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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秀娟

“角色”问题

俗语云： 人生是个大舞台，每
个人都扮演着一定的角色。有所不
同的是，有的人当上了主角，有的
人演了配角，更多的人则成为台下
的观众。主角与配角、演员与观众
并无高下之别，所存在的只是站位
不同、角色有异。如能把本职角色
扮演好、不断演绎精彩，主角会更
加抓人， 配角依然可以魅力四射，

优秀的观众也值得人们尊重。

先说说主角。 由于剧情的需
要，你有机会赢得观众更多的注目
和掌声。但是观众的掌声和赞许的
目光是送给那些基本功扎实、在舞
台上演出卖力的优秀演员的，掌声
和欢呼声并不注定为主角所专门
享有。角色扮演精彩，给观众带来
了真、善、美的享受，观众才会回报
以热烈的掌声；反之，如果演员自
身演技不佳， 演出时又不在状态，

自己演得吃力， 观众看得别扭，既
祸害了观众的情绪，又耽误了人家
的时间，自然，从台下传来的只会
是嘘声。这样的“主角”只会给观众
留下不佳的印象。由此看来，貌似
光鲜的主角，实乃为极具挑战性的
岗位，稍有不慎就会让自己暗淡无
光、灰溜溜下场，让原本“露脸”的
初衷以“现眼”结局。这个活儿绝非
人人可以胜任

,

想当主角者必须提
前做好这方面的心理准备。

再说说配角。 梨园界的行话
道：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翻译
过来说，就是在哪个岗位并不十分
重要， 关键是要把本职角色扮演
好，演得魅力四射、扣人心弦，从而
让小角色成为大演员。生活中的大
多数人可能都居于人生舞台的“配
角”位置

,

那么，我们就需要正确面
对这种现实，完全可以不必过多地
在意主角位置， 而是应当集中精
力、 全神贯注地把本职工作干好，

把现有的角色演好，以现有角色的
出色演绎夺人眼球，让观众由衷叫
好。当我们把配角演精彩了、演出
了声望和形象，观众和导演自然就

会把我们往主角的位置上推；纵使
角色安排不开、一时没有上主角的
机会，着力把配角演好，赢得观众
和同行的广泛认可，其实此时的我
们已经是“主角”了，身居配角同样
可以有大作为。况且，那主角是用
汗水打拼得来的，不是仅靠“盼望”

得来的，更不是靠“潜规则”、“上手
段”交换得来的。只要沿着正路一
步一个脚印朝前走，相信我们离舞
台中央的位置就会越来越近。

最后说说观众。 不是矫情，笔
者真正认为观众最重要： 其一，一
方面，舞台创作和演出活动的根本
目的在于满足观众的精神文化生
活需求；另一方面，观众还是演员
的衣食父母。没有了观众，舞台和
演员都成了多余。其二，大众生活
是舞台创作的沃土。不关注百姓的
痛痒，离开了人民群众丰富而生动
的实践，再“好”的剧本也难免会沦
为小圈子的顾影自怜、 无病呻吟，

其社会价值也就很难说得上了。其
三， 观众还是产生演员的主渠道。

因为有了大批情系舞台的观众，其
间，才会有众多的人因热爱而源源
不断地走近舞台、献身舞台，并成
为演员队伍的主体、 主力阵容。他
们热爱舞台、熟悉生活，在提高演
出水平、出精品、出人才和繁荣舞
台创作、推进演艺事业发展方面作
用巨大、地位不可替代。

总之， 主角自有主角的天赋、

付出和机缘，配角也是依照机理选
择的结果

,

观众更是整个舞台的主
宰，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
和作用，并且，相互之间也是可以
转化的。丢掉非分之念，集中精力
把自己的角色诠释好，让寻常的角
色也能魅力四射、光彩照人，那时，

整个剧场就会因你而“掌声响起
来”。

咏覆膜稻

卢兆成刘祥臣
地膜增温春来早，三围架构植小苗。

湿润管理群体旺，快发早控病虫少。

秆粗穗大棵棵壮，叶青籽黄粒粒饱。

抑草耐旱抗倒伏，节水省肥产量高。

旧书 旧友 旧时光

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我从小就
喜欢看书，学习之余，常常把时间
都浪费在读课外书上了。

