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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会

健 康

一
战国春申君的门客汗明，给

春申君说了一个关于伯乐的故
事。
汗明说，有一次，伯乐遇到一

匹老马拖着盐车上太行山，这匹
老马年纪很大了，膝关节直不起
来了，尾部皮肤磨烂，血和汗水一
路流洒，它爬到半山腰时，再也上
不去了。伯乐见了，“攀而哭之”，
立即将自己的风衣脱下，给老马
盖上，并卸下它的辕辔，让它好好
休息。这匹老马对着伯乐“俛而
喷，仰而鸣，声达于天，若出金石
声者，何也?彼见伯乐之知己也。”
（《战国策 ·楚策四》），真是很感人
的场景！
无疑，汗明是借此告诉春申

君，要关心宾客的疾苦，提高待
遇，推荐职位。盛行养士之风的
年代，门客聚在一起，找话头闲
聊，多是谈论奇闻轶事，讨主公欢
心。楚国春申君的大宅院，供养
门客数千，根据本事大小（那时还
没有职称、职务），分三六九等，待
遇上互相攀比就很激烈。汗明引
用这个故事，大概也算是给自己
维权吧。希望春申君体恤人才

（当然是指自己），推荐个职位，脱
离贱役，以便崭露头角，太行山的
老马，倘不是幸遇伯乐，它没准就
死在了半山腰了。

二
人才资源，不同的社会，有不

同的价值观。俗云七十二行，行
行出状元，
可 是 成 为
“状元”并不
容易，有真
本事更难。
“三年出个状元，十年出不了个唱
戏的”，功夫苦中求，“冬练三九，
夏练三伏”，很多人不愿意吃那碗
苦饭。现今有人弄个高职称、高
学历，请人代考，那是投机取巧。
韩愈说“千里马常有”，不是

说俯拾即是，也不是说你是你就
是。千里马有它的特点，和人才
一样，总是有些不同凡响的地方，
甚至这些特点可能正是他为人处
世的短处。“状元”里头，可能有好
马、名马，但不一定都能“夜行千
里”，“快如流星”，不能光看来头。
韩愈又说“伯乐不常有”，是

说真正懂行的车把式不多。伯乐
没有职称，更没有职务，充其量也

就是个赶车的人，或曰“相马能
手”，他的意见，只能代表他自
己。不过假如成立一个“相马评
定委员会”，推选他为主席，那情
况就不同了，他的话就不光代表
他自己了，经他相过的马，不是千
里驹也是“荣誉千里驹”，立马有

人 颁 发 证
书，吹吹打
打 。 据 了
解，后世的
不少“伯乐”

身份发生了变化，基本都走上了
仕途，已不是当年纯粹的赶车人。

三
人们天天说要发现人才，使

用人才，希望天公不拘一
格降人才，是不是人才已
经用尽，已经野无遗贤？
抑或对识才用才毫无所
知，隔山买牛？人事者，人
才之事也，是研究、发现、使用、爱
护人才，为人才脱颖而出搭建平
台，而不是搞金钱交易。
学习车把式，先当行家，策之

以其道，食之尽其材，鸣之通其
意，才算懂行。有篇报道说“中国
制造能让高铁飞驰、蛟龙入海、嫦

娥奔月，中国技工能够在世界技
能大赛中摘金夺银，却为何难以
造出一支好用的圆珠笔、一个国
人在海外疯抢的马桶盖?”也有人
感叹人才机制发展的不平衡，在一
些传统行业，我们的高级技师、首
席技师、特级技师还是少了一些。
注重重点领域是对的，但更

多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系统性
领域不能被忽视。曾经衡量一个
厂的实力，是看有多少八级技工，
据说一个八级工，是工厂的抢手
货，工资高过厂长，后来一下岗，
厂子不能自保，这些人才就奔江
湖，各自为谋了。有的去打铁，有
的去修车、跑运输……一身好功

夫，叹无用武之地，眼看白
雪盈顶，岁月不留。
为何造得出高铁、大

飞机、卫星，却造不好圆珠
笔和马桶盖？
如何提高“蓝领工人”的社会

声望?中国社科院专家高文书说
应该从畅通职业发展通道、提高
收入水平、改善工作环境三个方
面入手。
我借汗明一句话补充：还得

听听太行马鸣。

刘克定

犹闻太行马鸣

我有时奇怪，奇怪于中国传统的
俗言俚语为何含有不少消极宿命一
面，譬如一句“好死不如赖活”吧，抛开
“好”竟然与“死”相连，而“活”反却与
“赖”相缀不谈，单单就使用而言，大都

