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聊斋闲品

♣ 王兆贵

知短便是长

♣ 杨 娥

大 地 回 春
冬天退位前不甘心下了一场雪，把伏牛山

紧裹在雪被之下，八百里群山白皑皑似银蛇逶
迤，山川草木幸得融雪润泽，喜滋滋蓄势迎春。

立了春，风有些暖暖的，雪融水长，沿河堤
散步，柳树的枝条宛若吹散的少女秀发，婆娑而
妩媚。枝条上结着明亮的芽孢，底部被两片紫
红色的芽托紧紧包裹着，似乎用了很大力气才
挣脱出来，“拂堤杨柳醉春烟”，这分明是春天的
色彩。

迎春花是春天的先觉，堤堰上一片明黄，一
串串细碎的、小喇叭一样的花朵吹响了春天的
号角，尽管枝叶上还存留着残冬的积雪，但并不
耽误她们迈向春天的脚步。

打碗花是迎春花的姐妹，紫色的花蕾裹一
层毛茸茸的绒毛，探头探脑地从土层里钻出来，
好奇地打量着外面的世界，风一吹，扑棱开花
朵，嬉笑着怒放，惹得小孩子大老远跑去亲近
她，要掐一朵把春天握在手里。就听大人呵斥：
别碰它，摸了打碗花，会打碎饭碗的！小孩子听
话地蜷回手，蹲下身子和打碗花呢喃着成长的
秘密。于是，她们安静地微笑。

大地暄腾。纸鸢从小孩子的手中挣脱，飞
向湛蓝的天际。

俯下身子静听泥土的声音，松软的土地打
着哈欠，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去年落下的种子
伸了个懒腰把头上的土层顶了个虚腾腾的包，

一些植物的根茎嘎嘣蹦努力拔节。那地下热闹
极了，紫地丁和蒲公英躲在雪被下窃窃私语，小
草和石楠藤商量着怎样装扮大地，蛰了一冬的
小动物们，听到外面的动静，纷纷爬出洞穴。

干硬的白蒿一夜间拱出了乳白色软糯的、
毛茸茸的细芽。突然想起《诗经》里采茵陈的歌
咏：“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蘩祁
祁。”“蘩”即茵陈，白蒿葳蕤，采春的小姐妹，穿
着鲜艳的服装走出家门，在河边、在荒野，小心
翼翼地采摘茵陈。茵陈可是宝贝，既可蒸菜入
食，亦可熬水入药，清肝利胆、降血压，增强免疫
力。“一月茵陈二月蒿”，大地律动，不同时节带
给植物的性能可是不一样的。

溪水从雪山中挣脱，欢笑着在峡谷中滚流，
时而撞击为梅花般的瀑布，时而蜿蜒汹涌，挽起
更小的溪流，奔向大河，奔向海洋。一眸春水，
万千花妖，临水垂钓，钓一幅春天的盛景，悉入
画屏。

春雨淅淅沥沥，像针尖、像牛毛，细细密密
潜入人间，草木花卉，皆尽滋养。雨水，听起来
就很诗意的节气，梅花在潇潇细雨中开得深情
款款，优雅知性，应和着雨水的曼妙，暗香浮
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在某一处山
涧、某一个小巷、勾沿青瓦间，细雨蒙蒙，雨水嘀
嗒，一袭红衣的女子撑一柄油纸伞，步履缱绻，
万千情愫在烟雾中徐徐升腾……

风不再尖冷，裹挟着甜蜜的香气，小草吐
芽，花朵含苞，空气湿润甜蜜。“吹面不寒杨柳
风”，风暖草薰，一切先知先觉者，在春风拂煦
中，率先觉醒，吹着柳笛，沐着阳光，沾染着喜
气，装点了春天的景象。

邻家小妹伐了一冬的蚕坡，老栎树墩油光
明亮的新枝条上小芽苞鼓胀胀的，单等一夜甩
芽子的春风，便扭开小嘴吐出青翠的嫩芽，漫坡
青茫茫、翠汪汪蓬勃着生机，微风拂过，绿缎子
一样起伏，小妹把蚕宝宝移到青坡上，开启了春
蚕的旅行。