学校图书馆、大小书店是我喜
欢去的地方， 穿梭在书架之间，泛
着浓浓墨香的书籍， 让我忘了一
切。

认识我的人都说我是一个喜
欢怀旧的人。别的不说，就说书吧，

我喜欢把爱看的书一遍遍地看，直
到书页泛黄也还是爱不释手。总是
觉得旧书中有我想要的味道，所
以，旧书摊也是我喜欢去的地方。

在旧书摊上，偶尔发现我喜欢
的书，抑制住兴奋，拿起它，先看出
版日期，再看出版社，然后小心翼
翼地翻开粘在一起的书页，或许会
发现前任主人阅读时的痕迹，想象
着他或者她在手捧此书时会作何
感想， 思绪往往就这样穿透时空，

与那些不知名的旧时光相向。

家里除了必要的家具外，就是
那两排大大的书柜， 闲暇之余，我
愿意在它面前流连， 或呆呆站立，

或默默搜寻，至于搜寻什么，我自
己也说不清，反正我就是喜欢用眼
神抚摸它们，看着那一个个书名在
眼前跳动的感觉。

有些书是需要反复诵读的，有
些歌曲是需要用心聆听的，有些朋

友是值得一辈子交往的，他们都是
我流金岁月里值得珍藏的记忆。

中学时代，是流行歌曲鼎盛的
年代， 同学们一起唱罗大佑的歌，

那些朦胧伤感的岁月，莫名的忧伤
情怀，都留在了昨日，而今翻开来，

犹如发黄的书页， 一遍遍品读，一
遍遍怀恋，满目沧桑中仿佛又回到
了昨日的青春年华。

我不知道我是否在别人的心
中驻足，但我执着于自己的情感，老
朋友永远如我柜中的书，在某一个
思念的时刻，轻轻取下翻阅，旧时光
就不期然的在心中翩然起舞，炫出
最美的舞步。于是，温热的情感就会
渐渐生出，幸福无限蔓延……

有人说“人走茶凉”，朋友，不
常在一起，感情自然就淡了，对此
我不敢苟同，因为真正的朋友是一
生一世的， 怎么能在乎朝夕之间？

偶尔的一个问候，淡然之中有温情
涌动。周华健的那首《朋友》唱出了
我的心声：“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
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
情一杯酒。”

真正的朋友就像我珍藏的那
些旧书籍，时时翻动，时时有新的
感念，历久弥新中，依然韵味十足。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东西，都
值得我们用心去珍藏，我用“一生，

一起，一辈子”来诠释书籍和朋友，

希望你和我一样珍惜他们。

为建党九十周年吟

王晓
旗帜

我党征程迈九旬，

风吹雨打历冬春。

如今民富国强大，

喜看红歌动地吟。

继业
革命征程道道关，

岷山赤水铁索寒。

千秋大业后人继，

红色江山代代传。

责任
万众一心心向党，

翻天覆地走康庄。

桑田沧海叹奇变，

骄傲中国世栋梁。

欢庆
乾坤朗朗正东风，

华夏辉煌举世惊。

节日引人思往事，

不觉哼起东方红。

一个老党员的心声
奉献感恩此生愿，

晨昏不舍写余篇。

与时俱进牢牢记，

人退不更思想先。

党员之路
谆谆教诲刻心中，

使命一身岂敢松。

任尔征途霜雪雨，

怀揣宗旨走人生。

抚今思昔
举国上下恨贪腐，

爆料缘何屡屡添。

但使泽东思想在，

官仓鼠辈窜尤欢。

腐败当惩
红色江山来不易，

捐躯流血众折腰。

可憎蛀虫啃梁栋，

民意党心不恕饶。

心 灵 散 步

———卢梭《散步者的随想》读后感
近日得到了法国启蒙运动大

思想家卢梭的《散步者的随想》一
书， 兴致所至一口气将其读完，掩
卷而思，许多感想激荡心间。为了
梳理思绪，也为了找到一点年轻时
常把弄的“读书心得”，姑且整理一
下阅读过程中的诸多联想与感悟，

