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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含之说话了：“都不是。 明末李

自成起义，你说方向错吗？他为什么失

败得那么快？ 满清王朝入关， 方向对

吗？他们为什么能够统治中原几百年？

毛主席有句名言，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

生命。李自成败在策略，满清的成功也

在于策略。李自成所到之处，老百姓高

喊‘开开大门迎闯王’，他每到一处都

打开粮仓救济饥民， 到一处老百姓欢

迎一处；不过，他既没有沿用明朝的法

律制度， 也没有制定出一整套管理制

度。他一生中所用的能人，最高学历的

不过是个举人。满清政府呢？把一大批

能人团结在他们身边，所到之处，明朝

的官位不变，明朝的法律制度不变，到

一处收复一处，走后巩固一处。 ”

韩振淇深深地点点头， 等待她的

下文。

“‘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得天下’的

刘邦，反秦三年，楚汉相争四年，得天

下后论功行赏，大臣们争得不可开交。

每次上朝都吵吵闹闹，乱成一锅粥，使

他心烦意乱，不想上朝。陆贾向刘邦进

言，商汤、周武都是以武力取天下，但

最终都是靠文人治天下才做到长治久

安。刘邦听从陆贾的劝告，让叔孙通以

夏、商、周拜朝礼仪为蓝本，制定一整

套拜朝礼仪法典。每次上朝，文武大臣

各站两班，齐呼万寿无疆。他洋洋得意

地说，‘今天我才知道当皇帝竟然这么

尊贵！ ’又命萧何修政令，命韩信审军

法，命张良定章程。这些规章法典奠定

了西汉长达二百多年的江山社稷的基

础。

“晋商经商有两大法宝，一是‘三

爷不用’，即姑爷、表爷、舅爷不用；二

是东家、掌柜、伙计责任分明。 靠这两

大法宝，货通天下几百年。新中国成立

后，民族企业有国家银行做后盾，好多

也不过二十年的寿命。 近几年新兴起

来的民营企业，兴盛期就更短了，快则

三年，慢则五年，‘其兴也焉 ,其亡也忽

焉’，就你目前的状况，恐怕也逃不了

这种厄运！ ”

韩振淇又点点头， 许含之的一番

话，真是说到他心里去了。

“你跟农户签的合同我看了，只是

形式，没有具体内容。 用词含糊不清，

双方所承担的责任、义务不明确，你扮

演的是一个救世主的角色， 没有把大

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在处理禽流感

的问题上， 如果不是国家出面承担责

任，而是完全靠你自己揽下来，农户要

跟你要钱，银行催你还贷款，公司还能

生存下去？ 还有，公司内部决策层、领

导层、执行层不分，你既是决策人，又

是一线工作人员，从清早忙到深夜，你

的精力有多少？

“我一腔热血，想为你的事业插上

腾飞的翅膀，可来了这么多天，你就知

道让我画画，公司的情况一字不提，我

多次问及，你都是搪塞了之。 来时，我

想弄明白为什么这里会出现禽流感疫

情？原因我想我已经找到了，因为这里

有清澈的河流， 河中有丰富的微生物

和鱼虾，这里又是沃野千里的大平原，

是候鸟南北迁徙的过渡带。 问题找出

来了， 又该如何预防禽流感的再度发

生？

“我想把公司办成一个研究基地，

研制禽流感疫苗，可惜，你志不在此。

我早就想谈一下我的来意和对公司的

一些浅薄认识， 不想你从清早忙到深

夜，根本就没一点空。 今天谈过，明天

我就准备走了，回去读我的研究生。 ”

