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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尚

七夕会

据国新办报道，我国援助布隆迪种
植水稻大获成功。这件事有点年头了，
本来算不上“新闻”。而1971年笔者在
五七干校时，曾经目睹“五谷不分”的干
部们如何大种水稻。我在看似风马牛不
相及的两件事中，察觉到有趣的共同点。
布隆迪是非洲中东部的小国，面积

27834平方公里，人口约1000万，经济欠
发达，粮食缺口经常在30%以上。中国
援建专家发现，该国纬度低，热量充足，
降水多，优越的自然条件适合种水稻。
中国决定“授人以渔”。主要采取以下措
施：一是鼓励游说条件合适的地
方政府上马；二是培养当地种稻
骨干，让地方管理人才和技术骨
干到中国定向；三是派出农业专
家；四是出版农业科学和水稻种
植方面的书籍，向当地农民进行
科普教育；五是直接派留学出农
民，和专家共种示范田。几年下
来成果斐然，示范田水稻最高亩
产达924公斤，平均亩产也有
725.3公斤。而且水稻的品质非
常好，不仅可以替代进口大米，还
出口到邻国大受欢迎。要知道，
以前当地亩产量只有二百多公斤。布隆
迪农民盛赞“快速脱贫致富稻”，欢庆“一
年建新房，两年娶新娘”。看了示范田，
农民心里有底，踊跃申请成为种稻户。
话说屯留，地处山西省东南部，距京

约500公里，曾经是原国家体委下辖的航
空学校，于1970年前后改为体委五七干
校。1971年夏季，一大批“五七”战士刚一
落脚干校，就眼前一亮：干校范围内竟有
一个周长约七八百米的湖，名叫马池。马
池的水面出乎意料，非常清澈。据邻近的
老乡介绍，马池常年有水，冬天会结冰，多
年以来从未见过湖面枯竭，有些地方水还
挺深的。这么说马池具有“活水”的性
质，却没有人说得清活水的确切来源。
干部们坐了半天绿皮火车，意外发

现了马池，兴奋不已。又时值盛夏，年轻
的男男女女，换了泳衣就往马池里跳。

想不到这一幕却把老乡给
惊到了——“城里人真有
意 思 ，连 女 娃 子 也 下
水！”——当地的女人可是
一辈子不兴下水的。
干部们在干校除了政治学习，就是

生产和劳动。自从发现马池，在干校荒
地上种水稻，就成为多数人的愿望。屯
留地处北纬36度，温度似乎适宜，又有
水，条件是现成的。也有少数泼冷水的，
说当地的传统就是种植小麦和玉米，并
已形成习惯性称呼，小麦为细粮，玉米为

粗粮，当地根本没有种植水稻的
先例。但这个提醒并未打消多数
人的热情。买了稻种，一下子就
种了几十亩。种下去后发现了一
个问题，干校根本没有现成的肥
料。种地，特别是种荒地，不施肥
肯定不行，这点道理非常明显。
好在干校不缺经费，一打听，就租
个车皮到内蒙古去拉羊粪！有水
有肥，稻浪在阳光下摇曳，一派生
机勃勃！附近的老乡纷纷过来观
看：“想不到咱们这儿也能种水稻
啊。”性子急的，干脆就向干校索

要种子，准备明年大干一场。
然而好事多磨。屯留的夏秋，光照

虽然适宜，时间却不长。大陆性气候，没
有秋老虎之说，天气说变就变。大约霜
降左右，天气骤冷。而水稻正逢“灌浆”
时期，一下子就停止了正常生长，形成了
干瘪的稻壳，令人痛惜。幸好还没有全
军覆没。原来种子来自两个地方：河南
比山西热，河南种子经不起提早变冷；而
辽宁比山西冷，所以辽宁的安然无恙。
不管怎么说，干校种水稻，虽然是摸

