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待您对社会热点问题的
思考与评价，请把想说的话、
想表达的观点发给我们，本报
将择优刊发读者来论，共同碰
撞思想的火花。来稿信箱：
jzrbs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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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马朝霞）日
前，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焦
煤集团宣传部部长、焦煤作家
协会主席吕秀芳成功入选中国
作家协会会员，2015 年全国
煤炭系统共有5人入选，吕秀
芳是焦煤集团唯一一个成功入
选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

吕秀芳是从焦煤这块沃土
上走出来的女作家。多年来，
她热爱焦煤，扎根矿区，坚守
梦想，笔耕不辍。1993 年，
她成为焦作市第一个加入河南
省作家协会的女会员，实现了
焦作市女性省级作协会员零的
突破。多年来，她先后在《人
民日报》《散文·海外版》《散
文》《散文百家》《莽原》《阳
光》《青春》《鸭绿江》《人生
与伴侣》《中国妇女报》、香港

《当代诗坛》、香港《华文诗学
通讯》等国内各级报纸、杂志
发表文学作品300余万字。其

中多篇作品被收录在《名家名
作精选珍藏本》《学生阅读经
典丛书》等集子中。作品多次
获全国散文征文大奖赛优秀作
品奖，河南省首届文学新人新
作奖，1998 获第二届“韩愈
杯”全国散文大奖赛三等奖。
2011 年 ， 散 文 《鱼 儿 · 鸟
儿·小虫儿》获中国煤矿文联
阳光文学奖。著有散文集《阳
光不锈》，是焦作市最具影响
力的女作家之一。

据悉，中国作家协会的前
身是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
（简称全国文协），1949年7月
23 日在北平成立。1953 年 10
月，全国文协正式更名为中国
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是一
个独立的、中央一级的全国性
人民团体。现有团体会员 44
个、个人会员 9301 人，荟萃
了我国文学界的人才精华。

吕秀芳成功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这闷燥的夏天
想静，你就躲在一朵雪花里

沿着一朵雪花
就能接近一千只白蝴蝶
它们由远而近
煽动大片的清凉

想静，你就躲在一朵雪花里
听雪的翅膀摩擦的声音
很像蚕食桑叶
一点一点咬破你的烦闷
很像你年轻时书写情书
笔尖擦过夜色的沙沙声
或者练字时
墨汁渗进一张白纸的声音

想静时
雪花就来了
从高空飘落
擦过梅花或松针
落在你的鼻尖儿
融化在你的心里

雪花不只盛开在冬天
它永远在一种诗意里生长
或者飞翔

躲进一朵雪花里
你就进入了一首诗
它泛着雪花的光泽

想静，你就躲在一朵雪花里
□白衣飞霜

这篇文著，发表在 《中国报告文学》
2015 年 6 月号中旬刊，共有引言、圣语饬
子、孝悌之道、孝行天下、谨信人生、言必
守信、大爱无疆、存心向善、亲近仁德等章
节组成，后附《弟子规》原文和白话译文。
正文内容，一节一题，一题一述，穿越古
今，传承经典，阐述人生，边述边议，虽体
式相近，却各有侧重。在《弟子规》的研读
方法上，作者理论联系实际，既潜心研读原
著，又从原著出发，拓宽学研领域，并重温
毛泽东、刘少奇的有关论述，以增加其理论
和思想营养。同时作者走向社会，实地采
访，以增加“接地气”的沃壤元素。读其
文，仁心款款，爱意浓浓，散发着融融暖
意。梳理其行文风格，感想有三。

一是旁征博引，以引为主，渲染突出的
主题。为了讲清楚某方面的人世道理，作者
并不直接陈述思想、抒发感慨、阐释义理，
而是选择和引用能够更好说明主题的故事素
材加以佐证。如若采取直抒胸臆的方法，这
样对某些读者而言，反倒会落入云里雾里的
窠臼。使得作者所表达的思想、传授的义
理，由于形式问题的“障碍”，而出现“欲
速则不达”的梗阻，就不能有效地向大众传
授这部经典国学中的精髓思想。因此，作品
就另辟蹊径，采用一种能使读者喜闻乐见、
易于接受的“迂回”手法写，那就是旁征博
引。所谓博引，往往援引古代、现当代故