是在表现着一种“苟且偷生”“得过且过”的混世思想，
实在太过悲哀了，好在现实生活中，以笔者的眼光看
去，真正这样做的人已不是很多，毕竟今非昔比了。
而与此同时，我又心存赞叹，赞叹于中国语言文字

的瑰丽丰富，同样一句“好死不如赖活”，只要巧妙地换
用两字，就又成了意思迥然相异的“赖死不如好活”。
这并不是在表现简单的文字游戏，想想看，在大相径庭
的文字后面实在是包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
作为一个活着的人，我总想活出点

价值，因而始终在选择着。我想选择的
过程概括而言之便是“赖死不如好活”。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我看来，“死”就
意味着生命的终结。从社会学的角度来
说，即是你所饰演的“社会角色”业已完
成，死了就是死了，再好的角色你也无法
饰演。而活着却不同，活着就说明了你
是有生命的人，有思想，有情感……有人
所具有的一切权利。当然，是否完全运
用了所赋予的权利，那只能用相对的眼
光来看待了，至少在未死之前，你是有人
的权利的（明文判罚的除外），这就是幸运。
常听人说现代人活得好累，没劲！也常听人讲现

代人定要活得潇洒，否则同样也没劲。我想我能够理
解这样的说法，但并不是完全赞同这样的说法。我想
说的是在当今这么快节奏的社会里，你如果不感觉到
累，那可是可怕的事情，这只能说明你没能投入到社会
中去，但这不是说“累”都是该褒奖的，这里有个前提条
件是要“真累”，即是为生活，为事业，为有价值的事而
奉献了血汗才得到的感觉……而这样的累应该是有劲
才对的。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曾风靡一时，许多人
便嚷着要潇洒，其实呢，累是应该的，只要是真累；潇洒
却不能够真的潇洒，缘由是潇洒只是一种理想。《潇洒
走一回》家喻户晓，老幼传唱，说到底是因为此歌把生
活幻化成了艺术，所显示的内涵只能是因为现实生活
中潇洒的不足。生活中把轻松、慷慨之类看为潇洒的
人终究是一种自我的安慰。
我是忌讳“死”的，这就强化了我崇尚“生”的愿

望。生命于人的个体有不同的安排，但于我而言，我并
不计较这个，我关心的是如何“好活着”，活出与年龄相
同抑或要超越年龄的生活质量，乃我之大幸。于是乎，
我每天以孔夫子的“吾日三省吾身”审视着自己，祈求
着不要虚度有限的人生。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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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拎着装乒乓拍的袋子外出，
楼下邻居问我：“啥地方去？”我脱口而
出：“社区乒乓房打球去。”邻居说：“迭
个年纪介有劲道打球，身体不错啊！”
我冲他笑笑，匆匆朝乒乓房走去。
是啊，奔“7”的人介有劲道打球，

这要追溯到打球的兴趣、爱好了。读
小学时，一次观看学校乒乓比赛，身材
矮小姓董的同学左右角凌厉地进攻，
击败了多名对手，看得我一愣一愣很
是羡慕。加上当时纪录片里中国乒乓
球扬威世界，容国团、庄则栋、徐寅生、
张燮林等名将如雷贯耳，让我改变了
放学回家打弹子、玩刮片的游戏，与邻
居小伙伴，在天井里用凳子搁起大洗
衣板，中间放上三块砖当球网，买了最
便宜的光板和等外品球，乐呵呵地和
小伙伴玩了起来。乒乒乓乓越打越有

劲。后来小伙伴
家长们也来“轧

闹猛”，要和我比赛，被我自创的“下压
球”一一击败，打球的兴趣、爱好更浓
了。不仅放学后在天井洗衣板上打球，
在学校下课和同学“抢台面”打球，在菜
场收摊后的长台上打球，节假日还到母
亲学校新乒乓台上打球，那真比吃上一
顿酒席还高兴！
后来的年代，

我跟潮流到农场
“修地球”，没条件
玩乒乓球。直到
10年后顶替回沪
在校工作，才有机会重续前弦，重新拿起
球拍时别有一番感慨。凭自己一点“野
路子”基本功，工余饭后和爱好乒乓的老
师打起擂台赛。因在农场挑担腰部受过
伤，正手攻球腰部发不上力，自己只能在
搓球、防守等方面多使劲。记得第一次
参加区职工乒乓比赛，心里有点发紧，稍
稍平复心态后，用下旋较强的搓球、稳固

