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阴 莫逐尘

许久没有回来，几乎遗忘了这个地方，期间
虽有偶尔的途经，也只是匆匆路过，最多的是透
过车窗，望一眼霓灯闪耀的黑夜，时而清晰，又时
而模糊，如此而已。这个曾经自认为熟悉的镇子，
如今几乎沦落为长长路途中的一个牌点，就像其
它众多牌点一样，只有被人报起时，才会猛然记
起。

熟悉的街道，到了傍晚时分，还是一如的喧
闹，摆摊的汉子，不厌其烦地向路人兜售着号称
来自雪域高原的皮草；领着孩子的女人，提着晚
餐的食料匆匆往家赶，忙去完成一天中最后一
项任务，只是路过装饰华丽的店面时，不经意地
瞟几眼橱柜中展示的新款服装；刚刚做完头发
的小伙，载着同样刚刚做完头发的姑娘，不耐烦
地摁着车铃，催促占道的小摊贩让出一条过缝；
竖着清仓大甩卖招牌的店面，似乎只有到玛雅
人预言的那一天到来时，才会真正地迎来他们
关店的那个时间；几只顾着追逐的狗子，撞翻了
路人放在车后座上的菜袋子，吓得赶忙逃离现
场……

室内的物品依然保持着临走时的模样，案头的
书，还是翻到夹着照片的那一页；桌角的富贵竹，已
生出的密密的须根；抽屉里的埙，也是许久没有发
出声音，只能静静地呆在角落；墙上贴着的 16 号牌
码，仍在默默地记载着一段故事……每一样物品都
在安静地等待着，像是痴心的密友，等待着旧人的
归来，又像是痴情的老情人，在孤独地等待着情人
的抚摸。每一件物品又不再是曾经的物品，它们在
默默中度过数不尽的分分秒秒后，早已被岁月刻上
了带着故事的痕迹。

岁月仿佛是一位浑身散发艺术气息且又思想
不坚定的老头，他一边尽情地发挥想象力，随心
所欲地创造着人世间种种故事，并在走过的路上
为每一个故事刻上痕迹；一边陶醉的欣赏着这些
杰作的开始、发展和结束，但在欣赏的过程中，却
又忍不住反反复复地对情节进行涂改，也许在他
看来，曲曲折折的情节才算是上佳之作，人生中
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爱恨情仇就此
注定。

都言岁月不居，其实，岁月何尝不想居？面对
芸芸众生的祈祷，何尝不想修得浮屠？然而人生
需要故事，需要种种或是波澜壮阔，或是平静如
水的故事。这些故事虽然结局不一，但它们编织
了社会和历史这张大网，在这张网中，每个人都
是其间的一个小眼，这张网在不停的扩大，每个
人的故事也一直在继续，这种继续不只是老故事
的延续，更多的是新故事的演绎，演绎成不朽，成
就为传奇。

其实，岁月更像是老情人，她陪伴着我们一
起演绎着这些故事，并且将这些积淀为记忆，
愈久弥深，欲深情切，更重要的是，不管这些故
事的结局是悲、是喜、亦或是无结局，她都会和
伴随她而生的一切陪伴我们到最后，不离不
弃。

老情人

博客名称：风尘恋栈雪痕
博客主人：肖辉
博客地址：http://654620543.qzone.qq.com

博文选登

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是未来企业的发展趋势，
可持续发展是企业的战略核心，解决之道唯有走向
世界。浙江从来不缺走向世界的民企，先行者既有
如万向、吉利这样的大型民企，也有华立、飞跃这样
的特色民企，但是石化行业的民企走向世界，恒逸
仍然是先行者。了解石化产业的人都懂得，与“石化
共舞”好比是在刀尖上跳舞，尤其是对于夹缝中生
存的石化民企，对外要面临来自国外强手的狙击，
对内又有诸多因素的限制。石化产业的发展道路上
从来没有“常胜将军”，一些石化民企更是“其兴也
勃焉，其亡也忽焉”。