事，援引正面、反面的故事，援引历史、
现实的故事。并将这些能为主题思想服务
的故事，广泛而贴切地引用到文章里面
去。由旁侧佐证和阐述所要传递给读者的
思想和道理，无论谁人阅读，都能起到一
目了然、豁然开朗的效果。这是对国学经
典的一种通俗化表达和平民化意味的阐
述。现实有一种说法，叫马克思主义的大
众化。而这部纪实散文，就有一些国学经
典大众化的意味。

二是夹叙夹议，以叙为主，透逸思想的
升华。这种写作手法，是这部著作的一个明
显特征。从古至今，传授人生道德、社会世
理的书籍比比皆是，文字汗牛充栋。但受读
者广泛认可、乐意去读的甚少。而这部著
作，一改一些抽象而空洞文著的说教范式，
几乎是用讲故事的形式，反复阐述主题和观
点。由各节的行文看，以叙述故事为主，辅
以自己的贴切感悟，使人有耳目一新、清风
拂面之感。如在“言必守信”这一节中，文
章引入了古代的两个故事 （正面）；当代的
两个故事 （反面）；历史的两个故事 （正
面）；现实的两个故事 （正面）。只这一节，
引入八个故事，讲了八个人，叙述八件事。
作者从正反两方面，反复论证诚实守信、言
必守信的为人义理和行世风范。重彩浓墨，
义理昭然。在叙述这些故事的过程中，作者
适时抒发自己的感悟，夹叙夹议。叙则形

象，议则合理。故事动人，事迹感人。读
后，让人感到，作者为了讲明一种道理，不
惜笔墨，不厌其烦；博引旁征，反复佐述；
跌宕起伏，一波三折；潜移默化，润物无
声。这种写法，摆脱了一种讲传统经典著
作，从抽象到抽象，由理念到理念的冗沉模
式与思路，使人在轻松阅读中不知不觉受到
教益。此作，文风，轻松自然；教义，浅显
易懂。

三是潜移默化，以潜为主，生动形象的
融入。《弟子规》原文共90长行，每大行12
个字；270 个短行，每短行 3 个字。颇似

《三字经》的行文规制。这种行文格式，看
似整齐划一、易咏好诵，可义理蕴含、抽象
难懂。即便是翻译成白话文，也只是将原句
伸展开去，但还是有些“散淡而延展”的抽
象。为了使读者有效阅读，或者说，如何能
使读者轻松阅读、深切思考、又能愉快吸
收，从而达到有效学习和汲取国学经典的目
的，作者经过仔细研读，反复品味，用心推
敲，可以说创造性地运用了这种大众化的

“传经布道”方式。行文过程中，文中的素
材大体是以故事的面貌出现，不同历史时
期，不同侧面故事，被贴切自然地引用到文
章里面加以铺陈和叙述，用一咏三叹、反复
佐证之法，使读者产生明情达理、自觉践行
之功效。主题突显，效果也十分明显。这种
以故事显现阐述道理的方法，我将其归结为

“潜移”的方法。换句话说，也就是使一个
又一个历史地、现实地，正面的、反面的，
感动人、激励人的故事，让其首先潜移到读
者的脑海里，在这里贮存、品味，最终起到

“默化”的作用和效果。而叙述又并非一味
地叙述，在叙述故事当中，将随时随机产生
的灼见和思想，自然而然地镶嵌在文章中，
从而起到一种承上启下、筋接髓连、画龙点
睛的作用。这就是议论和感悟。由于《弟子
规》原文的思想头绪较多，故而，作者提纲
挈领、扼要其八，加以阐述。这给读者的

