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落凫2015年11月3日 星期二 E-mail:rbfk@pdsxww.com 编辑 李若晨 美编 李永伟 校对 吴怡蒙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
由奢。大量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
腐败是人民的大敌，也是国家的大
敌。一个朝代，如果任由腐败滋生
蔓延，终将走向衰败；一个政党，如
果不能有效惩治腐败，就会丧失人
民信任和支持。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转型，
我国进入矛盾多发期，其中关注度
最高的非腐败问题莫属。一些官员
怀揣自私贪婪之念，拿着人民赋予
的权力却不为人民服务，而是一朝
权在手，便任性妄为，大肆敛财；一
些官员虽没有把公帑中饱私囊，但
不思进取，没有担当，无视党的纪律
和规矩，无视百姓的利益与诉求，懒
政怠政，为官不为。对于这些为官
为政行为，老百姓深恶痛绝。

那么，腐败有哪些类型、各自有
什么特点？腐败滋生的根源是什
么？腐败有什么严重危害？反腐败
有哪些策略？对于这些老百姓关心
但思考不多的问题，资深媒体人卢
拥军所著的《卢评贪渎——透视国
内职务犯罪》一书进行了深入剖析，
提出了新观点新论断，资料丰富，内
容翔实，可读性强。此外，作者特别
邀请了南开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
万国华教授点评说“法”，不仅增强
了本书的专业性和权威性，而且能
给读者更多的思考与启示。

《卢评贪渎》一书提出“我国进
入科学反腐新时代”这一新观点新
论断。党的十八大召开后，我国开
始进入科学发展新时代。面对新形
势新任务，党的反腐倡廉方式也开
始了革命性变革，正式开启一个“科
学有效”反腐新时代。作者挖掘归
纳了“科学反腐”的新内涵：将过去
以“干部廉洁自律”为主，变革为以
严明党的“五大纪律”的“他律”为
主，通过加强纪律建设，确保全党统
一意识、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
将过去自上而下“改进工作作风”

“纠正不良风气”，变革为“全面密切
党群关系”，出台中央“八项规定”，
坚决反对“四风”，加强作风建设，努
力以良好党风带动政风民风，真正
赢得群众信任和拥护；将过去重视

“查处大案要案”，变革为“老虎”“苍
蝇”一起打，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
例外，对腐败保持“零容忍”，不管涉
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
把过去筑牢“两道防线”，变革为“把
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追求中国
特色的“权力文明”，实现了政治文
明建设的新突破。这一新观点新论
断，是对当前反腐倡廉工作的科学

认识、科学判断和科学提炼，准确而
简练，新颖而鲜明。

《卢评贪渎》一书写作思路清
晰，逻辑严密。作者先从“反腐新挑
战”入题，通过回顾反腐历程，突出
当前反腐倡廉工作的时代背景和特
点、面临的新形势和任务、反腐倡廉
工作遇到的新挑战，以及党采取的
重大举措，进而总结出我国进入科
学反腐新时代。接着，作者重点剖
析了腐败的严重危害以及贪污贿
赂、渎职侵权的内涵、危害、分类、原
因、立案标准、预防对策等，步步推
进，层层剥笋，内容全面，分类清
楚。在论述过程中，作者采用例证
的方法，列举了大量的案例，不仅有
党的高级干部，而且有小官巨贪，赤
裸裸的犯罪事实，形形色色的犯罪
手段，令人发指。最后，作者还集纳
了一些贪官的忏悔书，其中既有堕
落的经过、心理的变化，也有悔恨之
情。“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
鉴，可以知兴替。”“落马”贪官的忏
悔书就是一部部反面教材、一个个
警世钟，无不警示着国家工作人员
应当时刻保持党性修养，时刻把国
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切莫陷入歧途，以免
落得个“追忆往昔空伤怀，时过境迁
泪满襟”。

