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听见回声，来自山谷和心间，以寂寞的镰刀
收割空旷的灵魂，不断地重复决绝，又重复幸福，

终有绿洲摇曳在沙漠。我相信自己，生来如同璀璨
的夏日之花，不凋不败，妖冶如火，承受心跳的负
荷和呼吸的累赘，乐此不疲。

———泰戈尔《生如夏花》

有一天，当我年老，有人问我，人生的哪一段
时光最快乐，也许，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十多岁
的时候。那个时候，爱情还没有来到，日子是无忧
无虑的；最痛苦的，也不过是测验和考试。当时觉
得很大压力，后来回望，不过是多么的微小。

———张小娴《面包树出走了》

禁得起考验的爱才是真爱。 我渴望着褪去风
霜还能手牵手站在一起的两个人。 我渴望着不断
不断付出而又经受着岁月的淘洗、 琢磨而还活着
的爱。我已不年轻、不轻浮、不躁动、不孩子气了。

我渴望做一个能真正让你依靠的爱人。

———邱妙津《蒙马特遗书》

有时候，你的心需要比以适当的方式打碎。打
碎自己的心之后，人就会有所体悟，或者说你能感
受到全新的东西， 那是唯有如此才能领会或感受
到的东西。那种破碎与体悟，是我在今天深深感谢
并为之感动的生命体验。

———格里高利·大卫·罗伯兹《项塔兰》

我不记得爱过自己的父母。 小的时候是怕他
们，大一点开始烦他们，再后来是针尖对麦芒，见
面就吵；再后来是瞧不上他们，躲着他们，一方面
觉得对他们有责任应该对他们好一点但就是做不
出来装都装不出来；再后来，一想起他们就心里难
过。

———王朔《致女儿书》

爱的本质，也许是一种考验。考验彼此的明暗
人性，考验时间中人的意志与自控。欢愉幻觉，不
过是表象的水花。深邃河流底下涌动的黑暗潮水，

才需要身心潜伏，与之对抗突破。人年少时是不得
要领的，对人性与时间未曾深入理解，于是就没有
宽悯，原谅，珍惜。

——— 安妮宝贝《担当》

《高效能是训练出来的》

作者：林恩伯格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内容简介
迈克尔·林恩伯格， 享誉国

际的心理医生和企业咨询顾问。

书中，林恩伯格利用多项科学手
段，提供科学训练方法，简单实
用，效果非凡。你能从中学会如
何高效地处理大小琐事、消除压
迫感、培养专注力、分清工作的
轻重缓急、 在疲乏中保持激情，

最终提升领导力和执行力。上班
族最大的障碍就是对工作失去
热情，因而形成惯性拖延，迈克
尔·林恩伯格将教你如何有计划
地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实现自己
的职业目标！《纽约时报》这样评

价该书：“这本书你应该买两本，

一本让你可以把重点抓取下来
贴在墙上，另一本送给身边那些
茫然无助的朋友。”

《告白与告别》

作者：韩寒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内容简介
《告白与告别》 是韩寒

2014

年最新作品。在这本书中，韩寒
从自己很小的时候讲起，诙谐有
趣地道来自己的梦想、 人生历
程，以及近些年来的所思所悟

,

关于对自己的新认识、 关于他
人的眼光……无不涵盖其中。

全书还独家收录了韩寒从作家
转型为新锐导演的心路历程，

以及他对于电影看法， 展现其
首部电影作品《后会无期》拍摄
的前前后后，全过程真实记录。

自《

1988

》后长达
4

年的时间，他
在告白什么？又将告别什么？韩

寒讲述过往与梦想、所思所悟，

延续其一贯诙谐有趣的文笔，

展现其睿智深邃的思考。

《演好生命这出戏》

作者：延参法师
出版社：时代华文书局
内容简介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人生

有很多的遗憾， 人生也有很多的
无奈。但正是因为无奈，我们学会
了忍耐；正是因为遗憾，我们学会
了看淡。人生没有假设，当下即是
全部。在生命这出戏里，有多少是
演给自己看， 又有多少是演给别
人看？生命这出戏没有重来一次
的机会，因而要珍惜与他人、与
其他生命间的种种缘起。 书中
一篇篇美文，用细腻、淡雅、韵
致的笔调阐述人生的种种———

