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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白龟湖
蓝天澄影泛磷光，近畔青裳远黛妆。
雪鹭双出惊翠苇，轻舟一入动莲塘。
西来滍水千层碧，东去沙流万里长。
波下古国沉俱寂，仿听风月道沧桑。

秋晚
远山默默垂天际，日暮湖霞半壁红。
摇曳芦花心有意，泽国秋水重晚晴。

芦花
苍苍清影沐烟霞，秋水长天散絮花。
只为湖光添露色，不和枫岸比浓华。

严寄音

诗三首

代沟，是指两代人之间在价值观
念、心理状态、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
异，相差十多岁就可以形成代沟。引
申开来，有钱人与没钱人、富人与穷人
之间也会在价值观念、心理状态、生活
习惯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或可叫“钱
沟”？

就说最近吧，亚洲首富王健林在
《鲁豫有约》访谈中说：“最好先定一个
能达到的小目标，比方说我先挣它一
个亿。”哇，小目标就是一个亿，让我惊
讶得嘴老半天没合上。不瞒您说，我
这个工薪一族，这辈子最大的目标都
没超过 100 万元。我觉得王健林的

“小目标”就是在画饼充饥“逗你玩”；
他可能会觉得，你怎么连这点出息、这
点追求都没有？一个亿，小意思啦。
或许这就是我和亚洲首富之间的“钱
沟”吧。

前首富马云也发言了：“超过一两
千万，麻烦就来了……超过一两个亿
的时候，麻烦就大了。”马云现在的身
家是人民币 2000 亿元左右，也就是
说，按他制定的幸福标准来衡量，他并
不幸福，而是处在极度“麻烦”之中。
瞧瞧网民的回应吧，那铺天盖地的留
言都写了什么：“我不怕麻烦”“我特想
麻烦”“越麻烦越好”“求求您来麻烦我
吧”“把您的麻烦分点给我行吗”……
马云哀叹钱多了太麻烦，网友们则为
钱少不够花而苦恼，这又是“钱沟”带
来的认知差异。

稍有文史常识者都熟悉晋惠帝司
马衷那段轶事。晋惠帝时，有一年发
生饥荒，百姓没有粮食吃，只有挖草
根、食观音土，许多人活活饿死。消息
报到皇宫，晋惠帝听完大臣的奏报后，
大为不解，发问：“百姓无粟米充饥，何
不食肉糜？”因此传为千古笑谈。平心
而论，晋惠帝“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
手”，不事稼穑，不懂民间疾苦，说出这
样弱智且混账的话似也在“情理之
中”。王健林和马云倒是从草根奋斗
出来的豪富，未发迹时对民间疾苦、处
世艰辛应该是有所了解的。但存在决
定意识，屁股指挥大脑，当他们在豪富
的位置上坐久了，“谈笑有巨贾，往来
无白丁”，说话、办事、意识、思维，自然
而然也是会发生变化的。譬如他们一
出手就是若干个亿，最不起眼的“小目
标”也是一个亿，和普通人的“钱沟”已
大得惊人了，再说出点让我们感到匪
夷所思的“名言”，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鲁迅先生有段名言：“穷人决无开
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
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
区的灾民，大约总不会去种兰花，像阔
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
妹妹的。”其实就是说的“钱沟”的意
思。搞市场经济，优胜劣汰，收入差距
是客观存在的，“钱沟”自然也在所难
免。我们自然希望收入差距不要越拉
越大，也不喜欢听来自“钱沟”那一边
刺激没钱人的话，尽管人家是无意的。

虽然马云说过：“梦想还是要有
的，万一实现了呢？”我仍然不敢把“小
目标”定成一个亿，因为那也未免太不
现实了，还是一笑了之，把这当成因

“钱沟”导致的一个冷笑话吧。

陈鲁民

“代沟”与“钱沟”

