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幽夜静思，耳边常常响起深长而厚实的
梆子声。

古旧的村庄，房屋大多是土坯草苫的，
很少用砖瓦。少数用砖的房屋，也只是青砖
包墙，房子低矮而又昏暗。村庄的布局，毫无
规则，除一两条还算宽敞的街道外，全是弯
曲延伸的胡同。这种布局，虽然显得逼仄，但
却曲径通幽，增加了村庄的幽静和神秘感。

村子里很少有大声喧哗的，即使偶有喧
闹，那声音也被这幽曲的小巷吃掉了。特别
是夜晚，村子出奇地静，真是静如太古，静得
让人心烦。可是，正当人心生烦乱的时候，总
会有一种“梆、梆、梆”的声音，打破这夜的岑
寂。在农闲的时候，这梆子声能够穿越村庄，
呈现出一种特有的生命活力。

梆子声，一般响在农闲时节。此时，秋粮
已经入仓，时序已是初冬，整个乡村深深地
陷入了冬眠期。

晚饭时分，“梆、梆、梆”的声音就响起
来。声音由远及近，时大时小，时而脆响，时
而沉闷，像蛇一样蜿蜒在一条条街巷里。梆
子声响过之后，村庄又陷入了沉寂之中。可
这声音总也唤醒了点什么，就会听到“吱呀、

吱呀”的开门声，很快，人们又会透过暗夜的
微光，依稀看到，从农家大门里闪出的一条
条人影。这些人懒懒地走着，他们会奔向同
一个地方——村头的场院屋。

场院屋，农忙时节，是用来忙麦忙秋，碾
打粮食的；农闲时节，则成了生产队里的豆腐
坊。为梆子声召唤而来的乡民陆续进入豆腐
坊。此时，屋内炉火正旺，大锅里“咕噜咕噜”
的豆汁，在热气中滚动着。屋子里氤氲着浓浓
的热气，诱人的豆浆的香味充溢着整个房间。

很快，一碗碗滚烫鲜美的豆浆就端在了
乡民们手上。他们有的靠在锅沿旁，有的随
便找一个地方席地一蹲，有的则依靠在门槛
上，噈着嘴，一口一口地啜饮着。醇厚的豆
香，温暖了整个肺腑，一天的疲劳，就随着这
呼出的热气溜走了。乡民们捧碗啜饮的情
态，实在而又安详，一种温暖的满足和朴实
的憨厚，洋溢在脸上。豆浆价钱不贵，不过三
五分一碗，所以，人们大多能喝得起。那个时
代，一碗豆浆，就是一碗温馨的生活，充盈着
生命的芬芳。

接着，大多数喝豆浆的人陆续离开了，
剩下一部分人，则是等着吃浆豆腐。他们要

盯着热热的豆浆，被倒入一个大缸里，然后，
在缸中浇入卤水，豆浆“咕咕”冒一阵气泡
后，便凝结成了豆脑。师傅再把豆脑舀入方
形框架内的包袱之中，豆脑中的汁水便顺着
包袱的缝隙流了下来。大约二十分钟以后，
豆脑就凝成了块儿。这时的豆腐，水分较大，
吃起来柔、嫩、滑、软，一箸入口，两颊生香，
终生难忘。

那些惦记吃浆豆腐的人，可以进入内
间。里面摆着简单的饭桌，桌上放着醋、酱
油，还可能有一碟蒜泥儿。他们总是慢慢地
吃，高声地谈，尽可能地让幸福在热烈的气
氛中多停留一会儿。那种氛围充满了一种淳
朴的温馨，仿佛回到家中的感觉。还有比家
的感觉更贴心的吗？

眼下，穿行于乡村的豆腐挑子，仍然还
是敲着那柄梆子——一块椭圆形的木块，中
间挖空，然后，用木棍敲响。梆子发出的声响
却总是那么羞涩，似乎底气不足。似乎，再也
吃不到那种正宗的“卤水豆腐”了。各种名目
繁多的做法，已使豆腐丧失了本色与豆香。

深切怀念，乡下胡同里木梆声声，还有
那浓浓的豆香。

眼下，赏识教育逐渐被
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践行。
赏识，给人以激励，使人更
加自信，从而更加自强。一