写下一些似哲非哲的文字，算是一
种实习式的文章吧。

据载，《散步者的随想》是卢梭
晚年的重要作品，与《忏悔录》一起
成为卢梭晚年思想的重要标志。他
的晚年由于与其他启蒙主义者思
想上产生重大分歧和差异，甚至与
同一时期著名的思想界百科派决
裂， 迫使他离开繁华的巴黎都市，

去乡下过着隐居的生活。正是在这
样的环境和心绪中，他仿佛投入到
大地母亲的怀抱，孩子般地在大自
然里放飞自己的思绪，心灵得到真
正的洗礼和升华。一种思想的光芒
和智慧的明灯，照耀出哲人的伟大
风采，西方哲学史和思想史上伟大
的作品亦鲜活地出炉了。《散步者
的随想》写了些什么？给后人的启
发有哪些？诸多的疑惑和思索让我
一次又一次地沉浸在思想的波浪
中，一遍又一遍地力求给出一些成
熟的答案来……

心灵需要沉静
卢梭说， 作为一个孤独者，他

在沉思时想得更多的往往是自己。

他还说，我总能在心灵产生情感和
思想，我总能重新认识自己的本质
和习惯，我心灵充满活力，年迈的
我和另一个时代的我呆在一起，如
同我跟一个年轻的朋友生活在一
起。读着思想家这样的文字，一种
智者形象立在眼前。人，总是生活
在各种特定的生活环境和时代气
氛中；每个人身上都时刻印着时代
的符号。然而，当人们面对生活的
挑战和选择时，心灵的冲击和震荡
又是难以得到沉静的。面对时下市
场经济条件下的芸芸众生，用思想
者的眼光去审视各阶层、 各群体、

各色人物，他们共有的时代病鲜明
地表现着， 那就是浮躁与狂妄。知
识拥有者稍不留神就是“大师”了；

财富拥有者不经意间就成了社会
的“精英”；权力拥有者不羞涩地展
示着思想的造化与神力；还有小资
者的脂粉气的浪漫，世俗者金钱肉
欲的贪婪，青春派那无终极人生目
标的风筝味……时下浮世绘给予
我们的警醒与忧虑，正是卢梭作品
给予我们的启示与指向，那就是社
会中的每个人， 要从心灵沉静入

手，从精神改良着力，并将这项工作
进行到底，从而使人内心世界达到
最美好、最完善的境界。让心灵在人
文的背景下教化和改造自我，提升
人的整体道德精神，发扬艺术精神
与创造，用这样的人文成就来训导
我们，转化世俗，使之成为有文明而
尊重人性的种群代表。

心灵需要放飞
晚年的卢梭是个孤独的散步

者，然而他的思想却是丰富而深邃
的，他的心灵更是自由和放飞的。他
生活在圣皮埃尔岛的时候，心情放
松和愉快的时候，便时常去湖上乘
船而游，在碧波荡漾的意境中去思
考人生、幸福、逆境、名誉、真理、回
归自然等重大哲学命题，并力求给
予自我的回答。卢梭是孤独的，但他
更是自由的，他的思想是不朽的。

“真正的幸福来源于自己的存
在。”这是卢梭的名言。重读他的著
作，审视着当代的多元化、利益化
的世俗生活，让我们不得不承认思
想者的真知灼言的无限魅力。“找
不到感觉”和“找不到回家的路”已
是时下不少知识分子普遍发出的
哀叹！ 心灵的困顿和情感的孤寂，

已残酷地陈设在大众生活的面前。

台湾著名文化学者李亦园先生指
出， 目前大陆正处于经济发展时
期，虽然已相当程度地跨过发展中
国家的状态，但距离真正已开发国
家的程度尚远，特别是财富积累已
形成，但是否能有文化的素养来消
费这些财富，多余的财富是否用得
恰当，是否花得有尊严，是否不处
处表现出暴发户的心态，该是执政
者不算太迟的考虑。我们应该承认
这些，并努力加以改进之。

