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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通常使用青铜镜，显然，这是一
项了不起的发明。但是，随着镜子的出现，一
个与其有关的哲学命题，也就应运而生了。那
就是镜子的两个功能，涉及用其照人、用以自
照的话题。

穿开裆裤的年纪，我不理解镜子的真正含
义，经常用一片小小的玻璃镜子照人。当我把
镜子中反射出来的太阳光，向对方的眼睛照过
去的时候，对方便难以看清任何东西了。当
时，那于我来说是件非常开心的事儿。每逢此
时，我便得意地笑个不停。

儿时，我取笑的对象是自己的爷爷。当镜
子里那束阳光，照到爷爷留着山羊胡子、皱巴
巴的脸上时，爷爷先是用巴掌挡着那束光线，
接着便是对我训斥道：“你看你的鼻涕流过河
了，自己好好照照镜子去，弄上一盆水洗干净，
再到院子里来玩耍。镜子是让你自照污斑的，
你怎么喜欢拿它照人呢？”

在我的记忆中，这是第一次用镜子取乐。
还有一次，也让我永生难忘。当时，爷爷正站
在厅堂过道的水缸旁，用瓢往枯干的墨盒里舀
水。这时，我再一次故伎重演了。想不到，这
一举动可捅了大娄子。因为光线晃眼，他手中
的墨盒掉在了地上，黑乎乎的墨汁把过道弄脏
了。当天，爷爷强令我擦净厅堂过道之后，又
拧着我的一只耳朵，把我拉进了他的书房。

我是长孙，爷爷对我疼爱有加，我从不担
心爷爷会动手打我，不过，还是心跳如捶鼓。
因为只有爷爷真正动了肝火的时候，才会拧我
的耳朵。恼火的爷爷，把我拉进书房之后，虽
然没有用竹板子打我巴掌，但是，他满脸怒气
地拉我坐在一把木椅上，让我学习古训。由于
年代久远，爷爷究竟向我灌输了什么有关镜子
的典故，我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可是，他强

迫我去对照镜子自视，则让我永生铭记于心。
原来，爷爷那只沾满了墨汁的手，在拧我耳朵
时，还留下一大块墨痕。我用那镜子自照，才
发现自己的一只耳朵，就像家里黑狗的耳朵那
般黑了。后来，我不但自照了镜子，还舀了一
盆水，洗净了黑耳朵。

年纪大一些，出于好奇，才有了读史的嗜
好。偶然一次，在爷爷书房里胡乱地翻阅古书
时，读到了晋人葛洪撰写的《西京杂记》。我似
懂非懂地读到，秦始皇曾在咸阳宫里，树起一面
宝镜，这段轶事让人产生了似曾相识之感。原
来，不只我用手中那面镜子，照别人的脸，以取
乐一时；想不到，秦始皇高悬于咸阳宫的那面宝
镜，也是用以照人的。这位地位显赫的封建帝
王，不仅派使臣徐福出海去找什么长生不老药，
以达到自己永生的目的，咸阳宫那面宝镜，也成
了他维持统治的另一服灵丹妙药。一位道士宣
称，每位臣子只要站在镜子之前，用手抚摸一下
肚子，那面镜子就能透过皮肤，看见每个人的五
脏六腑。如果哪位臣子对皇帝心揣二意，那面
镜子便有洞察秋毫的奇特本领。遇到这种情
况，秦始皇便立刻下令，把当事人处死。

当我读到关于古代镜子的轶事时，心里刚开
始感到有点恐怖。当这种恐怖渐渐淡化之后，便
产生了邂逅知音的快意——敢情，镜子是可以用
来照人的。窃喜之余，我第一次知道了“明镜高
悬”这句成语，最早出自于咸阳宫内的那面镜子。

我立刻找到爷爷说理：“秦始皇还用镜子
照人呢。”

爷爷看了看我手中的书，开怀大笑道：“你
相信镜子能照出人的五脏六腑吗？两千多年
过去了，直到现在县城的医院里，都没法儿正
眼直观人的五脏六腑，那面宝镜怎么会有超越
常人的本事呢？你年纪还小，书读多了你就会

明白，那是封建帝王愚民的手段。”
爷爷为了说服我，从书堆中拿出一本唐代

开国贤臣魏征的传记，他告诉我，这本书里也
有关于镜子的事儿，让我好好看看。

说实在的，当时，我对爷爷的开导并不感
兴趣。我小小的年纪，只是出于嬉戏的童心，
才闯进了史书中的“咸阳宫”，并找到“以镜照
人”的历史典故。

青年时代，我总算住进京城。有一次，去西
单旧书巿场浏览古书时，翻到了《旧唐书》当中
有关镜子的典故。书中记载，唐太宗李世民曾
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
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当辅佐他的贤相
魏征辞世后，他发出了“遂亡一镜矣”的喟叹。

