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定要学好数理化

上高中分科时， 老师的口号
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当时没理解其中的深刻含义，如
今， 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几十年，

才知道学好数理化真的很重要。

先说数学吧，古人云：吃不穷，

穿不穷，算计不好一世穷。如今，干
啥不需要算计，投资、炒股，事先不
摸清利率、涨幅、市盈率、印花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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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什么的，你敢下手；到移动营业厅
交个费，里面的优惠活动，什么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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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话费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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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充值卡，还有交座
机费一年免半年送彩铃等等，无不
考验着老百姓的数学成绩和智商。

此外，大的方面，国家提准加息，钱
是存银行还是炒股、买房划算，投资
炒股、房产的风险、收益多大，房屋
的按揭情况等等；小的方面，就说上
街买个菜吧，豆你玩、蒜你狠、姜你
军、糖高宗、苹什么、油你涨……买
什么、不买什么，什么时候买、在什
么地方买，这些问题在老百姓钱袋
不鼓、日渐缩水的情况下，都如数学
考试的选择题。做错了，不像上学考
试，仅仅让老师打“

×

”扣分的问题，

而是你的血汗钱有可能归零或成
为负数，所以，数学学好了，真的有
用。

其次说物理吧，出行上
,

燃油上
涨不断，买什么样汽车、怎样开车省
油、行什么路线，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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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我的
爸爸是李刚”等行车安全事件，都是
大学问；楼歪歪、楼倒倒、楼脆脆、楼
敲敲、楼薄薄……桥裂裂、桥断断，

以及一些暴力拆迁等等，是内力、外
力、向心力还是地球引力，这也是个
问题；躲猫猫、俯卧撑、发烧死、激动
死、喝水死、洗脸死、摔跤死、上厕所
死、洗澡死、做噩梦死、针刺死、鞋带
自缢死、睡姿不对死、发狂死、摔床
死等众多离奇死法的背后，挑战的
不仅是公众想象力，还有公众的物
理学得好不好，所以不学好物理，有
时后果真的很严重。

再说说化学吧，当年上学时最
头痛的科目就是化学，总记不住那
些拗口的化学名词和公式，如今，社
会是最好的大学，短短几年的时间
里，我们认识了苏丹红、三聚氰胺、

福尔马林、瘦肉精、吊白块、硫磺、甲

醇、孔雀石绿……防腐剂、抗氧化
剂、色素、增味剂、毒香料……这些
品类繁多的化学品，造就了我们食
物的复杂性、多样性。大家不要担心
日本核电站的辐射，这么多年来，我
们吃地沟油、化学火锅、三聚氰胺奶
粉、毒大米、皮革奶、染色馒头等是
为了什么呀？就是为了提前练就我
们在化学品危害下的生存能力，让
我们赢在起跑线上！试想，我们早餐
买地沟油炸的油条，切个苏丹红咸
蛋，冲杯三聚氰氨奶；午餐，在饭店
要一注水肉炒农药韭菜，有毒猪血
和瘦肉精的双汇，来碗翻新陈米饭，

泡壶香精茶叶；晚餐买条避孕药鱼
和尿素豆芽、膨大西红柿，开瓶甲醇
酒，吃个硫磺馒头，晚上钻进黑心棉
被，睡了，一夜无梦，第二天早晨醒
来，依然是好汉一条。如此天长日
久，势必修得金刚不坏之身……区
区东邻那点辐射，只能算“神马都是
浮云”！现在很多报纸杂志介绍一些
实用的知识，教人怎样鉴别硫磺熏
白的馒头、避孕药养的鳝鱼、硫酸保
鲜的海鲜、打农药的果蔬等等，都是
在教咱们老百姓真正学好、掌握日
用化学，学会雾里看花，练就火眼金
睛。所以，我们的口号是：学好化学，

让自己不再受伤害。

环境造就人才，虽然国人中尚
未产生诺贝尔物理奖、化学奖得主，

但“某些人”的数理化天赋不容小
觑，他们创造的瘦肉精养猪、牛奶加
三聚氰胺等都改写了人类的历史、

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这些都是
射向我们老百姓钱包和健康的根
根投枪，所以当我们小老百姓在时
代的浪潮中搏击，一旦掌握了过硬
的数理化知识，就等于为自己布下
了坚固的盾牌， 只有这样方能防患
于未然，走遍天下都不怕。当然，当年
社会上还有这样一说： 文化不文化，

