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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隧道测量界泰斗唐震华，业界
无人不晓他“三根钢丝打天下”的传奇
事迹，每每说起总是赞不绝口。
那是中国隧道事业刚刚起步的年

代，测量作为指引隧道施工方向的重要
技术，也尚在摸索阶段。隧道往哪里
推，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唯有精准地测
量铺路，才能打造出高水准的隧道工
程。当时，全国统一的测量标准尚未确
立，每家测量方法各有千秋。而唐高工
仅用“三根钢丝”实现的“深化几何定向
法”，将几何学原理与隧道施工实际深
入结合，实现了方便、快捷、精度高的精
准测量，其精度之高享誉业界。
这得益于唐震华深厚的数学功底，

他对数学的挚爱持续了大半生，70多岁
时他还每日拿出数学问题来研究。直
到岁月在他眼前蒙上的那层纱愈加厚
重，他才不得已放弃，带着不甘与遗憾。
唐高工生于20世纪40年代初。

1962年，意气风发的少年怀揣着对数学
的挚爱，踏进了武汉测绘学院的校门，

当年的武汉测绘学院是新中国成立后
培养测绘测量人才的王牌院校。在那
个大学生稀缺的年代，年轻的唐震华一
毕业便投身到了艰苦的隧道事业中。
他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年毕业证上的
那段最高指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
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
别他呢？只有
一个标准，这
就是看他愿不
愿意，并且实
行不实行和广
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
黑暗、潮湿、泥泞、油污、气压，种种

困难摆在面前也未曾令这名光荣的革命
青年退缩。在理想至上的质朴岁月里，
唐震华一心想和工人站在一起。坚定的
信仰支撑他穿过冗长阴暗的隧道，将一
个又一个数字落笔于纸上。他拍着胸
脯对每一个数字负责，绝无半点含糊。
这份认真与坚持难免时常引来面

红耳赤的争执。年轻的唐震华在专业

的技术问题上很少退让，他始终相信，
最接近真理的答案只有一个。而无数
次的事实也证明了，他的答案总是最正
确的那个。随着一条条隧道的贯通，真
理经历过实践的检验后浮出水面。好
几次，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数据竟不如唐
工的数据准确，于是登门道歉的趣闻也

时有发生。
久而久之，
在隧道测量
界提起唐高
工，没有人

不竖大拇指。
从武测科班出身的测量人才，到隧

道行业首屈一指的测量专家，唐震华一
路走来，凭借着一腔热忱和严谨专业创
造出一片天地。他曾战斗在隧道施工
的第一线，为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而日
日奔走、彻夜辗转。他曾凭着过硬的专
业实力早早评上了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他的徒弟们如今都已成为隧道测
量行业的中流砥柱。他职业生涯中所

获的证书厚厚一沓，纸张已隐约泛黄，
却被好好地珍藏在橱柜里不染纤尘。
橱柜的另一侧则存放着他刚参加工作
时用过的测量仪……
岁月的刀刃无情地划过，刻出老人

脸上深深的皱纹。如约而至的衰老，佝
偻了身躯，模糊了双眼，甚至将记忆也
扰乱了。过去成了脑海中被搅浑的一
池水，向深处望去，好像看得见什么，又
好像什么也看不清，就连端着茶杯的手
也已颤颤巍巍。但谈起数学他却忽然
间坐直了身子，眼睛泛着光，眼神异常
笃定。时间仿佛一瞬间倒退了40年，眼
前的耄耋老人又回到了驰骋疆场的青
年时代。那时候，他怀揣着建功立业的
梦想，心怀信仰与热望，伟大蓝图印刻
在脑海，正是施展拳脚的大好时光。