句赏识的话语，可能改变人一生的命运。
1852 年秋天，著名作家屠格涅夫在打猎

时，无意间捡到一本皱巴巴的 《现代人》 杂
志。他随手翻了几页，竟被一篇题目为 《童
年》 的小说所吸引。《童年》 的作者是一个初
出茅庐的无名小辈，但屠格涅夫却十分欣赏
他。屠格涅夫先生四处打听作者的住处，最
后，得知作者是由姑母一手抚养长大的。屠格
涅夫找到了作者的姑母，表达了对作者的欣赏
与肯定，并对他姑母说：“这位青年人如果能
继续写下去，他的前途一定不可限量。”

姑母很快就写信告诉自己的侄子：“你的
第一篇小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大名鼎鼎、写

《猎人笔记》 的作家屠格涅夫先生逢人便称赞
你。”那位作者收到姑母的信后欣喜若狂，他
本是因为生活的苦闷而信笔涂鸦打发心中寂寥
的，由于名家屠格涅夫的欣赏，竟一下子点燃
了心中的火焰，找回了自信和人生的价值。于
是，一发而不可收地写了下去，最终成为享有
世界声誉的小说家、思想家。他就是列夫·托
尔斯泰。

有一天，著名作家雨果先生在大街上看到
一个衣衫褴褛的稿纸推销员，心中顿时生出一
股怜悯之情。他把一法郎丢进了卖稿纸人的怀
里。走了没多远，雨果先生又忽然觉得这样做
很是不妥，他连忙返回，从卖稿纸人那里取出
一本稿纸，并抱歉地笑了笑，说：“对不起，
我刚才一时大意忘记取稿纸了，希望你不要介
意，其实，我知道你是一个商人，你有稿纸要
卖，而且上面有明确的标价。”

五个月之后，在一个社交场合，雨果先生
遇到了一位衣着整齐的推销商，他紧紧握住了
雨果先生的手，并自我介绍说：“先生，我永
远忘不了你。你曾用一句话，重新给了我自
尊。那次没有遇到你之前，我一直觉得自己就
是一个推销稿纸的乞丐，直到那次，你跑来告
诉我，我才知道，自己是一名商人，而绝非乞
丐。谢谢你。”

雨果先生的确没有想到，自己当初简简单
单的一句话，竟然使得一些处境窘迫的人，重
新树立起了自信心，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取
得了可喜的成绩。

再把话题转移到中国。曾有一位秀才，第
三次进京赶考，住在一个经常去的小店里。考
试的前两天，他做了两个梦。第一个梦，自己
在墙上种白菜；第二个梦，自己下雨天戴斗笠
还打伞。这两个梦似乎有些深意。第二天，秀
才就赶紧去找算命的解梦。算命先生一听，边
拍大腿边说：“你还是回家去吧。你想想，高
墙上种白菜不是白费劲吗？戴斗笠还打伞不是
多此一举吗？”秀才一听，心灰意冷，回店收
拾包袱准备回家。店老板觉得非常奇怪，问：

“不是明天才考试吗，今天怎么就回乡了？”秀
才如此这般说了一番。店老板一听乐了：“我
也会解梦的，我倒觉得，你这次一定要留下
来。你想想，高墙上种白菜不是高中吗，戴斗
笠还打伞不是有备无患吗？”秀才一听，觉得
更有道理，于是，精神振奋地参加考试，居然
中了个“探花”。

著名演员六小龄童，原名章金莱，祖籍浙
江绍兴，父亲是南派猴王“六龄童”章宗义。
章金莱的二哥叫章金星，艺名为小六龄童。因
在《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中的出色表演，章金
星曾经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不
料，在章金星刚要出演美猴王的时候，却不幸
患上了白血病。

在去世前，章金星跟章金莱说：“我就要死
了。”那时，年仅七岁的章金莱还不明白什么叫
作死，赶紧问二哥：“那我要怎么样才能够再看
到你？”二哥说：“只有当你演成‘美猴王’的时
候，你才能看见我。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哥
哥临终前的这句话，彻底改变了章金莱的艺术
追求，他从此立下宏愿，今后一定要去演孙悟
空，而且还要把它演好，演成功。

其实，每个人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当中，可能
蕴含着无穷的力量。嘴巴张开之前，仔细想一
想，自己这句话想要带给他人怎样的影响，该如
何说好这句话，才能带给他人如愿的理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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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错 的 工 匠
●蒋子龙专栏●