小到寻常的喜怒哀乐惧， 大到

生命、轮回、时间等，给人以温
暖和宽心。带您演好生命这出戏，

了悟放下的人生最精彩。

《让我留在你身边》

作者：张嘉佳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书中， 以金毛狗子梅茜的

视角， 讲述狗子和主人之间的
逗趣生活、 温馨感人的都市故
事以及想象力超群的狗子童
话， 而这些狗狗眼中的人世故
事分明就是一篇篇成人童话，

梅茜的朋友就好像是我们身边
的朋友， 梅茜的日常生活就好
像零距离地发生在我们身边，

梅茜也好像就一直在我们身
边。

7

个心动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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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让人笑
中带泪的故事， 讲述狗狗眼中
的人世故事， 写就一篇篇给地
球人最温暖的成人童话， 给人

一种笑中带泪的感觉， 笑过之
后，却让人无法入睡。小人物的
情感，因为真实，所以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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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蓝色国土”的历史记录

———《南海第一井》序

2013

年
5

月，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的付
饶联系我， 请我谈谈我与海油结缘的故事。

他给我提供了一些资料，看到
1993

年的《中
国海洋石油报》报道，我的思绪回到了二十
年前。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海洋石油总公
司当时的副总经理陈炳骞是我和李国文老
师的老朋友。炳骞当时负责总公司的政治思
想文化方面的工作。炳骞介绍说，海洋石油
这支队伍的整体文化层次是相对高的，当时
就有博士了。我们谈到，这支队伍像当年的
大庆一样，有很多热爱文学、文艺的年轻人
才，甚至比当年的大庆还要多。

这样的一支队伍工作在远离大都市的
地方，尤其在海上，他们既要有文化生活，也
要有对自己和生活的艺术反映。当时确实有

一些写书的人， 每年会出不少报告文学，有
一些是写得相当不错的。我现在还记得有一
篇反映年轻的工人最初接触平台上新工作
的情况： 平台建成时还有很多外国专家指
导，零件很多，外国专家以为他们不能很快
地掌握。没想到我们的工人在很短时间内就
把很多莫名其妙的零件用途烂熟于心了，还
开展过类似“大比武”的比赛。可以说，中国
的海洋石油工业各支队伍中的先进事迹、生
活形态都通过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加以反
映了，还结集成册、成书。

当时， 炳骞想要有一块自己的宣传园
地，就找了我、李国文、叶楠三位作家探讨建
报的事情。那时候炳骞希望这个报能建得快
一些，更直接、更明白一些，新闻出版总署批
起来程序也快一些。这就是现在的《中国海洋
石油报》，在

1993

年
9

月
29

日的《中国海洋石油
报》 试刊号上， 就有我的一篇散文《我之呐
喊》。后来我又陆续在《中国海洋石油报》发表
了十余篇稿件， 包括《人类应当学会欣赏海
洋》《向“为祖国献石油”的人们致敬》等。

我认为，付饶的这本《南海第一井》也是
海洋石油员工文艺作品的传承和发展。

“蓝色国土”成为《中国海洋石油报》擎
起的第一面旗帜。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也参
与了“蓝色国上”征文的组织和评审工作。事
实上当时我们已经敏锐地察觉到，海洋是我
们的“国土”，而且当时就已经提出要纠正我
们中国人对于海疆长年来不全面的认识。

“国土”是相对于“海岸线”来说的。我们原来
认为，陆地才是我们真正的“国土”，只要没
有踏上“陆地”，便不算侵犯一个国家。上世
纪九十年代也有“海疆”这个意识了。我们那
时对“海疆”开始重视了，但是国人了解的并
不多。因此我们就想到要把“海疆领域”也是
我们国土的组成部分这一概念确立起来，并
且要让国人都知道。在这个情况下，大家考
虑要确定“蓝色国土”的意识。当时中国海洋
石油的王彦总经理、陈炳骞副总经理等达成
了一致的想法，也将这些讨论的结果向中央

同志汇报过。我个人觉得，由于在海疆前沿
工作，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在我们中国最先
敏感意识到三个问题：第一，海洋是国土；第
二，海平面下面有能源；第三，也是非常重要
的，将来可能由于能源的问题和周边的国家
有一些摩擦，外交上会有举措。当时就强调
了这一点，如果那时外交上不做这种举措的
话，会拖得旷日持久，后来会比较难办。这个
思想当时都是有的。

当时我们在讨论这个征文的时候，不仅
是讨论文学问题， 我们面前是有地图的，而
且看着地图已经谈到今天这些有争议的问
题。海洋石油总公司的同志们当时就跟我们
讲过，哪里哪里本来就是我们的，谈得特别
激烈、激动，他们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浓厚的
爱国情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后来一直关注“蓝色国土”这个概念，