着石头过河，有点傻大胆，但毕竟收获了
实实在在的稻谷。老乡们看在眼里，不
可能无动于衷。从这个意义上说，干校
也算授人以渔了。1971年11月笔者离
开干校，一晃竟半个多世纪了。老乡种
水稻了吗？男男女女下马池游泳了吗？
还挺想念屯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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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是末伏，高温不
退。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
初，工厂里“做生活”以体
力劳动为主，夏季高温天
都是“上班一身汗，下班一
身‘霜’”，工作服上满是汗
渍的盐花，那股味儿就不
敢恭维了。若要描述车间
生产环境，两个字是“蒸
笼”，三个字是“大熔炉”。
厂里也准备了各种办法防
暑降温，尤其能以热攻热
的“三热”：高温茶、热水
澡、营养汤，让人难忘。

高温茶

每到6月15日，就算
进入高温季。所以一到五
月末，大伙就在关心啥时
发“高温茶”？
每年高温季前，必发

包茶叶，以示对职工的关
切，故名“高温茶”。通常
一包一斤，塑料袋上还有
“黄山炒青”四个字。那时
要求不高，不求消食化痰、
生津止渴，只要口味醇厚、
耐喝经泡即可。重要的是
无职务差别，从厂长到扫
地的，人手一份。不少职
工一发到手，急忙放进更
衣箱，下班后再鼓鼓囊囊
地拎回家，哪怕家人调侃
“这包茶叶就像梅干菜”仍
乐呵呵地说“厂里发的”，

脸面上总是有了点光。
高温天，干活间隙抿

一口温度适中的茶，很是
惬意，因此也就有了不少
趣闻闲谈。当时车间门口
通常有两个保温桶，光顾
那桶冷饮水的多是年轻
人，另一桶开水是专供泡

茶续水的。刚上班，设备
预热时先泡一杯。忙了一
个时辰后，正是茶酽味浓、
茶温适宜之际，浅尝一口
齿颊微涩，再加点小牢骚
方显“老法师”风度：阿拉
学生意辰光，上班先帮师
傅茶泡好，现在……摇摇
头继续干活。当然也有捣
蛋的，有小青年悄悄把藏
在隐秘处的茶水偷喝了，
等老法师喝口滚烫茶水后
发飙：“明天放点老鼠
药！”他在边上积极劝解：
“真是缺德，藏在工具箱
后面还能被偷喝，不过放
老鼠药要闹人命，放点滑
肠药吧，谁肚子痛就是谁
干的。”老法师点点头，但
转念便大吼一声：“你们
哪能晓得我藏在……”那
几个一哄而散。

热水澡

一把热水澡，几多流
水账。那辰光，住房普遍
逼仄，居家洗澡有诸多不
便与不爽，所以下班后一
把热水澡，是劳动保护，更
是一项福利。

工厂条件也简陋，男
更衣室是厂房顶层一排铁
皮“临时建筑”，三伏天，外
面35℃，里面至少40℃，连
更衣箱把手也烫手。但男
浴室的设置足可与市面上
的“混堂”媲美：众多淋喷
头环绕着一个终日热气袅
袅的硕大热水池，雾气袅
绕，犹若仙境。赤日炎炎
下，“打冲锋”下班的就是
想趁汤清水净时泡一把，
但到晚上中班下班时，池
水浑浊不堪，依然有人浸
泡其中好久也不愿“出
水”。彼时国门渐开，已有
外国专家到车间帮助安装
进口设备，下班后就有人
也有样学样，哼着外国小
曲，自在得很。
毕竟社会在进步，下

班后可去之处多了起
来。除去赶在小菜场落
市前捡漏便宜货的，还有
暗戳戳赶去上课考证书
准备跳槽的，有卡拉OK

后再喝几盅的，努力“嘭
嚓嚓”交谊舞的、雀战“小
来来”的……若没一把热
水澡肯定都不行。下班时
汗流满面，蓬头垢面，少顷
走出浴室，个个容光焕发，
穿着各色的出客服，赶时
尚的女职工还化淡妆，戴
蛤蟆镜打把小花伞，迈着
一字步袅袅走出厂门，边