黄 锦

三根钢丝打天下

栀子花开，七里香飘
香，又逢毕业季。“在绿树
白花的篱前/曾那样轻易
地挥手道别”。（《七里香 ·

七里香》）轻易，那是我们
不曾意识到“一生中到底
能有几次的相遇”，也许
“从此只能遥遥相望/隔着
幽暗的地狱也隔着天
堂”。（《时光九篇 ·夏夜的
传说》）思绪穿过三十年
的光阴，我脑海中浮现出
一本蓝色封面的薄薄诗
集，那是花城版的
《七里香》，当年它
曾让我的很多同学
心醉神迷。遗憾的
是，像席慕蓉笔下
那么多的青春期
“错过”一样，当年
我错过了它。
十七八年之

后，作家出版社出
过一套白皮本席慕
蓉诗集，那才是我
们认真的相遇。此
时，我和诗人一样，
“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
本太仓促的书”。（《七里
香 ·青春之一》）转眼又一
个十多年过去，席慕蓉诗
集又有新版，这次作家出
版社推出的《席慕蓉诗集
典藏版》，可称之为“五彩
绚烂本”，封面五彩缤纷，
三面书口也刷了色彩，这
是迄今为止最漂亮的一
版席慕蓉诗集吧。为我
们逝去的青春，这绚烂值
得珍藏，毕竟，“一生也不
过就只是这几行诗 记
忆/本身的光泽 借文字而
留存”。（《除你之外 · 偶
得》）
席慕蓉的诗，表面上

看语句平淡，内里的深情
却浓得化不开。她搅拌
着古典意境和某种禅机

制作出来的“故事”，常常
让人为之动容。如“我”
在佛前求了五百年，只为
遇见“你”，佛把“我”化作
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
路旁，“阳光下慎重地开
满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
的盼望”。可是，“你”完
全无视了“我”，“在你身
后落了一地的/朋友啊
那不是花瓣/是我凋零的
心”。（《七里香 ·一棵开花
的树》）又如，“我”化身为

一朵盛夏里开放
的莲花讲述着“莲
的心事”，“我”多
么希望在“最美丽
的时刻”相遇：“风
霜还不曾来侵蚀/

秋雨还未滴落/青
涩的季节又已离
我远去”，偏偏，
“无缘的你啊/不是
来得太早 就是/

太迟”。（《七里香 ·

莲的心事》）还有
在那个“十字路

口”，我们仿佛是不动声
色地交谈，说天好，风轻
柔，说人生平凡，“就是在
这个十字路口/年轻的你
我 曾挥手/从此分离”。
（《七里香 ·十字路口》）这
是席慕蓉年轻时代的诗，
也是我们青春时代的记
忆。或许，在今天，诗已
经成为奢侈之物，然而，
记忆时刻与我们相伴，它
是生命长出来的绿叶，时
不时随风拨动着我们的
心弦。
那时候，难免每个人

都有一点为赋新词强说
愁的样子，而今，得失都
化作浅浅的一笑，因为我
们深知有些结果无法改
变。不过，几句叹息不能
省略，总要给自己留一个
出口嘛。岁月漫长，时光
匆匆忙忙，不再年轻的席
慕蓉感叹：“一生再长一
生再久 现在才明白/也
不过就是一次匆忙的停
留。”（《以诗之名 · 别后
——之一》）谁都希望这
“停留”更久些，“山依旧
树依旧/我脚下已不是昨
日的水流”。（《七里香 ·月
桂树的愿望》）无奈，在多
情善感的青春时代就清
清楚楚昨日的流水一去
不复返，却照样许下心
愿：“总希望/二十岁的那
个月夜/能再回来/再重新

活那么一次……”（《七里
香 ·千年的愿望》）心存念
想，无法达成时，还会去
追问：“在长长的一生里
为什么/欢乐总是乍现就
凋落/走得最急的都是最
美的时光？”（《无怨的青
春 ·为什么》）从“我爱”到
“我也曾经爱过”，诗人
问：“这样难道就是一生
了？”（《除你之外 ·动词的
变化》）
这样质朴的诗

