味变得更酽更浓。

冬猎（油画） 左国顺

乡人曰：“小寒胜大寒。”
小寒至，寒气袭来，标志着开始进入一

年中最寒冷的日子。小寒一过，就进入“出
门冰上走”的三九天了，天气就真的冷了。

去过东北的鹰哥说，咱们这冷算个
啥？顶多零下十几度，哈气成霜。那大东
北的冷才叫冷，零下四十度，舀一缸子水
一泼，哗——全成白色冰碴碴！

黑夜将白天压短，天空蓝得好像打了
滤镜，愈发晴冷。

成车的白菜和大葱，在街口站着。因为
前段时间的疫情原因，影响了及时销售，脸
冻得红扑扑的男人在招揽着生意，吆喝着：

“便宜啦，便宜啦！大葱四毛，白菜也四毛！”
一捆一捆的大葱被剥得像丰腴白胖妇人，白
菜也被剥得白嫩嫩的，一个个码在路边。

天冷了，勤快的妇人在厨房变着花样，
蒸包子，做饺子，炖羊肉，炖排骨，生姜萝卜
大白菜，厨房里热气氤氲，一家人喝着汤，吃
着肉，驱走了冬天的寒气，那才不觉得冷！

小寒的至寒之内，还有阳气浮动。人
不知，鸟晓得。

大雁北飞，它是自然界的报晓者。一
振翅膀，阳气就浮升一些。麻雀贼头贼脑
地，左瞧瞧，右瞅瞅，机警的小眼睛里透着
狡黠，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它就忽地飞起不
见了踪影。长尾巴喜鹊开心地在枝头嘎嘎
地乐着，这家伙是个勤快的货，开始筑巢迎
媳妇了。在乡下有很多民谣和它有关：“花
喜鹊，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谁家的儿
子要是不孝顺老人，就会有人把他比作花
喜鹊，让这个男人的脸上挂不住，赶紧回家
关了门开始孝敬自己的老娘。

人闲，心便浮躁。男人没事生事，打野
兔，杀狗，炖了肉，把寒气关在门外。一锅狗
肉、野兔肉，三五个对劲儿的人，两瓶老烧酒，
外面再下点雪，屋里面笼一盆火，噼噼啪啪地
炭火盆烧着，这是乡村里的小寒。几个男人
红着脸，龇牙咧嘴啜着酒，锅里咕嘟咕嘟炖着
肉，嘴里闲扯着俄罗斯和乌克兰，外国的战火
纷飞，自己的家鸡飞狗跳，都不容易。

小寒，还有一些人回不来了。萧瑟的
寒风中，老人跟孩子一样盼着过年，过了年
就到了春天，就意味着又熬过了一个冬天，
等于又过了生命的一道坎。这些逝去的人
被冬藏在地下。在乡村，日子会掩盖一切。

“雪里已知春信至，寒梅点缀琼枝
腻。”当一个冬天渐渐褪掉厚痂，俏丽便探
出头。这不，梅树上的花苞在悄悄膨胀，
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大自然
的规律。小寒别看似草木凋零，蛰虫伏
藏，一片缺乏生机的模样，其实人家都在
悄悄养精蓄锐，为来年做准备呢。

《韩非子·喻老》篇载：商纣王让
人给自己做了一双象牙筷子，大臣箕
子感到担忧。他认为，用象牙筷子吃
饭就一定不肯用粗碗具，必将用犀玉
杯盘，食山珍海味，进而穿绫着缎、建
高阔殿宇楼台，如此下去将一发不可
收拾。正如箕子所料，由此开始，纣
王建酒池肉林，大兴土木，穷奢极欲，
为所欲为，最终身陷周武王重兵重
围，自焚鹿台而亡天下。箕子的远
见，就是从一双小小的象牙筷子看到
国家兴亡的大势所趋。

赵括母亲也是有远见的人。赵
王用名将赵奢的儿子赵括为将，赵母
坚决反对说：赵奢为将时，国王赐赠
的钱财丝绸，他统统分给军吏；受命
之日，就不再过问家事，住在军营与
士卒同甘共苦。赵括作将后，将赵王
赐赠统统归为己有，每天寻欢作乐，
忙着置田购屋，这样的人能带兵打仗
吗？赵母虽目不识丁，却不乏远见卓
识，从父亲与儿子的细微差别，就看
出了儿子不是个将才，用之必遭大
祸。果然不出她所料，赵括领兵出
征，因指挥失当，导致全军覆没。

杀狗出身，没读过书的樊哙，看
似粗俗，其实也是个有远见的明白
人。《史记·鸿门宴》记，刘邦初入关
时，来到了秦皇宫，看到数不尽的财
宝、酒肉、美女，于是纵情享受，把军
国大事扔在一边。樊哙劝之：你不
能住在这里，这是以前暴政秦君住
的地方，你难道想成为第二个暴秦
吗？你要不想得天下也就罢了，如
果想得天下，就赶快离开这些金钱
美女。刘邦幡然醒悟，立刻搬离秦
宫，封好府库，屯军坝上。

巧的是，项羽的谋士范增知道
这事后也大吃一惊：“沛公居山东
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
务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
小。”范增也是个有远见的人，他知
道一味追求享受、沉溺于金钱美色
中的人，是成不了大气候的，不足为
虑；而能看轻这些身外之物，不受诱
惑的人，则可能是强大对手。事实
证明他的眼光没错，刘邦后来果然
得了天下。

没有远虑，必有近忧。有远见，
往大里说，可指点江山，治国平天下；
往小里说，可全身而退，保得身家性
命。范蠡、文种助勾践复国成功后，
范蠡就劝文种和他一起离去，说勾践
是个可共患难不可共享乐的人，不如
激流勇退，远走高飞。眼光短浅的文
种不肯走，最后被勾践逼着自杀；有
远见的范蠡则侥幸躲过一劫。

列子一度家中贫困，揭不开锅，
靠借贷度日。郑国当权的上卿子阳
派官吏送来粮食，列子拜了两拜后
表示辞谢，拒不接受子阳的赐予。
妻子儿女都抱怨他不识时务，活该
挨饿。列子说，子阳专横跋扈，积怨
甚多，早晚会出事，不要和他扯上关
系。后来，百姓果真发难杀死子阳，
并杀了许多与他有瓜葛的人。列子
因拒子阳的粮食而幸免于难。

平心而论，无论箕子、列子、范
蠡，还是赵母、樊哙、范增，都不是什
么先知先觉的神圣，也是肉眼凡胎，
但他们却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知
道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规律性，
都有个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量变
必然引起质变。

远见，即远大眼光，高明见识。
富有远见是一种能力，一种本事，为
君为臣，为将为相，皆不可或缺。即
便是平民百姓，若有这等眼光，可见
小识大，见近识远，也会受益无穷。
而要想获此能耐，最重要一条就是襟
怀要宽，海纳百川，吞吐宇宙；站得要
高，“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人与自然

♣ 董全云

小寒冬藏

史海钩沉

♣ 陈鲁民

可贵的远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