蜜蜂闻到了春天的气息，在蜂巢里躁动，一
只工蜂飞出来打探消息，油菜花甜蜜的诱惑令
她流连忘返。急不可耐的小蜜蜂嘤嘤嗡嗡，大
家倾巢而出，飞向春天的花海，在弥蒙的花香里
跳舞。蜂农收拾好蜂箱，等待新的蜂王义朝。

我在花香里望见了柔美的青春，飘忽不定，
宛若春天的云朵，有时和山上的树连在一起。
山和天相接的地方，树上挂着云朵，一树花开，
那花儿姓白，白得俏丽，白得纯洁，白得让人透
不过气来。树和云的空隙偶尔透出一眼蓝天，
瓦蓝瓦蓝地撩人，如一眼的湖，蓝得纯粹、醇
厚。白云飞起，一棵树撵着另一棵树，一棵草奔
向另一棵草，密集茂盛，壮阔丰美，变成森林，变
成草原，变成青春的梦幻。

打工的小伙儿把梦想裹进行囊。在故乡看

多了飞云的景致，梦里就会两翼生风，张开臂膀
忽闪两下，双脚便离了地，在云彩眼儿里自由翱
翔。这样的梦只能在春天生成，错过了青春，任
由你怎么着急，双脚怎么在地下摩擦，就是飞不
起来。“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大概只有青
春和春风，才是人生最好的借力吧。

农民眼中的春天别有一番风趣。羊儿在麦
田撒欢，牧羊人举起鞭子呵斥，小羊羔调皮地躲
闪着。老牛舒展开蜷曲一冬的筋骨，四蹄奔腾，
牛铃叮当，回荡在历史褶皱里的旋律，是那么的
令人陶醉。大平原上，机声隆隆，机耕手连片作
业，他们把犁铧深深扎进土地，翻出油亮肥沃的
泥土，脸上的皱纹在春风中舒展，心里跳动着五
谷丰登的喜悦。“春播一粒种，秋收万颗粟”，

“一年之计在于春”，不误农时赶着节气播种，是
农民丰收的希望。

春天是力量、是生机。一切有趣的生命在
春天酝酿，动物、植物、人类，人与自然的合欢与
爱情在春风中萌动。大地惊蛰，清明谷雨，醒
春、喊春、闹春，春回大地，万物复苏。

四季轮回，生生不息。踏着春天的脚步，赶
一场人间烟火的盛会，让一切极端腐朽的精致
利己主义和慵懒躺平的个人享乐主义见鬼去
吧，让一切美妙的情感在春天发芽，不负青春，
不负生命，不负天地馈赠。

活着的真姿态是和春天一起发光。

闲艇刘家峡闲艇刘家峡（（国画国画）） 赵赵 拟拟

知味

♣ 王晓睿

无辣不欢

都说川人喜食辣，其实并不完全正确。
第一次在成都春熙路附近的水饺老

店，看见满碗的红油辣椒，额头瞬间渗出
了一层细汗，咬着牙夹起一点放进口中，
却发现不仅不怎么辣，而且还少许有点
甜。九眼桥附近的冒菜，也是上面盖了
一层红彤彤的辣椒花椒，吃完几筷头后
突然发现我和老婆对着眼说不出话来，
不是舌头被辣僵了，而是整个嘴巴被花
椒麻木了。夜里再跑去武侯祠附近吃烧
烤，果然又一次被花椒把整个唇舌都给
整木了。

在成都生活了两年，总结下来四川
美食其实麻胜于辣。所以天府之国里面
的妹子都是麻辣型的，如小辣椒般漂亮
爽快，又如花椒般美丽亮眼，并且说起话
来同样的热辣滚烫。

所谓“四川人不怕辣，贵州人辣不怕，
湖南人怕不辣”，这话据说是来自于贺龙
老总的名言。但其实仅就辣味而言，川人
未必真能赛得过贵州人和湖南人。

湖南人的辣是直辣，跟湖南人的性
格一样，一个辣椒进嘴，辣的味道从舌尖
就直接传递到了胃肠，不善吃辣的人感
觉整个身体都是火辣辣的。而老干妈、
小泡椒都是贵州人先做出来的，贵州人
开玩笑说那纯粹是贵州老太太骗外地人
玩的小食，那种辣味就算他们自己的小
孩都觉得能淡出水。

