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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玉的反击

民间纪事

♣ 刘传俊

儿时的饭场
每天早晨六时左右，郑州大学老校区的

操场，像一部偌大的智能手机，将喜爱晨练的
人们按时吸纳了进来。漫步，疾走，小跑，三
三两两，自由组合，说说笑笑，相互传递着逸
闻趣事。

那天日上三竿，长我几岁的一位晨练者
说：“撤吧！”汗水已溻透上衣后背的几个同
行，于操场东侧几棵有二三十年树龄的核桃
树下，刺眼的阳光透过枝叶洒在身上。此时，
他突发感慨：这里要是做个“饭场”多好！

饭场对于我并不陌生，因我生长于农村，
洞悉它如同洞悉身上的器官。它是村里人集
聚在一起吃饭的场地，似乎不可或缺。看来
那位老兄也有“饭场情结”割舍不断。我真正
融入饭场，大概十岁刚出头。虽然长大后移
居遥远的城市度日，时光在身边马不停蹄地
忙碌里流逝，自离开故乡后从未与“饭场”谋
面，以致现在消失殆尽，可当今又提起这个意
象时，仿佛又回到往昔。

那时社员们每天三出工：早上、上午、下
午。早上一起床，就扛上锄头、犁耙、铁锨之类
农具，伴着生产队挂在楝树枝上那块犁面的余
音走向横无际涯的田野。有到北地锄黄豆苗
地里的杂草的，有到南地往玉米根部追施化肥
的，有到西洼地里理顺长势旺盛乱爬到红薯垄
上和地沟里的红薯秧的……收工回来，留在家

里的主妇已做好了饭菜。出工的男劳力会端
一大碗，并在右手窝处塞一个窝窝头来到饭场
上，边吃边聊古今中外，侃天南海北。

饭场是提前自行谋划好的，到那里围坐
的，大都是相邻居住的一个生产队的村民，这
样便于交流沟通，泰然自若，没有丝毫牵强附
会痕迹。饭场上没有桌、凳，连砖块、石块也
没有。吃饭时，要么脱了右脚上的鞋子往屁
股下一垫，要么圪蹴着。吃饭的样子大体相
同，都是将冒热气的粗瓷大碗往眼前的地上
一搁，也将少半碗在锅底里烧过剥了皮浇了
蒜泥的茄子，或在石窠臼里捣碎烧过的红辣
椒盘子也放在地上。所谓的饭食大都是红薯
面窝头、红薯面掺玉米面糊涂。

在大人、小孩的忘情注视下，口才出众者
开始发言，这个刚停下话语，那个紧接着娓娓
道来，饭场生机一片，从不寂寞。一次，我听
得入迷，竟忽略了拿在手里将要往嘴里送的
窝头，连剩余的半碗稀饭也凉透了。社员们
的话题大多是张家媳妇如何孝敬公婆，王家
闺女担回来一挑子蔬菜，冬瓜跟水桶般粗细，
谁家一只花花绿绿的老公鸡拿到集市上卖了
三块五角钱，谁家饲养的母猪下个月要下崽
了。家中挂了有线广播的，还将听到的国际、
国内政治和经济形势，最近两天的天气预报
等情况，一股脑儿地带到饭场上分享。有到

城里赶集回村的，眉飞色舞地述说在街头遇
到的新鲜事儿，活灵活现，引得他人也想去见
闻整个过程。

我常往来的那个饭场，是只隔一条土大
路和两户人家的一方空地。周围种植着洋槐
树、榆树、椿树，枝条四散开来，遮阳蔽日，是
中午避暑纳凉吃饭谈天的好去处。正午天气
炎热，这时的饭场别有一番情趣。社员们从
不同方位端着几乎是清一色的丢了红薯叶的
手擀面条汇聚而来，边吸溜吸溜带着响声吃
着，边高一声低一语带着响声聊着。几只歪
斜着彤红鸡冠、被村人乐道的秃尾巴芦花鸡，
脖子一伸一伸在饭场里觅食。有只芦花鸡趁
一老者正在“演讲”而毫无设防，啄一口他搁
在地上饭碗里的食物溜之大吉，众人为之大
笑。老李家的大黄狗卧在主人身旁，伸出舌
头将燥热分泌出来。丁小四的小花狗闭目打
着瞌睡，佯装做梦，安然自若。人蓄自然相
处，和谐共生，乡村独具一景，饭场一大特色。