《卢评贪渎》一书的另一个亮点
是法学教授点评。美国当代著名法
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说过，法律是
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因为别的发明
使人学会了驾驭自然，而唯有法律
让人学会了如何驾驭自己。俗话
说：“打击是最有力的预防。”用法律
打击贪渎行为，一方面能够起到惩
一儆百的震慑作用，让人“不敢犯”；
另一方面体现中央打击贪渎的坚定
决 心 和 法 律 的 刚 性 ，让 人“ 不 愿
犯”。所以，本书每章的最后由南开
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万国华教授
点评说“法”，阐释法理，列举律条，
引经据典，论述了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清廉为政、清白为官的重要意
义。法学教授点评，不仅为本书内
容提供了更加专业更加权威的注
释，而且能给人带来更多思考与启
示。

道义唤良知，责任书正义。作
为一名从事二十多年法制报道的新
闻记者，作者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认
真研究贪渎问题，大量收集案例材
料，缜密思考，提炼总结，终成此书，
在科学有效反腐新时代，尽了记者

“守望正义”的责任，献了自己的微
薄之力。

道义唤良知 责任书正义
——评《卢评贪渎——透视国内职务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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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者，高远也；地者，厚重也。天地
之间，山河万物如画。画者，艺术也，人
之含情怀蓄优雅透智慧爽心境者也。
古往今来，多少名人名画，绘山川于素
白，描花草于方寸，飞禽走兽，动者灵
也，灵者动也，灵灵动动，把美丽定格在
瞬息之间，久远着真实，扩张着想象，丰
富着人类的精神世界。

阳光灿烂，街头漫步，听人说市文
化艺术中心有书画展览。不来也罢，一
来便惭愧之至，除了惭愧还是惭愧，一
生有一画如是，一生有一字如是，足可
自慰。然而，吃红薯长大的我，哪来这
般艺术细胞，能似懂非懂地看上一看，
不懂装懂地欣赏一回，也该知足，也算
是福。画的艺术就是这样，它拂去尘
嚣，让人平静；它触摸心灵，让人深思；
它过滤虚伪沉降躁动，让人淡定；它唯
美是要，让人目不转睛。不知不觉中，
已被美丽淹没。淹没我的美丽，就是她
们——大博瓷画。

我闭上眼睛，看见齐白石来了，长须
细腰的虾，在他的笔下蹦蹦跳跳；吴作人
来了，他带出来的熊猫，眼圈儿黑得那么
迷人；那是娄师白的小鸡娃儿，天真烂漫
得多么可爱；喻继高的葡萄架上，鸟语花
香中流动着甜蜜；张大千的崇山峻岭，陡
峭得无路可寻，山雨欲来，驴友们可曾作
好了探险准备；范曾的弥勒佛肚大能容

笑口常开，容世间难容之事，笑天下可笑
之人；徐悲鸿的八匹骏马，呼啸而来……

我睁开眼睛，又置身在大博瓷画的
美妙之中。这是一幅我听说过而从没
见过的《鸡五德图》，河北沧州田云鹏所
作，惟妙惟肖。何谓“五德”？头戴红冠
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遇敌敢斗者勇
也，遇食相告者仁也，守夜不失时者信
也。我疑惑了，华清池浴妃图，西施浣
纱图，鹊桥相会图，清明上河图，洛神赋
长卷，空中飞的，地上走的，水里游的，
这些神来之笔，竟都在这里再升华，大
放光彩，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艺术不朽。绘画大师们用
妙笔巧手投影了自己，娱悦了他人后人
千万人。想那废话成篇，虚情成书，坍
塌了信仰，再看这多一叶累少一枝赘的
名人名画，咋不心路踏实而敞开？这些
名人名画，于我的震撼度至少达到了副
高级，有同于听舒伯特，听柴可夫斯基，
听二泉映月，听小提琴协奏祝英台。精
神盛宴的美，绝不像大鱼大肉，往往会
无端折腾快要穿孔的胃，而是滋养早早
就已疲惫不堪的灵魂。

人求长生，物求长存。时间，为所
有人所有物慷慨解囊，等额给予。它不
紧不慢，表现得和蔼可亲，它悠悠绵绵，
在亲切中又透析着极端的残忍，让生者
有限，让死者溘然，无论如何，人不能长