云南人的辣椒跟云南的气候一样，
有点酸酸的味道，只不过照样能辣得人
跳起来，有种变态的辣椒，据说辣度可达
到印度魔鬼椒的四倍，是普通辣椒的十
倍以上！这种辣椒即便是当地人也只是
拿锅里涮涮，如果真丢进锅里滚，好像能
辣到你断魂，号称新版“世界第一辣”。

有朋友去云南，特意找农家点了一
份辣子鸡，点菜的时候又专门嘱咐老板
要现杀且多放辣椒，等菜上来以后，又问
老板多放辣椒了没。老板翻了翻红润的

眼睛说，这鸡就是直接辣死的，你说有没
有多放。

当然，武汉人一样喜欢吃辣椒，虽然
辣的程度远远不如湖南四川这些地方，
但似乎是热炉加上无法散发的辣味，搞
得长江和汉江交汇的城市里生活的男
女，脾气都异常火爆。这暴脾气不管男
人女人都能把公交车开成 F1赛车，能让
地铁里的美女把热干面直接扣在眼看不
爽的男孩头上，甚至让个座给别人也似
乎在吵人。

大西北属于高寒地区，人们同样喜
欢吃辣椒，但因为不好保存，所以就以辣
椒面为主。小时生活在西北高原上，青
菜少见肉也不多，倒是早早就学会了烫
辣子。把油倒进硕大的铁勺，放在家里
的煤火炉子上烧滚，再倾倒入已经拌好
调料的辣椒粉面上，盖上小瓷罐盖子稍
许，最后搅拌均匀即可。咸辣香浓的红
辣子盛在淡黄色南瓜样的罐子里，很是
赏心悦目。

等到读小学回到老家后，如果中午放
学跑进家门，看见大人还没来得及做菜，
就会跑到自家的菜园子里，摘下几个青辣
椒，淘洗干净，再去掉里面的籽和筋，抹
上少许盐巴，吃起来甚是清脆爽辣。

其实很少有菜或调料，能如辣椒般
红彤彤地开遍大江南北，但对于辣味的
追求却是各自不同，几乎难坏了卖菜的
人。曾听老人讲过一个笑话：卖辣椒的
小贩看见湖南口音的人走过来，就会大
叫：“要买辣椒的赶快来，辣死人辣死
人，不死不要钱！”碰见上海人来买就会
浅声嘀咕：“我这辣椒一点儿不辣，还略
带甜味。”还没被辣死的湖南人立马扭
过头，不依不饶地要求退货。小贩红着
脸争辩说，这辣椒是变味辣椒，爱辣的
吃了辣，喜甜的吃了甜。广东人听着不
由笑了，说：“你这辣椒我不要了，我买
你的舌头行不？”

《世界作为参考答案》源自刘擎和严飞在哈佛游
学期间的深度交流。2023至 2024年，作为哈佛燕京
学者，他们在哈佛时常围绕共同关心的话题，找合适
场景深入对话并视频记录。这些对话内容广泛，涵盖
教育、旅行、乡愁、痛苦等多个领域，以及对优绩主
义、工具理性、反智主义等社会现象的反思。

在整理这些对话时，他们从众多的交流内容中精
心挑选出八个话题，整理成文字记录，最终集结成书。
刘擎在分享会中提到，这本书秉持“轻阅读，重问题”的
理念，并非是要给读者们提供现成的标准答案，而是希
望通过书中的内容，为大家提供不同的思考思路和框
架概念，引导读者重新审视世界与自我的关系。