上走过路过的，都朝她们
看，眨巴眨巴眼睛。

营养汤

两年前，也是七月流
火天，散居各处的工友聚
会。吃得差不多了，店家
端上一大碗番茄蛋花汤，
相比满桌鸡鸭鱼肉、蟹虾
扇鲍，简朴得有点突兀，
主办人起身很煽情地说：
“特意为大家准备了一份
‘高温营养汤’。”话音刚
落，男同事纷纷以汤代酒
一干而尽，以示不忘当
年；女同事则悄悄抹着有
点湿润的眼眶。网上常
有人说“喝的是情怀”，应
该就是这样了吧。
经历过的都明白：这

不是矫情。那时一到夏
季，每台轧机边放两台大
功率鼓风机，一开就是八
小时，“呜呜”就像拉警
报。风是有了，但热风催
热汗的滋味，不好受，身体
单薄的还怕被吹倒。下班
后耳朵还嗡嗡作响，感觉
仍有风往里灌。厂里想办
法让大伙尽可能增加点营
养，于是规定，只要最高温
度达35℃及以上，食堂要
供应“营养汤”。
当下的人们会认为，

营养汤，那至少是大汤骨
熬的一大锅了。其实就是
番茄蛋花、雪菜毛豆、冬瓜
榨菜之类组合，再加一锅
清水煮沸罢了，基本没荤
腥，但，“喝汤不要钱”。于
是，吃饭时间，食堂门口会
摆个临时摊位，一个大保
温桶旁，当日轮值的厂领
导为职工掌勺。这汤不温
不热、味道不咸不淡，不论
学富五车的高工，还是往
炉里扔煤块的司炉，每人
一勺，然后再打饭买菜。
于是就有特色歇后语：“高
温天广式吃饭——先喝
汤”。有些家庭经济不富
裕的、有些想“嘴里省个大
彩电”的，就悄悄把营养汤
当成下饭的菜，一顿饭勺
两碗，但没人会吭声，大家
没意见。
当时，厂不大，两千多

张脸，彼此基本都面熟，遇
到厂长、主任，也能边喝边
聊说两句。此时，味道如
何不重要，有啥营养也不
会较真，只要那一口下肚
感觉到过小日子的平凡、
平静……就行了。如今想
起来，依然特别有感觉。

陈茂生

高温季里忆“三热”

疫情期间不便远游，喜好旅
行的朋友们十分憋屈。与其抱
怨，不如行动，在家亦可抵达诗
与远方，我打算在家里做一些主
题Party，以美食的名义与好友结
伴旅行。先选择心仪的目的地，
做好大量的功课，取其异域的精
华，去其跋涉的艰辛，然后借景
成行，坐享其成。
第一次Party名曰“巴黎的

午后”。我把长餐桌搬到落地窗
边，铺上蕾丝桌布，放上烛台和
鲜花，摆上浮雕餐盘和考究的刀
叉。餐具烘托气氛，食物不过是
辅助，风景才是今日的主角，一
切的铺垫都是为了使这景来得
更持久更接地气。窗外有数棵
高大茂盛的梧桐树，午后阳光正
好，树影轻摇，拂过一缕塞纳河畔
的微风，尚未落座，已似暖风吹得
游人醉，只把此地作他乡了。
精心的布置引来阵阵惊

