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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酒的聚餐，别有一番滋味。

今年中秋节和国庆节难得重逢, 经常在
一起交流的一位文友电话邀约说一起坐坐，

刚刚从老家翻盖新房回到城里的我爽快地答

应了，并明确表示就是一起坐坐、不喝酒，对

方也毫不犹豫答应了。

于是，那天晚上参加聚会的文友，差不多

都是酒量不大或者已经戒酒了的。难得的一

次始终清醒着的聚会。

靠近洗耳河的一个鱼庄火锅店。或许是

都接到了今晚不喝酒的特别邀请，文友来得

相当神速，等我按照往日的时间节点赶到火

锅店的时候，所有的文友已经稳稳坐在那儿

谈笑风生。时令的小菜摆上桌，早已炖好的鱼

肉旋即端上来，因为少了饮酒的繁文缛节，大

家笑着招呼着直接开吃。

平日里多次吃过的小菜和鱼肉，忽然觉

得味道鲜美了许多，恍然第一次吃到一样有

了新鲜的愉悦。那木耳，愈发觉得清凉，有了

软玉一般的口感；那豆皮，愈发觉得水嫩，切

得板板正正、棱角分明，散发着淡淡的豆香；

那小碟里的炒豌豆，焦香可口，咬在嘴里嘎嘣脆响、回味无穷；那

鱼肉，仿佛更加鲜嫩爽口、滑而不腻；就连那蒜汁芝麻酱辣椒酱也

清香了许多。

在没有了酒的饭局上，我是清醒着的，这种可以清醒着品尝

美味的感觉真的很好。我的舌尖可以清醒着自由着直抵每一种美

味的根部，那微酸的、浓酸微辣的、直辣的、拐弯辣的、微甜的、浓

甜的、清香的、浓香的，以及混合着酸甜辣咸诸多味道的美食，沿

着我的舌尖热情奔放、羞羞答答、豪放婉约着穿透我的每一根味

蕾。我甚至可以从这些酸味中分辨出哪些是西红柿的，哪些是山

西老陈醋的，哪些是酸菜的；我可以从这些甜味中分辨出哪些是

奶酪的，哪些是白糖的，哪些是南瓜的；我可以从这些辣味中分辨

出哪些是川椒的，哪些是青椒的，哪些是火锅料的；我可以从这些

香味中分辨出哪些是羊肉卷的，哪些是鱼肉片的，哪些是肥牛卷

的；我可以从这些淡味中分辨出哪些是菠菜汁的，哪些是娃娃菜

汁，哪些是冬瓜片汁的。

在这样的清醒中，我有滋有味地享受着每一道菜肴，也清醒

地看到每一位文友脸上自然而灿烂的笑容。

在这样的清醒中，我的舌头不再慢慢变得不听使唤，我的脸

颊因少了酒精的麻醉而传递出正常的温暖。以茶代酒，温和地碰

杯，相视而饮，没有了你来我往的推杯换盏，没有了死皮赖脸的敬

酒罚酒，没有了搜肠刮肚的祝酒词，没有了微醺之后的豪言壮语，

没有了酩酊之后的杯盘狼藉。

这样的气氛始终是友好而舒缓的，一人提议则全场附和而碰

杯，有人不时站起来为在座的所有人用公筷礼貌地夹菜，男人文

质彬彬，女人温柔细心，不失为一场文人雅士的含金量最高的聚

会。

这样的氛围，有李白仗剑离蜀仰天大笑出门去的浪漫，有苏

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放，有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