不经意浏览到一组沙枣树四季
图，故乡便跳到眼前，我仿佛嗅到了沙
枣的花香和果香，心儿顿时被融化了。

沙枣花又称沙漠桂花，之所以能
与江南桂花媲美，除了浓郁的色、香
与桂花接近外，它玲珑精巧的外形也
完全不亚于桂花。

沙枣树与胡杨树、红柳树并称
“沙漠三绝”，它们耐盐碱、抗干旱、根
系发达，成群结队挺立于大漠深处的

“倩影”千百年来始终是边疆最亮丽
的风景。它们不仅能防风固沙、改良
土壤，其顽强的生命力常常被用来激
励和赞誉人类宝贵的精神和意志。
沙枣树是它们中唯一既开花又结果
的极品，一棵小苗栽下后三年就能呈
现果实，因此备受人们青睐。故乡的
田间小道、菜园田埂，甚至房前屋后
都栽有沙枣树。印象里我家的平房
就被沙枣树包围，烈日炎炎下，因为
有了树荫遮挡，尽管室外高达40多摄
氏度，屋内却别有清凉。

儿时，沙枣树给我带来了太多的
乐趣和甜蜜，那一树树花开、一阵阵
花香、一串串沙枣果子和树下的一张
张如花笑靥全部浮现在眼前……

故乡的春天似乎比内地慢半个
节拍，历经寒冬的雕饰，瘦骨嶙峋的
沙枣树从苍凉寂静中复活，一番春风
吹荡，虬枝盘曲的树杈泛出了绿意，

枝条上尖锐的针刺探出了头角，鹅黄
的嫩叶舒展……此时，被棉袄束缚太
久的孩子们像出笼的鸟儿，找到久违
的“歪脖子”沙枣树，拉上绳子荡起了
秋千。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
花开。”明媚五月，暗香浮动，沙枣花
当仁不让，在姹紫嫣红中抢尽了风
头！你瞧，一朵朵金灿灿的喇叭状小
花吐蕊舒瓣，一团团、一簇簇拥挤在
绿色的枝条间，随着春风摇曳生姿。
银树金花，引得群蜂低唱、百蝶起
舞。“沙枣花开，十里花香”，一切都沉
浸在花香的氤氲中。父母对孩子多
了一份温柔，路人相逢多了一份问
候。我们这些耐不住寂寞的孩子，放
学路上钻进沙枣树林中，争先恐后，
你采我折，精心挑选花朵最为灿烂的
枝条，捧回家养在瓶中。简朴的家中
因有沙枣花的点缀，顿时满屋生香，
充满诗情画意。

枣花的余香还在空中飘荡，枝头
却悄悄孕育出新的生命——沙枣。
日渐长大的小青枣儿密密匝匝地挂
在枝头，阳光照在上面泛着刺眼的
光。这时的我们跃跃欲试，受不了诱
惑，爬到树上，摘下一粒青果放进嘴
里，酸涩难忍，眼泪直流。但我们宁
愿天天让舌头酸麻着，也要一直试吃
到枣子成熟。七月酷暑，沙枣树已枝

繁叶茂，葱葱茏茏，如一把把巨形大
伞矗立在烈日下。夏风掠过，那一片
片附着浅浅银屑的细长叶子带着串
串青果跳起欢快的舞蹈，但终也压不
住凑热闹的人群，当然大多是在暑假
里放飞的孩子。绿荫树下，田头劳作
的人歇息乘凉，唠唠家长里短；顽皮
淘气的孩子玩耍嬉戏，惊醒了倚在树
根旁打盹人的美梦。树上的青枣不
时被男孩子扯下，当作子弹相互攻
击。女孩子则躲在树荫下，端着盆，
洗着衣裳。整整一个暑期，天天有吃
不厌的青枣，天天有洗不完的衣服。