我尤其向往晚上的饭场境况。劳作了一
整天的父老乡亲，终于可以放下各等农具恢
复体力，在饭场上原汁原味回放白天的挥汗
动作。星斗闪烁，一阵阵混合着牛粪味的晚
风刮了过来，晚饭接近尾声。还没有来得及
回家送空碗的那段宁静时间，饭场上有个头
发稀疏、绰号叫“六炮”的中年人，心中有货，

总爱讲一些诸如“杨家将”“武松打虎”“封神
榜”等片段。他有时故弄玄虚，说到节骨眼上
就不往下说了，要到第二天晚饭场上再作分
解，以吊胃口，让我们生发出第二天晚上必去
饭场的欲望。有时饭场该散了，有恶作剧的
会讲一些妖魔鬼怪“故事”，本不愿听下去，但
好奇心驱使不得不坚持到最后。故事情节一
波三折，吓得心里咚咚直跳，毛骨悚然，末了
不敢独自回家，得有大人送回。长大后才知
那时所讲的，好多都像明清小说家蒲松龄笔
下的杰作。

这几年，我每年都会回老家一次，所见所
闻皆是新农村建设步伐铿锵雄壮。家家户户
现代化家具应有尽有，巨细无遗。那个我再
也熟悉不过的饭场上，意想不到矗立起了一
座别墅式建筑，饭场显然荡然无存了。一日，
我旧情复燃，绕着那一建筑徘徊。碰见一个
和当年的我年龄不差上下的少年，问两鬓染
霜的我从何而来，又在寻找什么。我说是在
寻找那个饭场，那个乡村文化氛围浓郁、“新
闻来源”广泛的集散地，以及当时席地而坐的
众乡人的言谈举止。他们奢望不多，勤恳耕
耘，求得温饱，平安度日，邻里和睦，礼尚往来
的处世哲学，多么难能可贵！那位少年听得
一脸懵懂，我却一脸亢奋。好像又回到那年
岁的生活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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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在楼顶开荒种菜的第五个年头。
五年前搬到新家，新家有一个六七十平方米

的露台，装修的时候满心期待，等新房装修好后一
定要在围着露台的护栏砌筑上一圈花池，种上蔷
薇或月季，等春日微风轻拂，他们肆意地爬满护
栏，开出满墙的花朵，看她们在风里摇曳生姿，光
是想想这画面就觉得唯美而又浪漫。折腾了大半
年，新房终于装修完工，邻居们前来参观，父母也
来视察，一致建议在楼顶开荒种菜，尤其是新邻
居，鉴于多年楼顶种菜的成功经验，列举了种菜的
种种好处。最后期待中的花园变成了菜园。

说干就干，老父亲和老母亲首当其冲，他俩热
情高涨，仅仅半天时间就用装修剩下的砖块和水
泥砌出了一方长约 5米、宽 2米的长方形小园子。
接下来就是填土了，这是一道费时费力的大工序，
一袋一袋的土人工往楼上扛，可是费了不少劲。
三四天的工夫，小菜园像模像样了。

小菜园种得最成功的是小葱，那是母亲从老
家带回来的葱苗，直接往土里一埋，浇点水，过几
天就活稳了。夏天耐旱，冬天耐寒，来年开春就抽
薹长出花苞，五月份种子成熟，自然落地，再过俩
月土里的种子发出新芽，新一茬的小葱开启生命
之旅。小葱真是为我们家的餐桌立了大功，小葱
炒鸡蛋、拌凉菜、下汤面条都少不了它。不仅如
此，它还当了儿子的作文素材，用它写了一篇《小
葱成长记》。匮乏的种植经验注定只能种好那些
对环境需求不高的蔬菜，比如蒜苗、生菜、辣椒、丝
瓜……诸如此类。自从种菜后这类蔬菜的购买需
求断崖式下降，为做饭提供了很多便利，想吃的时
候拿着洗菜盆上楼采摘，然后打开水管淘洗好就
可以下楼炒，轻松实现了从田间直接走上餐桌的
梦想。洗菜水随手浇到菜园，让水资源循环利用，
节水又环保。有时候菜成熟得太快来不及吃，就
送给邻居朋友，小菜园又成了联络感情的纽带，为
生活增添了分享的快乐。