生，而物也难得长存。才不过两千多
年，马王堆汉墓里的竹简便成了碎碎片
片；才不过几百年，多少名人名画靠后
人修修补补，就连刻在石头上的字画，
也难经得起风雨岁月的连续敲打。想
想龙门石窟，看看乐山大佛，在时间面
前，又能抵挡多久？

然而，人的天性在于追求，追求有望
之物，也追求无望之物。而人的可贵，又
在于不断发明，造前人所没有，历前人所
未曾。瓷画的出现，便是一个证明。瓷
画，当然还是画。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据
说发端于景德镇，从烧瓷艺术演绎而来，
由陶瓷艺术融入绘画而成，是瓷器文化
与绘画艺术的姻缘结合，青花瓷可谓代
表之一。瓷画，兴于清末，要是追踪渊
源，可远至唐朝。然而，受载体所限，只
能在杯盘碟碗诸类茶具餐具中小小发
挥；受烧制技术所限，着色也只能停留在
青花上。于是，瓷画家族在冷清与单调
中慢慢消受时光，等待着新来的辉煌。
终于，这一天来了，大博瓷画的诞生，让
瓷画家族迎来了明媚春天。从而揭开了
名人名画长久保存的历史序幕，开启了
绘画艺术生命长途跋涉的新里程。

我不敢说大博瓷画是对瓷画的创
造，但至少是世界级别的创新，因为它
大到世界第一，薄到仅有三毫米——采
用纳米技术，1200摄氏度高温，解决了

世界红色烧制的难题；完成了不同瓷板
不同釉料不同温度的试验；让名画由室
内走向室外；让书画名作能够得以长期
保存；自制6米长、2.4米宽的大瓷板填
补了世界空白，可申报吉尼斯纪录。

大博瓷画，真真白白地把瓷器艺术
与绘画艺术完美结合起来了，同时，又
能使摄影、国画、古典油画、书法等作品
原原本本地表现在瓷板上，不怕日晒不
怕油腻，不怕酸碱不怕火烧，不怕潮湿
不怕虫蛀，再不是闺中乖乖女东藏西
躲，大大方方绰约多姿进入万千百姓
家。机场、地铁、车站、校园、宾馆……
都将是她们的好去处。也许，她们正办
护照拿绿卡，飞往异国他乡，担当传播
中华文明的使者。

然而，你可知道，大博瓷画的研发
者，为寻找中国一流画作，足迹遍布大江
南北长城内外。沈阳，冯大中的虎；青
岛，项维仁的鹊桥会；海南，何家英的仕
女图；芜湖，李晓明的牡丹花；北京，女三
杰的寿星大象虎——几乎囊括了当今所
有名家名画，可谓集美之大成。

古有三顾茅庐而三分天下，今有九
次登门而得名画一张，大博瓷画的背
后，隐藏着创新者太多执着的故事。大
博瓷画，把天地美丽长留人间，勤奋着
追求，刻苦着创新，在金秋送爽的日子
里，圆了一个甜蜜的中国梦。

长留美丽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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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秋雨敲打着门窗，把酷暑炎
夏从庭院中驱逐。夏天不再支配着太
阳向大地扔高温、撒热风，尽管它大发
牢骚，可仍抵挡不住秋天的脚步。

经过同夏天几个回合的搏斗，秋
天终于迈着胜利的步伐向我们走来。
谷物熟了，镰刀分秒必争地给一茬茬
的庄稼覆盖上光芒，劳动和汗水碾出
的米粮堆满了仓库和场院。

秋天有博大的胸怀，有望不尽的
千顷秋色。水稻金浪迭涌，棉花雪白
银亮，豆子炸嘴露肚；蝈蝈在草丛中演
唱，蟋蟀在暮色中奏乐，收割机的“男
高音”响彻长城内外、大河上下。

春天的颜色娇滴滴的，夏天的颜

色热辣辣的，秋天的颜色熨帖帖的。
秋天是丰收、金黄、饱满、凉爽的代名
词，它奉献给我们的是一幅丰收的彩
色画卷：红的枣，白的棉，黄的米，绿的
豆，橙的柑橘，紫的葡萄。有人说，秋
天是一个掠夺者，它让山谷脱掉了华
美的外衣，让河滩亮出光光的肌肤，让
树木露出了秃秃的额头。但这也是真
实的秋天，真实得自然坦荡，真实得憨
厚可爱。