■学手艺的

确会上瘾的。好

工匠都是干活儿

上瘾，且精益求

精 。 性 格 养 精

神，越是难干的

活儿，越是废寝

忘食，处于痴迷

状态，几乎是“大

工匠”的共性。

□蒋子龙

秋 菊 花 开 □鲍海英

一句话的事
□张 勇

木 梆 声 声 □路来森

敦厚朴实的南瓜，堪称餐桌上的常
客。其实，很多文人雅士，对于南瓜也情
有独钟。

张爱玲的散文，写得颇接地气，有时
也世俗得可爱。比如，她对小火炉冒出的
烟莫名喜欢，小饭铺门口煮南瓜热腾腾的
瓜气，也让她觉得“暖老温贫”⋯⋯张爱
玲给人们的感觉，似乎不食人间烟火，其
实，她笔下的市井风情，给读者一种本能
的亲近，恍觉文中勾出的俗世一角，就在
人们的前前后后。

一向以“美食家”著称的汪曾祺，对
于南瓜也是一往情深。比如，他在 《昆明
菜》 一文中写道：“玉溪街里有一家也卖
蒸菜。这家所卖蒸菜中有一色 rang 小
瓜：小南瓜，挖出瓤，塞入肉蒸熟，很别
致。”几十年过去了，他对昆明的“蒸小
南瓜”始终念念不忘。

过去，天南海北中秋拜月的供品里，
常有南瓜的身影。梁实秋曾在文中说，中
秋拜月除了素月饼，还要大南瓜，这是不
是也有祈福日子如南瓜似的圆融敦实的意
思呢？周作人在 《中秋的月亮》 里写道：

“中秋供素月饼水果及老南瓜，又凉水一
碗，妇孺拜毕，以指蘸水涂目，祝曰眼目
清凉⋯⋯”可见，用“老南瓜”拜月，也
算是颇为应景了吧。

张中行先生更有意思，他常拿南瓜置
于案头清供。他曾在文中写道：“是个鲜
红色椭圆而坚硬的瓜，我们家乡名为看
瓜，顾名思义，是只供看而不能吃。”一
般清供，常拿些稀罕高雅物品，而像张中
行用“老南瓜”，朴实而又带着一股野味
儿，实不多见。其实，这种案头清供，只
是一种旧文人的生活习俗，以此来反躬自
省，或借以表达心志。

南瓜温慈敦拙，造型古朴典雅，引
起了许多艺术家的关注。画家自不必
说，就是一些紫砂匠人们，也常取南瓜
造型。比如，清代紫砂大家陈鸣远，就
擅长造“南瓜壶”。他曾做过一件南瓜
壶，壶盖为瓜蒂状，壶嘴由瓜叶卷成，
壶把则是瓜藤。壶身筋囊生动自然，壶
嘴与壶把造型和谐统一，叶脉藤纹刻画
逼真，极为自然可爱。壶身上刻“仿得
东菱式，盛来雪乳香”的铭文，借以表
明自己的志向与操守，这正是南瓜传递
给紫砂的殷切情怀。

南瓜本为寻常物什，常被农人置于角
落，似乎永远登不上大雅之堂。想不到，
在这些文人手下，却焕发出了别样的艺术
生命。看来，物无贵贱，贵在适得其
用吧。

邢台市检察系统，以“大数据”应
用为抓手，以“智慧检务”建设为突破
口，积极创建“网上检察室”平台建
设，全面提升检察监督职能，对刑事、
民事、行政诉讼和刑罚执行活动进行
全面全程和跨部门动态监督，使监督
模式由原来的传统人力密集型，转变
为现代信息技术型、智慧型。

邢台市人民检察院：“网上检察
室”新平台是由侦查监督网上检察
室、审判监督网上检察室和执行监督
网上检察室三部分组成。侦查监督
网上检察室通过运用大数据技术，分
析公安机关公开的行政处罚决定等
数据，对其行政执法活动中存在的该
立案不立案和程序违法等行为进行
智能化监督。审判监督网上检察室
通过运用大数据技术，分析审判机关
公开或直接提供的案件数据，实现对
审判组织、简易程序、立案期限执行
完毕、终结执行等环节的智能化监
督。执行监督网上检察室通过运用
大数据技术，分析司法机关移交或提
供的案件数据，实现减刑、财产执行
等智能化监督。三个网上检察室相
互协作，形成一个涵盖检察机关全部
监督业务的有机体系，不仅提高了监
督的覆盖面、精细度、智能化，而且还
提升了监督效率，节约大量人力、物
力，更好地维护了检察职能。