李世民不同于秦始皇的是，这位开创了盛
唐历史的帝王，把镜子的最大功能定为“自
照”。此书不仅使人眼界大开，还激发了我阅
读古籍的兴趣。出于兴趣的吸引，我又在《战
国策》中，读到了《邹忌讽齐王纳谏》，其中，也
有篇章涉及镜子的“自照”功能：齐人邹忌是个
美男子，有一天，他询问其妻妾，自己与另一位
美男子徐公，究竟谁更美。妻妾们都说徐公之
相，难以与他媲美。但邹忌自照镜子之后，才
知道，“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后来，邹忌将此
事讲给齐宣王听，齐宣王将其镜子典故引入治
国之策，从自照不足之中，使齐国跨入了强国
之列。这是古代镜子留给后人的启示。

至此，镜子的功能才在我心中有了明确的
定位。昔日，我用镜子照爷爷取乐，只是折射
出了我的童心，而非是镜子的根本用途。至于
秦始皇咸阳宫里的“哈哈镜”，则是封建帝王为
了统治群臣所采用的一种手段，当然，也不是
镜子的真正功能。对于国家与个人来说，镜子
的最大功效莫过于“自洁形神”了。

镜 子 的 功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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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聚会主要来自北大荒的“荒友”和
中学同学，有时也合二为一，因为很多“荒
友”就是中学同学，当年是坐着同一辆火车，
一起从北京赶赴北大荒。这样的聚会，同窗
且“荒友”，犹如范石湖的诗：晚来拭净南窗
纸，便觉斜阳一倍红——不能不去。

聚会一般都会选在饭店酒楼，自掏腰
包，轮流做东，一桌子丰盛的菜肴，鸡鸭、鱼
虾等等。就着陈年往事，快活地回忆，一直
到酒足饭饱，握手告别。

每次聚会，总是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
回忆，酷似祥林嫂，一遍遍地陈情诉说。不
仅谈自己的家庭、子女，还涉及自己的身体
健康等等。

往事如昨，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好像能
鲜榨出喷喷鲜的香油来。浓郁的感情，加上
更浓郁的怀旧情绪，像一把把火，燃起过去
的岁月和流逝的青春，真像卡朋特那首老歌
所唱，可以叫“昔日重来”。重来的昔日，已
经过滤掉很多苦涩与艰辛，抑或被人为地诗
化与戏剧化。

从前，也曾聚会。当然，指刚从北大荒

返城的时候。当年，人们二十多岁，回想起
来，竟然过去了四十多年。那时的聚会，谈
未竟的理想，谈不着边际的浪漫憧憬，谈刚
读过的新买的小说或刚看过的电影等等。
聚会不切实际，却心心相通，那么丰富温暖，
又那么新鲜、有滋有味，如同当年知青宿舍
里，刚烤好的南瓜。

那时聚会，都是在各自家中，一张桌子
移到床边，床上坐人，椅子上坐人，围成一
圈，把窄小的房间挤得满满当当。在场的
每个人，根本没想到聚会去饭店，因为兜里
钞票微薄，一根扁担挑两头，还得养活全家
老小。不过，呼朋引伴聚会的劲头儿，毫不
逊色。最有意思的一次，是床上坐的人多
了，竟然把床板给坐塌了，倒地的朋友们立
刻哈哈大笑。

聚会的酒，专选北大荒的特产，那种白
底绿字、六十度的“北大荒酒”，如今很难找
到了。饭菜则都是出自身边的高手，很多人
无师自通或自学成才，差不多操练成“烹饪
高手”了。

有一年，我的中学同学兼“荒友”结婚，

为了省钱，婚宴摆在家里。屋里院里摆上
了好几桌，我自告奋勇当主厨。当时，正过

“五一”，赶上菠菜上市，便宜，我买了很多
菠菜，一连做了好几道菜：菠菜肉片、菠菜
豆腐、菠菜海米⋯⋯就连珍珠丸子，我都在
下面铺一层翠绿的菠菜。新郎官跑进厨
房，耷拉着脸对我说：赶紧换换吧，别再菠
菜了，大伙的脸都快吃绿了。当然，这并没
有影响重要的聚会，现在，人们还记着那场

