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崔炳文 著

2011 年 3 月 8 日 星期二

12

编辑 / 卓瑞娟 TEL：0392-2189920

E-mail:qhcb123@126.com

时评 / 连载

“祭典当天，凌晨时分，斋宫鸣钟，

皇帝出斋宫至丹陛桥具服台更换祭

服。届时，大殿内外点燃坛灯、金灯、彩

灯，鼎炉内焚檀香或松柏枝等，香烟缭

绕，灯火通明，一派肃穆。

“大典开始时，鼓瑟合奏、钟磬齐

鸣。皇帝穿着祭袍，恭立于龙凤石南侧

拜位。 王公大臣的陪祭拜位设于大殿

南门外， 文武百官的拜位设于坛台之

下的庭院中。 皇帝在殿内向上天和列

祖列宗牌位行三跪九拜大礼， 百官随

之叩拜。此时，献酒、读祝文，祈祷天帝

保佑人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

安。 接着，皇帝向诸神牌位敬献玉帛、

进俎。 最后撤馔，将所有供品焚烧，送

帝神，望燎，奏乐起舞，礼毕。皇帝回紫

禁城，等待天帝的赐福。

“天坛中曾出过许多特产，水就是

其中的一项。 过去北京城的老百姓大

多挖井取水，城内苦水井居多，而天坛

内神厨的井水却是甜的。道士们说，这

口井上通天河， 是神水， 以此骗人钱

财。这里的水我也尝过，觉得和你们家

乡老槐树下的井水比起来还差着几分

哩。 ”

许校长说完这些，意味深长地说：

“其实， 祭天仪式从夏代就开始了，这

一方面说明农业和农民在整个国家和

当权者心中的地位， 另一方面也说明

祭天之后皇帝良好的愿望并没有化为

现实，否则，祭天仪式怎么会年复一年

地举行呢？到了今天，还靠祭天这类的

把戏做做样子行吗？ 中国共产党靠制

度、靠科学、靠人的因素解决了全国人

民的温饱问题， 但温饱不是我们的终

极目标，之后的问题更是迫在眉睫，这

需要我们勇于承担起责任来。 ”

韩振淇停下脚步说：“校长， 我理

解您带我来此的良苦用心了。 您上次

让我参与课题的提议， 我现在有了明

确答案，我愿意积极参与。 ”

许校长满意地点了点头：“说实

话，我一直想报恩，在我心中，一直把

淇河边的槐树庄当成我的第一故乡，

把自己当成远离故土的一个游子。 ”许

校长眼睛湿润了。

天空中刚好有一群大雁飞过，韩

振淇对许校长说：“说不定这群大雁就

是从淇河岸边飞过来的。 ”

一圈转了下来， 韩振淇还在这里

留影纪念，到在回音壁前，许含之要韩

振淇配合她玩个游戏，两个人站在东、

西配殿后， 贴墙而立， 许含之靠墙向

北，无论说话声音有多小，站在一两百

米外另一端的韩振淇都听得清清楚

楚。

许含之在那边问：“振淇， 北京美

还是你的家乡美？ ”

韩振淇这边应声：“北京的美属于

全北京人、全中国人，家乡美属于我爹

娘和父老乡亲……” 许韩二人的声音

经回音壁的传送显得格外悠长。

“你这状元郎到了皇帝拜天的地

方为什么不下跪？ ”

“我这状元郎又不是皇帝封的，为

什么要下跪呢？ 哈哈。 ”

说完这些话， 两人不由自主地大

笑起来， 许校长和夫人在旁边也是开

怀大笑：“两个长不大的孩子。 ”

三十九

秋去冬来，寒假即将到来，在中国

畜牧大学校报的寒假特辑上， 韩振淇

写了一篇他早些时候游览天坛祈年殿

的感受，被登在了头题，在校园里引起

了不小的轰动。

寒假正式开始之后， 许校长牵头

组成的课题小组， 分为几个社会调查

小分队下到全国各地。 韩振淇被分配

到许校长领导的小分队里， 还有任教

授和一名姓肖的年轻女教师， 一行四

人来到中原省会郊区的一座养鸡场。

大门敞开着，肖老师先走进去，向保卫

科的一位四十多岁的保安出示学校开

据的证明信。保安头发蓬乱着，披着件

军绿大衣，抠着鼻子，不耐烦地说：“我

不认字，有啥事直说吧。 ”

肖老师说：“我们是北京一所大学

来做调查的，想找一下你们场长。 ”

“是不是又来叫进贡的？ 我明说

吧，该给您的不用来要，在家等着就会

给您送上门；享受不到，那是你的级别

不够，来也没用，该去哪儿凉快去哪儿

凉快。 ”

任教授掏出香烟递上，保安噙上，

噘着嘴去让任教授给他点烟。

一辆上海牌的小轿车从里面开出

来，大老远就摁喇叭。保安站在大门中

间，叉开腿，伸开胳膊让停下。 司机看

门口站着几个气度不凡的人， 把车停

下， 从车里出来说：“你们是哪儿来的

客人吧？ ”