但是心里也比较清楚这不是中国海洋石油
总公司一个企业能够完成的事，它一定是国
家理念、外交行为，甚至一定要有强大的军
事力量做支撑，才能保卫、开发好的。我觉得
“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 也是目前挺好的提
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进一步关心海洋、认
识海洋、经略海洋，推动海洋强国建设不断
取得新成就”就释放出一个信号：新一届党
和政府领导班子对海洋问题十分重视。

某些“蓝色国土”本来属于我们的国土
范围，这是无可争议的。在这一点上关注的
年轻人还是不少的，从网上都能看到。但是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本身为争取开发“蓝色
国土”的正当权益做了哪些努力，这方面年
轻人就知道的相对比较少了。而且有时候社
会舆论对国企也有一些不理解。

不宣传，国人也不知大庆；不宣传，国人
也不知有大庆精神。注重宣传总结才能使更
多的国人了解。海洋石油工业的开端虽然与
大庆艰苦创业的过程不一样，但我觉得也是
付出了很大艰辛努力的。因为我们原来没有
这样的一支队伍。这就像中国最初海军的诞
生一样，可以做同样比喻。

海洋石油工业科技含量高、 风险高、投
入高，勘测比在陆地上复杂多了，台风、海
冰……还有各种不同的复杂环境。我一直想
去海上平台看一看， 但遗憾一直没有去成。

想来在平台上的生活比在岛屿还困难，平台
甲板只有篮球场这么大， 而且又分几层，非
常复杂。

付饶的这本《南海第一井》，对中国海洋
石油工业的发展追根溯源，具有科普的价值。

尤为宝贵的是，首先，他挖掘出了作为一线的
海上石油尖兵， 他们所经历过的海疆上的摩
擦，让国人了解细节。第二，这本书满足了海
油员工对文化的诉求。人有一个普遍的共性，

那就是对与自己事业有关的作品会更敏感。

付饶涌动着作为海洋石油员工的“由我来反
映”的冲动。我们恐怕要多为这样的人提供机
会和平台，这样他们才会有“终于有我们自己
的人写我们自己的事儿了”的满足，客观上也
能达到让外界来了解海油的目的。

我写过一些知青文学，也有一些媒体让
我谈现在的年轻人需要向知青年代的年轻
人学习什么。我认为，目前中国处于一个浮
躁的时代，时代本身也很焦虑。当然这不只
是中国的现象，目前世界也处于一种焦虑状
态。付饶作为当下的年轻人，他的焦虑其实
也是多层面的———他自身生活、 工作的焦
虑；他受整个国家环境的影响，替国焦虑。这
两种可能性都是有的。事实上，文化本身能
够消解这种焦虑，使它变成理性思考、理性
认识的一个途径。消解这种焦虑还有一点特
别重要，它使人和人的关系不仅仅是行业内
的同事关系，不仅仅是工作关系，还可能是
一种亲密朋友的关系。消灭人心里的焦虑就
是消灭人和人之间的矛盾，文化能起到这个
作用。我觉得各个时代的青年有各个时代不
同的压力，形式不同而已。写实文学本身以
后会变成散发式的，会写到生活态度、生活
情趣、生活质量观、幸福观等等，会朝着一个
大散文的方向开发。

（作者系著名作家）

□经典文摘

《幸福从空白处来》

作者：艾克索荣·贝比斯
出版社： 中国友谊出版公

司
内容简介
艾克索荣·贝比斯（

Xorin

Balbes

），建筑师、设计师、慈善
家。这本书会让你找到新的方式
处理杂物、提升你的整个空间环
境，从而重获新生。既往不恋，当
下不杂。本书独一无二的魔力在
于既能改变你的空间，同时也能
滋养你的心灵。每一天，你都身
处和周围环境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中，清理杂物，可以帮你找回
遗失的能量。直面你所存在的空
间， 有助于找回失去的能量，在
未来过你想要的生活。只要你下

定决心，即使时间冗长，你一定
能克服拖延，亲手打造出让身心
安适的空间环境。

寻 找 民 间 灵 气

———记商城县叶雕艺人余贵明

作为艺术瑰宝的商城叶雕，有着悠久的
历史和丰厚的艺术内涵，是商城古老的传统
民间艺术， 是经过历代人民不断创新的精
品。普普通通的树叶，在别人手上也许一文
不值，但在余贵明手中，却被雕刻成了各种
形态的艺术作品。 仅凭一把刻刀的雕琢，即
把山水云霞、花鸟生灵、人间百态浓缩于方
寸之间。