然见南山的闲情，有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的惊喜，有此时无声

胜有声的静闹，有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释然，有不管风吹浪

打胜似闲庭信步的坦然。

一双筷子，一支碟儿，一盏料汁，却可以调配出千百美味，摆

弄出万千话题，正如锅里翻腾不息的油水，正如喝不尽的香茶，这

就是无酒的妙趣。

文友还是原先的文友，酒店还是这个酒店，因为无酒，仿佛都

换了一个人，换了一个聚会的场所。这些看起来漫无边际没有主

题划定的言语交流，不知不觉，自然而然，水到渠成，还是归结到

了美食的话题。座中的一位姐姐，果是饮食男女中的行家。一个个

在她看来司空见惯却让我们听得津津有味瞠目结舌的做菜宝典，

一张张在她看来信手拈来却让我们垂涎三尺视为珍宝的佳肴美

图，与眼前的美味相得益彰，平添了我们的食欲。而这位姐姐，一

下子就获得了众文友的热捧，收了好几个粉丝，不免喜形于色。

这样的聚会，无酒精之狂轰滥炸，无敬酒之繁文缛节，无酩酊

之有辱斯文，无曲终之觥筹交错，无离席之失忆踉跄，不亦乐乎！

茶足饭饱，却意犹未尽，清醒的话语似乎刚刚切入正题。忽一

人提议，则全场站起，相视而笑，鱼贯而出，不亦乐乎！

走出火锅店，夜灯璀璨，通衢大道依旧车水马龙，无酒的夜

晚，竟也别有一番韵味。此情此景，忍不住又是一笑，遂渐渐没入

繁华人间。

王湾印象
晨风阵阵伴花香，鸟语声声绿荫凉。

古井悠悠催磨转，清泉寂寂绕房长。

几墙旧物牵争论，一院新妆费忖量。

翁妪门边迎客至，端茶笑脸让厅堂。

风过三峡
●李晓伟

最初，我的内心图册一直呈现着三

峡这个地方。在长达数十年的人生长河

里，她像风一样一直在我的思绪里高高

地飘扬。

我知道，有一种机缘需要等待，有一

种文字需要在内心酝酿。

直到一次偶然的采风笔会，我才有

机会感受三峡的风。

在一个烟雨蒙蒙的清晨，在宜昌码

头，我登上了游三峡的客船。甫一上船，

耳畔便听到了风。

风从三峡吹来。吹过青山，吹过峡

道，吹动我心中那几页散乱的思绪。

没错，这风一定是属于三峡的。它以

一股纯净无瑕的风，证明曾经在我的岁

月履历表上刻划了凹凸有致的痕迹。

只听得一声笛鸣，船身一震，启航

了。

客船徐徐地离开码头，船舷边，江水

被翻卷起来，变成细细的波浪向远处荡

漾。湍急的江水沸腾起来。人们安静下

来，纷纷靠近船舷，欣赏两岸如画的风

景。

因为逆流而上，我们只能以倒叙的

方式欣赏三峡的风光。从白帝城起到宜

昌止，连绵将近 200公里的三峡，以这种

倒叙方式在风中展现，虽没有“千里江陵

一日还”的浪漫与豪迈，却有更多的时

间，让人去细细地品味和阅读。

过了曾“当惊世界殊”的葛洲坝，感

觉中好像才真正进入三峡。这时，江水变

得湍急起来。不远处，屈原的故里秭归近

了，这位忧国忧民、放逐投江的诗人带着

他的《天问》客死他乡；王昭君的故里香

溪也到了，这位历史上有名的美女出塞

远去，只有地名似乎与她远在塞外的香

魂遥遥呼应。江水打着漩涡向东流去，心

中许多的感慨，在这里却无法表达出

来。

这里，刘备诸葛亮们随着战场的硝

烟散去了，李白、柳宗元们吟着诗唱着歌

走了，舒婷余秋雨们也将心中浓浓的感

慨，化成穿峡而过的风抒发出来。

当然无法同这些或古代，或现代

的文人骚客们相比，况且，来到三峡本

来就难以用词汇去描写和形容心中的

感受，只能让嗖嗖的江风吹着，让滔滔

的江水流着，让迷乱的双眼呆着，什么

都不用说，什么都不用想，让思想在这

里停滞一下，感受那种无从抒发的感

慨。

雨潇潇地下着，浓浓的白雾飘在两

岸的山顶上。山太多太多，多得在这里难

以排列，你挤着我，我挤着你，山峰连着

山峰，一山高过一山，浑浊的江水打着漩

涡，翻滚着向东流去。

双眼实在难以接受令人眼花缭乱的

风景，人们看累了，回舱休息吧！

同伴们仍在兴奋地谈论着有关三峡

的传说和典故，因连日奔波和劳累，攀上

卧床，再也不想起来。舱里正在播放李白

的诗，便央求同伴将声音调到最小的限

度，让李白暂做歇息。

昏沉沉不知睡了多久，忽听同伴叫

“神女峰到了”。