不如有个好爸爸。且慢：那个好爸爸，

也应当是学好数理化之后才成就了
的。这种现象，不也从另一个方向证
明了学好数理化的无比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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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滩

商城观庙高中西墙根有一块
平整的沙滩很受人们的喜爱。

近日， 我回到老家———观庙
铺。清晨散步，我习惯性地去望看
少年时期的朋友———那块荧光闪
烁、铺满“珍珠”的沙滩。以前的沙
滩里芦苇丛丛，幽径回绕，如今沙
滩依旧。晨光中，莘莘学子在这里
正以饱满的精神，高声朗读。沙滩
上每一个脚印，每一粒晶莹剔透的
沙， 无不渗透着浓厚的文化气息。

学子们正迎着朝霞，伸出稚嫩执着
的双臂，拥抱火红的旭光，笑迎辉
煌的未来。我穿过学生群，找了块
不明显的地方坐下来， 凝望沙滩，

回忆往事，甚觉思绪落寞，愁绪萦
怀。眼前的沙滩仿佛在涌动，继而
像大幕一样展开，一幕幕少年时的
画面在眼前欢快地跳动，心情顿觉
振奋， 人也仿佛为之年轻了许多。

沙滩不大，但包容了岁月留下的故
事， 包容了成功者和失落者的足
迹， 包容了多少父母期盼的目光，

其中也有我父母的，只是我父母的
眼光里多了伤心失望的热泪，多了
句“别玩了，快回去复习功课吧”。

少年时，由于我喜欢去沙滩上的玩
耍，荒废了学业，一行行无聊的脚
印，踩去了求知的好时光，剩下零
星半点掺和着无知伴随我步入花
甲。人老矣！此生愧往也。不是吗？

我偏颇地埋怨着这块不吭气的沙
滩和那已经找不着的脚印，我怎么
就没做出点成绩呢？

一阵夹着丝丝水气的凉风，飒
然而至，沁人心脾。此时我又仿佛听
到沙滩神奇地说道，在怨谁呢？你也
是我的朋友，似水流年，你怎么还这
么不成熟呢？它顿了顿，又冲着我
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你付出了
什么呢？朋友！你金子般的年少时光
换来的是你沙滩上的跟头、小河里
的鱼、树上的鸟窝，你怨得了谁呢？

沙滩的话就像重锤一样砸在
我的心上，顿感惊觉！岂止是惊觉，

心中的大幕收了，沙滩的大幕也收
了。后悔药无处买，但我要珍惜剩
余时间，重整旗鼓，重找最佳位置，

再不能随波逐流了，我愿成为沙滩
上“学子”的一员！

心头千斤重石落下，我轻松地
坐在滩头，眼前的一切是那么明媚
鲜活。水映霓日，绮丽无比，这块洁
白如玉的沙滩，更是美不胜收。

“我还不富，就为挣钱”

“早一天服用长城利脑心，就
可以早一天和心脏病、 中风偏瘫
说再见。”举凡看到过这则广告的
观众， 并不陌生那位曾经被誉为
“国嘴”的主持人的声音。去年年
底前， 中商联媒体购物专业委员
会（以下简称“媒购委”）通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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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违法广告中，改版后的“长城利
脑心片”广告再次上黑榜。记得此
前这则广告就已被曝光， 后虽精
心改版，但“媒购委”认为该“广告
语” 有关功效的保证或断言的表
述不科学，违反了《广告法》。