走向世界是恒逸可持续发展的必然，我们目前
所从事的石化行业早已不属垄断行业，因此要求我
们在竞争中求生存、在挑战中求发展。参与国际竞
争已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只有走出国门，将产
品市场和人才、技术、资金等资源向国外延伸，并着
眼于整合全球资源，才能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优
化配置，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用鲁冠球的话说
就是“在洋人的土地上，用洋人的资源，做洋人的老
板，赚洋人的钞票。”

走向世界对恒逸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纵
观全球优秀的企业，都是走向世界的国际化企业。
世界 500 强几乎都是从国内市场起步，以本国为基
础，不断走向世界，最终成为跨国公司的，因此跨国
经营，走向世界实现国际化是恒逸发展的必经历
程，也是恒逸做大做强的必然选择。我认为，未来恒
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最终取决于我们企业走向世
界的国际化程度。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恒逸第一次转型聚酯国产
化，第一次涉足 PTA 领域，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恒
逸一步步从衙前走出萧山，又从浙江走向全国，现
在又迈出走向世界的步伐。恒逸走向世界的第一站
选择了文莱，同时也迈出了公司规划多年的炼化产
业发展的第一步。打通炼油到石化下游的全部产业
链，走向世界实现全球化经营是恒逸人追求多年的
梦想，现在似乎只是转身的一瞬，梦想离实现是如
此的接近。

我在恒逸转眼已经五年，人生最美好的一段年
华留在了这里，熟识多年相互扶持的一些朋友也在
留在了这里，虽然如今他们中的一些人早已各奔东
西，但是我们一起在这里见证了恒逸的飞速发展，
如今我又跟随恒逸南征北战的发展步伐出发了。走
在衙前集镇的街头，随处可以看到恒逸的印记，无
论是过往的穿着恒逸工作服的行人，亦或是不时驶
过的印有恒逸 LOGO 的物流车辆。衙前是恒逸的
发源之地，也是根基之地，如今恒逸要从这里走出
去，走向世界，开枝散叶，也许前方没有坦途，但是
明天定将辉煌。

走向世界

阴 阮扬

人们内心里都渴望得到他人的尊重，但只有
尊重他人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常言道：送花的
人周围满是鲜花，种刺的人身边都是荆棘。一个
人想要获得别人的尊重，首先要尊重别人。

当你与别人初次见面时，你应该主动问好，
对方也会以礼相待，对你一见如故。一个人能得
到别人的尊重，无疑是人生的一种肯定。无论什
么人，当他深切地感受到别人的尊重，就会激发
起一种强烈的尊严感和责任感。可以这么说，对
一个人充分的尊重，就是对他人格的看重和价值
的认可。

尊重别人，还要从身边的小事情做起。一句
鼓励的话会使人感到温暖；一个友好的微笑会消
除彼此的误会与怨恨；一个善意的举动或许会改
变人的一生，给人以希望的勇气。其次，我们还要
从态度上尊重别人，比如他人发言与谈话时，我
们一定要注意倾听。守时也是一种尊重，和朋友
约好聚会，就应当准时赴约；上班不迟到，这也是
对时间的尊重。最重要的要在心理上要有尊重别
人的想法，才可能做出尊重别人的行动。所以，我
们必须牢记：“每个人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

还记得听说过这样的一个小故事，一家国际
知名的大企业，在中国进行招聘，招聘的职位是
该公司在中国的首席代表。经过了异常激烈的竞
争后，有五名年轻人，从几千名应聘者中脱颖而
出。最后的胜出者，将是这五个人中的一位。最后
的考试是一场面试，考官们都是这家公司的高级
管理人员。在这五位年轻人中，两位有博士学位，
还有两位有硕士学位，另外一位只有本科学位。
当那四位研究生自认为那名本科生在考试前就
已经提前出局的时候，考试的结果却令包括他们
在内的所有人大跌眼镜：那位本科生最终胜出。