的防守，接连战胜数位对手，在争夺决赛
权中憾负对手获第三名，手捧奖品和奖
状心里还是乐滋滋的。
退休以后，有了更多休闲时间，自然

与社区乒乓房接轨。与众多乒友热火朝
天地练球、比赛，常常让不爱出汗的我汗
湿衣衫。在旁观赏乒友小纪正手弧圈、

反手直板横打的高
超球技，廖老师固
若金汤的沉稳削球
和防守，老张漂亮
的滑板和犀利的侧

身攻，老应变幻莫测的发球和大角度拉
开进攻等精彩场景，也是很好的视觉享
受和学习良机。当然也有另外一景。有
一老球员，爱指责别人不会打球，爱占着
台子不让位，自然遭人反感。一天，他要
和我比赛，我沉着应战。用冲力较大反
手发球，让他连吃数球。后用下旋搓球
逼他反手位，他侧身强攻不是下网，就是

出界。后我又
用左右推打结
合搓球，他难
以招架很快以0：3脆败。他没声音了。
我对他讲，到这来打球，都是来健身寻寻
开心，以后少讲别人，台子也让别人打
打，他连连称是，后来他待人客气多了。
男女搭档的双打比赛，我的下旋发球和
搓球再次发威，令对方频频下网。双打
中各种怪异的接发球、球板飞了用手脚
忙乱击球、各种搞笑动作迭出，不时爆发
出一阵阵欢笑和喝彩。置身这样欢乐的
场合，什么烦恼都烟消云散，从中感受到
乒乓运动的无穷乐趣。

这辈子虽人生磨难不断，可精神状
态依然不错。有不少人问了我年龄，都
有点吃惊。你有何秘诀？怎么一直不会
老？我笑着说：“我的秘诀就是乒乓健
身。改用一句歌词叫作：乒乓人永远是
年轻！”

程忠言

银球飞舞乐趣来

浙江东阳，那是我小
时候在姚慕双周柏春的独
脚戏中听到的地名，虽然
知道此东阳不是那东洋，
但是遇见东阳人，还是要
开个玩笑寻寻开心。
喜欢美食的人大多喜

欢火腿。金华火腿名声在
外，是中餐食材的至尊，但
是，你知道“金华火腿出东
阳”吗？壬寅元宵节刚过，
原东海舰队厉将军邀我一
同回老家东阳参加其侄子
的婚礼同时品尝地方土
菜。这是一个寻访东阳美
食的好机会，我求之不得。
抵达东阳的第一顿午

餐，是厉将军的同学聚会，
春寒料峭，羊肉补气又驱
寒，我想起了赫赫有名的
东阳羊肉，而上桌的第一
道菜竟然就是千祥白切羊

肉，羊皮朝上，晶莹剔透，
就像那和田玉，瘦肉脂肪
非常少，看上去就很鲜嫩，
几乎闻不到羊膻味。厉将
军看我筷头如雨点，就提
醒我蘸酱油吃。确实，蘸
上一点点酱油，羊肉的鲜
味马上被吊了出来。千祥

羊肉，名不虚传。
当天晚餐，主人安排

我们又吃到了在上海非常
少见的白切红皮羊肉。这
是我第二次品尝红皮羊
肉，上一次是在上海黄浦
江边的九樽艺术餐厅，记
得当时红皮羊肉一上桌，
拍照片的、问问题的、查度
娘的，忙了二十几分钟大
家才下箸。在这里，我得
到了证实，山羊被宰杀煺
毛后，涂上羊血腌制，血渗
进了皮里，煮出来的羊肉
皮就是红色的。红皮羊肉
成名于东阳上卢镇，被称
为东阳上卢羊肉。这种吃
法只在浙江有，他处少见。
厉将军问我是喜欢千

祥羊肉还是喜欢上卢羊
肉？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回
答。上卢羊肉有独一无二
的卖点，而千祥羊肉鲜嫩
美味，说是土菜，其实是乡
情的体现。
东阳火腿，史称熏蹄，

始制于南宋，据《本草纲目
拾遗》董订本载：“兰熏俗

称火腿，出金华者佳，金华
六属皆有，唯出东阳、浦东
者更佳。”其实我平时只喜
欢吃一道用火腿作为主要
食材做的菜肴，那就是蜜
汁火方，其他时候，我认为
火腿都是最佳配角，如苏
州的五件子、扬州的大煮
干丝。我一直记得当年在
杭州东坡路“玉麒麟”吃过
的钱塘江支鱼，那是用一
片火腿一片冬瓜夹在鱼肉
中一起清蒸的，鲜美无比，
虽然那火腿是配角，却让
我难以忘怀。而在东阳，
我也确实没有吃到什么火
腿大菜，但是火腿似乎无
处不在，老鸭煲、豆腐煲，
都有火腿的无私奉献。
如今，东阳人陆金龙