然而， 那位节目主持人面对
记者采访时一度振振有词： 我出
来就是为了挣钱。我还不是富人，

我正朝着那个目标努力。 这就是
“国嘴”的逻辑！诚然，赋闲在家的
“国嘴”不甘寂寞，宝刀不老，发挥
余热，其言行大方，其精神可嘉，

其境界可叹。殊不知，如果不是那
昔日的影响与辉煌， 谁又知道你
是老几？！试想，如果没有曾经的

身份与光环， 哪一位广告商会垂
青白发苍苍的老者去代言如此虚
假的广告， 况且是关系大众健康
的医药广告！由此想到，同为“国
嘴” 的邢质斌大姐退休后透露，

“钱重要， 名誉更重要。”“新闻联
播的播音员责任更大、更重，一旦
有什么闪失，出现什么问题，受损
失的不是我们播音员个人， 包括
我们新闻中心， 包括电视台。”看
一看， 面对众多厂家找她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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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钟的医药专题广告， 邢质斌这般
义正词严，令我等纳闷：同为“国
嘴”，差别咋就恁大呢！

回望
2010

年，无论是商界、演
艺界， 还是高校……表演令人瞠
目，舆论为之火爆异常。众星捧月
的公众人物本该是被人崇敬的群
体， 但其中一些人品德呈现出下
滑乃至堕落的趋势，叫人汗颜。岂
不知，长此以往，有损的不仅是个
人的形象， 更是团体、 组织的形
象。

2010

年
8

月
5

日，新华社播发的
“新华时评”指出，公众人物面对
监督要自重。“公道自在人心”，主

流价值观更不容挑战。 不管你多
么能言善辩、信口开河，真相只有
一个，并且终将水落石出。一就是
一，二就是二，真相不会因为你是
不是公众人物而有所改变。

2010

年
8

月
10

日的《人民日报》载《明星
为何惹众怒》一文指出，文艺从业
者对普通人的精神和心灵建设荷
负责任。 恰如一些论者所言，“没
有文明底线的‘后院’，是不道德
的据点”。