金色十月，秋风送爽，树上的枣
儿也由小变大，由青变黄，由硬变软，
沉甸甸地压弯了枝头。鸟儿捷足先
登，刚刚成熟的枣儿就被啄上新伤。
等待已久的我们，放学后则冲进树
林，脱下鞋子，光着脚，攀着皴裂的树
干，你拉我推地爬上了枣树，兴奋地
用手捋着枝条上的沙枣，连着来不及
去除的树叶一起装入倒空的书包。
有的树枝太高太细，手够不着，脚不
能踩，我们就把小镰刀绑在长竿上，
在树杈上使劲一拽，小树杈连着上面
的沙枣应声落地。不会爬树的孩子
则焦急地站在树下，举着长棍敲打
着树枝，枣子如珠子般滚落在地，一
片金黄。成熟的沙枣红黄色深浅不
一，表面还裹着一层薄薄的粉，像新

鲜出炉的面包。剥开外皮，里面的肉
粉粉的、面面的，吃到嘴里沙沙的、甜
甜的。

沙枣装满了书包，我们才恋恋不
舍地从树上跳下来，擦一下被枣刺划
出血道的手臂，背着“战利品”趁父母
收工前赶到家。不敢告诉母亲被树
枝挂破衣服，就捡高兴的话题哄劳累
了一天的母亲用这新鲜的枣儿蒸一
锅香喷喷的枣馍……

故乡天气干燥，沙枣很快就风干
了，可以保存很长时间。平时上学、
放学的路上，我们也有了可口的零
食，还可以用它与小伙伴交换哈密瓜
干、瓜子等。寒冬腊月，把沙枣放在
铁炉上烘烤一下，别有一番焦香的风
味。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天然
的美食陪着我们度过寂寥无味的日
子和漫长的冬季。

长大求学工作回到中原，没想到
一转身沙枣树竟遥不可及。在河南
也曾吃到过故乡的枣，但已没有记忆
中的香甜和绵软，尽管枣还是故乡的
枣，树还是故乡的树，但已时过境迁，
物是人非。

转眼又到了丹桂飘香的季节，重
温那些单纯的快乐与婆娑起舞的沙
枣树，我闻到了童年的味道，我看到
了那位明眸善睐的小姑娘，那年花开
我如花，花开那年花如我！

冯惠珍

那年花开

猴年新春，南方下了一场多年未见的
雪。遥望，大地一色，白雪茫茫。近看，梅
树最为劲健，琼枝傲立，含苞花蕾静静地裹
雪而开。

这景象我在读赵俊杰先生的中篇小说
《钟实》中又一次领略。河南《莽原》2016年
第1期以头条位置推出该小说，向广大读者
捧出高洁可心的雪梅。

小说主人公，新河县委副书记、县纪委
书记钟实虽是男性，可他宁折不弯的铮铮
铁骨和凌寒更精神的风采堪称雪中之梅。

整体看，《钟实》具有法理、情理、艺理
水乳交融的品质特色。三者的有机融合决
定了小说主人公形象塑造的成功，进而奠
定了小说的成功。

作为新河县委副书记、县纪委书记的
钟实，明白法理，坚持法理，违纪必查，违法
必究。上任伊始，钟实便召开县纪委常委
会，宣示对举报信中的问题“再不能放任不
管，要立即展开调查”。

坚持法理绝非易事。当钟实等对新河
县大悲寺街道工委书记骆保有问题进行调
查时，平州市委组织部长金鼎居然亲自来到
新河县“视察”工作，提出“对发展中的问题
不要求全责备”，实际上是给新河县委、县政
府领导吹风、定调子，重点是敲打钟实，袒护
骆保有。新河县委书记雷铁占等人害怕了、
妥协了，对钟实说：“关他一天算了，有关材
料先封存起来，有啥问题，随后再说。”此
时，钟实面临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另外，
钟实还遇到送钱卡、色诱，被严厉抵制后，
又莫名其妙地办公室抽屉被撬、撞车，直至
遭遇黑手，险些丧命。好在钟实一身硬骨、