心灵放飞朝向哪里？诗人给予
的回答常常是浪漫的，哲人给予的
回答又常常是虚幻的，权力者给予
的回答又常常是生硬的。 何以求
之？ 生活给予的答案最正确最完
美：让心灵在书海中去放飞，因为
知识的海洋才最辽阔和深邃；让心
灵在美丽的情感中去放飞，因为人
间的真情大爱才是无价的珠宝；让
心灵在大自然中去放飞，因为大自
然给予了人类一切，人类也从大自
然里找到了一切……

心灵需要慰藉
世间大道，至仁至爱。卢梭的

晚年，把思想的启蒙与对人间的博

爱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他爱孩
子、爱自然、爱弱势民众。透过他所
做的点点滴滴，其实核心便是找到
与人心灵交流的小径，找到心灵安
抚的剂方， 打开心灵世界的大门。

时下，世界战乱不止，灾难常现，在
残酷的场景和哀嚎中，人们的悲悯
情绪无时不在渲染和折磨着善良人
的心灵。卢梭说，人心能体会到的最
真实的幸福就是行善。 我们要理解
其“行善”就是行心灵之善、思想之
善，也只有行这样的“善”才是最高
尚最永恒的义举。每当灾难发生后，

一批义士实施的心理介入和服务就
是当代最具体最实际的“行善”，就
是对伤者、弱者最大的心灵慰藉。

心灵慰藉需要理性。治疗人的
病痛易， 治疗人的心灵创伤难；心
灵慰藉需要真情，志愿者的精神虽
然可贵，而志愿者与被抚慰对象的
情感交流绝非一朝一夕；心灵慰藉
需要人性，人性的光芒和人格的魅
力往往是拯救人、完善人、帮助人
最有力的力量。

漫步在心灵的绿茵地上，回味
和畅想着人生的漫漫长路，对知识
的渴望和对真理的追求才是人生
的明灯。 让我们睁大理性的眼睛，

摈弃喧嚣的闹市，从物欲的社会和
浮华的坊间走出来，作一个心灵真
正充实和完善的人，让最甜美的心
灵之歌永远飘荡在和煦的春风里。

我们一起向前行！

战 胜 自 我

婴儿呱呱坠地，就紧攥一双小拳，仿佛时
刻准备迎接人生的各种挑战。其实，与世间的
各种挑战相比，人最难战胜的对手，恐怕还是
自己。

明人冯梦龙在其《醒世恒言》一书中讲了
这样一个故事：录事薛某，一日于高烧昏睡中
梦见自己化为鲤鱼跃入湖中，遇一老者垂钓，

饵香阵阵，薛某明知饵中有钩，但终因难耐美

味之诱，张口咬钩，遂成老者钓物。冯梦龙讲
罢还一针见血地点评：薛录事被钓盖因“眼里
识得破，肚里忍不过”。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未
能“战胜自我”，远离诱惑。

的确， 古今中外多少豪杰不曾在强敌或厄
运面前失去英雄本色，却往往在“自我”的某种
蛊惑下心旌摇荡、马失前蹄。如无敌吕布，只为
贪色丢了人头；妙算周郎，却因量小气绝身亡；

楚霸王力能拔山，却除不去身上的狂傲刚愎；李
自成义可夺国， 却摆不脱农民的狭隘猜忌……

至于现代文强之辈的欲壑难平，终葬其身，究其
缘由，无非是臣服“自我”的下场。

“自我”之所以难以“战胜”，并非它真的
强大， 而是在于它如同深藏于人性之中的那
些可以多级裂变的“细胞”一样，由于这类“细
胞” 往往继承了人类传统基因中的某些缺陷
或丑陋，如自私、贪婪、欺诈、嫉妒……所以一
旦膨胀起来，便很难扼制。而要战胜这种自我
膨胀的内在病灶，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必须加
强思想道德方面的修养，练好“内功”，用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固本正源，对自己
进行疗治和改造， 方能达到增强免疫抗病能
力之目的。像东汉太守杨震的重金面前不贪、

