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
一
扫
更
精
彩

市场星报电子版www.scxb.com.cn
安徽财经网www.ahcaijing.com

2025年1月6日星期一
编辑/江亚萍 组版/阮 进 校对/吴巧薇人生百味08

记
录

寒冬，恰似一幅用冷峻笔触勾勒、深邃意境渲染的水墨画。江河湖泊，皆被坚冰禁锢，往昔的灵动

与喧嚣早已消失不见。冰面平滑如镜，倒映着天空的灰暗、岸边枯树的落寞，仿佛整个世界都被这严寒

定格在了这一瞬间。岸边的垂柳，昔日那翠绿欲滴的华裳早已褪去，仅余下干枯的枝条在刺骨寒风中

颤抖，似在哀怨地诉说着往昔的锦绣繁华与今朝的孤寂衰败。

聊煮一壶雪聊煮一壶雪 邵俊强邵俊强

值此冰天雪地之际，化雪烹茶，无疑是冬日里最

为风雅、最具情致之事。觅一方安宁清幽之地，安置好

小巧的火炉，用木勺轻轻舀取那纯净无瑕的雪，倾入壶

中。火焰温柔地舔舐着壶底，雪在炽热中渐渐消融，发

出轻微的“滋滋”声响，仿佛雪在低声细语，倾诉着它那

神秘的前世今生。待水沸腾，投入精选的茶叶，刹那

间，茶香袅袅升腾，与雪的清冷幽寒之气相互交织缠

绕，氤氲出一种超凡脱俗、别具一格的馥郁芬芳。

轻抿一口茶，让那温热的茶汤在舌尖缓缓流淌、散

开，悉心感受着雪的纯净无瑕与茶的醇厚悠长在味蕾

间激情碰撞、交融。在这袅袅茶香与幽幽雪韵的环绕

中，思绪仿若挣脱了尘世的羁绊，悠悠飘向远方。人生

之路，又怎会不像这煮雪烹茶的奇妙历程？时而如寒

冬般凛冽严酷，荆棘丛生，充满了无尽的艰辛与挫折；

时而又如茶香般馥郁醇厚，余味悠长，流淌着满满的幸

福与温馨。

焚琴煮鹤，化雪烹茶，向来被视作俗人大煞风景之

举。琴，作为古之雅器，其音能通神明、抒幽情，承载着

无数文人墨客的情思与寄托。鹤，于林泉之间闲逸踱

步，身姿优雅，是为祥瑞之象，亦是自然灵韵的化身。

而以焚琴之火，煮鹤之躯，仿若将世间最纯粹的美与

雅，残忍地置于世俗的炉灶之中，任其在烟火的熏烤

下，化为乌有。这般行径，无疑是对高雅意境的亵渎，

是将灵魂深处的诗意与浪漫，赤裸裸地践踏在脚下。

然而，在这看似粗暴的“焚琴煮鹤”背后，若能换一

种心境，却也能品出别样的滋味。恰似在那寒夜的炉

火旁，虽无丝竹悦耳，却有挚友相伴，围炉夜话，以鹤肉

入釜，煮出一锅温暖的慰藉。在这世俗的烟火里，卸去

了伪装与矫情，忘却了功名利禄的纷扰，只留下最本真

的人性与情感。此时的“焚琴煮鹤”，不再是一种罪过，

而是一种对生活的直白诉求，是从高雅的云端，踏入凡

尘俗世的勇敢一跃。

与“焚琴煮鹤”相对的“化雪烹茶”，则是将自然的

恩赐与人间的雅兴完美融合。当冬日的初雪纷纷扬扬

洒落大地，那一片洁白无瑕的世界，宛如天赐的画卷。

有心人轻轻扫取松枝上的积雪，置于红泥小火炉之上，

煮出一壶沁人心脾的香茗。在这一过程中，雪的纯净

与茶的清幽相互交融，仿佛将天地间的灵气与人间的

韵味，都凝聚在这一盏茶汤之中。“化雪烹茶”，不仅仅

是一种饮品的制作，更是一种对自然的敬畏与礼赞，是

在喧嚣尘世中寻得的一方宁静净土。

在茶意氤氲的静谧氛围中，展开古朴的书卷，开启

一场与先贤智者的心灵对话。手指轻轻抚过泛黄的书

页，那一个个蕴含着无穷智慧的文字，似灵动的音符，在

眼前跳跃、组合。读至妙处，或颔首微笑，或蹙眉沉思，

仿佛穿越时空，与古人并肩同行，共赏那历史长河中的

风云变幻、兴衰荣辱。从诗词的优美韵律中感受古人的

才情与风骨，从史传的详实记载里汲取为人处世的经验

与智慧。每一页书，都是一座宝藏，等待着我们去挖掘、

去领悟，在这字里行间，找寻心灵的慰藉与滋养。

兴之所至，铺纸研墨，挥毫临帖。毛笔在手中，似有

千钧之力，又似灵动的游龙。看那墨汁在笔尖凝聚，落

下，于宣纸之上晕染开来，一笔一划间，体悟书法的神韵

与风骨。或是临摹颜真卿的楷书，字体端庄雄伟，气势

磅礴，感受其忠义正直之气概；或是研习王羲之的行书，

笔势飘逸流畅，如行云流水，领略其洒脱不羁之风度。

临帖不仅是技艺的修炼，更是心境的磨砺，在笔墨的浓