在成长与痛苦的关系上，刘擎认为痛苦与热爱紧
密相连。现实中，很多人幻想先做不喜欢但有“前
途”的事，实现财务自由后再追求热爱，但往往在追

求财务自由的道路上迷失。实际上，做热爱的事虽可
能面临不被认可、错过获取物质财富机会等痛苦，却
是更现实且值得追求的选择。痛苦是生命成长的否
定性因素，如同音乐中的低音，不可或缺，使人生更
加丰富立体。他强调要正确区分正常挫折痛苦与精
神和身体暴力带来的残害，体会对生命成长有意义的
痛苦。严飞结合自身经历，分享人到中年面临的职业
危机。作为大学老师，虽有假期和学术研究机会，但
也承受巨大压力。行业内年终总结时看到因工作压
力导致青年老师逝世的名单，深感职业压力沉重。这
些压力不仅来自学术研究要求，还包括随着年龄增
长，对自身学术发展前景的担忧。在充满不确定性的
时代，该书为人们探寻答案提供多种可能，激励大家
勇敢面对生活挑战，积极探索未来方向，在与世界的
对话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寄托。

荐书架

♣ 胡珍珍

《世界作为参考答案》：于时代浪潮中探寻多元答案

书人书话

♣ 张意凡

清廉精神的时代回响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包拯的形象早已超越
历 史 本 身 ，成 为“ 清 正 廉 明 ”的 文 化 符 号 。
2024 年，作家南豫见以 70 余万字的鸿篇巨制
《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重新诠释了这一
经典人物。这部作品不仅是对历史的重构，更
是对当下社会价值观的深刻回应。通过细腻
的文学笔触与严谨的历史考据，南豫见将包拯
的传奇人生与宋代社会的复杂图景交织，既展
现了文学创作的匠心，也揭示了清官文化的永
恒魅力。

南豫见的《包青天》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其
巧妙平衡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作者以包
拯的生平为骨架，通过“青天现世”“喋血宋宫”

“陈州天案”等核心情节，赋予历史人物以鲜活
的血肉。书中对宋代官制、民俗、服饰的考据
极为细致，如对开封府衙的布局、市井生活的
描绘，均让读者仿若置身北宋仁宗时代。然
而，作者并未拘泥于史料的堆砌，而是通过虚
构案件与人物互动，深入挖掘包拯的精神内
核。例如，小说中包拯与宋仁宗的君臣关系被
赋予更多人性化色彩：宋仁宗对包拯“公而忘
私”的评价不仅是史书记载的复述，更通过君
臣对话、政策博弈的细节，展现了权力与道义
的张力。

这种创作手法呼应了段亚芳的评论：“历
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是南豫见文学追求
的核心。”作者在尊重历史框架的前提下，以
现代视角重构了包拯的内心世界，使其不再是

高高在上的神像，而是一个在权谋与理想间挣
扎的真实个体。

传统文学中的包拯多被塑造成“铁面无
私”的符号化形象，而南豫见则通过心理描写
与社会关系网络，赋予其复杂的人性维度。小
说中的包拯不仅需要面对权贵的阻挠，还需处
理家族伦理与法治原则的冲突。例如，在“陈
州天案”中，包拯因严惩贪腐的亲侄子的一波
三折，既凸显其执法如山的品格，也揭示了传
统宗法社会对个体道德的束缚。

更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并未将包拯的“清
官”特质简单归因于个人品德，而是将其置于
北宋积弊丛生的社会语境中。书中通过“皇后
行宫”等事件描写，暗示包拯的清廉既是个人
选择，也是时代危机的倒逼。这种处理方式使
人物形象更具现实深度，正如研讨会上专家所
言：“包青天的‘铁面’背后，是对民生疾苦的深

切共情。”
南豫见的创作思考不仅在于还原历史，更

试图通过《包青天》传递超越时代的价值观。
书中包拯的“公正”并非抽象的道德训诫，而是
通过具体案件展现的实践智慧。例如，在处理
一桩涉及皇亲的命案时，包拯既坚守律法底
线，又巧妙利用“御赐铡刀”的象征意义化解政
治风险，这种“原则性与灵活性并存”的塑造，
使清官形象更具现代启示。

与此同时，小说通过包拯与市井百姓的互
动，构建了“官民共同体”的理想图景。在“陈州
天案”中，包拯亲赴灾区指挥救灾，其行动不仅
依赖官府力量，更动员民间义士参与，这种叙事
策略暗含了作者对当代社会治理的思考——公
正的实现需要制度与民心的双重支撑。