句、直率的表达，能
够吸引人在于它的
真、少粉饰，没有把
诗写成了语言的游
戏，不曾以脂粉遮盖失色
的脸庞。这些诗都是人
生的斑痕，它们戏谑不
得：“每一首诗 也都是/

生命里的长途跋涉/遥远
的回顾/在风中 岁月互相
倾诉与倾听/在诗中 我们
自给自足。”（《我折叠着
我的爱 ·夏日的风》）在留
不住和要留住的微妙之
间，席慕蓉传达一种普遍
的情感和内心状态，正如
她说过的：“重新回过头
来审视这些诗，恍如面对
生命里无法言传却又复
返的召唤，是要用直觉去
感知的一种存在，是很难

形容的一种疼痛，微颤微
寒而确实又微带甘美的
战栗……”（《七里香 ·生
命因诗而苏醒——新版
序》）千言万语中也有复
杂的情愫，不过，这样的
诗不是站在巴别塔的顶
端俯视众生，而是并行在
大众之间的共情：“诚实
地注记下生命内里的触
动，好让日后的自己可以
从容回顾……！”（《我折

叠着我的爱 ·诗的
本质》）
席慕蓉诗歌的

主题词是：生命，岁
月，时光，爱，忧伤，

青春……然而，这只是与
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旅
程相伴的那部分。当我
们不再年少时，我们与席
慕蓉的诗句越来越远，她
找到了生命的原乡，站在
了“父亲的草原和母亲的
河”，她骨子里蒙古族人
的血统和祖先的精神在
复活，那些民族的英雄们
和古老的土地带给她另
外一种力量。淡淡的花
香和抹不掉的愁绪为草
原的风吹散，她也可能怒
发冲冠。比如在《我折叠
着我的爱 · 悲歌二〇〇
三》中的“要怎么才能让

你相信”的质问，在《悲伤
辅导》中“一棵树 究竟
能够/忍受几次的斧斫和
摧折？/一颗心 究竟能
够/承担多么沉重的煎熬
和绝望”的追问，这些都
是我们以往不熟悉的，可
是，那不是另外一个席慕
蓉，而是同一个。

周
立
民

昨
日
的
水
流

夏宫位于圣彼得堡西南约30公里处的郊野，那里
林木葱郁，环境清幽，一条宽阔宁静的芬兰湾在宫前如
明镜般地摄录着岁月的流淌。夏宫最早的记载是在彼
得一世1705年的行军日记中：“9月13日我们的双桅
横帆船（木恩克尔号）向圣彼得堡出发，下午4点钟在
彼得夏宫对面抛锚，晚上到圣彼得堡。”
当时的夏宫仅是海岸森林中带有花园的木头宫

殿，后来彼得大帝为了纪念他在北方战争中凯旋、取得
波罗的海出海口的胜利，同时也为了和欧洲最著名的
皇宫相媲美，从1710年开始对夏宫进行了大规模的重
建。为此，
彼得大帝亲
自绘制了建
筑蓝图和宫
殿素描，并
邀请了国外著名的建筑师、雕塑家、画家、园艺家等来
此参加修建。在彼得大帝去世后的二百多年中，夏宫
仍在修改、扩建，可见是精益求精，力臻完美。二次大
战中，夏宫被德军占领者破坏严重，战后重新加以修
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夏宫
主要由上花园、宫殿、下花园、瀑布、喷泉群等组成。
夏宫雄峙在一条自然隆起的高丘上，这不得不令

人赞叹彼得大帝在选地时的独具慧眼。那采用巴洛克
造型的宫殿甚是恢宏，墙窗镶嵌有巨型雕塑，两边高耸
的金穹顶傲视蓝天，整体如凌空展翅般气宇轩昂，在此
可以尽情鸟瞰上下花园及大喷泉的壮丽景观。踏进夏
宫，迎面就是气派非凡、满壁生辉的楼梯，纹饰雕刻的
墙上挂有名家的油画，镀金美少女雕像《春天》在转角
处恭迎游客，天花板上的绘画出自意大利画家塔尔西
亚的《春天与鲜花女神》。
我们首先进去的是由镀金木雕、青铜镶嵌地板组