一年不见， 许含之让韩振淇刮目

相看，他连忙道歉，并真诚地挽留，答

应以后积极配合师妹的研究工作，提

供一切便利条件。

六十六

鹤壁长虹宾馆还是那座宾馆，但

细心的客人已经瞧出了端倪， 宾馆早

已换了“城头大王旗”。

宾馆改革落实到了实处， 经过专

家们的评估、论证，最后被淇河养殖公

司兼并。一朝天子一朝臣，陈保省所重

用的兆扬、王丽，新的产权单位自然不

会用， 成了待业人员， 陈保省也成了

“八闲（贤）王”。

按照惯例， 宾馆交接都要有一个

停业休整期，少则三月，多则半年，为

了快速度过调整期， 使宾馆在本质上

有一个飞跃， 淇河养殖业公司委托国

际酒店管理公司管理。

韩振淇的光辉形象一天天走进人

们心中，成为有志青年的偶像。他的出

身、成长过程、喜恶、感情经历都引起

了人们极大的兴趣。 他与陈晶青梅竹

马、两小无猜，最后却劳燕分飞，中间

的是非曲直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热门话

题。韩振淇的成就越大，越显得陈保省

的渺小、势利、有眼无珠，谁不指他的

脊梁骨？ 陈保省信风水、补风水、做梦

到国务院任职，成了人们的笑料。

痴迷风水，害苦了陈保省，也害苦

了他从未见面的外孙小超凡， 小超凡

不会说话，更是有苦难言。

刘怀两手托着一个哇哇直哭，吵

又吵不得、打又打不得、哄又哄不下的

娃娃，后悔一时急躁把小保姆赶走。一

个小生命，天天要吃、要喝，他哪有本

事养活他？要不把他送回老家？他又随

即打消了这个念头， 不能让家里人看

到自己阴暗、落魄的一面。 再说，什么

样的窑烧出来什么样的产品， 父母会

用当年塑造自己的工艺， 培养出来一

个没见过世面、胸无大志的山里娃。

他想起了郑向阳， 早几年她就想

要个娃娃，这不正如了她的意？他想了

一万个理由让郑向阳接受这个小生

命，不过，他没有想到一点———猪肉安

不到羊身上。他把儿子抱回“家”，郑向

阳一进门可就翻脸了。

郑向阳要的是一万块钱， 可不是

刘怀的儿子，她没等刘怀说完，就把脸

一沉，咬牙切齿地说：“活该！这才是狐

狸精的下场，老天终于开了眼！ ”

刘怀连忙解释说：“她是为了取我

准备给你的那一万块钱才进的监狱。 ”

“别把事儿往我身上扯，我才不承

那空头人情！你今天说帮我的忙，明天

说钱就要到了， 你的话到底有几句能

让我信？ ”

小超凡来到这个生地方， 一直哭

闹不止，刘怀想了好多办法，买了好多

玩具，才让他不哭了。 这一番吵嚷，又

让小超凡哭了起来。 郑向阳“呼”地站

起来吼道：“给我滚出去！ ”

刘怀想唤起她的恻隐之心， 强装

笑脸说：“你别急嘛，他妈对不起你，他

是无辜的。 ”

“他是无辜的，我有辜？ 他娘坐监

狱就该我来养活他？把他给我扔出去！

你听见了没有？ ”