愚以为，对于个人来说，参与
广告尤其是虚假的医药广告，实
在是道德品质问题；对组织而言，

则是教育缺失的大问题。 一旦道
德标准对名人代言虚假广告失去
了约束力，法律则是唯一的途径。

因此， 有关方面不能总寄希望于
道德上的批判与谴责了。 当务之
急就是尽早拟定制止名人虚假代
言的法律条文。否则，“我还不富，

就为挣钱” 必然成为一些人在另
一个舞台上追逐“成功”和名利的
终极目标， 欺骗和耍横自然成为
其惯用的手段。

五 月

赵宽宏
五月的鲜花
从早春开进初夏
人们的梦想
在生活中次第开放

五月的日子
在公园里晃悠童真
儿子的笑声
洒落进草坪里树梢上

五月的阳光
在麦芒上欢快地舞蹈

布谷鸟的舌尖上
流淌着爷爷的盼望

五月的风
拂动炉膛里的火苗
父亲的汗水
晾晒在高高的脚手架上

五月的歌声
不知疲倦地在大地上行走
人们的憧憬
旗帜般在天中飘扬

春游河（外一首）

葛万锦
彩虹大桥卧水天，

水何澹澹展美颜。

展望春日好风光，

不禁提笔情怀献：

拂堤柳翠河蓝，

白楼红塔依青山。

春寒安阻痴情客，

竞向河中垂钓杆。

春日游羊山新区有感
都说那是天堂，

降到和谐的人间；

都说那是瑶池，

变成豫南的花园。

我一次次地激情畅游，

每次都收获满满，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意志和信念竟能如此改变秃
岭荒山。

有人说它媲伦敦，

可她是东方的洞天；

有人说它赛巴黎，

可它是华夏的诗篇。

我一遍遍地点珍数宝。

每一条街道、 每一处建筑都
令我如痴如醉。

我不能抑制奔腾的思绪，

凝聚的智慧竟能造就如此的
经典。

我知道，

这曾是片英雄的土地；

我自豪，

时代让生活更加灿烂。

置身雄伟的新区我无限感
怀；

和煦春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站在美丽的百花园我放声呼喊：

我爱你———信阳， 我爱
你———新羊山。

一 棵 树

暑假生活眨眼间过去一些日
子
,

小学三年级女儿的几篇暑假作
文依然空白着。

吃过早饭，女儿就握着笔，“冥
思苦想”地在书桌前坐了近一个小
时，而她面前的草稿纸上除了写满
了作文题目和寥寥的开头外，却没
有一篇能写出全部内容的。

片刻， 妈妈带女儿出了门，她
们来到一个被遗弃的院落里

,

妈妈
在院子里随意地踱着步

,

并随意地
四处看着。女儿只是在刚进门时扫
视了一下这个院子

,

然后就站在院
中的树荫下

,

眼睛迷惑不解地看着
妈妈。她们在院子里呆了十分钟就
离开了。

第二天，妈妈又带女儿去了那
个院落

,

同样呆了十分钟。

第三天，妈妈再次带女儿出了
门，路程刚走到一半时

,

女儿就提出
了抗议：“怎么又去那个院子啊？一
个破破烂烂的地方， 有什么好看
的？”妈妈停住了脚步，问女儿

:

“真
的感觉那个院子没什么好看的

,

是
吗？”

“嗯”，女儿肯定地点点头。

“好吧
,

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在那个院子里都看到些什
么？”

女儿笑了，她转身面对着回家
的方向，然后微微地抬起头，目光
斜视着妈妈的眼睛回答道：“那个
院子里除了一棵树，其他的什么都
没有。”

妈妈皱了一下眉头，没有说什
么就拉着女儿的手转身回家了。

妈妈走到女儿的书桌前，她拿
起笔在女儿的本子上写下三个字：

一棵树，她要求女儿以那个院子里
的那棵树为题目写一篇作文。

女儿吃惊地瞪圆眼睛，用手挠
了挠头说：“就那棵树，能写一篇作
文啊！”

“当然能了。”妈妈说完把思考
留给了女儿转身离开了。

半个小时过去了
,

女儿磨蹭着
走出自己的房间，对妈妈说她真的

写不出来了。

妈妈拿过女儿手上的本子，上
面短短的写着：前天和昨天，妈妈
带我去了同一个院子，这个院子很
破， 里面除了一棵树什么都没有。

那是一棵普普通通的棵，树干有点
粗
,

树叶很密
,

因为我站在树荫下
,

好
像没有看到一丝的太阳光。

“知道自己为什么不能用那棵
树写一篇作文吗？” 妈妈看完后问
道。

“因为它只是一棵树， 画成画
还差不多。”女儿斩钉截铁地回答。

“一棵树不仅仅是一幅画，更
是一篇文章”。妈妈说：“如果你知
道那是一棵什么树， 树的叶子是
什么形状， 它最稠密的枝叶朝着哪
个方向，它开什么样子的花；它上面
有那些外来客，比如小鸟、蝉……它
有那些邻居，比如蚂蚁、围墙、瓦
片……它一年四季的变化、 它与
这个院子的故事……你就能用几

种形式写出不同的作文来。 可以
是感人的记叙文、优美的散文，也
可以是一首让人陶醉的诗歌。你
之所以感觉它没什么可写， 是因
为你从来没有去留意它、 观察它
和了解它。”

妈妈接着说：“其实，那个院子
里除了那棵树，还有东面墙上一片
深绿色的爬山虎、西面墙上一朵美
丽的小野花，以及墙角下的几块圆
形小石头， 它们都是写作的题材，

它们都能是一篇好的作文。在生活
中， 只要你肯用心地去观察和了
解， 所有的事物都是一篇文章，比
如一棵小草、一个笑容，甚至一只
小小的飞蛾……”

女儿低下了头，像是在思考什
么。然后

,

她又微微地抬起头面带羞
涩地轻声问道：“妈妈，我们可以再
去一次那个院子吗？”

“当然可以啊！”

妈妈笑了，她们第三次来到这

个院落。女儿不再静静地站在树荫
下，她和妈妈一边在院子里随处地
观察着，一边与妈妈谈论着这个院
子里的围墙、 石头以及地上的野
草。并听妈妈讲述着这个院子里的
一些故事，她们用了更长的时间观
察和谈论着院中的那棵树……