春秋书生柳下惠的美人坐怀不乱、 元朝学士
许衡的无主之梨不食等， 都是历史上战胜自
我、超凡入圣的典范，他们的形象即便在今天
观之，也不乏动人光彩。

看来，从攥拳而来到撒手而去，人们始终
处在不断与各种“自我”进行无休止较量的过
程中。而在这个过程中，唯有时时处处不忘自
重、自省、自警、自励，才有可能面对尘世种种
诱惑不但能够“识得破”，而且能够“忍得过”，

从而高出薛录事一筹，进入“战胜自我、超越
自我、重塑自我”的境界。这个境界虽然高远，

却并非虚妄，只要我们脚踏实地，持之以恒，

相信必能成为“境”中之人。

围棋的魅力

自从十多年前在大学校园里
接触了围棋， 我就爱上了它。一
下围棋，其他棋类顿时失去了趣
味。我问过很多棋友，这是大家
共同的感受。

围棋的魅力源于它的内涵。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小小棋盘蕴
含着丰富的哲理，渗透着无穷的
智慧。俗话说“人生一盘棋”。人
的一生（“青少年”、“中年”和“老
年”） 和一盘围棋（“布局”、“中
盘”和“收官”）确实有很多相似
之处。下围棋，能看出弈者人生
的态度；下围棋，能折射出弈者
处事的风格。先与后、得与失、远
与近、厚与薄、死与活，围魏救
赵、得陇望蜀、暗渡陈仓、声东击
西、里应外合、遥相呼应、厚积薄
发……都能在黑与白中被演绎
得淋漓尽致。

围棋太博大太精深了。它的
魅力绝不是像我这样平庸而“业
余” 的人所能参透和诠释的。它
最能吸引我的， 并不是它的高
深， 而是其技艺之外的游戏规
则。我觉得，围棋是最“公平”的
游戏之一。

围棋的每一个棋子都是平
等的，它不像其他棋类那样分出
三六九等。比如中国象棋，车最
牛，它可以横冲直撞，谁也拦不
住； 马和炮虽然也很有威力，却
受到一定的约束；象与士更加等
而下之，不过好歹也算“御前侍
卫”，用不着冲锋陷阵；最可怜的
是卒和兵， 没武功却要当先锋，

常常是任人宰割；然而这各色人
等都是臣民， 都要为将帅卖命，

将与帅是至高无上的。而围棋的
棋子没有贵贱之分，它们攻城略
地靠的不是特殊的身份，而是靠
各自的“抢点”技术和最佳组合
所产生的集体力量。所有黑子都
是平等的， 所有白子都是平等
的， 黑子与白子也是平等的。它
们不分彼此，同荣共辱，众志成
城；要么一块儿活，要么一块儿
死； 没有哪一个子能单独活下
去，没有哪一个子有任何特权。

下棋都有先后，先下的一方
自然占有先机，所谓“先下手为
强，后出手遭殃”。为此，围棋专
门进行了补偿和平衡，即先下的
一方（黑棋）要“贴目”，这不仅在
棋类项目中是独特的，甚至在所
有竞赛项目中都是独一无二的。

“贴目” 是围棋最能体现公平的
游戏规则，也是围棋之所以比其

他棋类更具魅力之所在。

围棋几乎不需要裁判，这使
它的公正和公平更加彰显，尤其
是在裁判产生信任危机的今天。

虽然在正规比赛中设有裁判，但
那实际上只是起着公证的作用。

日常生活中的对弈， 只需要一
“对”（两个人） 就够了。 谁猜到
先，谁先下，你一着，我一着，一
切的行动都在台面上，最后的结
果就在棋盘上，黑白分明，胜负
有据， 哪里还需要别人来评判
呢？

