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术前

□陆锋

夏日长，天色虽暮，光线仍然清
亮。满树叶繁枝重，如同帷幕低垂，
向外一层层漫溢着绿，像一个丰腴又
风情万种的少妇。此时的叶，披着一
身亮生生的光，挨挨挤挤、层层叠叠、
密密麻麻。叶绿得凝重，沉沉如盾，
竟是一丝光也不透。于是，光只能从
纵横交错的树叶间摔落，碎出一地斑
驳的影。细细碎碎的光，深浅不一的
绿，将那一地斑驳衬托出几分旖旎。

张潮的《幽梦影》里有这样一句：
“楼上看山，城头看雪，灯前看月，舟
中 看 霞 ，月 下 看 美 人 ，另 有 一 番 情
境。”石楼上看山，看得高；城头观雪，
极目远望，白茫茫一片；灯前看月，灯
光与月光相映成趣；舟中看霞光，水
天一色，水映霞光，更见迷离；月下看
美人，平添几分朦胧之美。

有些事物，必须在特定的时间和
地点，才能看到它最美的样子。

耳畔时有微风过，像是与暮光捉
迷藏。此时，晚霞微醺，天空中几朵

淡淡的云氤氲出亮晶晶的粉色，像一
顶张开的幔，一泻而下。亮粉、浓绿，
如印象派画家的脑洞大开，强烈的视
觉冲击下掩藏着澎湃的激情。

天光收起，暮霭渐沉，深沉和静
谧笼罩了一切。最后一点儿光落在
枝丫上，叶的边缘染上了一绺暗红。
寂寥升腾而起，像是谁在这汪天空中
滴下了一滴墨，墨迹丝丝缕缕，缓慢
而均匀地扩散开去。树与天空的边
缘被浸润的有些模糊，宛如一幅徐徐
展开的水墨画卷，饱含江南水乡的雅
致气韵。

风，吹深了夜。夜色如墨，树叶
似帷，像是为一天的结束拉上幕布，
又像是为璀璨的星辰开启了舞台。

空气中弥漫着花的幽香，是栀子
花。它随风摆动的姿态，化成夜的帷
幕上生动、妖娆的影。它摇曳顾盼，
俏 生 生 的 风 情 随 着 香 气 发 散 开 来 。
低头，鼻腔盈满花香。抬头，已是满
天繁星。

花，绚烂；叶，成帷。夏天，已然
一副严阵以待的姿态。

□□乔兆军乔兆军

再过几天，我的女儿就要参加高
考了。

女儿就读于本市一所示范高中，
成绩在年级属于中不溜儿。但是，女
儿很要强，不甘心屈居二本，学习一直
很努力，这让我和妻子感到十分欣慰。

高三是关键的一年，我们一家人
也早早地进入了紧张的陪考状态。妻
子除了上班外，重点就是为女儿搞好
服务保障工作，每天变着花样为女儿
准备一日三餐。不仅如此，她还从书

店买回一本《家常小炒菜谱大全》，在
家照着做。近半年，她从网上收集了
大量高考考生的营养食谱作参考，严
格配比，精心烹制，简直比做科学实验
都严谨。为保证女儿吃饱、吃好，妻子
可谓煞费苦心。

在家里，为保证给孩子营造一个
安静的学习环境，电视不开，电脑设为
静音状态。节假日，我们没有请人到
家里做客的计划，也很少接受别人的
宴请，连走路都放轻脚步，尽量不穿硬
底鞋。每天晚上，妻子备课、批改作
业，我则在电脑上写一会儿文章，或坐

着陪女儿看书复习……
我和妻子在日常生活中还做到了

“谨言慎行”。约定在女儿面前不讲大
道理、不唠叨，对女儿的不满意、发脾
气尽量忍让、迁就，不提她的成绩和名
次，甚至“高考”二字，也被列为日常禁
词，很少提及……

我和妻子每天累得像狗，女儿却
对我们的“特别关照”不领情。一个阶
段下来，平时有说有笑的她变得不爱
吱声了，看上去神色凝重。一次，女儿
对我说：“爸，考得好真的很重要吗？
你们这样如临大敌真让我不习惯，是

不是在暗示我一定要考好。万一我考
不好呢？”

听女儿如是说，我第一次有了种
羞赧的感觉。诚然，我们对她的格外
关心目的并不单纯，而是带着一种期
盼，或者说有一种逼的成分，情感的逼
迫。看着女儿的眼睛，我这样回答她：