巨鹿县人民检察院：以“检察文化
长廊”作为文化建设的切入点，以“网
上检察室”新平台建设为契机，在各个
楼层设置了400多块融合了检察业务
和检察文化元素的画板，当群众来巨
鹿检察院办事时，都会情不自禁被这
里的“检察文化墙”“检察文化长廊”所
吸引，丰富的文化主题内容，新颖的表
现形式，不仅要让检察干警受益，还要

让来院办事的群众，
都可以从中感受到
浓厚的法治文化氛
围所带来的正能量。

临城县人民检
察院：在开展的“关
爱未来、护航未成年
人成长”主题宣传活
动中，开通了“临城
未检阳光护航”微信
公众号，该微信群秉
持教育、感化、挽救
的原则，以向未成年
人进行普法预防教
育、提高自我保护意

识为主要内容，吸纳了检察官、教师、
家长、心理咨询师、律师等百余名成
员，大家通过微信互动、探讨交流，融
合各类帮教资源，有针对性地发布法
律知识、典型案例、励志短语等法治宣
教素材，释法说理，答疑解惑，提供“订
单式网上送法”，形成教育合力，为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了清新、健康、文
明的社会环境。

隆尧县人民检察院：以“网上检
察室”创建为抓手，通过网络、现场学
习等形式，组织班子成员学习修改后
的新党章、新宪法，重温《共产党宣
言》，并结合实际查找工作上、思想上
和作风上存在的差距，将自己的学习
感想和体会，相互探讨、相互促进，进
一步增强集中学习的实效性。同时，
该院还向全院干警发出了向吕建江、
潘权同志学习的倡议书，学习他们的
先进事迹。通过系列学习活动，使干
警更加团结奋进，政治意识更加坚
定，理想信念进一步增强，宗旨意识
进一步提高，真正做到业务精通、作
风优良、执法公正。

内丘县人民检察院：进一步加强
学习，提高政治站位，在“网上检察
室”创建这一节点，组织全体干警认
真学习上级脱贫攻坚的重要指示精
神，强化责任担当，配齐配强驻村工
作队与帮扶责任人队伍，统筹考虑干
部年龄、工作经历、能力特长，组成驻
村帮扶工作队，不折不扣开展驻村帮
扶工作。同时，还采取入户走访调研

等形式，与帮扶对象促膝交谈，切实
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自
驻村帮扶工作开展以来，院党组已专
题研究部署驻村帮扶工作 3 次，全院
干警共募集爱心捐款 2450 元，并用
这些款项选购了面粉、食用油等慰问
品，送到了61户帮扶对象手中。

任县人民检察院：本着聚焦智能
化、聚焦人性化、聚焦科学化的发展
方向，积极与法院、公安、司法等部门
合作，建起了“网上检察室”。“网上检
察室”的建立在办案中节省了调卷、
阅卷、复印等时间，提升了办案效
率。今年以来，侦监部门通过网上自
行监测系统发现有效信息 12 起，民
行部门通过“智慧民行”系统甄别、筛
选出 6 个监督项，经过承办人审查后
发现 3 项数据有效。公诉部门通过

“智慧审监”系统，按系统设置分析出
“要求监督”或“建议监督”提示等级，
大大提升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的
质量和效率。

新河县人民检察院：立足司法
体制改革，紧密结合“网上检察

室”建设不断创新思路，强化措施，
增强新形势下队伍的凝聚力、战斗力
和创新力。该院进一步夯实信念基
础，突出检察特色，开辟文化长廊，设
置党员活动室、图书室，提高全院干
警学理论、钻业务的热情。同时，提升
素质能力，采取“干警大讲堂”、专题
培训、业务竞赛、演讲比赛、岗位练兵
等多种形式，力促青年干警快速成长
为“业务多面手”和“复合型人才”，
并继续深化党风廉政建设，认真学
习 《宪法》《准则》《条例》，通过召
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
议、警示教育大会、签订责任状等
方式落实责任，传导压力，坚持把
纪律规矩挺在前面，把从严治检的
螺丝拧得更紧。