下得床来，靠近船舷，江风飒飒，烟

雨潇潇。

神女，这是你么？便是巫山会襄王的

你，便是被众人吟诵的你，便是如梦中精

灵的你么？你的风情万种早已化成一座

亘古不变的造型，永远地留在群山之中，

耸立江边，留给远方游人们的，只剩下一

片思念和慰藉。

江风扑面，阳光在浪花的婉转里回

眸一笑，然后丢下一串欢笑扬长而去。

然而，这还远远不够，肆意的浪花荡

漾开来，像刚刚绽放在枝头的梨花般灿

烂，洋洋洒洒地顺流而下。不允许眨眼，

只一转眼间新生的浪花花儿又喜笑颜开

地簇拥着拥来，让人目不暇接。

这风，这浪花，带着长江特有的气

息，风吹水动，直抵东方大海。

此时，偶尔会有一些浪花扑打在岸

边，舔着银白色的金沙，散发出阵阵轻

柔的呻吟。间或有飞鸟在峡谷间盘旋。

有时，一队白鹤远远的七八个白点排

成一行，顺着江河逆流的方向越飞越

远，飞向长天的浩渺里，最后，消失在

视野之中。

站在风中，能感觉到苍穹离我如此

之近，只要天边飘来一朵乌云，蓝天就在

云朵之上了。向晚时分，星月低垂，风也

从无吝啬她的母性情怀，似有还无地抚

摸我疲乏困倦的眉眼。此刻，可以放下生

存的种种挣扎和不想言说的焦虑，闭上

眼睛，感受三峡的风像水一样流经我的

前额，顺流而下，人瞬时得以与天地之气

达成触碰与融合。

我见三峡多妩媚，三峡见我应如是。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穿过三峡之风，心灵得到慰藉，得到

沉静，得到寓示。

我便想再去一次三峡。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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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到南阳游玩，有幸邂逅了南阳府

衙。这是古代知府的办公地，也是我国唯

一保存完整的府级官署衙门。

“看阶前草绿苔青无非生意，听墙外

鹃啼鹊噪恐有冤民”，还没进门，大门上的

楹联就让我心灵净化：希望到府衙告状的

人极少，致使阶前长满绿草充满生机，墙

外鹃啼鹊噪则提醒官员们谨慎办案，不要

制造冤假错案。进入府衙，府堂楼阁布局

严谨、气势雄伟，“春雨无私，进衙先拜清

风二字；春筠有节，出府再留正气一身”，

一股清廉之风拂面而来。

在一幅“效昔日悬鱼太守尊贤重道，看

今朝俯首公仆爱众亲仁”的匾联下，导游讲

起了“羊续悬鱼”的故事：东汉时，羊续任太

守。他为官清廉，一天，羊续的下属府丞焦俭

见羊续生活太清苦，便给他送了一条活鲤

鱼。面对这条“礼鱼”，羊续左右为难：不收

吧，对不住焦俭的一片好心；收吧，有违自己

为官清廉的道德规范。但眼前焦俭的盛情难

却啊，无奈之下，推让再三只好暂且收下。等

焦俭一走，他就让下人把鱼挂在庭檐下。没

过几天，鱼成了一条枯鱼干，在屋檐下飘来

荡去，羊续也不让人取掉。后来，焦俭又拎着

一条更大的鲤鱼来拜访羊续，羊续笑着指了

指庭檐下悬挂着的那条鱼，轻轻地摇了摇

头。焦俭看着这条枯鱼干，领悟到太守的一

片苦心，红着脸返了出去，从此再也不敢给

羊续送礼了。这件事传开之后，府吏们为羊

续的高风亮节所折服，以后再也不给他送礼

贿行了，清廉之风日甚。百姓无不称赞，敬其

为“悬鱼太守”。

听完这个故事，我不禁拍手叫好，心生

敬意，好一个“悬鱼太守”！一个“悬”字，悬

出了清风，悬出了公明，悬出了威严，悬出

了老百姓的爱戴，悬出了风清气正的政治

生态和良好的社会风气。一个“悬”字，悬出

了“为政者”不贪不占，不偏不倚，不挪不

用，不攀不奢，不摇不摆，不错不乱的宽广

清廉淡定胸怀；一个“悬”字悬出了“行贿

者”既羞又怯，既羞又赧，既羞又愧的尴尬

和不敢光明与天下的自愧自敛自警自省。

而当今社会，“悬鱼太守”的做法依然

不落伍，依然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行贿和受贿是社会的一对孪生毒瘤。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受贿固然违法