“安身立命”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是修身立
世的“法宝”。

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说，一时劝人以
口，百世劝人以书。此作，显然是百世劝人
之“劝人”之作。这部 《感悟<弟子规>》
的读本，我在读学过程中，感受到它的体
式体例，行文风格，其史料性强，故事性
强，教化力强，文学方面的意味也很浓
郁。阅读过程中，故事迭现，爱意暖暖,仁
心绵延。读了这些故事，要么“醒世恒
言”含叙于故事之中，要么“警世明言”
流露在议论之内。有些故事，读之使人眼
泪噙涌，让人为之动容。所以，他既是一
部学习、领悟国学经典的通俗读本，也是
一部与时俱进、为人处事、修身养德、培
育良好人格和家风的大众化读物。朋友们不
妨一读，自有认知。

对国学经典的大众化表述
——读郭文杰的《感悟〈弟子规〉》

□杨清喜

这个说法是谁最先提出来的，我不得而
知，但我知道酷暑和严冬都不好受，两者一
热一冷，确是难熬。

想起农耕时代的先民，没有电，一切依
靠自然，日头毒辣辣的，没有一丝风，却要
为了农事把自己淹没在热浪里，那滋味，确
非得已，是不能忍受的。老年人都知道珍惜
粮食，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好端端的白馒头
只咬了一口就顺便扔掉，这让受过罪的人看
了心疼，那是粮食啊！是越热越要锄草用汗
水换来的，经历过了，还舍得扔吗？不然，
怎么叫苦夏呢？

我一直认为苦夏是相对草根们而言的，
先说住的，无外乎是破草棚，旧茅屋，七处
跑气，八面漏风，外面有多热，屋里就有多
热。再说吃的，当然是粗茶淡饭，红薯、南
瓜、玉米，整日里见不得荤，有时甚至还要
挨饿。睡得就更简单了，竹棍用绳子一根根
编在一起，用长板凳一支就是床，既透气又

柔软，只是挡不住蚊子攻击，这样的日子够
苦了，漫长的夏日自然成了苦夏。

当然，苦夏的意义远不能这样理解，它
是用来形容夏日的酷热，既然是酷热就离不
开现实生活，帝王宦官、土豪劣绅们住在高
大的殿堂里，有专人为其执扇，老百姓却要
头顶烈日在田里劳作，背上的汗水结成盐
碱，一层雪白，需要多少汗水啊！有了电改
变了许多，却依然分得清，别人有电扇时，
草根们却摇着蒲扇，老百姓用上了电扇，达
官贵人们却用上了空调。

作家冯骥才先生认为，苦夏不是无尽头
的暑热的折磨，而是我们顶着毒日头默默苦
斗的本身。前几天，气温达到了 40 多度，

小区成了蒸笼，有条件的，都躲进空调间，
没条件的，则拼命地摇着扇子，这样的夏天
能不苦吗？而最苦的是那些骑着单车收破烂
的人，汗水湿透了衣衫，背上结着盐霜，还
要在马路上烘烤。正午了，马路边卖西瓜的
小贩没处躲，索性把席子摊到车底下，人躺
在席子上，任凭汗水汩汩流淌。还有菜摊上
买菜的，马路上的清洁工，维修线路的工
人，田地里的农民，哪一个不是泡在汗水
里，苦度时日。

我也彻底理解了什么是苦夏，苦到什么
程度，高温下，花蔫了、池塘干了、土地枯
了，凡是有生命的，个个苦不堪言，好在都
有一个念想，希望有一场雨，一场霹雳大

雨，甘泉般滋润夏日的某一个傍晚，让温
润搭起幸福的彩虹。

苦夏是如期而至的，原先那些可以消
暑的柳荫、小河，如今都背叛了历史，树
下也热浪滚滚，河水也没有了清凉，都变
得狰狞不堪。

其实，苦夏是味中药，去火、消炎，可季节
里的苦夏却是上火、窝火的。我真羡慕江南的
好时光，有密密匝匝的梅雨时节，湿淋淋的小
巷里多美好。

我开始厌恶苦夏，厌恶它不近人情，厌
恶它火一样的暴脾气，很多人也和我一样躲
着它，趁它不注意，钻进屋里，开始享受另
一个世界。苦夏来时，野外施工的工人们都
放假了，发了降温费，而他们却在另一个地
方干起了农活，有了庄稼，再苦的夏天也是
甜美的，这是梦想的力量。