目前，“网上检察室”已在邢台
市、县两级 21 个检察院上线运行，邢
台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邢
伟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完善“网上检
察室”功能，实现与案件质量评查系
统、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的数
据对接，利用系统数据分析发案态势
和犯罪规律，形成专题分析报告，有
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为党委政府
决策提供参考，以此提升法律监督的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促进检察工作
提质增效。

（杜会括、李军利）

邢台市检察系统

创建“网上检察室”新平台 探索阳光检察新模式

邢台市人民检察院领导班子到柏乡粮库进行参观
学习，现场感悟“柏粮精神”。

依然记得许多年前，在我曾工
作过的厂子里，那些质朴、勤劳，始
终起着支撑作用的工人们。

我 的 组 长 吕 云 集 ， 个 性 很
强，在车间的人缘非常好。他三
十 岁 刚 出 头 儿 ， 已 经 是 “ 四 级
工”，不但脑瓜好，而且手底下利
索，干出的活儿真是漂亮。还有
一位工友名叫王义礼，最早，他
是开铁匠铺的，因手艺好越干越
大，后来，发展成了一家铁器工
厂，公私合营后，合并到我们那
家工厂。他本人被评为“八级锻
工”，是车间里工资最高的技术权
威，谁有干不了的活儿，都要请
教他。他似乎也从来没有被难倒
过，技术上从未没招儿过。在有
些刚进厂的“徒工”眼里，他是
神一样的人物，反倒没有多少人
在意他的身份。过去，连厂部的
大人物到车间来，都会客客气气
跟 他 打 招 呼 ， 说 上 几 句 话 。 现
在，他一个人守着汽锤，非常松

快地独享清静。
我的经历也很有戏剧性，从厂

部下放到特殊重体力车间从事劳
动。听起来，会遇到很多麻烦，除
去完成正常的生产任务，还要负责
打扫更衣室、打开水，乃至准备工
具。我以前从技校毕业，虽然学的
是 金 属 热 处 理 ，却 都 属 于“ 热 加
工”，隔行不隔理，用了一年多的时
间，我就能掌钳子，在一吨锤上独
当一面了。技术上一顶戗，其他杂
活儿我再想干，组长都不让插手
了，总是支派手笨、干活儿不行的
人去打杂。大部分时间，我都与普
通工人几乎没有两样。

在生产第一线就是这样，技术
一过关，日子就变得好过了，甚至
享受到了一种纯粹、淳厚的快乐。
这种快乐是干活儿带来的，只有

“手艺人”在从事技术劳动时，才会
有的快乐。无论春夏秋冬，干活儿
时，我们都穿着厚帆布工作服。锻
打时，通红的钢屑四溅，不至于烧

伤皮肤，一火（拿钳子从炉子里夹
出烧好的钢坯，放到锻锤上锤打到
锻件发硬，必须再回炉内加热，此
谓“一火”）下来，通身湿透，只要锻
件漂亮合格，便痛快无比。

至今还清楚记得，无论干活
儿，还是为人处世，厂子里的工人
们都由衷地尊重我。比如，锻造一
种方套，外面正方，中间圆孔，精度
要求很高，重 82 公斤，从下料、冲
孔，到成活儿，一共“四火”，组里的
技术骨干，一人一个。就是那天，
我开始感受到劳动，乃至特殊重体
力劳动，不是惩罚，反倒成了享受
与快乐。

我的钳子夹着烧红的钢块，随
着汽锤的节奏，在砧子上翻转、跳
跃与变形。渐渐的，我手上的钳子
尖，像魔术师的手指一样灵巧，钢
块随着每个人的心意在变化，锤头
欢快的击打声如音乐在伴奏。我
聚精会神，沉醉在自己的劳作里，
心灵变得极为充实。

若说我那时的生存状态，哪谈
得上什么“精神”。毕竟，每个人的
希望非常渺茫。劳动，特别是技术
性的劳动，可以慰藉受伤的心灵，
是精神的营养。那情景非常奇特，
身上在出大汗，心却获得了安宁。

当年，我真正喜欢上了劳动，
这或许是极特殊的体会。学手艺
的确会上瘾的。好工匠都是干活
儿上瘾，且精益求精。性格养精
神，越是难干的活儿，越是废寝忘
食，处于痴迷状态，几乎是“大工
匠”的共性。在工厂二十多年，结
识了不少各个工种的“大工匠”，他
们几乎都是干活儿凿死卯子，执
拗、狠钻、挑剔而且傲慢，不给差错
留一丝缝隙。因此，显得不近人
情，脾气不好。