“菠菜宴”。
我还有一个拿手菜，就是“沙拉”。那

时，哪里去买沙拉酱呢？我用开锅的热油，
浇在鸡蛋黄上，一手倒油，一手不停搅拌蛋
黄，直至搅拌成自己认可的沙拉酱，大家吃
得格外入味，非常开心。当然，这只是重要
聚会才会出手的“绝活”。赶上一般聚会，我
的菜谱上只有一种吃食，便是疙瘩汤。我做
的疙瘩汤，没有西红柿，没有最后飞上的一
层蛋花，也没有点上的几滴香油，只有大白
菜和面疙瘩，用葱花炝锅，最后洒一点儿酱
油。我管它叫“拨鱼儿”。因为我用筷子把
和好的面，一片片拨下锅，真像一尾尾的小

银鱼。我会做上满满的一大锅，如果只来一
个人，我俩把这一锅吃得精光。如果来两个
人，我们仨同样能把这一锅吃光。

那时聚会，不会因为“拨鱼儿”的简单，
有损丝毫的快乐。人们照样聊得天南地北，
海阔天空。一直到夜阑人静，朋友才依依不
舍地骑上自行车，消失在茫茫夜色里。

如今聚会，有时也会点上一盆疙瘩汤，
那只是点缀，像饭后的甜点，为了给大家解
酒或“腻缝儿”吧。

一般聚会，倘若掺杂了几个陌生人，则
属于礼节性社交了，这种场面可以去饭店酒
楼。像我们这样“发小”加“荒友”的聚会，大
可以常去各家住处重温旧梦。可惜，如今聚
会已经没有跑进各家住处的了。结果，我拿
手的沙拉和疙瘩汤，也派不上什么用场了。
想到这些，心里有些伤感。躺在床上，难以
入睡，写下一首“打油诗”：

而今聚会太奢华，爱在餐厅不在家。又
笑老林深迷鹿，还怜浅草曲藏花。青春尽醉
一杯酒，白首且分三泡茶。难有当年窄屋
里，半锅烂面话天涯。

当 年 聚 会 □肖复兴

嶂石岩的秋天是个烂漫的世界，恰如一幅
铺天盖地的水彩画。湛蓝的苍穹下，一道道
梁、一条条沟，绿的碧绿、黄的金黄、红的大
红⋯⋯畅游其间，嗅着空气中沁人心脾的香
气，听着溪水叮咚如琴的乐声，实在是陶醉了。

游嶂石岩，每次收获各有不同。金秋出
游，同行的有退休的王大夫。他一路指点、讲
解路两边的一草一木，原来，居然有那么多颇
具价值的中药材。过去只知嶂石岩是国家地
质公园，是闻名遐迩的风景区，这次，跟王大夫
走了一路，始知嶂石岩还是一座生长着上百种

中草药植物的宝山，许多还是名贵草药呢。
王大夫不时地指指路边石缝里一丛丛叶

子碧绿、开满紫花、药香浓郁的植物，说这就
是藿香。常喝的藿香正气水，主要原
料就是这种药材，嶂石岩遍山都是。
一会儿又见一丛丛茎直立、叶对生、红
花穗的植物，竟就是治风寒外感常用
的荆芥。走不多远，又见一大片止血常用的
地榆。当走进一片灌木丛时，王大夫拉着结
满果实的枝条说，这就是连翘，果实、果壳皆
可入药，做银翘解毒丸这是主要原料。

谈兴正浓时，忽然撞到了一株高大的乔
木，枝干被人剥下很大的一块皮，但那棵树依
旧生机盎然。王大夫惊喜地说：“这就是杜

仲，中国特产。既是重要的工业原料，
又是名贵中药材，主要以树皮入药，可
滋肝补肾。这树皮的伤口即采药人所
为。”听他说完，感觉很惋惜。导游接着

补充道：眼下，这种随意破坏自然资源的现象，
景区内已被严格禁止。当地政府鼓励发展药
材种植，过去荆棘丛生的岗坡荒地，摇身一变，
成为中药材种植基地。这样，既保护了野生资

源，又给本地打开了致富新路。
善于谈吐的王大夫，又讲述了各种中药

材植物的收获季节、时令，特别是以根茎入药
的植物，必须等霜降后才能收获，过早收获，
药性积累不足，徒有外形，这种药材的质量则
无保证。有关知识，在《梦溪笔谈》《本草纲
目》那些古代名著当中，皆有记述。