面对所有人的质疑，公司老总在新闻发布会
上给出了答案：“最后的这五名年轻人，无论从学
识上，还是专业素质上，都非常的出色。但在面试
开始前，他们向我们考官递交个人简历时，只有
那位本科学历的先生，是用双手递给我们的，而
其他人都是用单手。从这个细节上，我们不仅看
出了这位朋友做事的认真态度，对自己的严格要
求，更看出了他对别人的尊重！”

尊重他人，使自己的生命更有价值，因为你
带给别人快乐，自己也收获到了快乐。在现实生

活中，也许是我们的疏忽大意，也许是我们的幼
稚无知，使别人受到伤害。比如说，认为朋友关系
亲密，就不给对方留下足够的心理活动空间；与
别人交谈时，只顾自己侃侃而谈，不给对方插话
的机会；在听别人倾吐心事时，东张西望，心不在
焉；对诚恳批评自己的人耿耿于怀，做出不符合
身份的举动，让对方感到难堪等等。这些都是不
尊重他人的表现。因此，想要做到尊重他人，首先
就要做到尊重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哪怕他是多
么的不起眼。有人说:一粒貌不惊人的种子，往往
隐藏着一个花季的灿烂；一条丑陋的毛虫，可能
蜕变成为一只五色斑斓的彩蝶。因为，生命本身
就是一桩奇迹。其实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不正如
一粒种子一样,在阳光雨露中成长,在风吹雨打中
更加成熟！

尊重是一种文明的社交方式，是顺利开展工
作、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石。对同事尊重，有利
于团队合作，提高工作效率；对家人尊重，有利于
和睦相处，形成融洽的家庭氛围；对朋友尊重，有
利于广交益友，促使友谊更长久。总之，尊重他
人，生活就会多一份和谐，少一些阴霾。

尊重，从身边做起
在每一个村庄里都有一个中国，有一个

被时代影响又被时代忽略了的国度，一个在
大历史中气若游丝的小局部。

———熊培元

乡村，一个对许多人来讲，熟悉而却又
陌生的名号，它似乎只是一个符合，游荡在
这快速现代化国度的上空，它似乎又是一个
幽灵，始终萦绕在每个人的一念一举间。在
一个以城市为核心的国度里，乡村又似乎处
在地球的边缘，在摇摇欲坠的乡村记忆中匍
匐前行，感知着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所带来
的器具和人心的变化。乡村不再变得那么和
乐恬静，寂静的山林和幽鸣的鸟声再也平复
不了一颗颗躁动的心。乡村面貌在改观，原
本乡里乡亲熟悉的语言或和非语言交流方
式在现代化的浪潮里变得陌生和遥远，失去
了平静与平凡的乡村变得支离破碎，不再完
整。乡村在逝去。

这个国家的历史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
乡村发展史，国家的宏大叙事在乡民们这里
就是具体细微的家长里短，政治领袖们的磅
礴手笔在乡民们这里就是切切感受。作品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是学者熊培云沉潜数
年的心血之作，其以细腻深奥的笔触，考察
了百年来中国乡村的命运，叙述了乡村的沦
陷与希望，是一部大历史与小历史相结合、
大时代与小细节相交织的诚恳真挚之作，折
射出了作者关乎心灵与真实的写作之路，也
透露出了作者明辨、理性、温暖、悲悯的情怀
和品质。

如今，大多数城市生活者，或多或少地
以为我们从乡村世界向城市世界转化的速
度会快于猿向人进化的速度，以为在脱离
“原始”生活状态向“现代文明”生活状态进
发的道路上，我们也已经走得很长很远。乡
村已经成为诸多城市人厌倦时的一种想象
点缀，它原本应是灵魂本位的角色早已被人
们视作追逐城市繁华与文明的一种祭品。