刘怀抱着儿子又回到他在学校的

那间宿舍。 现在已经不是当年与郑向

阳热恋的日子， 也不是他与陈晶憧憬

美好未来的时候，时过境迁，这里成了

他与儿子度日如年、 他既当爹又当娘

的地方。 夜半儿子醒来，哭闹不止，他

不知所措。 可怜的儿子！ 刚出生没多

久，妈妈就进了牢狱。他想起囚在监狱

中的妻子，一阵难过。

日子一天天过去， 刘怀被小超凡

折腾得夜不能寝、日不饱食，对儿子的

哭声渐渐麻木了， 对儿子的同情也变

成了怨恨， 他觉得是儿子给陈晶带来

了不幸，折磨这个家庭，是老家人常说

的“讨债鬼”。陈晶入狱，老丈人知道不

知道？想起看不起自己的老丈人，刘怀

气不打一处来。是他嫌贫爱富，把女儿

推到绝境， 是这个无情无义的老丈人

让自己不得安宁。 如何能让自己重新

过上舒适的生活，远离这个小家伙，成

了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的问题。

陈晶被公安人员带到公安局，她

对自己用支票取款的事实供认不讳。

公安局拿到了厂里已免去她现金会计

的文件，在换过银行印签的情况下，她

仍拿着原来的印签支票到银行取款，

已构成诈骗罪， 等待她的是将是法律

的制裁。

囚室的门紧锁着， 陈晶仰着头静

静地坐着， 天花板上的花纹越看越清

楚了，又慢慢变得模糊了。阳光照了进

来，天花板上的细缝也瞧得一清二楚；

墙角的蜘蛛自由地爬来爬去， 窗边的

那麻雀也让她羡慕不已， 它可以自由

地飞来飞去，任意与同伴接触，往来。

人到了这种地步， 荣辱升迁都变

得没有意义了。 陈晶现在挂念的是不

满周岁的儿子和苦命的燕子。 囚室慢

慢变暗了，漫长的一天又要结束了，冥

冥之中， 她仿佛看到燕子抱着小超凡

站在路边在张望，盼着自己回家，她仿

佛听到了儿子嘶哑的哭声， 悔恨的泪

水滴在了地上。 （60）

我不是月亮

◇

三木

我不是月亮，

怎么奢望让我借助太阳发光！

我不是小草，

怎么奢望让我躲在大树下乘凉！

太阳的光辉纵然如此灿烂、如此耀眼，

也不能为我映出一生一世的威严；

大树的荫凉纵然如此惬意、如此舒爽，

也无法替代我人生价值实现后的心荡气扬。

噢！ 太阳，我心中的太阳！

我多么地爱你！

我愿为你生，为你死！

愿你温暧的阳光永驻身旁。

噢！ 大树，我的生命之树！

我愿为你修枝，为你浇水，为你辛劳！

与你相伴直至到老。

但是，我却不愿

你播洒的光辉映照在我的身上，

你营造的绿荫徘徊在我的头上。

为什么我会有如此怆惶？

是因为点点滴滴的不经意，

是因为日积月累的事事桩桩，

在我的心头常常泛起层层的波浪，

浪尖上的我时而忧郁过伤、时而疾愤难当！

太阳以它的能量展示着无与伦比的光芒，

大树以它的慷慨输送着多种多样的能量。

月亮作为一颗尚未开发的星球，

世俗的眼光不欣赏它孤寂、默默无闻地

隐居一方

终日绕着地球旋转，映着太阳发光。

却无法深入其中，探寻其蕴藏的稀有宝藏。

我不是月亮，

但总有一天，

月亮将显现自身的辉煌，

展露其特有的星光

在太阳系里熠熠发光！

抛开了功名利禄；推去了繁杂事务。 在

那个花红柳绿的季节，我们在这里相逢。

这里是一个探讨理论、 交流思想的场

所；这里是一所寻求知识、提升自我的殿堂。

在这里， 我可以摘掉投映在身上的光环；也

可以抹去笼罩在身上的阴影。 我重属自己，

一个真诚又生机勃勃，言行中略带几份羞怯

和幼稚的本色自我。

于是，每日每日，我的心儿快乐似一只

天空下自由飞翔的小鸟；我的身儿放松如高

空上一片任意卷舒的云朵。

有快乐伴随着我， 我已经很满足很满

足，但是，从不曾想到，也未曾料到，在这里，

我还把人生的自信找到。 当我遭遇困难时，

友谊将我簇拥，温暧把我环抱；当我读书时，

眼眸送来青睐，言语加以赞赏；当我歌唱时，

一人为我喝彩，众人为我鼓掌。 短暂的时光，

美好的时光，每时每刻，我全身心都充溢着

快乐与幸福的感觉。

在那短短的十几天里，我的心情变得格

外晴朗。 我看天，天澄净蔚蓝；我看花，花明

媚鲜艳；我看柳，嫩绿的垂柳柔美地随着风

儿轻轻拂动。 美好的季节，美好的景物，美好

的人们，美好的时光，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我情不自禁，想把这美好留住，然而又

怎么可能？ !又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拽住时

间不向前流动。

于是，在休息的间隙，我拿上手机，独自

一人跑到园子里， 拍这里如烟似雾的绿柳；

拍含苞初绽的粉红桃瓣；拍蜡黄蜡黄的迎春

花……我无法挽留住人儿不走，那就让这里

的景物永远停住，装进我的电脑里，留在我

的记忆中。

因为拆迁，我们家刚刚搬进了一个新小

区。母亲说，她一天上楼下楼八回，没和人说

上一句话。母亲多年来在农村老家养成了习

惯，喜欢人多唠嗑。

女儿可可赶紧说，“外婆， 如果你觉得

闷，就到前面的公园里玩玩，里面空气好，环

境也好。 ”母亲说，没个人气儿，那不算好。

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我也爱莫能助。 只

好说，“那你有空就下楼侦查，看是不是有和

你一样的老太太，等着人出来聊天呢。 ”

一天中午， 我和一个年轻女子一同上

楼，她在我家对门停下来，拿钥匙开门。我在

她进屋关门的刹那，对她点了下头。 她又把

门推开一点儿，对我笑了笑，问，是刚搬来的

吧？我微笑答是。她刚进屋，母亲就“噌噌噌”

从厨房快步跑出，问，“你同谁讲话呢？ ”

我说，邻居。

母亲问，“人呢？ 哪有？ 哪有？ ”

我说，对门的。

母亲说，“我天天在小区里转悠，看人家

都匆匆忙忙的， 就是没人能停下来说句话，

哪怕是问个路也好啊。 ”

“要是有人问路，你知道哪跟哪儿吗？ ”

“有嘴就有路，我不知道，可以帮他问啊。 ”

第二天傍晚， 我回家路过小区中心广

场，再一次碰见了对门邻居，她正带着孩子

在玩皮球。 我心里遗憾，要是母亲在这儿就

好了， 至少我可以介绍她跟这个女邻居认

识，正好有孩子在，还可以多扯两句。

邻居说，“伯母可真是好心呢， 刚才，不

知谁家阳台外晾晒的衣服掉地上了，她一直

在楼下帮人家看着呢，问我知不知道是谁家

的，我说不知道。 她说她住在 301，我想起来

不就是你家吗？ ”

我听了赶紧回去， 老远就见一老太太，

手里拎着个衣服架，在楼道前站着。我忙说，

“天那么冷，你不在家待着，出来干啥呢？ ”

母亲说， 不知道谁家的衣服掉地上了，

既然看到了，就不能不管，要是带家里去，人

家找不着就该着急了。

忽然想起，我接母亲来住的本意就是为

了让她开心， 多享受一下家里的热闹气氛。

可实际上老是她一个人在家。 所以，母亲才

会那么迫切地寻找可以讲话的邻居。

我决定和母亲一起等楼上的失主，以后

还要多陪母亲去社区的会所， 去社区的超

市、 菜场……让母亲有机会认识许多邻居，

认识许多人，就像以前她在老家一样。

那段难忘的美好时光

寻邻记

淇

水

诗

情

天山之春（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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