当然了，热情和盲目自信造成的失败也会一
波接着一波袭来，第一年母亲说可以种点黄瓜。
我小心翼翼地把黄瓜幼苗埋进土里，生怕折断它
细嫩的枝丫，浇水、封土，最后还拿小纸板盖上，担
心它被春天午后的阳光刺伤，几天后终于站立起
来。接下来的日子勤浇水，定期施肥，搭好架子，
精心伺候。看着它开出第一朵黄花，看着它长出

第一根黄瓜，内心终于感到欣慰。没想到第一波
黄瓜摘下后叶子开始一点一点地枯黄，以为是缺
水，就增加浇水次数，可还是不行，眼睁睁地看着
它从叶子到藤蔓一天天地枯萎，最后彻底死去，此
时藤蔓上还挂着几个未成熟的黄不拉几的小黄
瓜。第二年，改种豆角，还是同样的结局，豆角架
子都已经搭好了，突然发现豆角藤蔓上挂满了面
粉样的物质，第一次遇上这阵仗，远程视频求助，
母亲说豆角遭虫害了。因为是在家里种植，也不
敢用农药施救，父亲不知从哪听来的方法，喷洒韭
菜汁可以杀虫，天天榨韭菜汁涂抹，愣是报废了一
台榨汁机，还是没能把它抢救回来，最后无奈全部
连根拔掉。年幼的儿子怅然若失，我对他说，重要
的不是结果，而是你为了结果付出努力的这个过
程，不管做任何事只要尽了全力，什么样的结果都
应该坦然接受。他似懂非懂。

尝到了收获的喜悦和失败的无奈，当然还应
该再体验一下意想不到的惊喜。有一年小菜园里
突然长出一颗西瓜，我们猜测这种子可能是儿子
在楼顶吃西瓜时无意中掉落的，也有可能是由飞
落在菜园的鸟儿从别处衔来。看着它瘦弱的藤
蔓，也不敢对它抱有结出西瓜的奢望，没想到它却
暗自努力起来，最后鼓劲结出一颗半大的西瓜，切
开尝尝，水分很足，不是很甜，但依然被它这趟生
命的冒险之旅而感动。除了这些还会时不时出现
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小事故”，比如种下的明明
是秋葵，可是最后它却长成了一颗豌豆；丝瓜秧爬
得太高，从而导致收获时无法采摘，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一个个丝瓜躺在房顶晒太阳，南瓜长势喜人，
枝蔓郁郁葱葱，最后连一颗南瓜都懒得结……

冬去春来，寒来暑往。在这一方小园的四季更
迭中看种子破土而出，看小芽向阳生长，看枝头繁花
盛开，看摘下果实满仓，看落叶一地枯黄。在收获蔬
菜和体验种植乐趣的双重感受下，还参与到了一颗
颗种子的奇妙旅程，体会生命的往复交替，突然觉得
这身边的一花一草都值得被尊重，哪怕是园里莫名
出现的杂草，土里搞破坏的蜗牛，还有那飞来偷吃的
鸟儿，虽然与我菜园无益，但也让菜园丰富生动起来，
世间万物不都是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为这个世界增
光添彩。一路走来，原本为了满足口腹之欲的小菜
园在种植过程中慢慢发现了其中藏着很多生活的
乐趣和智慧，远是口腹之欲所不能比的。