回家后，女儿写完了一篇作文
《一棵树》：今天，我和妈妈来到一
个被遗弃的院落里，这个院子看起
来虽然有些破旧不堪，但从那圈厚
厚的青砖围墙上可以看出，这曾经
是一个富裕而懂得生活的人家。特
别是院子中那棵高大的广玉兰树，

它显示着主人对生活质量的要求
和对环境的热爱，因为玉兰树具有
较强的排除空气污染和抗毒的能
力。 那灰褐色粗大而笔直的树干，

展示着一种不可轻视的威严。那椭
圆形的叶子，一小团一小团地围绕
在枝头，像幼儿园小朋友分组围坐
似的。树叶中间，还残留着一两片
未飘落的花瓣，它似乎留恋树母亲
慈祥的怀抱，又似乎想在油绿的叶
子上继续展示它如莲一样美丽的
面孔。虽然，这两片残花已不再有
往日的柔嫩和洁白，但它依然会发
出一丝淡淡的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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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都艺苑

“何平九论”联想

徐生力
面对河南人口多、底子薄、基

础弱、发展不平衡，总量靠前，人
均落后的省情， 省委书记卢展工
提出“四个重在”，抢抓机遇，加快
转变，乘势而上。应天时，秉地利，

聚人和， 构建中原经济区恰逢其
时，笔者用九首小诗有感于《用领
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
“何平九论”。

一论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机遇
在哪里

心贼不破潮难骤
机遇在即蝶变多
好借天时承地利
恰逢盛世聚人和
二论忧患是发展的“清醒剂”

克己省身忧天下
朝乾夕惕保球籍
雄关漫道真如铁
跃马扬鞭再奋蹄
三论一切按客观规律办
道贵合时难纣灭
事无顺势岂尧存
华山自古一天路
小康而今四扇门
四论站位全局才能大有作为
博古通今无物碍
长河大海有波清

当凌绝顶众山小
站位全局四海明
五论创新激发无限活力
日月经天年岁岁
江河行地岁年年
不为本本识先机
破除框框挂远帆
六论责任重于泰山
天下兴亡人有责
中原崛起我冲锋
泰山重任并肩扛
河海浮舟众力生
七论不说空话多干实事
迎风芦苇东西倒
破土嫩竹上下空
唯有求真轻骛远
穷竭尽力助成功
八论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纵观远古众情切
着眼未来民意真
水可载舟舟易覆
人能换地地生春
九论在转变中赢得大发展
岁月峥嵘春几度
春风浩荡岁无限
山花日出红如火
江水春来绿胜蓝

五 月 的 期 待

五月是春天的尾、夏天的开始，留有春
天的气息，温和得柔软，又有几分夏天的炎
热。五月被悄悄地夹在季节的中间，有点像
害羞的小女子，不肯迈动细碎的步伐，迟迟
不肯脱下春天的纱衣。有时，它还会回头颦
笑，怀念春天凋零的百花，大片大片惊天动
地的花，风情万种得妖艳是它最好的记忆。

到了五月，季节已变得多少有点稳重成

熟，不再是青涩的少年，浑身褪去春天的幼
稚。这个月里能开满树的花已不多，大都孕
育出了果实，苹果、梨、桃子的枝头上挂着小
青果，怯怯地躲在碧绿的叶间，贪婪地吸收
着阳光，一天天饱满。

石榴花是在五月开的， 它是五月的代
表。一朵朵红艳艳的石榴花像一把把燃烧的
火炬，红遍半边云霞，连女孩白净的脸也被
染红，笑靥如花，更显美丽。五月石榴花的独
自开放，有热情的太阳照耀，它并不孤独。乡

下的人家喜欢在院子里住上几棵石榴树，是
一种喜庆。童年时，每到院子里石榴树开花
的时候，我都会站在树下观望。母亲会教我
辨认哪朵花会结果， 哪朵花会白开一场。母
亲最喜欢结出果实的石榴花，经常数数树上
结了多少果实，这是母亲最关心的。我觉得
每朵石榴花都好看， 不忍它们落在地上，如
同一个被人遗弃的孩子。