想想时有耳闻的“黑哨”，你
就更能感受到无须裁判是多么
的公平。裁判的权威性是任何需
要裁判的游戏都必须确认的，这
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因为
不赋予裁判绝对的权威，比赛就
很难顺利进行；但一旦裁判成了
绝对权威， 公平就无法得到保
证。明明是在界内，他偏说是在
界外；分明有一方犯规了，他视
而不见；本来该是红牌，他只掏
出黄牌； 一方好不容易射门进
球，他说那是越位在先……“黑
哨” 正削弱着很多游戏的吸引
力， 甚至隐藏着巨大的腐败黑
洞。“黑哨”不仅是对竞赛一方的
严重不公， 也是对旁观者的欺
骗。这就是我对足球等项目无法
着迷的主要原因。

如果再放眼社会，“公平”也
是稀缺资源。司法不公、分配不
公、就业不公、城乡不公、行业不
公……形形色色的不公平困扰
着人们。 造成不公的原因很多，

但其中最主要的有两条： 一是
“游戏规则”（即法律、制度等）存
在缺陷，二是“裁判”常常缺乏公
正的精神。但在“围棋世界”里，

这都不成其为问题。

世间的不公平越多，围棋就
越有魅力。当你为身边的不公而
烦恼的时候， 请坐到纹枰前
吧———这里，将给您一个最公平
的世界。

（选自《信阳杂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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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坡槐花记忆里

生活在被钢筋水泥包围着的城
市里， 浮躁中， 便常常怀念起家乡
来，那乡村的静谧，自然的风光，乡
亲乡情的淳朴， 都不由得让自己去
回味。

五月的家乡， 留在脑海中最为
清晰的当是那满坡的槐花了。

老家坐落在三面绕水一面靠山
的小山坳中，在绕水的东、南、西三
面远处，也分别有座山坡，村里人叫
它们东坡、南坡、西坡。三座山坡搭
架成岭，成为小村的一道天然屏障。

山坡上有松树、柏树和一些果树，但

最多的却是槐树，可谓漫山遍岭。

五月到了， 槐花开了， 远远望
去，三座山坡像是披了一层厚厚的雪
被，煞是好看。一阵轻风吹来，淡淡的
花香，沁人心脾，大人小孩早已按捺
不住，提篮子拿勾杆，三五成群，闻着
一路的芳香，奔向雪白的山坡。

冲进槐树林，我们一群“小猴崽
子”，急不可待地捋一把刚刚开苞的
花儿塞进嘴中，甜，香，哪还顾得上
大人的吆喝：“不能吃太多， 小心拉
肚子。” 我们一把接着一把地捋，一
把接着一把地吃，直吃得肚皮滚圆，

口齿留香时， 才想起还要帮大人的
忙。那时候，槐花在青黄不接时可是

人们的主食。 把捋下的槐花放在锅
里煮后留一部分，拌了盐巴当天吃，

其余的则要晒干。收了麦后，这些干
槐花便成了调剂生活口味的美食，

或炒成菜，或包成菜包子。可以说，

三座山坡的槐花， 帮助父老乡亲度
过了一年又一年的饥荒。

后来，家乡的生活越来越好，虽
说每年花开季节， 还仍然会有人去
捋槐花，但也只是为了尝个鲜，很少
有人再去大篮大篮地捋了， 再回家
煮了晒了当菜吃。

再后来，人们伐树建房做家具，

山坡上的槐树日渐少了起来。 再再
后来，人们垦荒种田，三座树青青、

草绿绿的山坡， 慢慢就成了光秃秃
的坡岭。厚厚的“槐花雪被”不见了，

沁人肺腑的花香闻不到了， 那一串
串象牙白的花束已永远定格在记忆
里。

山 村

(

外一首
)

一条河流
从山涧滑过
有着八月的橘香和蝴蝶

这里红旗飘飘
山风凉爽
灯光迷茫了山村的眼睛

红色的马叫
划拳的指头
惊扰了池中的鱼
它们思想的涟漪
把月色荡到远山

山妹子
一朵桃花
我想了一辈子
不会生锈的螺钉

在森林里
我看见藤蔓
看见知更鸟
看见蝴蝶
蜻蜓如一片柳叶在飘

这个时候
我是一片白云
风一吹
我就飘出山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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