肖老师把信递交给他， 司机还没

看完，一扭脸看到保安把后备箱打开，

提着两只鸡笑着说：“见面分一半，我

就提上两只吧。 ”

“你提吧，这鸡是给李行长送的，

场长还在李行长办公室坐着干等呢，

你只要不怕场长熊你，我才不管。 ”听

了司机的几句话， 那保安又乖乖地把

鸡塞到车厢里。 司机把信还给任教授

说，“你们辛苦了 ， 我给场长汇报一

下。 ”车开走了。

不多时，来了一位年轻女人，见面

先带笑，问：“你们是北京来的？场长让

我过来招呼你们。 ”

到了会客室，墙上挂满了奖状、锦

旗。几个人先后坐下，肖老师把来的意

图讲了一下， 她笑容可掬地说：“我只

管账目的事，别的事我啥也不知道。 ”

肖老师问：“这家养殖场是市里办

的，还是区里办的？ ”

“市里办的，场里的人都是劳动局

调过来的，就一名临时工，就是那位看

大门的， 是场长的内弟， 说话没轻没

重，你们别介意。 ”

“场里养多少只鸡？ ”肖老师问。

会计摇摇头，答不上来。

“一只鸡喂多少天出栏？ ”肖老师

又问。

她仍然笑笑不回答。

许校长说：“会计同志， 我们到鸡

棚里看看可以吗？ ”

鸡棚里狼藉一片， 地上到处是饲

料、鸡蛋壳、鸡毛。笼子里有的鸡多，有

的鸡少，还有的空着。

许校长问：“这一棚鸡有几个饲养

员？ ”

她又笑笑， 停了一会儿说：“多少

不固定，今天是小王值班，他可能去买

年货了。 ”

许校长又问：“你们出棚的鸡是通

过什么渠道销售？ ”

“副食品公司，卖给其他地方，粮

管所不给饲料粮。 ”

“副食品公司跟你们是一次一结，

还是年终结清？ ”

“几年还不结一次呢。 他欠俺，俺

欠粮管所，来回欠着走吧。 ”

“工人的工资能按时发吗？ ”

“不能。这不，快过年了，场长去找

银行贷款了 ， 还不知道能贷下来不

能。 ”

从这家养鸡场出来， 他们又去了

一家个体养鸡场。到了门口，在门岗处

打过电话不到三分钟， 一个年轻小伙

子就迎了出来， 热情地把他们一行让

到场外三百米外的平房里。

肖老师让他看看学校的信件，他

激动地说 ：“各位老师你们来得真及

时，我正想去找你们呢！有些知识光靠

看书还不行， 问问畜牧站的兽医他们

也说不清楚。比如，一只鸡在正常情况

下，从孵化出来到出棚，喂的抗生素最

大限度是多少？ 我们还想进一整套饲

料颗粒机， 是国产的好， 还是国外的

好，国外的哪国的质量信得过？价格便

宜？ ”这位老板一口气提出几个问题。

任教授、 肖老师把年轻人问的问

题都记在笔记本上。

许校长说：“听到你的问题我很高

兴， 两位老师都记下了， 在我们走之

前，肯定给你一个满意答复。 老板，咱

现在能不能到你的鸡棚看看？ ”

他的脸红了，连忙说：“别叫老板，

我叫于全，各位老师叫我小于就行了。

去可以， 不过， 我们内部定的纪律很

严，人人都得遵守。 ”

一行走进大门时， 门口有一潭消

毒水，过去后是紫外线消毒室。从消毒

室出来就是饲养大院， 两个工作人员

在打扫卫生，一个在前边扫，一个在后

面用水管冲刷。室内阳光明媚，设施井

井有条 。 许校长问：“你养了多少只

鸡？ ”

“五万三千只。 ”

“饲料来源呢？ ”

“市场上买。现在老百姓手里有的

是粮食， 只要给现钱， 到哪儿都受欢

迎。 ” （36）

□

肖华

3 月 2 日， 我市 12 家企业和个人捐赠 500

万元用于救助特困群众。 3 月 5 日，市慈善总会

在新世纪广场举行小额冠名爱心基金首场捐

赠，100 多位市民和企业代表现场捐赠 7608.6

元。 参与这两次捐赠的企业家和市民用爱心、用

善举、用行动，表现了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也展现了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回报社会的良好风