金秋时节，山里的农民，正在为各类中药
材的出路做准备呢。

这次涉足嶂石岩，登上了海拔1774米的
制高点。虽说年过六旬，王大夫依旧游兴极
浓，像年轻人一样，抓住铁链，登稳峭壁，手脚
并用，一步步地征服连黄羊也难以立足的“大
天梯”。总算把“大天梯”踩在了脚下，又穿过
一道石门，便进入了山西地界。越往上攀登，
山路越窄，林木越密，地上还结了一层薄霜，
眼下居然万木萧疏，黄叶纷飞。走到最后，连

羊肠小道也消失了。
站在制高点上，千秋万壑，尽收眼底，使

人有飘飘欲仙之感。西头，是夕阳山河，借助
高倍望远镜，还能隐约观看大寨的梯田和屋
宇；南头，是冀南的茫茫林海；东头，看见一座
水库的波光粼粼。站在“一鸡鸣四县”的山头
上，红尘的喧闹远去了，耳边只有林海涛声，
让人顿生无限感慨。

其实，早些年，这里只有采药人的足迹。
脚下是万丈悬崖，采药人腰系大绳，荡悠在山
腰崖畔，很多人为糊口而葬身深谷。时光流
转之间，仿佛听到远古采药人幽婉哀痛的深
山歌谣：嫁汉莫嫁采药人，采药哥哥坑死人。
七月三十讨媳妇，八月初一爬鬼门。爬上鬼
门无踪影，留得小妹守孤坟。

再看今朝，毛主席的诗词忽然涌上心头：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深 山 秋 韵 □王长宗

恩，是这个世界上
最为美好的一种东西。
施恩者高尚，受恩者幸
福，报恩者满足。此中
也有不尽如人意者，比
如“大恩如大仇”就堆积着强烈的矛盾。

小恩小惠如家常便饭，你请我一顿，我
请你一顿，施之者如沐春风，受之者吹面不
寒，倒显得觥筹之间，一团和气。大恩则不
然，施之者居高临下，受之者心有戚戚，均
知恩重如山，报之不易，时间一长则成为双
方的负担。谁不希望人敬一尺呢？最起
码，也要双方平等。

古人云：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如果暂时、甚至永久都无法“回馈涌泉”乃
至“滴水回报”，又能怎么样呢？只有无颜
相对，避之唯恐不及。有恩难报的压力，低
人一等的心理暗示，转化为怨恨自然毫不
足奇。

施恩者，不一定非得希望得到回报不
可，当然，也不愿意因此结下“梁子”，多几
个仇人。所以不论是什么心态在作怪，恩
将仇报总是不具备响应者。在对待“恩”这
个字上，确实有种境界非常高尚。

民国初年，湘南蝗虫肆虐，粮食歉收，
殷天引一家在镇上最先断了粮，一家人不
得不吃起草根树皮。这天晌午，一顶软轿
停在殷家门口，从软轿里下来的是殷天引
的一个好朋友王扬。王扬突然盯着殷家窗
台上的一只香炉走了过去。那只香炉与众
不同，正方形，上宽下窄，呈斗状，比一般香
炉高大，显得凝重、大气。王扬端详良久
说：“好一只明代的宣德炉。”

殷天引心里一惊，他没想到，自己家还
有明代的东西。王扬继续说：“我喜欢收
藏，把它卖给我吧。我给你两担大米。”第
二天，殷天引去了一家古玩店，发觉明代的
宣德炉至少值十担大米。后来，殷天引就
慢慢和王扬断了来往。

多年以后，殷家终于发达起来，而此
时，王扬却病故辞世。殷天引发现，王家养
着几株兰花草，其中，种植花草居然用了一
只宣德炉，那只宣德炉就是当年王扬花两
担大米从自家买去的。王家长子道：“这只
宣德炉不值几个钱，它只是一个仿制品。
那年粮食歉收，家父的一个好朋友家断了
粮食，家父想帮帮他，可又知道这人清高自
爱，不会随便接受别人的帮助，于是，故意
把他家这只仿制的宣德炉‘考证’为明代古
物，还送了两担大米给他。”

遇人急难，慷慨解囊，委曲维持，这是
一种合乎道、契乎义的自然反应，不存一丝
一毫获报的心、有求的心，值得称道。说起
来容易，做起来实难。唯其难，才愈显
可贵。

记得别人的好，是做人的本分；忘记对
人的好，是做人的智慧。施也好、受也好，
生活总是为了更快乐，提醒自己，不做“最
坏关系”的制造者。一个人只有懂得知恩、
感恩与报恩，才真正懂得人生中什么是博
爱，什么是崇高，才会舍得播下真诚的
种子。