人与自然

♣ 刘俊伟

菜园薄地乐耕耘

荐书架

♣ 胡珍珍

《中国现代历史意识的产生》
再探中国史学的近代革新

清末到五四，现代史学经历了哪些分
合演变？后殖民与后现代的风潮又对史
学研究产生了哪些影响？从欧美日引进
的通史著作，到刘师培、夏曾佑、柳诒徵编
写的新式历史教科书，20世纪初历史写
作的转变对国人观念有何影响？胡适与
何炳松、陈寅恪与傅斯年，钱穆与顾颉刚，
史学大师之间的交往与关系到底有哪些
隐秘？《中国现代历史意识的产生》集结了
著名历史学家王晴佳先生有关中国史学
史的讨论共 16篇，所论时段集中在 20世
纪中国近代史学转型时期。作者以“现代
历史意识的产生”，作为理解和把握五四
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史学革新的核心，除
疑古派、科学史学、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

义等经典话题外，也有部分内容将中国历
史研究置于全球史学之中作横向比较，或
以新式研究方法对旧问题提出新解。本
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思潮与特征”
探讨20世纪中国史学的整体转向和发展
趋势，第二部分“人物与思想”着眼近代以
来众多名家、学派，提出作者个人的独到
见解。

作者王晴佳系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
教授，北京大学长江讲座教授（2007年至
今），国际史学史、史学理论委员会理事，
主要研究领域为史学理论、比较史学史和
文化史。主要著作有《全球史学史》《筷
子：饮食与文化》《外国史学史》《西方的历
史观念：从古希腊到现代》等。

翰墨飘香

♣ 徐宜发

一位铁路画家的不懈追求

我与铁路画家王振东是多年的老朋友，他
想再出版一本画册，让我作序。

50 多年前，我与王振东同在武汉江岸机
务段工作，不过，我们不在一个机车队，并不认
识，更没有来往。他生于 1935年，比我年长十
几岁，是火车司机。我是司炉工，天天风里来
雨里去在火车头上烧火，一门心思想当个火车
司机，干得可起劲了。

我们俩第一次见面是在信阳铁路地区俱
乐部。1970年，王振东奉命调到原郑州铁路分
局信阳铁路俱乐部出任美工。1981年初秋，我
的工作也有变动，来到原郑州铁路分局政治部
办公室任秘书。当时，信阳地区有13个基层单
位，到信阳搞调研是我们的常事，自然我和王
振东就成了朋友，说起来也有40多年了。

王振东是个闲不住的人。他退休近 30年
依然紧握画笔，创作出大量赞美新时代的绘画
作品，深受大家的喜爱。这次送来的艺术作品
更富有时代感，满满的正能量。

他送来的这本画册书稿，主要由版画、漫
画和宣传画组成，多为文章插图，配合作品的
意境创作出一幅幅绘画艺术品。从这些作品
可以看出，王振东文学创作的造诣也不错。绘
画艺术创作与文学艺术创作之间有着必然的
联系，对事物发展规律的理解可不是常人所能
准确把握的。倘若对文学创作没有一定的功
底，怎么能创作出与之相得益彰的绘画艺术作
品呢？我读小学的时候，语文老师常讲文字表
达和语言表达，都是人们社会交流的基本功，
语文课学不好将一事无成。或许，老师这句话
有些夸张，用通俗的语言说，不会说话连自己

的思想都表达不出来，还能干成事吗？从王振
东的绘画艺术中，我感悟到他的作品寓意深
刻，深得众人喜爱。

《榜样的力量》是以“雷锋精神”为主题的
一组版画，传播雷锋精神，弘扬雷锋精神，树立
时代新风，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我们这一代
人青少年时期，正是“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高
峰，雷锋事迹家喻户晓，“学习雷锋好榜样”的
嘹亮歌声此起彼伏。学习雷锋是人们生活中
的一个主题，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在我们身边
拾金不昧、搀扶老人、助人为乐已成气候，人与
人之间和睦相处。

雷锋牺牲了，但雷锋精神永存。王振东绘
制的这组“雷锋精神”版画，他试图要用这滴水
之光，照亮社会上一些人的迷茫……

王振东的漫画独具风格。他运用漫画手
段揭露、鞭挞人世间的丑陋现象和不轨行为，
入木三分，笔笔见效。

他的漫画作品大多用于小说插图。其中
在小说《香女》《危险的小旅行者》《要账》《铁
鹰出击》的插图，寓意十分深刻。尽管我没看
到这些小说，但从画面上就能看出是在怒斥那
些丑恶嘴脸，深恶痛绝。尤其是《要账》里的插
图，揭露了当今一些人借钱或贷款时好话说
尽，一旦到了还款期百般抵赖，欠账不还，怎能
不让人憎恨！