应该受到谴责和制裁，行贿则更是直接因

素原因所在。只有将行贿和受贿都“悬”于

天下，公开、透明，公布于众，才能让为官者

公正廉明，敬畏法律，静静思考，勤勉工作，

踏实做事，淡泊生活；才能让行贿者有羞赧

之心，羞怯之意，因为他所从事的也是见不

得人，见不得光明的，他所做的，也应受到

世人的唾弃，法律的制裁。

为官者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

的，如果他受贿了，就会做出违反人民利益

的事，就会侵犯他人和国家的利益，不能公

平公正地处理问题，加剧社会矛盾，违反道

德，危害社会的进步，是万恶之源。而行贿

和受贿都是见不得人的，即便都是私底下

交易的，自以为别人都不知道，只有“天知

地知你知我知”，天衣无缝，殊不知，“要想

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法网恢恢疏而不

漏”，只要发现，必须将其行为“悬”于天下，

让老百姓来监督，让天下人来评说，让所有

人谴责，才能让他们心存敬畏，不敢腐。

行贿者是为了获取自己的好处而行使

的不正当关系，是一种不当得利不义之财。

试想，如果是合法的，他是得不到的，他是

为了一己之利而行贿，一旦你的能力丧失，

它是不会再给你行贿的。他请客送礼，得到

了不应得到的利益，间接地就侵害了他人

的利益呀，而且还会把受贿者拉下水，两败

俱伤，鱼死网破，那真真是得不偿失啊！这

难道不应该公布于百姓，让百姓监督吗？

对于为官者或公职人员来说，受贿是

对社会风气的污染，是对公平正义的亵渎。

而有些人认为，行贿、受贿同时违法，为何

有些行贿者能逃出法网，有惊无险呢？这就

容易让人们产生错觉：认为大多数人都行

贿了，法不责众，就容易形成

一种灰暗的病态心理。如果

重受贿轻行贿，对

行贿行为宽容、理

解、认可，就在客观上纵容了腐败现象的滋

生，也进一步恶化了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

行贿呢，也是一种丑恶的社会现象，腐败

性，危害性，腐蚀性特别大，应该对行贿、受

贿同等或者后者比前者更严厉的处罚，预

防和惩治行受贿的从众心理。

受贿和行贿同样都影响社会安定，影

响社会秩序，影响社会风气。这就要求我

们，对于行贿和受贿行为都要曝光，也要公

正，公开，透明。让受贿者落马，让行贿者也

要落网，让贪腐者不敢贪腐，让行贿者不敢

行贿，这样才能双赢，这样才能涵养风清气

正的政治生态。让受贿者、行贿者都成为过

街老鼠人人喊打，让不受贿不行贿都成为

我们一种行为底线，最起码的道德底线，这

样才能永远无愧于心。

让我们像古代的“悬鱼太守”那样，不

仅“悬”出赃物和不义之财，也要“悬”为官

者的正义公平、廉洁清风、高风亮节，更要

“悬”出行贿者的羞愧脸红无地自容，最终

“悬”出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做事的社

会风气，“悬”出道德良知和法律尊严，“悬”

出风清气正的政治文明。

夷园怀古
风穴山门曲径前，青青竹绕绿阴连。

孤坟雕塑松涛翠，亭阁池塘荷影妍。

无数诗词当世颂，更留名句后人传。

英才狼妒贪佳作，别舍魂消饮恨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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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亚平：这种问卷调查，比较
类似于现在的社情民意调查。当然

现在主要依靠网络，采集的样本也

更多，数据覆盖范围也更大。而那

个时候，受条件所限，调查的方式

比较原始，就是习书记带着我们县

委的干部、工作人员，特别选在正

定县城大集的时候，在大街上摆上

桌子，来赶集的老百姓一从我们这

里经过，我们就主动递给他们纸

条，纸条上的内容就是调查问卷。

递纸条的时候我们会说：“老乡，大

爷，大娘，县委正在搞调查，麻烦来填填吧。”

一开始我们去拉人、发问卷，老百姓不知道我们要干嘛，要

调查啥，还有点不太接受。后来，老百姓了解了情况，就主动到我

们摆的“摊儿”前面来给我们反映问题。他们有的说种地遇到了

这个问题，有的说搞养殖遇到了那个困难，说的都是一些特别具

体、特别实际的事情。

这样的大规模调查问卷，仅我记得的，习书记就搞过五六

次。这也是他调研的基本方法之一。

还有就是到经济发达的省份去考察学习。比如，我跟他一

起去过江苏省，当时我们是个5人团，由他带队，有一个常务副
县长，有一个研究室主任，还有一个管经济协作的副主任，再

加上我。我们当时把南京、常州、无锡、苏州等地都走到了，这

些地区的乡镇企业特别发达，起步比杭州还要早。我们那一次

考察的范围也比较广，包括怎样招聘人才、行政机构怎样改

革、乡镇企业怎样发展、农村的多种经营如何开展等等，都进

行了详细调查。

（未完待续）

刊副池杯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