“即使考砸了也没关系，爸妈照样疼你
爱你，只要你健康快乐，比什么都好，
你永远是我们眼中最优秀的女儿。”

记得有位哲人说过：“一块地，不
适合种麦子，可以试试种豆子；豆子也
长不好的话，可以种瓜果；如果瓜果也

不济的话，撒下一些荞麦种子，一定能
够开花。因为一块地，总有一粒种子
适 合 它 ，也 终 会 有 属 于 它 的 一 片 收
成。”一切顺其自然吧，只要努力了，相
信明天会有收获的。

我们将一切又恢复到常态，不刻
意在生活和学习上为女儿做过多的改
变，女儿反而很轻松，又开始笑了，笑
得很灿烂。每天陪着女儿一起备战高
考，看着她能放下思想包袱，以饱满的
热情投入到学习中去，这就足够了。
高考在即，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欣然
接受。

◎夏叶已成帷

◎◎曹 操 妙 语 评 人曹 操 妙 语 评 人（（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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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印

革命征途步履艰，
风风雨雨几十年。
鬓霜不忘初心志，
体弱尤思使命担。

欢庆“七一”歌盛世，
重温历史感先贤。
党旗鲜艳新时代，
展望前程开笑颜。

“七一”欢庆笑开颜，
伟业辉煌薪火传。
反腐倡廉风气正，
扶贫脱困小康甜。

强军战略猎枪亮，
“带”“路”宏图硕果妍。
奋进中华圆梦路，
白头再现勇当年。

“七一”有感

□鸥鸟

东汉末年，流行一种品评人物的
风气。谁想要行走江湖，要是得不到
名人大佬的评价，就像今天出门没有
名片一样，总觉得少了点儿什么。而
当时，最著名的当属汝南名士许劭、许
靖兄弟主持的月旦评。比如曹操，刚
开始也没有自信，找到许劭、许靖哥俩
死缠烂打，连威逼带利诱，最后终于得
到一个“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
的评价，这才笑得冒着鼻涕泡满意而
去，开启了他的雄图霸业之路。

曹操这一辈子，成功的原因有很
多，毋庸置疑的是，识人用人是他的一
大本领。曹操麾下猛将如林，谋臣如
雨，这些人跟着曹操打拼，固然是因为
曹操掌握着当时的东汉政府，手里有
官职、有爵位，跟着曹操能建功立业，
取得功名富贵。除此之外，恐怕也与
曹操慧眼识才，能用画龙点睛的激励
之语评价有关。正是因为有了曹操对
文臣武将切中肯綮的评价，才使他们
把曹操当成伯乐，下定决心跟着曹操
这样的领导干，实现了个人价值。

人都是需要赏识的，人才更需要

赏识。曹操对于麾下的文臣武将，除
了封侯拜将、加官晋爵等物质刺激外，
最常用的还是精神激励。这成为曹操
得心应手的御人之道。

先说文臣，且从著名的五大谋士
说起。

荀彧是曹操前期的得力助手，在
战略方面为曹操规划制定了统一北方
的蓝图和军事路线，曾多次修正曹操
的战略方针并获其赞赏。荀彧提出

“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迎奉天子以令
不臣”。在战术上，他曾面对吕布叛乱
而保全兖州三城，出奇谋扼袁绍于官
渡，掩其不意奇袭荆州。在政治上，他
为曹操举荐了钟繇、陈群、杜袭、戏志
才、郭嘉等大量人才。荀彧在建计、密
谋、匡弼、举人等方面多有建树，被曹
操称为“吾之子房”。子房就是张良，
曹操称荀彧为“吾之子房”，就是肯定
荀彧是他的核心智囊。

郭嘉，人称“鬼才”，是曹操的忘年
交。郭嘉自追随曹操后，和曹操君臣
相知，惺惺相惜，奇计迭出、屡献奇谋，
算无遗策，大放光彩，为曹操统一北方
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曹操对他的喜爱
无以言表，甚至百年后打算对他托付