成的舞厅，豪华的水晶吊灯发出炫目的光亮，把四壁布
满的油画映照得十分清晰，油画表现的是史诗《埃涅伊
德》的内容。当我们转入切斯马厅时，那瑰丽奢华令人
震撼，厅内所有的墙及窗全部由精雕细刻的金色镂花
所装饰，在窗外阳光的衬托下，整个空间一片金光灿
烂，天花板上是一幅巨大的描述沙皇切马斯战役胜利
的油画。整个夏宫内，面积最大，也最具有节日气氛的
是宝座大厅。正中安放着代表皇权的红绒金边宝座，
名贵的紫色水晶吊灯如一个个高悬的花球，彰显着大
厅的尊贵氛围。在宫殿中间的画廊厅两边，当年根据
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旨意，专门设置了东西两间的中国
室，黑漆打底的墙壁上是用金银颜料绘制的山水画，四
周陈列着红木家具、景德镇瓷器及景泰蓝雕塑，其强烈
的东方色彩和欧式宫殿气氛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也令
我们这些中国游客颇有亲切感。
从宫殿出来后，即可看到规模宏大、气势壮观的阶

梯式大瀑布及喷泉群。它占地面积达300平方米，正
面长度为42米，由250个镀金雕塑、浮雕及80个喷泉
口所组成。在明净的阳光映衬下，两边的瀑布随阶梯
飞流直下，如银河倒挂，折射出绚丽斑斓的色彩。在大
水池的中央，高耸着金黄色的参孙喷泉，这就是著名的
隆姆松喷泉，参孙用双手撕开雄狮之嘴，而从狮口喷出
的水柱高达21米。围绕四周的均是古希腊、罗马神话
中的镀金人物，形成了大小不一、高低相参的喷泉群，
喷珠吐玉如大雨滂沱，泉水高升如仙女散花，辉煌璀
璨，流光溢彩。
沿着大瀑布喷泉群向前延伸的是长长的碧蓝的海

洋渠道，由瀑布、喷泉、园林、雕塑所组成，使人如入一
座露天的艺术宫殿。而从16米高的小山倾泻而下的
《金山》瀑布，上面装饰有神话人物及彩龙，颇有浪漫气
息。其他如太阳喷泉、金字塔喷泉、酒神喷泉等数十座
喷泉，都设计得迁想妙得、惟妙惟肖，可谓喷泉的大观
园。在芳草萋萋、泉水潺潺的林荫大道交叉点上，高耸
着一座彼得大帝一身戎装的雕塑，他似乎刚从战场上
归来，眼前的旖旎景色，或许能使他消除一些风尘。大
帝的双眼依然关注着远方，但未来的历史是谁也无法
左右与预测的。

王琪森

圣彼得堡夏宫揽胜

从小到大，我对大酱一直很有感
情。小时候上学走得早，早饭常常就是
一个馒头上边抹点酱，一边往学校走一
边吃。
东北人对大酱情有独钟，以鸡蛋炒

酱，什么佐料都不放，这个酱就叫“鸡蛋
酱”，东三省都好这一口，以
其蘸小葱、萝卜、青椒等。我
母亲到老都喜欢吃生鲜的蔬
菜，茄子可以蘸酱生吃吗？
我母亲就以生茄子蘸酱，说
很好。老北京人家办事不分红白都要吃
一顿面，这个面一般都是炸酱面。炸酱
最好用豆瓣儿酱，我在沙城吃过一次羊
肉炸酱面，羊肉切很细的丝，炸出的酱可
真香，菜码也简单，只一样，大白菜丝，味
道之好至今不敢忘。吃炸酱面，第一要
义是要有好酱，但现在是好酱越来越少，
好酱要香——只有酱才具备的那种香，
而不是咸。六必居的酱现在是越来越
咸，希望有所改变。
北方人吃糕用黄米做，南方人吃糕