有苦就有乐，对劳动者而言，苦夏不
苦，因为那里是梦开始的地方。

苦 夏
□潘新日

近日，国家统计局在上海的调查显示，部分
应届毕业生毕业后既不打算马上就业也不打算继
续深造，而是打算先在家休息或者外出游学一段
时间。对此，有55.6%的受访家长表示，若理由
充分会给予支持。如今，越来越多的“90 后”
毕业生选择支教、游学、环游世界……“慢就
业”到底是新青年回避就业压力的搪塞，还是一
种新的就业观？

【观点1+1】
@河北白帆：女儿今年大学刚毕业，前段

时间陪着她参加了几场招聘会。每次看到招聘会
上人头攒动的场景，女儿就对自己的未来感到很
茫然。于是，女儿决定在家里复习准备考研。女
儿有上进心，我们做父母的感到很欣慰，也应该
大力支持。

@活力的试试啊：如果是特别优秀的人
才，在大学里就和用人单位签约了，他还会选择

“慢就业”吗？结束学业，就要转型了，人生分
三个阶段：30岁以前是学习阶段，30岁至70岁
是工作、创业阶段，70岁以后是再学习、乐享
晚年阶段。到了工作的时间就得工作，人生苦
短，只争朝夕。

@平常一个人015：不管选择不选择“慢
就业”，都要看看自己的家庭情况合适不合适，
是不是能满足自己吃饭穿衣就医的要求，否则，
就不要谈。根据现实需要选择才是理智的行为。

@常睿评：“慢就业”是娇生惯养的结果。
家长宁愿自己受累，也不让孩子受半点委屈，这
样会助长孩子的懒惰习气，不利于其今后发展。

@我很丑其实我很二：“慢就业”很容易让
学生养成懒惰的习惯。大学生刚毕业，工作、创
业的激情都很旺盛，几年之后说不定就有所减
退。另外，大学生“慢就业”还容易错过良好的
就业机会。总之，“慢就业”不值得提倡。

@芙蓉仙子晓阳：所谓“慢就业”，除了部
分人经济条件好不急于工作外，大多数人应该还
是没能力和勇气面对就业问题，这不能算是一种
新的就业观。

@单建华江苏：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方
式。与一毕业就上班相比，“慢就业”可以对未

来有个深入的思考，想清楚自己的目标在哪儿，
就不会在未来的工作中迷茫。正所谓磨刀不误砍
柴工，准备充分了，才更容易接近成功。

@暖暖小月儿：很多事情是急不来的，就
业不是你努力就能成功，很多时候是天时地利人
和的结果。“慢就业”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趁
着这个机会走出去游学，开阔眼界，吸收不同的
知识也不见得是坏事，也许在这个过程中能发现
商机，开启创业之路呢！

@怕羞的影子：暂时找不到心仪的工作，
选择支教、游学、环游世界等方式来丰富个人经
历，只要家庭条件许可，也不失为一种状态。但

“慢就业”不是不就业，不可因眼高手低的原因
而放弃就业。

【下期话题】

聚焦小区乱停车
据《焦作晚报》报道，目前，我市私家车保

有量已经超过26.3万辆，很多小区的停车位不够
用，由此引发的矛盾几乎每天都在上演。小区面
积就那么大，机动车停放如不规范管理，乱停的
车辆会占据小区道路、健身休闲场地、绿地，甚
至堵塞小区消防通道。如何对小区机动车停放进
行规范管理，你有什么高招儿？

停在小区绿化带里的汽车。
（本报资料图片）

（参与热点话题讨论，请关注《焦作日报》
官方微博：@焦作日报）

本期栏目主持人 本报记者 郭 剑

【今日话题】

“慢就业”