大事，可惜天妒英才，英年早逝。曹操
称赞郭嘉见识过人，是自己的“奇
佐”。对于郭嘉，曹操第一次见到他
就说：“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
这是多么高的评价啊！为了这个评
价，郭嘉才对曹操的事业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更令人刻骨铭心的是，在
郭嘉死后，曹操赤壁兵败后对众人说
的 那 句 话 ：“ 若 奉 孝 在 ， 不 使 孤 如
此！”简直把郭嘉的作用抬高到了无以
复加的地步。

荀攸，被称为曹操的“谋主”，擅长
灵活多变的克敌战术和军事策略。荀
攸最大的优点是为人处世低调，功劳
大从不自夸，计谋多从不炫耀。荀攸
多谋深算，心思缜密，明智而能保守机
密，随曹操四处征战，常常运筹帷幄。
但是，当时很少有人知道他说了些什
么。荀攸生前设奇策共十二个，只有
钟繇知道。曹操每每称赞荀攸说：“公
达外愚内智，外怯内勇，外弱内强，不
伐善，无施劳，智可及，愚不可及，虽颜
子 、宁 武 不 能 过 也 。 荀 公 达 真 贤 人
也！”所谓“温良恭俭让以得之”“智可
及愚不可及”，是对荀攸品德最高的评
价，这也是一个智者希望获得的领导

的最高评价。曹操把荀攸和颜回、宁
武子这样的先贤相提并论，可谓一个
赞誉部下的高手。

贾诩，原属董卓的西凉军事集团，
董卓败亡后跟随张济、张秀到南阳，投
奔曹操阵营后屡献妙计，离间韩马平
定西凉，支持曹丕代汉称帝，位列三
公。因用计恶毒，贾诩被后世某些史
学家称为“毒士”。对于贾诩，曹操并
没有因为他为张绣献计打败自己，并
失去爱将典韦和长子曹昂、侄子曹安
民而怀恨在心，一见面就拉着他的手
说：“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这句
话，既是曹操对贾诩的极高评价，又体
现出曹操的高度自信。对于贾诩来
说，他给曹操造成了那么大的损失，还
能够被接纳重用，可谓知人；对曹操来
说，能接纳贾诩这样一个有深仇大恨
的人，可谓既能自知又能知人。一个
贾诩，真的让曹操重信义、重人才的好
名声名扬天下。

程昱，是曹操麾下不可多得的文
武兼备之才，文能出谋划策运筹帷幄，
武能披坚执锐攻城略地。在吕布乘虚
偷袭的时候，程昱为曹操保住了大后
方，曹操激动地拉着程昱的手说：“若

非程卿之力，吾无所归矣。”程昱生性
刚戾，与人多有不和。有人诬告程昱
谋反，曹操却对其赐待益厚，信任也有
增无减。对于程昱的评价，曹操则一
反常态，给出的标签是：“程昱之胆，过
于贲、育。”孟贲和夏育都是战国时期
著名的勇士，曹操把自己的一位谋士
比成贲育，让程昱的形象立刻变得鲜
明起来，成为文武双全、智勇兼备的成
功跨界者。

钟繇，是曹丕称帝后的开国三公
之一，不仅书法造诣极高，被称为“楷
书鼻祖”，而且政治军事才能突出。曹
操命钟繇以侍中的身份领司隶校尉，
持节监督关中各路人马。钟繇招抚马
腾、韩遂，粉碎袁氏余党郭援、高干、卫
固、张晟、张琰等人的叛乱，降服匈奴，
稳定关右，为曹操荡平群雄、统一北方
创造了一个稳固的大后方。所以，曹
操对钟繇给出了极高的评价：“关右平
定，朝廷无西顾之忧，足下之勋也。昔
萧何镇守关中，足食成军，亦适当尔。”
萧何，“汉初三杰”之首，曹操把钟繇称
为自己的萧何，简直是极其推崇，估计
钟繇听了也相当知足。

◎ 家 有 考 生

□黄盘根

南湖红船无价宝，
吾党诞生金光闪。
救国救民担重任，
革命火种遍地燃。

南湖红船如利剑，
劈波斩浪排万险。
驱日灭蒋三山倒，
神州迎来艳阳天。

南湖红船神圣船，
狂风恶浪船不翻。
挣脱束缚闯新路，
率民谱写强国篇。

南湖红船造福船，
党领改革除弊端。
经济腾飞奔小康，
国民生活比蜜甜。

红船颂

□建华

昨天
在白色恐怖中
在血色铁幕下
从上海的那座红楼
到嘉兴的那条红船
就那么十几个人
燃起永不熄灭的火炬

今天
在强大的母亲怀抱里
我们有抒不完的情怀
我们有说不尽的故事
我们的腰杆笔挺
我们的头颅高昂
我们的话语响亮

但是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上海那座红楼的意义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嘉兴那条红船的伟绩