一身正气，无私无畏，智勇双全，一一化解。
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党的十八大召开

前后。钟实以及纪委副书记高强等纪委干
部在工作中遇到的艰难险阻，真实地折射
出反腐败斗争的严峻、尖锐和复杂。同时，
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党中央反腐败的
坚强决心，人民群众反腐败的强烈意愿，纪
检干部反腐败的扎实举措。小说作者如此
把握和反映反腐败题材，可谓全局在胸。

法理与情理经常交织在一起，“法”与
“情”既纠合又抵牾。“法”有时会出现畸变。

面对老父亲亲自来为自己救命恩人的
儿子苗金库说情，钟实的思想斗争非常激
烈。钟实耐心说服、安慰父亲，并承诺：“随
后我要亲自去见苗大叔，说明情况。假如
金库受到法律的制裁，苗大叔的晚年我一
定照顾他……”由此使我们感到钟实是有
血有肉、重情重义的人，既有普遍性又有典
型性，是真实可信的。

对被“双规”的骆保有，钟实做到仁至
义尽，让人关照他年迈患病的父母；让县妇
联的同志找人去陪骆的老婆，防止其出现
意外。这些不仅体现了区别对待的政策观
念，更体现了我们党通达情理的人文关怀。

钟实对淀粉厂负责人马函受贿案的处

理，可谓坚持法理与坚持情理并行不悖的
精彩之笔。钟实对马函说：自己有一位朋
友是企业负责人，建筑商为了揽生意，前前
后后送了100多万元。这位朋友一时糊涂，
把钱收了。收钱后提心吊胆，寝食不安，把
这情况对我说了，于是我就帮他分析后果。
现在各地纪检单位设立了廉政账号，中央有
规定，只要把收受的钱上缴到廉政账号，即
使不署真实姓名，将来也可免于追究受贿责
任。马函说：“钟书记，我全明白了。我想你
那朋友是个明白人，他会按你说的办。”

《钟实》是否遵循了小说艺术的艺理
呢？我认为它交出了完美答卷。

《钟实》的题材和主题是反腐倡廉，事
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视人民为衣食父母的作家们，直面这
样严峻的现实，并且用笔鲜活地表现出来，
警醒世人。这是跳出小我关注大我的选
择，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选择，是秉持作家
良知和历史责任感的选择！

《钟实》的构架也很讲究。作者不仅在
故事情节的展开、矛盾的激化上多有用心，
而且在力量的对比与矛盾的转化上也颇费
心思。作品一开头就写了钟实上任伊始，
各种力量、各色人物就处于风口浪尖的位
置，使矛盾冲突在很高的层次上展开。开
篇钟实被任命为县纪委书记，他想起了自
己儿时的苦难生活、父母的教诲、自己的成
长经历。《钟实》通篇有多处这样触景联思
的情节，这对读者正确认识社会大势，特别
是主要人物的世界观形成很有帮助。

作者在紧贴地气依凭生活的同时，把
人物、事件、情节转化为有血有肉、生动可
感、激荡人心的小说形态。正如作者在创
作谈中所言：“尽力克服表现浅显的政治功
利指向，使小说通过讲故事的方式透视人
性本质，再现官场真实，力争使幕中人知所
惧，幕外人知所防，让读者在阅文品艺中感
悟人生真谛，察悉社会风云，有那么一点警
醒、启迪和收获。”

钟实形象的成功树立得力于一系列生
动事件，包括典型细节的支撑。他的无畏，
既表现在不怕背后有人告他的刁状，不怕
撞车，不怕绑杀，也表现在不畏权势上。他
的风骨，表现在不为钱财所动，不为权色所
惑。他的干练，表现在有经验、有智慧、有
艺术。在调查线索时，严格保密，防止打草
惊蛇。在条件具备时，又适当吐露，敲山震
虎。在县委书记企图放掉“双规”对象封存
案宗时，钟实提出是否要告诉一下市纪委
书记和市委书记，使得县委书记无奈只好
让钟实按原部署继续查处。