尚。

百度对慈善的定义是这样的：慈善，是在慈

悲的心理驱动下的善举。 也就说，慈善有两层意

思，一是慈悲的心理，二是善举。 著名的《大美百

科全书》中“慈善事业”条目的释义是：“最悠久

的社会传统之一， 它借由金钱的捐助和其他服

务，来提升人类的福祉。 ”也就是说，慈善除金钱

和物质捐赠外，还包括善心和义举。

慈善没有种族之分，国界之分，信仰之分。

从“坐在世界世界巅峰的人”比尔·盖次到“中国

首善”陈光标，再到我市参与捐赠的企业家和爱

心人士，他们中有富人，也有普通的百姓，在享

受社会进步带来成果时， 也没有忘记那些需要

救助的人。

但笔者也看到这样的现象，一提起慈善，还

有不少人认为那是有钱人的事， 认为自己收入

不高， 没有能力参加慈善活动。 有这种思想的

人，没有搞清楚慈善的含义，慈善决不只是企业

家和富豪这些有钱者的行为，慈善是全民的、大

众的事业，如果没有老百姓的参与，慈善事业就

没有生命力和持久性。

如果没有足够的金钱和物质， 我们可以捐

赠时间、技能和服务。 我们可以放弃休息日和假

期，走进福利院，走进社区，走到那些留守儿童

和空巢老人家中，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去服务

需要服务的人。

赠人玫瑰， 手有余香。 捐赠者快乐， 受捐

赠者也快乐。 只有这样， 才能营造团结友爱、

和谐相处的人际关系， 使我们的社会更文明，

更和谐。 参与捐赠的企业和爱心人士为我们开

了个好头， 在为他们叫好的同时， 我们应加入

到慈善的队伍中来， 崇尚慈善， 支持慈善， 参

与慈善。

□

李鹏

2 月 18 日，市民王先生从山城区乘坐一路

公交车到鹤壁集，票价是一元，但他办完事从鹤

壁集乘坐一路公交车回山城区时， 票价涨成了

两元。（详见本报 2 月 28 日 3 版《乘坐同一路公

交 去时一元回来两元》）

王先生坐的是同一路公交车， 行走的路线

没有加长，油价也没有突然涨起来，市发改委没

有下发关于公交车涨价的文件， 票价就不应该

从一元涨到两元， 可是王先生还是遇到了票价

上涨的事情。 同时，经常坐公交车的代女士和市

民马先生也遇到公交涨价现象， 不少市民也在

反映部分公交车私自涨价。

公交车是最为通用的运输工具， 对社会影

响很大，对城市发展起着不可替补的作用。 就以

我市来说，每天有上万人次乘坐公交车，他们的

眼睛是雪亮的， 公交车细微的发展变化、5 角 1

元的涨价他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部分公交

车车主也真是大胆， 在没有得到市发改委文件

的情况下，私自涨价，让乘客抓个正着。 一旦乘

客拨打了 12358 投诉电话， 恐怕这部分车主不

但不能赢利，还将会被物价监督部门追查，将会

得不偿失。

有人曾经把公交行业称为窗口行业， 城市

的明信片， 可是个别公交车的做法实在是在给

整个公交行业抹黑。 不能让一粒老鼠屎坏了一

锅汤，笔者建议相关部门强化监督机制，对部分

公交行业中的害群之马突出检查， 给予追查处

理，以免再发生乘坐同一路公交，去时一元回来

两元这种啼笑皆非的事情。

说到底，去时一元回程加倍的背后，折射的

是私利的冲动。 营运者想收多少钱就收多少钱，

冲动代替了规则，只有吃点苦头才会罢休。

人人可慈善 人人能慈善

回程票价加倍是私利的冲动

肯德基“黄金蟹斗”吃出鱼骨，网

友质疑鱼肉充蟹肉，肯德基回应用的

是“东海野生纯花蟹”。 宁波水产商却

一眼认出： 明明是 5 角一只的“杂

蟹”。（详见本报今日 9 版）

侯江：鱼和蟹杂交的？

被视为下任民主党党首及首相

最有力人选的前原诚司 6 日宣布引

咎辞职，原因是他过去 4 年接受了一

位旅日韩国女性 20 万日元的政治资

金。（详见本报昨日 12 版）

《北京晚报》：折合人民币大概是

15951 元。

全国政协委员郑新立表示：“中

国将会形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高速

铁路网，这将是中国唯一超过发达国

家的事情，美国人、日本人会很嫉妒、

羡慕我们。 ”(3 月 6 日《新京报》)

� � 马涤明：一方面是我们的高铁达

到世界一流水平，并且“美国日本很

嫉妒”， 另一方面普通列车仍然一票

难求，很多旅客即便求到一票 ，却没

有座位，只能像货物一样被塞在拥挤

不堪的车厢……这些情况，人家是嫉

妒还是羡慕呢？

“向我加税，放老百姓一马！”3 月

4 日，在全国政协会议分组讨论会上，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星牌体育用品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甘连

舫谈到个税免征额问题时说，“我建

议多收我们点税，我们不怕。 我现在

平时工资是 3 万多元 ， 一 个 月 交

9000 多元的税，这还没算年底的税。

把我们这样的管好了，对老百姓就放

一马。 ”（3 月 7 日《西安晚报》）

吴江：让人想起“向我开炮”。

孙海潇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