黄叶是秋天发给我们的请柬，它
打开门扇和心窗，让我们免费走进秋
天。迎接我们的是一场场秋雨，为我
们虔诚地洗礼；继而菊花衔着阳光，向
我们展示五彩缤纷的盛装；山峰驮着
我们悠闲地观看日出日落，云卷云舒；
河水翻卷着晶莹的浪花，向我们述说
大半生的经历和哲理……

走进秋天，秋风金色的抒情覆盖
了田野，丰收的歌谣响彻山坡，嘴上粘
着香甜米饭的孩子撒落一地天真，与
欢笑一起成长。

走进秋天，万物才得以繁衍，大地
才得以更新，生命的力量才得以积蓄。

让我们欢天喜地地走进秋天。

生于贫困的乡野，人还没有筐大
的时候，就挎着巨大的草筐跟随大人
走进田垄，磕磕绊绊地剜菜、割草、拾
柴、摘豆儿、拾麦、拾棉花。那年月，
愁吃愁穿的日子窟窿八下的，到手的
东西还不曾暖热就没了，再大的筐，
除了装穷，又能装什么呢？没承想，
这些经历后来被我写成文字，反倒真
的成了留存下来的好东西。

文字，原来也是收集人生的篮
筐。这话有点俗，但确实是句大实话。

我说的篮筐，不单是指文学。
人，即使活得再卑微，也是一棵独特
的生物。每个人的生命都可以成为
一种历史图谱，哪怕留在家族的编年
册里，后世子孙看了，也是稀奇珍贵
的吧。比如那些失传和即将失传的
手艺——木工铁匠、手编针织、酿造
烧染、喊山喝牛，家族代代相传的，一
代才人独有的，无一不灯笼一样烛照
着人类生活的历史，几乎所有的馨香
甜软都在里面了。谁若能在慌里慌
张的浮世采下它们，那他就算是个真
正的富人了。

当然，我想说的还不止这些。
我认识一个天资聪颖的女孩子，

20 岁学业有成的海归，小小年纪就
成为名校讲师，偏生是一个爱吃梢头
果的人，辞职，创业，短短不到两年，
专业与事业大成，没到 30 岁就成了
国际知名人物。初时困扰重重，她在
百般纠结中静下心来，潜游于自己与

他人的心灵深处，写成一本书，业内
业外都说好。我也说好，因为那是一
种能让人一块一块掰碎了咽下去的
书，是文学之外醒神又养心的读物。
可是，随着事业日渐顺遂，她在匆忙
中丢下了收藏的“篮筐”，不再动笔。
我知道好为人师是最惹人生厌的恶
习，可还是忍不住为她散落在岁月里
的慧思妙想感到惋惜。

有位生于 1939 年的水利专家，
在工地上一口气走10公里都不觉得
累。他的标志性“外挂”是随身携带
的蓝布兜儿，除了一应工具，最重要
的是一个记事本，那是他的百宝囊。
你和他一起在工地上走，看到一切都
正常，他却能感知哪个管道接口处少
留了两厘米、三厘米，检查出来的数
据竟然分毫不差。就这样日积月累，
他密密麻麻记了 8本工作日记。那
不仅是他的私人技术档案，更是他独
特的生命轨迹。

文字的篮筐能捕捉的好东西实
在太多了。在急速旋流的现代都
市，人们的心灵挡不住被七事八事
撕扯得变薄变形，我们能不能为自
己编一个文字的篮筐，让身体尽可
能长久地年轻，让灵魂有一个栖息
的归所？换种说法，就是借助生活
中那些清亮明媚的点滴，借助那些
疼痛边角上悄然绽放的野蔷薇和三
叶草，随手为自己插一个花篮，也不
会是什么难事吧？