五月的麦子已经饱满， 成熟就在眼前，

乡村的田野里到处荡漾着金黄的麦浪，如铺

了厚厚的金丝绒。看着那一穗穗随风晃动的
麦子，浑身都长满了力量，不由得会紧握拳
头准备着收割。

五月是乡下人辛苦的开始，滴落的第一
珠汗水。它与秋天紧紧相连，秋天的庄稼在
这里播种， 撒下多少种子就一定有多少收
获，这是一年的希望。

五月有世上最伟大，又是最爱我们的人
的节日，母亲节。五月有布谷清脆的叫声，飘
香的新麦。还有汨罗江畔爱国诗人屈原含恨
跳江的身影，赛龙舟、包粽子都是后人对他
深深的纪念和崇拜。

五月里能找到很多的爱和温暖，很多的
期待，梦从这里悄悄开始。夏天池塘里盛开
的莲花、秋天金黄的果香、冬天晶莹的雪花，

有多少种期待就有多少梦想和希望，这是五
月的美。

□

刘小鸽

□

朱永恒

茶乡春色 张海洋摄

相信文学

我们或许已经发现，今天的一
些人，甚至是“作家”、“写手”也未
必相信文学。文学这玩意作为谋生
的手段尚可， 玩玩它是完全可以
的，但要真的相信它，在心里保持
它的尊严和地位，有人会不干的。

对于许多从事文学的人而言，

他们也许从来都没有爱过文学。

能够像古典作家那样相信文
学，相信它的清纯，相信它的高贵，

相信它能够与日月同辉那样的永
恒，已经成了古典情怀。不相信文
学才是“现代”，然而，这样的“现
代”是可怕的。

回头看，越是大艺术家、重量
级大作家，越是对文字有永远无法
摆脱的敬畏。很多年前，我有幸认
识了一位作家，他是我走向文学之
路的启蒙老师。他每次走近书桌的
时候，都是将手洗干净，一点也不
允许自己邋邋遢遢的。 他写作时，

常常要找一朵花插在案头的瓶里。

他的书房乃至周边几乎完全窗明
几净，有一种纯洁、敬畏和肃穆的
气氛。 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某些作
品，从语流、质感，包括内容，都让
人想到这是在一种肮脏的环境里
炮制的。

相信文学的人， 不会以其作
品为达到某种世俗目标的工具。

真正的爱总有些无缘无故。 人的
名利之心会随着他的道路变得越
来越淡；淡到若有若无，最后淡成
一个非常好的老人， 既随和又偏
激，质朴极了也激烈极了，极为出
世又极为入世。

我们发现如今甚至出现了所

谓文学的没落、文学的死亡、文学
的被冲击以及文学被亵渎的多种
版本。说白了这不过是一种垂死的
恐惧、一种末世情绪。众所周知，人
的绝望很容易转化为对生命的憎
恨。生命的活力，它的创造性，在很
大程度上就是表现为对于艺术、

诗，对于完美的不屈追求。一个人
是这样，一个民族也是这样———出
现过许多艺术巨匠的民族一般来
说是强盛的，最终也难以被征服。

曾经读过这样一篇文章用嘲
笑的口气介绍说，法国有五千多万
人口，竟然有二百多万人立志要当
作家———结果连最有名的某位大
作家都饿死了。 不过大家都知道，

法国的艺术并没有那么可怜，更别
说要到死亡了，人世间各种千奇百
怪的职业和死亡方式很多———一
个作家饿死了不等于法兰西文学
饿死了。再说，难道有二百多万人
立志要当作家，这会是法兰西的耻
辱吗？举世闻名的先贤祠门楣上写
有一排金字：“祖国感谢伟人”，这里
面安息的主要是作家和诗人，还有
哲学家和科学家。

相信文学的民族是伟大的民
族。因为文学不是专属于某一部分
人的，不是一种职业，而是包孕在
所有生命中的———闪电。正是基于
这样的理解，我从来都觉得文学不
是一个爱好与否的问题，也不是一
个选择与否的问题。我不赞成作家
的职业化写作。“生命的闪电”能是
职业吗？

让我们相信文学吧， 相信文
学，就是相信生命，让我们在文学
的天空中自由翱翔，而不是在世俗
的泥潭里爬行。

□

肖兴明张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