改革开放后，商城民间艺人余贵明出于
对商城民间叶雕艺术的热爱，在搞好民间剪
纸创作的同时， 加大叶雕艺术创作力度，在
几十年的探索中，吸收前人精华，逐步形成

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反映大别山风土人
情，注重意境的营造，侧重从原汁原味现实
生活中提炼素材，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

余贵明的叶雕艺术在源远流长的商城
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不断创新，保留传统
的表现形式又综合现代夸张、变形等艺术手
法，利用刻刀刻出简练、概括、稚拙感很强的
作品，做到华而不繁琐，走刀流畅，人物、图
案刻化生动优美。选料多以普通红叶、白扬
叶、银杏叶、梧桐叶等为主，作品远销河南省
内外。余贵明创办了明间工艺工作室，年销
售额十多万元。 他传承了富有民间特色的
“大别山文化”， 成为传播商城民间艺术的
“文化大使”。

余贵明说，叶雕具备了版画、微雕、剪纸
等艺术的表现形式，利用自然叶片的自然形
态、纵横交织的脉络，就能进行创作加工，刻
画内容千姿百态。 从剪纸造型到西洋名画，

从民间传说到成语故事，叶雕能将众多题材
浓缩在手掌大小的叶片上。

话虽如此，整个叶雕创作还是相当复杂
的：先要选取平整厚实的叶片，叶片生长期
必须超过一年、经霜打过，这样，叶片才能够
经得起雕琢。叶片选取后还要经过蒸煮和长
时间的浸泡，之后用特殊的刀具，借助放大
镜，一点点地剔除多余的叶肉，制作一件巴
掌大小的叶雕作品，至少需要一周时间。

据商城县文化部门考证，该地区的叶雕

源于汉朝，最开始以树叶、树皮、兽皮、金属
箔等材料进行裁剪和雕刻，兼具记事和美术
功能，千年来从未断绝。

传统的叶雕工艺和造型类似于剪纸，造
型和线条较为单一。 近些年来经过余贵明、

朱华梅等民间艺人的改良创新，叶雕焕发了
新的活力。作品色泽自然，薄如蝉翼，柔韧如
布，反复折压都不会断裂，画面呈现很强的
立体感，在阳光下呈棕黄、棕红或棕黑色，具
有天然古朴的美感。

然而，同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面临的现状一样，目前，商城叶雕只有少数
人在传承。老的叶雕艺人先后离世，中年叶
雕艺人大多转行，年轻者后继乏人。朱华梅
说， 她现在在向一些聋哑人士传授这门技
艺，“因为他们心无旁骛”。 今年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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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余
贵明感慨：“我现在还没找到合适的传人。”

值得欣慰的是，眼下，作为信阳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商城县政府已对叶雕
艺术制订了具体的保护计划，希望通过文化
产业的运作，以政府采购等形式，把叶雕作
为宣传商城的名片推向世界。

□作品鉴赏

□

梁晓声

□

方志宏

银

银

河

河

飞

飞

泻

泻

马保群摄

□

钟琳

□信阳文化

85岁米兰·昆德拉重返文学舞台

笔者近日获悉， 上海译文出版社即
将出版文坛巨匠米兰·昆德拉的最新小
说。今年

4

月，米兰·昆德拉最新小说《庆
祝无意义》在法国出版，此时距离他的上
一部小说《无知》写成已有十余年。

上海译文出版社透露，这部小说的中
文版将在今年

7

月底出版发行，并将在
8

月
15

日于上海书展举行首发式及译者见面

会。值得注意的是，《庆祝无意义》的首个
版本其实是意大利文版，去年

11

月悄然在
意大利面世，当时却应昆德拉要求秘而不
宣，低调出版。直到今年

4

月，法文原版问
世之后， 才正式开始全球出版的进程。另
外本书的中文版将由著名文学翻译家、傅
雷翻译出版奖得主马振骋翻译。新书出版
后，上海译文出版社还将推出全新设计装
帧的米兰·昆德拉作品集。

作为历年诺贝尔文学奖夺奖呼声最

高的作家， 昆德拉在其
85

岁高龄写就的
这本新作备受瞩目。短短一个多月，该书
在法国已重印

5

次，销量超
10

万册。意大
利《晚邮报》将这本小说称为“所有脆弱
情感的颂歌———包括悲伤、快乐和美。”

昆德拉带着《庆祝无意义》回到了文
学舞台上， 这部充满奇思妙想的小说简
短、灵动，看似轻盈，实则不然，忠于他长
期以来思考并实践的“小说的艺术”，他
继续对人类经验进行诊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