将《包青天》置于中国文学传统中考察，
其创新性尤为突出。不同于《三国演义》的宏

大叙事或《水浒传》的草莽英雄赞歌，南豫见
选择以“清官”为核心展开叙事，开辟了历史
小说的新路径。段亚芳曾将本书与四大名著
对比，指出其独特性：“它不剖析物性、不颂扬
血性，而是以‘社会性’为切入点，呼唤公正廉
洁的现代价值。”这种创作取向，既是对通俗
文学娱乐化倾向的反拨，也是对严肃文学社
会功能的回归。

在艺术手法上，作者融合了传统话本的悬
疑叙事与现代小说的心理描写。例如，“狸猫
换太子”等经典桥段被重新演绎为权力斗争与
人性善恶的博弈，而包拯深夜独白、与夫人的
私语等细节，则为其形象增添了温情色彩。这
种“雅俗共赏”的叙事手法，使作品兼具文学深
度与可读性，印证了专家们的评价：“既有历史
厚重感，又具影视改编潜力。”

在南豫见的笔下，包拯不仅是历史人物，
更是一面映照现实的镜子。当小说中的包拯
高呼“法理不容私情”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北
宋的司法困境，更是对当代法治建设的隐喻；
当宋仁宗叹服“卿真社稷之臣”时，这种君臣互
信的关系模式，亦为现代政治伦理提供参照。

这部作品的终极价值，或许正如作者在创
作谈中所言：“包青天之所以不朽，因百姓心中
永远需要一杆秤。”在价值多元的今天，《包青
天：铁面无私辨忠奸》以其深沉的历史观照与
炽热的人文情怀，完成了对清廉精神的时代重
述，也为历史小说的创作开辟了新的可能。

庄子在《秋水》篇中讲了一段很有意思的
寓言，大意是说，秋季发大水，浩浩荡荡，畅行
无阻，两岸和沙洲之间连牛马都分辨不清。
水神河伯高兴坏了，以为天下美景都在自己
这里。当他顺流来到北海后，发现海洋的壮
观远超河川，这才知道自己是多么浅陋寡闻。

寓言毕竟是虚构的，无非是晓谕人们不
可狂妄自大。常言道，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
河伯的省悟正是来自比较。因此说，参照系
很重要，对着镜子作揖——自己恭敬自己，就
不可能发现他人之长，察觉自己之短，从而恰
当地自我定位。正如苏格拉底所云，认识自
己的无知就是最大的智慧。怕就怕自以为
是，不以为非，听不进别人的忠告，屁大点的
事，也要犟到底。

公元332年春正月，石勒大宴群臣。他问
大臣徐光，我可以同古代哪类君主相比呀？
徐光回道，陛下神武，谋略超过汉高祖，后世无
人可比。石勒笑了笑说，人岂可不自知呢？
你的话太过了。我若得遇汉高祖，当北面称
臣，同韩信、彭越并肩而立；若得遇光武帝，当
同他齐驱中原，鹿死谁手未可知。

石勒是从奴隶成长为将军，继而开创后
赵的。他的口气虽然有些孤高，但还算靠谱，
能掂量出自己斤两，至少知道人外有人，天外
有天，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类似“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古训很多，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知人不易，知己更难。
怕就怕无知还自信、自负、自以为是，不知天高
地厚，眼高于顶，妄自尊大，经常说一些连外行
都能听出来的外行话。反过来说，知人论世
的前提在于知己，能察知自己的短处本身就
是长处，也才能做到扬长避短、取长补短，从而
不断完善自己、超越自我，成为内省自觉、外受
尊重的人。

地址：郑州市中原区博体路1号郑州报业大厦 邮编：450006 广告经营许可证：郑市监广发登字﹝2019﹞01-004号 郑州报业集团印刷厂（地址：郑州市管城区金岱产业集聚区鼎尚街15号）56558100 零售1．50元