可是，我们看不到的是，穿梭于高楼大
厦和霓虹灯掩映下的城市道路里，每个人自
信而又盲目，彷徨却又蛮勇，都苦心孤诣地
想着我们已得到什么、要得到什么，却忽视
了我们已经逝去了太多，并且还在不断地失
去。在诸多循着乡间小道和坑洼泥泞的田间
小径走出来的官员、商人或者学者的眼里，
乡村似乎早已成了一种遥远美好却又不愿
多顾的追忆。多少人自觉不自觉地漠视着人
作为自然之子的原始呼唤，喜欢上了麻痹自
由的神经，去追逐那快意的现代生活。

谁人还识乡村梦，还爱
乡村生活？

盛一杯清酒，点一柱清香，
遥祭乡村。只为那逝去的灵魂。

遥祭乡村

微笑，回眸
点缀了神气的光明
不经意间
打乱了清晨花蕊的睡意
又在一瞬间
揭开了神秘静谧的黎明

回眸，微笑
点燃了暗夜的光明
不经意间
勾住了寒夜腊梅的芳气
又在一瞬间
温暖了雪白唯美的冬季

微笑
□ 郭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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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小强从暖暖的被窝中醒来，仍然有些迷糊：

这些天是怎么过来的？头好痛，口好渴。每一次哥
们几个在门外的大排档喝醉醒来后都很痛苦，曾
经好多次都决心不再多喝，但，今天是毕业后的
第二年了！找工作如此艰难？不，应该是找个好工
作为什么这么难？到处都是廉价的岗位，到处都
是待就业的大学生，到处都是……小强的头又开
始痛了，挣扎着起身，整理好自己，再次出门了。
这回，在人才市场上，小强直接定了份工作，不再
执意待遇、工资、舒服。因为他知道有工作总比没
有强，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完成自己内心的蜕
变，不再浮躁，不再幻想，踏踏实实地让自己沉入
社会的熔炉中。

二
大贝又跟婆婆吵架了，婆婆不打招呼便收拾

细软直接回老家去种菜了，
而老公习以为常地上下班，
这算是大贝一个人安静的黄

金时间了，但是不行，小宝宝哭得天崩地裂！“为
什么我这么苦啊！”大贝不禁悲从中来，自打结婚
有小孩后曾经的河东狮吼状的坚强土崩瓦解！生
活只有烦恼，烦恼……“男人没一个是好东西！”
大贝抱着孩子，望着窗外，心里暗暗对自己说，
“待孩子上学了，我就出去工作，重新寻找新价
值，现在辛苦一些，忍耐一些，会有美好的那一
天，当年名校法硕的帽子可不是盖的。”窗外晴雨
依旧，窗边的墙上挂着她和老公的结婚照，他们
笑得很甜。

三
军军刚领了工资，装在钱夹里，薄薄的，甚至

没有引起钱夹的丝毫膨胀。每次领工资的时候，
军军都会陷入莫名的沉思，极像一位真正的哲
人，思考着一个比“人为什么活着？”还要深奥的
问题———“这个月给爸妈的生活费，朋友喜事的
礼包钱，房租，剩下的刚够填肚子，什么时候才能
存下钱，能够住上自己的房子啊！”……不论是
在喧嚣的小县城还是繁华的大都市，每个旮旯里

都充斥着军军这样单纯可爱而执著的人。每当夜
深人静，不论是生活中，还是在梦中，他们都在思
考着。他们是否明白，与现实反差过大，反而心境
低落，只有当梦想和追求的高度与现实融合更为
切贴。

四
短短的时间，让小娜放下了那已经逝去的曾

经，结交了新的男朋友。小娜试图忘却前段感情
的悲恸，重新开始。可是曾经不可能真的变成记
忆里的空白，用新男朋友的话来说那是客观存在
的事实，无法抹去。显然，新的男朋友介意那看不
见的过往。新的感情，小娜真情投入，可是阳光让
她总感觉有那么点不真实，总有那么些茫然。很
多时候，小娜不知道在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城市里
要如何把心安放好，折腾自己直到筋疲力尽，然
后默默舔着内心的委屈。……小娜坚持着，坚持
着，可是眼泪坚持不了。在折腾和被折腾过程中，
小娜早已经清晰却不愿意承认。生活的幸福是什
么？平平淡淡地过真实的生活。幸福并非需要乞