干活儿的时候，人和活儿都格
外漂亮，一表人才。就像奥运会的
领奖台上没有丑的，个个神采焕
发。神情专注再加上一技之长达到
一定的境界，定会让人变得很美。

秋季，菊花开放，香飘万里。在菊花当
中，野菊花可谓是菊花的祖先。古人见野菊
花开得可爱，气味又清幽，颜色又富贵，择其
花大而艳者移至庭院，植于盆中，施以沃肥，
溉以清泉，久而久之，其基因发生了一些变
化，那些姿态万千、风情万种的观赏菊花，就
这么诞生了。因为有了菊，文人们便又多了
一些抒志寄怀的事情。

屈原在郁郁不得志的时候“乃赋《离
骚》”，放逐汨罗，还在高歌“朝饮木兰之坠露
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这样的胸襟与心怀，
实在令人敬仰。曹丕在《九日与钟繇书》里赞
美说，芳菊“含乾坤之纯和，体芬芳之淑气”。
到了陶渊明的时候，“不为五斗米折腰”，撂
下炙手可热的官不做，到南山种豆去了。种
完豆子干什么？“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闲散得叫人眼馋。

苏轼是个大才子，诗词歌赋，书法绘画，几
乎全都练到了较高的水平。22岁，他就高中进
士。一年秋天，轼拜望当朝宰相王安石，人没见
着，却见着了王安石压在砚下尚未竣工的《残
菊》诗：“西风昨晚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
苏轼以己见臆想，菊花乃傲霜之物，花瓣怎肯

飘落。于是，恃才傲物，挥笔写下“秋花不比春
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后来，苏轼因祸遭贬，
到黄州一游，做了那里的团练副使。秋深，一夜
西风紧，落英缤纷，黄花满地，苏轼赶早上班，
忽见此景，惊得一头冷汗，当然还有一头雾水。
回京后，立即登临王府请罪，责怪自己观
察不细，用心不工，作风浮躁，年少轻狂。
后来，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写“欲伴骚人赋
落英”“漫绕东篱嗅落英”，个中滋味，恐
怕只有他自己知道吧。

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恩爱有加，妇唱夫
随。当年，他们还时不时地投些闲钱搞搞收
藏，做做理财，八小时以外，还做了些鉴宝之
类的精深研究，写了一部《金石录》。赵氏一
家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是过得去的。
然而，这位心细如发的女词人，活得似乎并
不惬意，至少是不滋润吧。《醉花阴》应是赏
菊饮酒后吐的真言。那首词写道：“莫道不销
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多么微妙的

“瘦”字啊，怎么品呢？是形“瘦”了，还是心
“瘦”神“瘦”了呢？

曹雪芹大概因为小说篇帙宏大，让大观
园里那一堆痴男怨女咬笔头、绞脑汁、沥心

血、耗精力，只为一个“菊”字。《红楼梦》第三
十八回：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等人，在大
观园结下“海棠诗社”。次日，拟下“忆菊”“访
菊”“咏菊”“画菊”“种菊”“对菊”“供菊”等十
二道题目。“潇湘妃子”林黛玉一时性起，诗兴

勃发，一气呵成三首，《咏菊》荣登榜首。
“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一
从陶令平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满纸
自怜、千古高风是说《石头记》呢，还是

说曹公大人呢，还是这位终日心事重重、泪眼
蒙眬的“花仙”说自己呢？

菊同梅、兰、竹一起并称“四君子”。古往
今来，嗜画菊者不计其数，善画者亦以千万
计。一部《芥子园画传》所集能者，即有跛道
人、松道人、杨佰润、邓铁仙与张嘉锷等数十
人。明朝人陈飓言，博学嗜酒，善画兰、菊，工
草书。往往酒后下笔，淋漓有神，求之甚艰。
因嗜菊如命，自号“菊痴”。明清以来，“八大
山人”、吴昌硕、石涛与齐白石等大家，均有
绘菊之佳作。看来，不独古人爱菊，现代人爱
菊的行情依然十分高涨，这多半是因为菊花
代表孤傲、纯洁以及淡泊名利，这正是做人
应有的精神境界吧。

南瓜深情
□孟祥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