淡干湿中，沉淀浮躁的心绪，涵养宁静致远之胸怀。

又或，在这寒冬的雅韵中，思索诗词楹联之妙趣。

从“焚琴煮鹤”到“化雪烹茶”，看似是两种截然不同的

境界，实则是人生百态的缩影。我们在高雅与世俗之

间徘徊，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平

衡。有时，我们会在忙碌的生活中迷失方向，如同在

“焚琴煮鹤”的迷茫中，忘却了初心与诗意；而有时，我

们又能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那些微小而确定的幸福，

恰似“化雪烹茶”的宁静与美好。

随
笔

几乎每位写作者，都会遇到投稿石沉大海的窘境，面对四处碰壁的难堪局面，有的丧失信心，偃旗

息鼓，从此与投稿相忘于江湖。我算比较幸运的，第一次投稿就因适销对路，被编辑选用了。

投稿那点事儿投稿那点事儿 袁牧袁牧

那是20世纪80年代末，我尚在一所偏僻的乡村初

中任教。期间认识了一位本地乡邮员，他数十年如一

日，每天风雨无阻、不畏艰辛将信件报刊投送到学校收

发室，大家都尊称他为“活钟表”。我被他执着的精神

和顽强的毅力深深地感动着，总想把他的事迹变成铅

字，让更多的人向他学习。

为了实现诺言，我利用一个星期天，来到乡邮员家

深入采访。有了第一手鲜活的素材，当晚我就一鼓作

气写好了文稿，并工工整整誊写在稿纸上，第二天一早

便邮递出去。没过多久，这篇题为《鸿雁传书暖万家》

的人物通讯，赫然刊登在《安徽日报》上。时隔数十年，

我专程去看望这位乡邮员，得知他仍痴情不改自己的

选择时，我再一次被感动，写下并发表了散文《三十年

风雨乡邮路》。

我的另一篇较有影响的文章是写一位纺织女工

的。为了搜集素材，我深入到县纺织厂细纱、织布等车

间实地感受纺织女工的工作状况，倾听同事对她的客

观评价。有了比较丰满的直观印象，我就集中笔墨描

写细节，提炼特点，力求形神兼备。在写作过程中，纺

织女工身上所展现的人格魅力、劳模品质和工匠精神，

同样深深地感动了我。文章写好后，我以《平凡里的不

平凡》为题投给了《党员生活》杂志，很快就全文见刊，

而且纺织女工成了当期的封面人物。

投稿不仅要应人、应事，还要注意应时、应景，这样

方能应运而生。2004年时，中组部提出要探索加强流

动党员管理的新路子，捕捉到这一信息，我灵机一动，

如果把地方上先行先试的新鲜经验和创举及时总结出

来，不仅是中组部非常需要宣传的，也是媒体关注的焦

点。机遇稍纵即逝，我迅即写好《离乡离土不离党》一

文，投给《人民日报》。令我喜出望外的是，不仅登上

《人民日报》这座高山，而且《农民日报》《安徽日报》等

大报均在头版予以转载。

有人说：上报纸难，上头版更难，上头版头条难上

加难。就拿我写的《无为党建与非公经济发展“无缝对

接”》《一江春水绕无为》等文章能上头版头条来说，都

是离不开改革发展中涌现出的重大事件、重大成就，有

了这些血肉和骨架做坚强的支撑，文章才有了挺拔的

身躯、强悍的体魄。文章本天成，我只是顺势而为，用

笔忠实记录下这一波澜壮阔的宏伟历程。

投稿就像范进中举，经常遭遇“屡投不中”或“泥牛

入海”。冷静下来，细找原因，根子还是文章质量不过

关。这让我想起一个经典的故事，有人向画家门采尔诉

苦：自己画一幅画只要一天，可是要卖掉它却要等上一

年。门采尔认真地回答：“如果你花一年时间来画一幅

画，那么卖出去只需一天。”投稿没有捷径可走，与其浪

费时间投机取巧，不如十年磨一剑，一朝露锋芒。投稿

又好似待字闺中，多一点平常心，少一点功利心，宠辱不

惊，去留无意，如果足够美丽可人，又何愁嫁不出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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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衫裹挟的人生长衫裹挟的人生
胡文燕胡文燕