广东省惠州市龙门县人民医院近期
发生一起恶性伤医案件，连日来成为舆
论关注的一大热点。而回顾近年来的相
关伤医案件，尽管个案原因常有不同，
但案件背后的医患关系紧张、缺乏足够
信任无疑是重要诱因。加强医患沟通，
加快医改进程，才能对消解伤医事件发
生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从某种角度看，突发伤医事件其实
是医患间缺乏信任走向极端的表现，而
医患矛盾虽然发生在医生与患者之间，
但背后的深层原因不容忽视。在我国很
多地方，医疗资源供求失衡较为严重，
医疗资源过于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
导致部分医院医生诊疗任务过重，接诊
每个患者只能三五分钟，让一些身患疑
难杂症或常年奔波寻医的患者觉得未能
受到尽心诊治而心生愤懑。同时，在看
病难、看病贵背景下，不少患者对治疗
抱有过高期望，当疗效与期望不符时又
不能理性看待，甚至将原因归于医生，
进而产生猜疑、对立。这些潜在因素长
期未能得到有效解决，致使矛盾越积越
多，医患双方在某些地方被推至冲突的
第一线。

必须看到，伤医、“医闹”等行为
冲击法律底线，甚至滑向违法犯罪。伤
医行为不仅对患者诊治无利，更危害了
医务工作者的身心安全，破坏了医院的
正常运转，只会恶化医疗环境，进一步
损害整个患者群体的利益。如果这一

“死结”不解开，更将造成医患关系恶
性循环。

要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还需从
根本上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诸如
加快取消“以药补医”，理顺医药价
格，完善分级诊疗模式，加强基层医
疗机构服务能力，健全全民医保、重
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及救助等相关体系
和制度，从而在改革中带动利益关
系、就医意识、医学模式和社会氛围
的转变，才能使医患关系回归理解与
信任的正常轨道。

归根结底，医生与患者是对抗病魔
的“战友”。针对医务人员的暴力行
为，是全社会的公敌。医疗制度的改革
完善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但尊重医生、
抵制暴力却是每个公民即刻就能践行的
事情。只要各方共同努力，和谐的医患
关系可期。

用深化改革
为暴力伤医釜底抽薪

□吴振东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一乡长因
挪用退耕还林项目技术培训资金、
农机培训资金为干部发放福利等，
近期被严肃处理，成为基层干部挪
用惠民资金的又一典型案例。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迫
近，越来越多专项惠民资金投向基
层，成为提高基层群众生产生活水
平的重要助推器。然而，极少数干
部却打起了坏主意，贪挪截留惠民
资金。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期通报
称，2013年以来，全国已查出1.6
万人贪污惠农资金。从通报案例
看，涉农职务犯罪呈现职务低、发
案率高的显著特征。

在乡镇等基层单位，干部虽然
级别不高，但手中权力不小，在低
保审核、各类资金发放等方面，又
难以受到有效监督，村务公开往往
沦为形式。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涉农
扶贫等职能部门与村干部相互勾
结、“利益均沾”“抱团”腐败的现
象。

惠民资金关系党心民心，关
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也
关系国家长治久安。惠民资金量
大面广，一旦被贪污挪用截留，
将直接影响群众生活水平的改善
提高，甚至使困难群体在奔小康
的路上掉队。对于这种把群众的

“发展钱”“保命钱”当成自己
“提款机”的行为，须下重手打
击，决不留情。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加大了
对群众身边腐败的查处力度，一批
蚕食惠民资金的“蛀虫”被依法处
理。最高人民检察院上半年决定，
要从今年7月起，在全国检察机关
开展为期两年的集中惩治和预防惠
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工作，可谓切
中肯綮。

在加大相关案件查处力度的同
时，创新完善惠民资金的管理发放
监督机制同样重要。通过为群众发
放“惠民资金明白卡”“张榜公

示”“银行直接拨付农户账户”等
途径，让群众知情监督，消除惠民
款被贪挪截留的空间，铲除惠民资
金落实“最后一公里”的腐败，确
保惠民资金给人民群众带来十足的
实惠。

坚决惩治蚕食惠民资金的“蛀虫”
□张京品

（本报资料图片）

露头就打 商海春 作（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