王振东最擅长的是宣传画创作。在这本画
册里，他用了大量的笔墨宣传我国铁路的发
展。我国铁路走过了一百多年历史，从蒸汽机
车到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又到今天的高铁动车
组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小说《能不忆
小站》的插图，就是王振东用绘画艺术表现出大
山里的小站今非昔比，一天更比一天好。

郑州局地处全国路网中心，高铁发展成果
令人骄傲。 2016年 3月，国家《“十三五”规划
纲要》提出，要加快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建设。河南省政府明确要求，要发挥郑州国
家区域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依托高速铁路
和城际铁路网，构建以郑州为中心，涵盖周边
各省辖市的高效便捷经济圈。这是一张宏伟
蓝图，现已变成现实。中原大地高铁建设日新
月异，以省会郑州为中心的“米”字形高铁网全
面建成。郑州局集团公司高铁营业里程已突
破 2000公里，人们乘坐高铁来来往往，感受着
来自路上的温暖，幸福满满。

百年铁路史，奋进铸辉煌。沐浴着新中国的
阳光雨露，我国高铁建设从“跟进”到“领跑”实现
了质的飞跃，建设里程最长，运营时速最高，堪称

“世界之最”，当之无愧是靓丽的国家名片。
王振东早已进入耄耋之年，年近九十岁高

龄。他宝刀不老，依然关注铁路建设，以生活
为原型坚持不懈追求。在绘画世界里，用他的
画笔描绘着更新更美的画卷，展示铁道儿女崭
新的时代风貌。

登徒子嫉恨宋玉，在楚王面前说宋玉的坏话：
“宋玉长得那么帅，一定很好色，大王可不要让他
出入后宫呀。”

登徒子的逻辑是：宋玉长得帅，帅就意味着好
色，好色就要提防着点。这显然是偷换概念，不符
合逻辑。但宋玉没有为自己辩护，也没有为自己
鸣冤叫屈，而是对楚王说：“登徒子的老婆奇丑无
比，蓬头垢面，弯腰驼背，走路一瘸一拐，还满身疥
疮。这样的女人，登徒子居然很喜欢，还和她生了
五个孩子，说明登徒子才是真正的好色之徒啊。”

登徒子老婆的丑与宋玉的帅一样，都是自然
条件，与是否好色没有必然联系。但宋玉不给登
徒子讲道理，而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你给我
使坏，我也不客气；你不讲理，我干嘛给你讲理；你
说我帅就是好色，那你连丑八婆都喜欢，遇到美女
岂不是连路都走不动了！楚王听后，嘿嘿一笑，就
把这事搁一边了。

理是讲给讲理的人听的。不讲理的人成心使
坏，压根儿不打算听人讲理。给不讲理的人讲理，
不仅白费口舌，还有示弱露怯之嫌，反倒助长了不
讲理人的气焰。

如果宋玉跑去找登徒子讲理，说你犯了逻辑
错误，言之不能成理，应该向我道歉，给我平反，一
定会被登徒子嘲笑，自取其辱。宋玉不给登徒子
机会，照着登徒子的屁股，抬腿就是一脚。不过宋
玉是个大才子，用脚踹不文明，而是以牙还牙，用
登徒子的逻辑还击登徒子。登徒子吃了个哑巴
亏，宋玉则乐滋滋地回家写了篇《登徒子好色赋》，
记载他是怎样收拾登徒子的。

竞争有竞争的规则，规则范围内的竞争属于
良性竞争，应该鼓励以理服人，据理解决矛盾和问
题；故意破坏规则、扰乱秩序、欺行霸市的人，没理
可讲，则应该依法依规处置，让他长长记性。如果
硬是不长记性，继续使坏，就把他踹得爬不起来，
踢出竞争队伍。