自从《古堡森森》《临沣寨传奇》两
部纪录片在央视播出后，郏县临沣寨一
下子声名鹊起，片中的尹亮亮介绍起临
沣寨来滔滔不绝、收放自如，看他博古
通今，说起临沣寨如数家珍的样子，不
知底细的人还以为他是个资深的文物
专家，当知道他只是一个最基层的文化
干部时，无不对他刮目相看、啧啧称赞。

圆圆的脸庞，中等的个头，微胖的
身材，慈祥的面容，朴素的装束，走在临
沣寨街上，如果不是有人介绍，任谁都
会只觉得他是村里的一位农民。其实
他早已把自己当成了村中的一员，融入
其中。

有人说是尹亮亮成就了临沣寨，而
尹亮亮说，是临沣寨成就了他。虽然也
是出生在农村，但说起今天从事的传统
村落保护工作，过去他从来没有想过。
1991年，尹亮亮从包头钢铁学院毕业，
学的专业是工业管理，更是与文物、古
建筑沾不上一点边。在县经委工作时，
他被堂街镇时任党委书记张金定瞄上
了，调他到镇里指导办企业。2000年8
月，一场洪水，杨柳河漫堤，汝河水倒
灌，临沣寨霎时成了泽国。县、镇政府
组织了几百人去抢险救灾，尹亮亮就在
这支队伍里。他去做几位老年人的工
作，让他们撤出寨子，可他们就是死活
不撤，最后是被抬上船的。老人们说，
孩子，你不知道，我们寨子是老几辈传
下来的，就是发再大的水，寨门一关，用
土一囤，咱这个寨子就不会淹。洪水过

后，有个水毁工程要修复，尹亮亮又参
加了。一位省领导到现场，说石寨不仅
保护了村民，还是文物，于是国家和省
文物专家纷纷前往，提出了宝贵的保护
开发意见。镇里趁热成立了临沣寨开
发办公室，镇领导说，亮亮，你熟悉这里
的情况，就留在这里吧。尹亮亮说，也
算是与临沣寨有缘，就爽快地答应了。

他这个搞工业的人一脚踏进文物
行当，成了门外汉。不懂不怕，一旦喜
欢上就有了动力、有了激情，他索性把
铺盖卷从镇里搬到了临沣寨。在修复
了古城墙、疏通了寨河之后，尹亮亮集
中精力搞调查。除了挨户串门走访老
人，还夏天顶着酷暑、冬天冒着严寒搞
田野文物普查，古桥、古树、河流、古墓
葬、碑文石刻等了然于心，然后查阅典
籍《郏县志》《汝州志》，最早查到北魏郦
道元在《水经注》中就介绍临沣寨当时
叫水田村。随后从周边古墓葬发现的
汉画中确定汉代就有村落，经考证，他
认为临沣寨是在洼地上的高岗上建的，
是洼地上的“乌龟”，头在东北尾在南，
古人叫“金龟探水”，寓意长寿、旺财，现
在村里有十几位90多岁的老人，鼎盛时
出过皇封的大盐商朱紫贵，也可以佐证
这里的确是个宜居之地。

在临沣寨，尹亮亮一住就是 15
年。为了工作方便，他还动员做老师的
妻子调到了朱洼小学任教。寨里的每
一座宅子、每一户人家他不止去过十趟
八趟，村史、家族史、个人史，他比村干

部还熟悉。三座城门各有什么讲究？
为什么这么建？每所老房子的房檩上
记载的建房人是什么身份？那些石雕、
木雕、砖雕的图案传递着什么文化信
息？那些门柱匾额上的诗词楹联又有
什么样的文化传承？他都要打破砂锅
问到底。故宫博物院、河南博物馆、北
大、清华、南开、郑大、河大那些大专家、
大教授都成了尹亮亮的朋友。在他们
的熏陶下，尹亮亮也真的成了专家，
2015年6月，尹亮亮进入了平顶山市旅
游人才专家库。

其实，尹亮亮的老家解庄离临沣寨
不过五里地，父母在老家生活。虽近在
咫尺，可他一忙起来十天半月回不了一
次家。去年父亲脑出血出院后，他正忙
于朱家西宅院的修缮工作，每一个图案、
每一扇门怎么弄，工人都要问他，真要离
开工地一会儿他也不放心。累了一天躺
下就睡着了，因而，有两个月没有顾上回
老家。待他腾出空回家时，父亲劈头盖
脸就是一顿臭骂：你还知道回家啊！