在西藏林芝建立了藏香猪
养殖基地，同时在郑州建造
了现代化加工厂，意大利生
产设备结合中国传统工艺，
即将生产出可以生食的发
酵好火腿，对葡萄酒爱好者
来说，是个好消息。
在东阳喝喜酒，馒头

焐肉，是最最重要的一道
大菜，必不可少。馒头是
发面做的，出笼时盖上大
红喜字或福字，寓意恭喜
发财，事业大发展。焐肉
选用的是全国地方良种猪
之一的“两头乌”，因其皮
薄骨细，肉质鲜美，肉间脂
肪含量高，故是焐肉的上
佳之选。焐肉咸鲜，肥而
不腻，而笋干饱吸了猪肉
的汁水，将馒头撕开，夹着
焐肉和笋干，一口咬下去，

从雪白松软的馒头到焐肉
汁水的溢出再加上笋干的
脆性，这样的口感给味蕾
带来了绝对的享
受。有意思的是这
个焐肉，切成了三角
形，请教了几位东阳
朋友，竟然没有人知
道这是什么寓意。难道只
是为了吃起来好入口吗？
只晓得馒头焐肉，喜庆之
宴隆重登场，这是必须的。
东阳两天，我还吃到

了酒糟馒头和红糖馒头，
有酒糟加持，馒头更香
了。老人家都说吃红糖补
血，红糖馒头就代表着营
养。如果东阳馒头有性
别，那么红糖馒头是女人
馒头，酒糟馒头肯定就是
男人馒头。
十分逼真的杨梅馃，

这又是东阳的一道传统名
点，以红糖、芝麻、糯米等
为原材料制作而成，外面

粘上染红的糯米，蒸
熟后其外表鲜红如
杨梅，甜而不腻。自
古以来，东阳人就喜
欢吃“杨梅”，每逢砌

灶、定亲、嫁娶等喜事，杨
梅都不可或缺。如今，寓
意“红红火火、团团圆圆”
的杨梅馃更是一年四季深
受人们喜欢的吉祥食物。

刘国斌

东阳味道

时间，有时过得稀里糊涂，有时分秒
掐着算着，慢得出奇。
研究天体的科学家发现我们的地球

转速在变快，每年快一秒，这
是不得了的事。如此，三百六
十五天每年缺一秒，缺的是白
天还是黑夜姑且不管，越转越
快的结果是引力会减弱，人岂
不是会浮起来、会被甩出去？我是杞人，但
科学家不是，到时候准有办法稳定地球。
母亲住院正好一个星期，这7天过

得真慢！
嫌时间太慢有两种法子可以有效对

付——忙碌或沉睡。白天好一点，医生
和护理人员进进出出，扎针、换液、检查、
问话，端尿、擦身、喂水、喂饭，时随景走，
打发稍快。天一黑就不是了，人随时走，
一滴一答，一秒不少地度。在医院陪护，

最难的是睡眠，不敢沉睡，只息半边脑，
另一半高度警觉，好像许久了，一看仍是
上半夜。这不叫歇，叫熬。在家，一个

“还魂发”，天大亮；在医院，
天亮真难！
几天下来，凌晨的云会

怎么排，变什么色，今生刚刚
才知——如滩，如潮，如万亩

耕地，如阳关远景……天亮真好！
昨晚弟弟来院换岗，我回家首先清

肠——难以想象，一天须排放多次的我，
三天三夜居然没沾一下马桶盖。护理的
阿姨见怪不怪，说都这样，来这作陪的好
多家属一餐一餐吃，就不拉，吃到哪里去
了不知道。
轻松后再把自己洗透洗净，暖被窝

一钻，梦都不起，一醒已大亮。
这一晚真短！

詹超音

夜有长短

火车，在风雨中前
行。暴雨和狂风，一丝儿
摇不动火车。
火车，只为自己颠摇，

颠摇在自己的路上。
那一年，当你坐上夜

车，在风雨中回家。从此，
我都要坐上火车，去往我
自己回家的路上。
知道，每一天，都有一

趟列车，去往你家的方
向。也知道，每一年，都有
无数的火车，奔向另一个
风雨哭喊的方向。
风，打着雨水；雨，打

着车窗。
窗外的景物，暗了又

亮，亮了又暗。正好，让曾
经的故事回到黑白。

魏鸣放

火 车

青
溪
古
镇
（

摄
影
）

沈
丹
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