郑 风 ZHENGZHOU DAILY12 2025年3月6日 星期四 责编 陈泽来 楚 丽 校对 祝 瑞 E-mail:zzrbzf@163.com

灯下漫笔

♣ 王晓静

惊蛰唤春天走来

惊蛰是春天的一声轻唤，穿过二十四节
气的长廊，在每一个春天准时抵达。

清晨，我在一阵细碎的响动中醒来。窗
外的风吹拂着初绽的树芽，鸟鸣声清脆悦
耳。惊蛰了，春天终于从日历上走下来，带着
湿润的泥土气息，带着万物苏醒的细语，轻轻
地叩响了我的窗。

一只早起的蜜蜂在窗棂上歇脚，翅膀上
还沾着晨露，想必是循着第一缕花香而来。
这样的节气，不适合居于内室，走出门，走进
大自然吧，去感受惊蛰的律动。

走在小路上，脚下的土地变得松软。蚯
蚓在泥土中翻动，像一支支看不见的笔，在大
地的宣纸上书写春的序章。农人们弯着腰，
在田间忙碌。他们的身影与土地融为一体，
构成一幅动人的农耕图。种子落入泥土的刹
那，仿佛能听见生命破土的声音。

初春的山野正渐渐褪去冬日的萧瑟和灰
暗，时刻准备着薄施粉黛，新装登台。城望顶
公园的梅花开得绚烂，如红霞映天；遥望沙河
对岸，远处的山峦还笼罩在薄雾中，像一幅未
完成的水墨画；近处的菜园里，白菜抽出了嫩
黄的花薹；街心公园的花圃里，一只蝴蝶停在
花瓣上，翅膀上还沾着露水，在晨光中闪烁着
珍珠般的光泽。

记得小时候，每到惊蛰，母亲总要带着我
去田间地头走走。她说，这时候的土地最有
灵性，万物都在苏醒，连空气都是甜的。我们
会蹲下来，看蚂蚁搬家，看蚯蚓松土，看新芽
破土而出。母亲说，这些都是春天的信使，它
们带来了大地的消息。那时的我还不懂，只
觉得泥土的芬芳很好闻，新芽的嫩绿很好看。

如今再看这些最平凡的生物，却不禁被
它们感动。那园圃的种子，经过一冬的沉寂，
正准备破土而出；那沙河畔的红梅，借着春风
鼓起腮，饱胀的骨朵正准备绽放；那农人，深
情地向着大地弯下腰身，投入汗水和微笑。
这些都是惊蛰的语言，在诉说着生命的力
量。我蹲下身，轻轻抚摸着一株小草，感受着
它蓬勃的生命力。这一刻，仿佛听见了大地
的呼吸，感受到了春天的脉动。

惊蛰日经常下雨，民谚有云：惊蛰有雨并
闪雷，麦积场中如土堆。惊蛰的雨，细密而温
柔。雨滴落在新叶上，发出清脆的声响；落在
泥土里，激起阵阵清香。远处的山峦在雨雾
中若隐若现，近处的花草在雨中舒展着身
姿。我站在雨中，任由雨丝拂过面庞，感受着
春天的气息。这一刻，忽然明白了，为什么古
人把惊蛰称为“启蛰”。它不仅唤醒了蛰伏的
虫豸，更唤醒了人们心中对春天的向往。

夜幕降临，雨渐渐停了。窗外有天籁之
声，那是春虫的呢喃，还是新芽生长的声音？
在这惊蛰之夜，万物都在悄然生长。这就是
惊蛰的夜，充满了生命的律动。在这静谧的
夜里，仿佛能听见春天的心跳。那声音轻轻
浅浅，却充满力量。它让我想起白天看见的
那只蜜蜂，想起它翅膀上晶莹的露珠，想起它
在花间忙碌的身影。这小小的生命，不正是
春天的缩影吗？

惊蛰过后，春天就真的来了。带着希望，
带着生机，带着万物复苏的喜悦。这是大自然
的馈赠，也是生命的奇迹。在这个充满生机的
季节里，让我们与万物一起苏醒，一起生长，一
起迎接生命的春天。因为，每一个春天，都是
新的开始；每一个惊蛰，都是生命的礼赞。

人与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