火焰山
远远看到那条山脉，不安分地卧伏于茫茫戈

壁。
被天火高烧的褐红，火舌飞舞，仿佛仍在激情

燃烧着，我驻足不敢靠近。缥缈的焰光一波波漫
过，令人眼神迷离，如入幻境。

几头骆驼高昂着头，静卧于山脚下，慢慢咀嚼
反刍着西游的故事。姣美的铁扇公主挥舞芭蕉扇，
却难阻止今日烈炎熊熊。千钧金棒直冲云霄，八十
度的赤色液态上升出吉尼斯世界高温纪录。

三三两两的游客，于烈火般炙烤下行色匆匆。
牵马挑担，师徒四人赴汤蹈火迅疾而过，山头

忽起西进壮歌。
葡萄沟

十里长沟，十里绿色。绿得让人心醉，醉得让
人流连忘返。

碧绿的叶子悄悄爬上棚架，阳光点点透过藤
蔓，晶莹碧珠的葡萄累累倒挂着。只一眼，便口舌
生津。沟畔壁崖上那顺流而下的泉水，清冽甘甜，
掬一捧，便心旷神怡。

穿行于地沟深处，一渠清水汩汩泉涌，潺潺有
声，不见源头。坎儿井，巧夺天工，闪耀着劳动者智
慧的光芒。阴凉与酷热，构成吐鲁番盆地特有的冰
火世界。

绿，早已深深融入我沸腾的血液。
喀纳斯

高山间，云杉旁，蔚蓝的水波在眼前铺展开
来。眼睛的广角已经狭窄，小船在码头上静泊着，
听山民唠叨着高山湖怪的传说。黄色的身影在冲
锋舟里翻飞着我的视线，浪花和欢歌激烈碰撞后顺
流而下。

漫步湖边栈道，树影在水中婆娑。脚下的木
板路，被调皮的湖水不时漫淫。水鸟亭立于湖边枯
树上，左顾右盼。而我直至追溯到平阔的水面，亦
始终无缘湖怪踪影。

月儿泡在天蓝的湖水里，亘古久远，弯成了故
乡的思念。我亲昵地凑近月亮湾的唇边，从流动的
月色里笑看自己的模样。

世间最后一片净土，是抚慰躁动灵魂最好的地方。
魔鬼城

茫茫戈壁，一望无垠。转过一座山，绕过一道
岭。远远一座城池横亘。阳光直射，城墙异彩纷
呈。再靠近，一座座山堆，一群群山峦，闪耀着夺目
的光彩。在这个空灵的世界里，天是透亮的湖蓝，
山是诡异的多彩。

或巍峨，或嵯峨。城堡，一座座，如洪钟，如鸟
兽，怪异的形状，鬼斧神工，和着美丽的神话，在眼
前一一闪过。瞬间，蓝天倏然阴暗，雷声滚滚。雨
伞撑起一团团黑云，雨丝随风飘忽，却没能打湿我
美好的兴致。

天山下持剑的英雄，在山崖间被塑成铜样，依
然光彩照人。

我模仿着当年的英雄，站立在奇诡的山包上，
手持长剑，仰天高歌，乌云远遁，惊飞了一群乌鸦。

薰衣草
踏入伊犁果子沟，霍城的花香已经扑鼻而来。
推开那扇精雕的木门，走过那座拱形小桥，满

眼紫花，活色生香。
薰衣草，薰衣草，我心中的普罗旺斯！满目的

淡紫之花，风儿拂动，波浪起伏，汹涌澎湃。
我潜入花海，立刻被她淹没。看微风中摇曳

生姿的花儿，有谁不心旌摇曳。我陶醉于浓烈的香
郁之中，口不能言，心脉停顿。

等待爱情，等待一份承诺。薰衣草枝叶轻摇，激
起年少时心底爱的悸动。那份至纯的真爱和深情，虽
历经时空相隔人事变迁，仍香袭飘野，直抵心胸。

我徜徉于花海，贪嗅着奇异花香，足下生根，魂
不守舍。

♣ 王留强

绚丽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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