小说对人物的心理刻画、揭示和场景
的叙述描写也非常精准成功。骆保有工作
有“政绩”，但受贿甚多，上有靠山，下有关
系网。钟实敢于碰硬，为办成铁案，严明保
密纪律，安排得力干将深入调查取证，掌握
确凿证据。老奸巨猾的骆保有藏有巨额赃
款的保险柜要用语音密码才能打开，语音
内容竟是“执政为民，福禄寿禧”，真是太有
讽刺意味了。

钟实与骆保有的交锋，一波三折，峰回
路转，有滋有味。这也是小说最精彩的部
分之一。对手的狡猾、老辣反衬了钟实的
胆识和智慧，正因为刻画对手没有简单地
脸谱化，从而丰盈了钟实形象的立体风采。

综观细读，《钟实》法理、情理、艺理水
乳交融，故事情节曲折生动，扣人心弦，富
有哲理，令人警醒深思。它既是反腐倡廉
的力作，又是充满思想艺术含量的佳作。

——读赵俊杰中篇小说《钟实》

法纪与情理交融的警世之作

刘耀仑

马匏在乡间常被亲昵地唤作
“马匏蛋儿”，也有叫“马宝”或“马
泡”的，就像一个人有乳名，草木也
有昵称，叫起来顺口，听上去亲切。
从小在乡村长大的我一直纳闷：马
匏本是田间一株名不见经传的野
草，看它的模样、凭它的气质、论它
的功效，怎么能和驰骋千里的骏马
相提并论呢？

马匏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就地拖
秧生蔓，秧上每节有一根卷须。叶有
柄，呈心形，叶面粗糙，有刺毛。马匏
的花纹和西瓜颇有几分相似，尚未
成熟时青绿色，熟透后微微发黄，散
发着诱人的光泽和淡淡的甜香。马
匏有大有小，小的和鹌鹑蛋差不多，
大的犹如核桃一般。马匏野味十
足，生命顽强，不择土质，极其耐旱，
尤以田间居多，拖着丝丝蔓蔓的瓜
秧，顶着娇小玲珑的果实，以谦卑的
姿态负重匍匐在青纱帐之中，身影
飘忽宛如一阕婉约清丽的宋词。虽
然和西瓜、冬瓜、丝瓜、倭瓜、黄瓜等
同属瓜类植物，但在瓜族的大家庭
里，卑微的马匏却没有一席之地，甚
至连最起码的生存权利都难以保
障。当它的瓜类远亲躺在舒适的土
地温床上，享受着肥料清水的滋养
和人类百般的呵护时，马匏却注定
远离人间烟火，以柔弱的身躯与命
运抗争，孤苦伶仃，自生自灭。

马匏是杂草，是野瓜，农人们常
常这样说。一个杂，再带上一个野，
使马匏成为庞大瓜族中的孤儿、弃
儿。这也是自然法则的抉择。冬去
春来，蛰伏在黑暗世界里的马匏籽
粒破土而出，幼苗紧贴着地面艰难
行走，一路蜿蜒疯长成郁郁葱葱的
瓜秧，纵然秧上布满尖刺也是徒劳，
最终难逃被人类铲掉薅去的厄运。
在蓊蓊郁郁的玉米地里，马匏的身
上贴着醒目的“杂草”标签，由于左
冲右突和玉米争养分，影响农作物
生长，农人对其深恶痛绝，锄之唯恐
不尽。锄头是马匏的克星，往往是
马匏刚刚长出嫩绿的秧苗，还没来
得及感受生命阳光的灿烂，就被斩