新编大型黄梅戏《孔乙己》是继《祝福》之

后，再芬黄梅推出的第二部鲁迅作品。近日，在

安徽大剧院，首次登场，如期相约。

咸亨酒店拉开全剧的序幕，一袭长衫的舞

台背景贯穿始终。迂腐不堪的孔乙己、趋炎附

势的卢掌柜、达官权贵中的丁举人、巧言令色的

裁缝铺店主彩凤，入木三分的人物表演，还原了

鲁迅先生白话文小说《孔乙己》的精彩片段。黄

梅戏淳朴清新的唱腔，真实活泼的表演，宛如百

鸟啼鸣般的嗓音，倏忽间，抚慰了一天的疲惫。

剧中多位具有“双面人”性格的人物，在胸腔中

久久无法消散……

双面人孔乙己。清朝末年，浙江鲁镇书生

孔乙己，在考取童生后，却止步于秀才，年年赴

考，岁岁落榜，深陷科举沼泽。不择他业、不谋

生计、嗜酒如命的他靠赊账度日。而这样一位

穷困潦倒的底层知识分子，却为了教酒店小伙

计识文断字，愿意分享自己来之不易的茴香

豆。他饥肠辘辘，吃着残羹剩饭，却对上门要求

题字的彩凤分文未取。这是他淳朴善良的一

面。但是，这样一位自命清高的书生，却不得不

为五斗米折腰，干起了偷盗行窃之事。“欠账非

欠钱！”“窃书不算偷书……”在被卢掌柜举报偷

书之际，遭遇丁举人棒棍毒打，却不愿脱下他穿

了十几年的长衫，这又是他迂腐不堪的一面。

一件长衫形如枷锁，使他脱不下又挥不去，被封

建思想所毒害所麻木的无可救药之人，最终必

然难逃被社会抛弃吞没的悲惨命运……

双面人卢掌柜。封建没落时期小商人的精

明狡诈，权衡利益前后的双面人格，被演绎得淋

漓尽致。面对店中唯一一位站着喝酒的长衫穷

书生，极尽所能的挖苦讥笑，奚落嘲讽。而转身

面对达官显贵，却是满脸堆笑，拱手作辑，点头

哈腰。在孔乙己将顺手牵羊的书本抵押到咸亨

酒店，却转身遭到卢掌柜的举报。显然，这是一

个商人权衡利弊后的利己主义的决定。举报孔

乙己，踩着底层人的身躯，攀附上层社会的鞋

底，换取酒店的生意亨通，财源广进。卢掌柜身

上的麻木不仁，迫使一群孔乙己们生活得更加

潦倒不堪……

双面人彩凤。咸亨酒店里对孔乙己极力挖

苦，言语中轻蔑不屑。她在劝说孔乙己另谋出

路、糊口度日的同时，也是对一无是处文人的一

种轻视。而在为裁缝铺寻求一副题字，表现出

来的极度热情，一反常态的阿谀奉承，虚与委蛇

的称赞，刻画了小人物特定需求下的曲意迎

合。她坚持不让孔乙己署名，赤裸裸地暴露出

内心深处对穷酸书生社会地位的藐视和唾弃。

要字不要署名，是对文化的尊崇追求，也是对底

层知识分子的极度否定。

孔乙己最终在遭遇身体的毒打、心灵的虐

杀中孤独地离去，他或许到死都没有明白，这件

父辈传承给他十几年的长衫，最终成为他一辈

子没能走出去的囚笼……

全剧通过“咸亨酒店受辱”“丁举人家偷书”

“月下破庙自醉”“人与长衫被打”以及序幕和尾

声六个章节，漫画式地铺陈出科举制度对读书

人的扼杀和清朝社会对底层人的凉薄。以孔乙

己为坐标，孔乙己的命运沉沦为线索，孔乙己的

长衫为符号，具象地表达了人与社会在对立境

况下如何选择，抽象地讲述了人与人群在同一

事件中的人心麻木、人格泯灭和人性劣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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