叹。朋友们手忙脚乱地掏出手
机拍摄，拍桌
上的摆设，

拍画框般的窗台，也拍美景中的
自己，那种新鲜和兴奋，与落地
一处陌生景点毫无二致。开席，
大家正襟危坐，不由自主地放低
了音量放慢了举止，自动进入设
定的情境。一个可颂面包加一
小块总统黄油，一个不蔓不枝的
溏心蛋，奢侈点的，煎一份五分
熟的菲力牛排，便是一顿完美的
早午餐。餐后闲
聊，在香气四溢
的咖啡中虚度光
阴才是法式的精
髓。这个时候可
以什么都不用想，或者天马行空
想什么都可以。我们宛若置身
名人光顾的花神咖啡馆，与毕加
索、布勒东对话，为萨特和波伏
娃的爱情故事唏嘘，在一曲轻柔
婉转的《玫瑰人生》中找到宁静
和诗意，悠然出神。
由于朋友再聚的呼声很高，

很快就有了第二次的“摩洛哥之
夜”。我下单了两棵大型绿植：
鹤望兰和散尾葵，都是热带丛林

常见，自带满满的度假风；再给
沙发靠垫换上波希米亚新衣，异
域风情呼之欲出；色彩须大胆，
用祖母绿的酒杯配胭脂红的蜡
烛和鲜花，不仅不落俗套，反而
呈现出珠联璧合的效果；桌布餐
盘则宜粗犷，愈夸张愈得体。餐
食的心思，主要花在那两道代表
性的摩洛哥特色菜上——“古斯

古斯”和“塔吉
锅”。前者是一
种粗粝的小麦
粉，诞生于地中
海沿岸，列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被当地民众视为“国
菜”；后者是一种形似圆锥的陶
土压力锅，可以减少水分流失，
最大程度地保持食物的原汁原
味，用它烹制的各种肉类是招待
贵客方能吃到的大菜。我按照网
上的教程，用十余种阿拉伯调料，
投入鹰嘴豆、蜜饯、水果、蔬菜等，
烹制了一锅浓香无比的炖牛肉。
提前发送了dresscode（着

装要求），
朋友们一
个个闪亮登场。只见他们或宽
袍大袖，或野性猎装，一律赤足
踏沙而来。腕间手环闪烁，耳间
羽毛妖娆，红裙蓝衫翩然交替，
浓妆素裹觥筹交错。此刻夜幕
降临，烛火摇曳，壁炉上的阿拉
伯台灯折射出无数颗小星星，一
如北非澄澈梦幻的星空。号称
“摩洛哥威士忌”的薄荷茶饮了
一杯又一杯，丝毫不觉夜色阑
珊。在一阵急似一阵的非洲鼓
点中，我们心如沸海，身似飞燕，
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轻松跨越
撒哈拉大沙漠，加入原始部落的
狂欢。
美景并不纯粹自来天成，它

需要人去制造，需要慧眼去赏
识，需要心智去发现。陆机在
《文赋》中说：精骛八极，心游万
仞。以心去云游，更加自由，浩
大，无拘无束。效仿阿基米德的
四两拨千斤，以创想为支点，就
能撬动杠杆，把世界搬到眼前。

湘 君

心游世界

“无楼台相公”，指的是北宋名相寇
准。它源自“陕州处士”魏野《草堂集》
里《赠莱公》中的两句诗：“有官至鼎鼐，
无地起楼台。”说的是寇准身为宰相，位
极人臣，但心系国家，关心百姓，却从未
想过为自己谋私利、建大宅、修筑亭园
水榭、贪图享乐奢华，而是清廉自律，生
活俭朴。
寇准的清廉，随着诗歌不但海内流

传，还远播漠北。当时北方的辽国，受
中原文化影响，也喜汉人诗文。魏野的
《草堂集》亦颇受契丹贵族的激赏和追
捧，但传到辽国的只剩上半部，不完
整 。 大 中
祥符初（公

元1008年），辽国皇帝派
遣使臣到宋朝，求《草堂
集》的下半部。在接风宴
会上，面对满堂宋朝官员，
使臣问随同翻译：“哪个是
‘无地起楼台’的宰相？”点
名要拜见，以表仰慕之
情。此时寇准已不在相
位，宋真宗立即将他从任
职之地召回，再掌“北门管
钥”，重执宰相之职。（《青
箱杂记》，《国老谈苑》卷四
十九）
这成了一段历史佳话。