草除根，过早地夭折了。好在马匏
有着非凡的生命力，纵然农人们企
图将其“赶尽杀绝”，一次次连根拔
起，但是顽强的马匏依然“春风吹又
生”，延续着生生不息的奇迹。

赤日炎炎的盛夏时节，乡村孩
童时常穿梭在蒸笼般的玉米地里给
牛割草，当随身带来的水喝完后，口
渴难忍的我们便睁大了眼睛搜寻草
丛中成熟的马匏。泛着青色的马匏
是不能吃的，味如黄连，又苦又涩，
唯有等到其褪去青涩之气表皮泛黄
之时才能吃。有时候正掂着一张镰
挥汗如雨割草时，一抬头不经意望
见前方草丛中露出了一截马匏秧
儿，遂欣喜若狂，丢下镰刀，用手掂
起布满细刺的绿秧儿，一串圆溜溜
的马匏便暴露在眼前，让人兴奋不
已。迫不及待地摘下一个颜色泛黄
的马匏，放到鼻子前闻闻，如果散发
出盈盈香气，便是熟透了。马匏紧
贴地面生长，身上不免沾染泥土。
摘下来的熟马匏，只须用手轻轻去
掉浮土，顶多也就是用衣袖擦拭几
下，便放入口中大快朵颐，一股清香
和酸甜顿时沁入肺腑。

对乡间孩童来说，成熟泛黄的
马匏是美味，而那些尚未成熟的青
涩马匏则是爱不释手的玩物。在那
个缺少玩具的年代，衣兜里鼓鼓囊
囊的马匏，足以让孩子们大呼小叫
玩上半天。青马匏的玩法很多，可
以装在弹弓上当子弹，也可以参照
弹玻璃球的游戏规则，把圆溜溜的
马匏当作琉璃蛋儿在地上弹来弹
去。马匏还经常被一些顽劣的孩童
用来制造恶作剧，即掐掉马匏的一
小块皮，用指甲剜一个小口，在同伴
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将口对准他的
脸或者脖子，然后大拇指和食指用
力猛挤马匏的汁液，黏糊糊的籽粒
弄得对方满脸都是，一片狼藉。

如今想来，最经典也是最寻常
的玩法便是将马匏放在手心里揉捏
着玩了，越揉越软，越软越好玩。闲
暇无事的时候，孩童们把青涩的马
匏放到温暖的掌心里，两个手掌相

对，一圈圈饶有兴致地揉搓着。揉
捏马匏是个功夫活儿，必须心静有
耐心，还要拿捏好力度，掌握一定技
巧。虽然青马匏皮厚且柔韧性强，
但是如果手劲过大，或者用力不均，
很容易揉破外面的一层瓜皮，弄得
满手都是黏糊糊的汁液，甚至喷一
脸的籽粒。揉搓到最后，质地坚硬
的马匏完全没有了筋骨，变得柔软
如泥手感极好，也失去了原先的青
绿之色，像是被水润湿了一般晶莹
剔透，隔着那一层薄如蝉翼带着脉
络的皮肤，体内的籽粒纤毫毕现、清
晰可见。

乡村的孩童就是如此顽皮，玩
到最后也不肯放过可怜巴巴的马
匏，索性把软成一包水的几个马匏
并排放在地头坚实的田埂上，一脚
猛踩上去，随着一声细微的闷响，马
匏的籽粒连同汁水四下迸溅，而一
旁的孩童们却兴奋得大呼小叫，带
着十足的快意嬉笑着走开了。那些
被跺成碎泥的马匏，喷射出了无数
籽粒，等到来年便会有一片片的马
匏从田间地头冒出来，延续着勃勃
的生机。生命的繁衍就是如此妙不
可言，孩童们大脚一踩看似残忍的
恶作剧，却在无意中承担起了传播
马匏种子的重任，得以让马匏生生
不息，满地葳蕤。

梁永刚

亲亲的马匏

大兴安岭秋色如画 新华社记者 连振 摄

黄昏下的白龟湖（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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