尹亮亮的儿子患有脑瘫，这些年来
都是妻子照顾的，儿子知道他忙，既没
埋怨，又很争气，今年考上了大学。

提起家人，尹亮亮两眼湿润，他说，
欠家人的情太多了。

他把一片深情都倾洒在了临沣寨。
他的心血没有白费。临沣寨上了

多个国家名录榜：第一批中国传统村
落；第一批国家重点建设的生态博物
馆；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第五批

特色旅游名村；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国家级科研基地(古村落保护)；
2003 年 3 月被联合国列入战时文物保
护公约保护范围。

临沣寨的古宅老屋、古树古井就装
在尹亮亮的心中，就印在他的脑海里。
他不但保护了“死”的文物，还将其身上
的文化符号解读出来，激活它们，让临
沣寨厚重历史中透出的质朴善良、勤劳
持家的精神风貌展示出来，把中原文化
的基因传承下去。

这些年来，尹亮亮从来没想过离开
临沣寨，寨河的治理、千亩芦苇荡的恢
复、祠堂的复建……他有很多事情要
做。他想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他痴爱
的临沣寨。他说，他早想好了，退休后
就生活在这里，只要群众不嫌弃。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生态文明
建设”的目标，尹亮亮说，这与临沣寨的
修复保护思路不谋而合。他给我展示了
他心中生态临沣寨的图景，那是一幅安
静祥和的画面：阳光下的红石古寨巍峨
森严，座座老宅，雕梁画栋，古朴齐整；寨
墙外，寨河碧波荡漾，白鹅浮水，一叶轻
舟飘过，垂钓者似乎视而不见；河岸上，
杨柳轻拂，芦苇摇曳，要进寨的游人时不
时与荷锄的农民打个照面；寨内的老宅
前，十几位长者，有人在石板上下棋，有
人在谈古论今，全然不顾摄影者把老宅
与他们一起装进了长镜头……

相信尹亮亮，因为倾情，他面前的
这个画卷会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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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秋天

情洒临沣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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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满怀才情的少女，若不
是，却又为何如此富有诗情画意？
你是历经沧桑的仁者，若不是，却
又为何拥有如此广阔的胸襟来洗
涤凡世的污秽？你是纯真的孩子，
若不是，却又为何如此天真纯粹，
让人痴迷流连？

夕阳西下，柔和的余晖洋洋洒
洒地飘落在你的双颊，想必这柔美
的姿态，也只能是你这般的温婉才
可以如此淋漓尽致地演绎，连岸边
的杨柳也忍不住轻吻你的额头，路
边的行人忍不住驻足于此，一睹芳
容。

还有你微波粼粼的湖水，为
何 如 此 安 然 ，怎 么 从 不 见 你 愤
慨 ？ 难 道 是 你 博 大 的 胸 怀 尚 可
以 容 忍 人 世 间 的 诸 多 悲 欢 离
合？

湖中的小岛，无怨无悔地长久
卧立于此，莫非是为了守候这片醉
人的湖泊？或许他是你的恋人，如
若不是，又怎会倾情于此？这种爱
怜，让我感慨万千：你在这里，我愿
一生远远注目，不去靠近，只为一
世倾情。

一缕青烟，一丝迷雾，这仙境
般的朦胧，就连夜半的钟声也不忍
打扰。你如此优雅，一睹你芳容的
游人，是否打搅了你的美梦？你如
此沉静，这匆匆的脚步声，是否带
来了一丝惊扰？

月色下的你如此恬静，柔美
如你，却一样承载着来自人间的
负荷，可你没有怨言，依然以一
颗 平 静 的 心 来 迎 接 这 一 切 的 一
切。

你如此之雅，我也只能因你的
容颜而倾慕，被你的妩媚所折服，
为你的纯情而痴迷。纵使春去秋
来、云卷云舒，我依然爱你。多娇
的平西湖！

邂逅平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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