王
懋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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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当了回“候
鸟”，领略了众多悦目赏心
的海湾胜景，但最特别的
当属那淇水湾海滩，因为
在那里，看到了火箭升空
的壮景。
那天中午，驱车进入

文昌市，先遇着了车堵人
拥奇观。宽阔的航天大
道，几
排车辆
蜿蜒绵
亘，望
不到首
尾，至淇水湾约30公里路
程，车开开停停了 2小
时。许多小车空停在路
旁，摩托车、电瓶车都与潮
水般的人群急匆匆向一个
方向而去。要不是知道下
午在此地观看长征五号火

箭发射，还以为前面发生
了什么事情呢。女导游笑
着解释：“每次火箭发射都
这样，因为全国各地的人
都来这里看呀。”
大巴堵得无法动弹，

大家都着急了，导游当机
立断，叫司机打车开门，小
旗一举：“大家快下车，跟

着我！”
四十多
人鱼贯
而下，
从“车

龙”间隙绕出，连走带奔抄
近路“急行军”。
终于到了。“这里是淇

水湾，能最佳角度观看、拍
摄火箭发射。”沿导游所指
方向望去：大海波光粼粼，
涯岸椰林蓊郁，沙滩人头
攒动，遮阳伞、遮阳帽、防
晒衣密密一片。据一位志
愿者说，已有上万人。海
边大小浮礁也被一群年轻
人抢占，一个个叽叽喳喳
兴奋不已。我急忙穿过人
群，撸起裤管，光腿蹚进海
水，选择了一处拍摄位置
站稳脚跟，喜不自禁。
此时已是下午2时18

分，我似乎听到了火箭发
射指挥员“10、9、8、7……”
倒计时的口令，转头回望，
游客纷纷举起手机，等待
那惊心动魄的一幕的到
来。这一定是平生从未有
过的体验，远非电视荧屏
上所见能比拟的。
一瞬间，西海岸不远

处白雾沸腾，矗立的长征
五号火箭在巨大的白雾中
徐徐升起，吐出三道熠烁
的火光，向蓝天飞冲，随之
发出“啪啪啪啪”的声响，
雄姿英武，伴随人们阵阵
的唤叫声和欢笑声，场面
震撼人心！身旁一个小男

孩兴奋不已：“爸爸，爸爸，
火箭升高了，升高了！”“你
长大了敢乘火箭到太空去
吗？”“敢去！”父子一问一
答。我手机越举越高。长
征五号很快变成一个金色
光点，拖出一道清晰的弧
形白色气体，向更高飞去，
渐渐消失于玄穹。眼前留
下晴昊骄阳、浩渺沧瀛和
沙滩礁石上不舍离去的人
群，宛然一幅壮丽画卷。
如果能见着问天实验舱与
核心舱对接的壮景，想必
人人都会于此十里海滩静
候仰瞻。
据说，每次火箭发射，

文昌几处观察点聚集的人
达到十多万之众。那是激
情澎湃的一刻，见证祖国
航天发射的成功。有统
计，文昌自2016年以来已
发射火箭18次。
我庆幸自己赶上了一

次，其中既有运气，也出于
执着。当初，看到新闻报
道长征五号火箭和问天实
验舱将运至文昌升空后，
我立即向旅游公司报名，
盼望7月24日这天尽快到
来。这或许是“过了这个
村，没这个店”的机缘。离
开时，我向淇水湾海滩凝
眸远望了许久，心生敬
意。离散的客流，连绵的
车辆，路旁两排高大挺拔
的狐尾椰，依然壮观。同
伴不无感慨地说：“能到文
昌现场观看火箭发射，一
生值得纪念，即使车堵一
天一夜也开心。”

葛纪发

淇水湾观火箭

黑丽翅蜻 许超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