用江米，北方人把没有用油炸过的糕叫
素糕，一经油炸便不复是素糕，叫什么？
两个字，油糕；再多加一个字，炸油糕。
以前，有乡下人问，皇帝老儿每天吃什
么？乡下人的想象从来都是从自己的生
活出发，质朴而动人，被问的人想想说
道，还不就是每天三顿饭，顿顿油糕泡
肉！在我们那地方，没人把油糕和炖肉
放在一起吃，炖肉是专门给素糕准备的，
最好的炖肉叫“猪转鸡”，是猪肉一半、鸡
肉一半炖在一起，名字怪怪的。吃油糕

的同时吃炖肉不只是浪费，也好像没这
个习惯。我的岳母善做“酱糕片儿”。就
是把糕搋好擀平在上边抹一层大酱，然
后再把它卷起来，切成一段一段，再把它
按平，按成一个一个小饼子下油锅炸，吃
起来是酱香浓郁，比别的油炸糕好吃。

还有一道菜叫“榛子炒酱”，
是一道见功夫的菜，这道菜
端上桌，榛子和小肉丁上都
均匀地挂着酱而又不是酱做
一团，这道菜可真好吃，酱香

加榛子香，搁在一起嚼，下酒妙不可言。
在内蒙古吃手把肉，蘸料里往往有

一碟子酱，当然你也可以蘸盐，但你就是
不能蘸酱油，沥沥拉拉不好看，酱好就好
在能挂得住。我炒茭白，火旺油大，出锅
时我喜欢来一点酱，这道菜油当然要大，
现在动不动就讲为了健康要少吃油大的
东西，殊不知中国菜讲究的就是油大火
旺！油要是少了，有些菜就没有吃头。
炖兔子肉，没别的要诀，就是要油大一
些，汤快要收干的时候就靠油把兔子肉
在锅里慢慢炙一会儿，味道就会更好。
古籍上载：“作豆酱，恶闻雷”，这个

“恶闻雷”就是怕下雨。晒大酱的时候赶
上雷阵雨，酱缸来不及盖，一缸子酱就坏
了。《随园食单》上说的秋油，就是酱油，
立秋过后出的头道酱油就是秋油。我平
时爱吃酱的东西，酱猪肚、酱肘子、酱牛
肉都很好吃，我不喜欢吃肺子，但酱猪肺
我还能吃一两块儿。我以为凡酱过的东
西一般都好吃，不吃大酱或对大酱有意
见的人我还没见过。

王祥夫

大酱帖

夏日炎炎，更多时间
我会待在空调房间。看
着静静躺在书柜上的蒲
扇，它仿佛成为一件艺术
品，弥漫着岁月的包浆，
也许有人认为恍如垃圾，
但我感觉它是一种激
励。许多个闲暇，打开手
机音乐，整理翻阅架上书
籍，它们是人生某一阶段
的重要陪伴，缓缓间，时
光匆匆，人生忽然。
寻古觅幽，在文人墨

客的眼里，蒲扇是丰富的
意象，承载着快乐和回
味。晚唐诗人孙元晏诗
云：“抛舍东山岁月遥，几
施经略挫雄豪。若非名
德喧寰宇，争得蒲葵价数
高。”
丰子恺拥有一颗美

好的童心，小儿闹着想要
一辆脚踏车，先生灵机一
动，给了他两把蒲扇，一
前一后，仿若脚踏车的两
只轮胎，小儿开心地提着
蒲扇飞跑，诙谐画面让人
感叹先生的风趣和想象
力。
夏天如约而来，更多

的想象和坚持一路陪伴。
许多个夏天，我们抛去一
个个烦扰。过完整个夏
天，唯愿希望更多一点。

仇多轩

蒲扇 心有莲开
阳光自来
（书法）何秋生

责编：郭 影

已凌绝顶的
人，方更能发出“山
高人为峰”的感触
吧！明请看本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