施恩·报答
□张 勇

随着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自动化、
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急需一批知识
与能力兼备的应用型人才。校企合作培养
应用型人才是高校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培
养应用型人才模式的必由之路。

校企合作是培养应用型人才
的必然选择

作为地方高校，依托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立足地方，承担着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
输送人才的重要职责。但地方本科院校大都
存在办学时间短、师资力量相对薄弱、社会知
名度不高、教学投入积累不足等问题，制约了
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质量。强化校企合作，实
现设备、技术、人力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同
时根据市场需求来制定培养目标，调整专业
设置，增强办学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培养出符
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人才，是
地方院校实现创新发展的必经之路。

以通信行业为例，人才需求单位主要是
技术密集型企业。企业要求毕业生既要有
较强的理论知识，更要有较高的实践动手能

力。但由于地方本科院校资金限制，对于通
信专业硬件投入有限，不可能购买通信中实
际所需全部设备，也不可能组出一张实际通
信的大网，只能是对于理论的简单仿真或原
理模拟，加之具备工程经验的教师不多，导
致学生缺乏创新精神与实践动手能力，使得
通信企业与高校出现了“双难”矛盾——企
业难以招聘到合适的人才，毕业生难以找到
合适的工作。而通过校企合作构建与岗位
需求适应的“零距离”实践教学体系、与市场
需求“零距离”的素质拓展体系，就成为化解

“双难”矛盾的选择。
校企合作，发挥了高校和企业的优势，

互相支持，信息、资源共享，让学生在校所学
理论知识与企业实践有机结合，同时促进企
业生产力发展，是实现校企“双赢”模式的有
效途径。

校企紧密合作模式的研究

沧州师范学院位于河北省沧州市，是一
所地方本科院校。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许
多高新技术产业纷纷落户沧州，通信产业成

为快速崛起的新兴产业。为了适应该产业
的需要，在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通信工程专
业中增设移动通信专业，探索校企合作培养
应用型人才的新模式，为地方培养急需的通
信工程应用型人才。

根据学校服务地方经济的定位和应用
型人才的培养目标，通过对毕业生问卷调
查，深入企业调研走访、邀请企业行业专家
论证等方式，构建出一套校企紧密合作的模
式——即成立高校—企业联合教育中心，以
专业为依托，由高校企业双方工作人员共同
组成，开展校企间紧密合作，实现应用型人
才培养目标。

合作主要内容有：企业与高校共同参与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并根据实际岗位
需要修订专业教学大纲；共建实验室，企业
开放部分设备资源供学校教师解决科研项
目，学生毕业设计使用；共建实训基地,企业
提供实习资源，面向学生开放；聘请企业技
术人员担任兼职教师，教师面向企业，直接
参与技术开发、转化与改造，培养具有工程
经验的“双师型”教师等。

通过联合教育中心增强与企业的交流
合作，积极采纳企业提出的实践教学建议，
加大实践教学的力度,增加独立实践环节的
时间，更新和完善实践教学的内容与手段，
使得动手能力培养有了时间保证。

通过成立联合教育中心加强校外实习
基地建设，增大专业课程的工程实践时间，
使得通信专业从理论到实际的电子产品的
焊接、加工,通信产品的生产、调试以及通信
工程类设备的运营、维护等实际操作演练有
了保障。

通过成立联合教育中心完善通信工程
专业实践教学体系，从单一的基础类、专业
类循序渐进到综合创新类、工程实践类，学
生的动手能力与社会实践能力不断提高。

通过成立联合教育中心扩大“双师型”
教师队伍、邀请企业管理人员开展讲座、企
业技术人员担任兼职教师、选派青年教师进
入企业参观培训等措施，解决工程实践环节
的师资力量短缺问题，带动相关课程教学的
改革，在生产实习、开放实验项目指导、毕业
论文指导甚至专业课程的教学中发挥重要

作用。
成立“高校—企业联合教育中心”，实现

校企之间的“紧密”合作的核心是创新的机
制和健全的体系。创新的机制是以中心为
建立长效、稳定、全面的合作提供制度保证，
在注重理论教学的同时，加强对学生工程实
践、工程应用及创新意识的培养，提高学生
的综合素质和就业竞争力，实现应用型人才
培养要求。

合作体系使学校和企业共同把握办学
方向，根据市场需要和岗位需要，由企业参
与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合作内容全面，
从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课程设置、教师队伍
培养、实践教学建设到学生实习就业的推
荐等等。这对学生创新能力、动手能力和
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起到举足轻重的作
用，必将会成为地方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
培养新途径。

（黄晓寸、云电军、张阳、马文娟、郭玉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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