永远
不会忘记

□□一和一和

繁城不是城，是一座古镇。这座
古镇不大不小，包括 5 个村，是一个回
汉杂居的地方。繁城汉时称繁阳亭，
因魏王曹丕在这里受禅代汉而闻名，
后来不知怎么就改叫繁城了。

位于繁城南街村和献街村的受禅
台、献帝庙名冠古今，是这里的两大景
观。其实没什么可看的，说到底就是
一个有点儿历史的大土堆和一座有点
儿残碑的破庙。外地人来繁城，登过
受禅台，看过献帝庙，会觉得意兴索
然，吃过烧羊肉，又会觉得不枉此行。

在其他城市，烧羊肉是一道菜。
在繁城，烧羊肉是一碗汤，却又不是通

常意义上的羊肉汤。
羊肉汤烹饪方法简单：放大料把

羊肉和羊杂煮熟了，切成片放进碗里，
然后浇上煮羊肉的汤水，放点儿葱，放
点儿香菜，就成了。可要做一碗繁城
烧羊肉，过程相对繁复：把羊肉切成
片，加盐、料酒稍微腌制后用淀粉搅
匀，过油；黑木耳、黄花菜泡开，沥干水
分；把上述食材按照一定比例入锅烩
制成汤。至于具体操作过程中还有哪
些独家秘方，各家饭店均秘而不宣，我
们就不得而知了。

在繁城，开饭店的无一例外都是
清街村的回民。繁城烧羊肉好吃，得
益于他们不辞辛劳的实践和改良。其
中，尤以赵四家的烧羊肉口碑最好。

赵四家门口有一根电线杆，“四麻子老
店”的招牌就锁在电线杆上。推开玻
璃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写在粉白墙
壁上的一副草书对联：欢迎春夏秋冬
客，款待东南西北人。走进饭店坐下，
马上会有一位中年女服务员提着一壶
茶走到你跟前问你吃什么，然后告诉
你烧羊肉具体都有哪些价位，问你吃
多少钱一碗的烧羊肉。如果你对一碗
烧羊肉还有不同的价位觉得不解，她
会立即告诉你不同价位的烧羊肉有何
区别。她是这样说的：“15 块钱一碗
的烧羊肉你吃不饱，还需要一个火烧
才能填饱肚子。30 块钱一碗的烧羊
肉，如果饭量不是很大，单是羊肉，基
本就吃饱了。”如果你只是为了品尝美

食，只需点 15 块钱一碗的烧羊肉，就
足够品味了。如果你想饱餐一顿，那
就不妨点 30 块钱一碗的烧羊肉细嚼
慢咽。

四麻子老店的烧羊肉口碑好，好
就好在汤鲜肉嫩，量实在，一分价钱一
分货。据说还有一好，是他们从来不
用老羊的肉做烧羊肉。

说到价位，就不能不说说时代的
变迁。

20 世纪 80 年代，刚刚改革开放，
那时候繁城和繁城周围的农民还很
穷，鲜有人舍得下馆子花 5 块钱吃一
碗鲜嫩可口的烧羊肉，因为 5 块钱可
以买 25 个火烧或 5 碗肉丝面。偶尔有
人被请或者一狠心吃了一碗烧羊肉，

饭后必定一边啧啧称赞，一边四处张
扬，很有一点儿过大年的味道。一晃
几十年过去了，随着牛肉、羊肉价格不
断上涨，繁城烧羊肉也涨价了。即便
如此，吃货依然成群。日子越来越好，
口袋里有了闲钱，烧羊肉不再是繁城
人不舍得品尝的美味。家里来客了，
或者平日里嘴馋，都会不由自主地走
进赵四或者马六家的馆子，叫上一碗
烧羊肉，再要几个小菜、几瓶啤酒，不
紧不慢地饱餐一顿。一句话，想吃就
吃。天天吃肉，天天过年，年味儿也就
淡了，烧羊肉也就不稀罕了。

除了烧羊肉外，繁城牛肉也很出
名，胡辣汤、水煎包就更不用说了。馋
不？那就去尝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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