求，而是平淡真实。
五
阿刚又在发呆，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他自

己也不知道。阿刚有时候觉得很可笑：自己应该
很快乐啊———出生在一个幸福富裕的家，有着出
色的成长背景和超群的物质条件，有一群漂亮的
脸蛋和苗条身段的猫女郎在身旁伺候的，还有一
群猫在排队。旅行，酒店，购物，酒吧，聚会，球赛，
赛车，每当大把大把地消费时，阿刚才感觉到自
己的真实存在，明显感觉到自己那颗飘飘忽忽的
心安稳了许多。随着时间的流逝，阿刚感觉到了
充实，相当充实。……然后，“还差点什么呢？”阿
刚又开始发呆了。不是不想突破和改变，只是一
想如何突破和改变就直接进入发呆状态。

……
套用一段很有佛理的话：
一份澄明清澈，
一份从容淡定，
淡下来，才是生活。

淡下来，才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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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 蓝冰 阴 王鹏

———读《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之感

阴 王伟

在岳麓山的南大门上有这样一句对联：学正
朱张一代文风光大麓，勋高黄蔡千秋浩气壮名

栻山。我一直在思索，此联糅合了古今朱熹、张 、
黄兴、蔡锷四大伟人与岳麓山的关系，那这座山
对于湘人来说究竟是怎样一个存在呢？人生归
宿？精神圣地？还是仅仅为一个旅游景点？

要回答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难，岳麓山积淀
了太深厚的历史与文化。从朱张讲学到黄兴、蔡
锷起义，从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开国建业到近代千
年论坛，其绵亘不断的书院教育及千百年来楚才
导源于此的荣耀和它并不高大的身躯形成了鲜
明的反比。它融合了湘人的灵气与野性，文治与
武功。

南岳周围八百里，回雁为首，岳麓为足。据
地质学考证，岳麓山距今已有三亿余年。“二十年
前此读书，记古寺夕阳，会看红树青山凌绝顶；一
千里外更穷目，数今朝风景，只有月色江声似旧
时。”这是写岳麓山的一首对联，很大气也很怀
旧，及贴切又颇具诱惑力。有幸去过岳麓山的朋
友都知道，那里巨树成荫，心中由然有一种朝圣
的感觉。它是湖南的精华所在，众多大学围绕的
岳麓山下一片生机勃勃，景致优美迷人，岳麓书

院庭院深深，处处散发着湖湘文化的润泽光辉。
打开波澜壮阔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诸多

力缆狂澜的湘人都与这座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黄兴、蔡锷、毛泽东
等一大批问苍茫大地并指点江山的能人志士都
曾在山下学习过，有的甚至去世后又回到了这
里。早在唐末，儒、道、释三教在这里时而和谐共
处，时而激烈对抗，激起一个个文化的漩涡。朱
张讲学之时，更是出现了“一时舆马之众，饮池
水立涸”的盛况。此后，山下的书院就再也没有
缺乏过大师，王明阳、罗典、梁启超、魏源、杨树
达，随便罗列几位都是名重一时的大学者，他们
把自己的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对他们来说，岳
麓山就是一个一生都走不出的迷局，它的深邃
宽广对渴望治国平天下的精英们构建了一个强
有力的磁场。

院以山名，山因院盛。岳麓书院的惟楚有才、
于斯为盛，是一种十足的霸气，更是一种大方之
家的神闲气定。它历经千年，弦歌不绝，世称“千
年学府”。 可以肯定的说，除了南岳衡山，湖南
省内再也没有哪座山可以与之媲美了。在长达千
年的文化接力中，它抑扬顿挫的读书声远远超越

了中国其他最显赫的三座书院，为这座山，也为
湘人赢得了享世的赞誉。这里汇八百里洞庭，耸
七二峰衡岳，归楼听叶、古寺飞钟、林下停车、亭
前放鹤，难怪古人、先贤都心向往之，甚是惬意。

时间似流水，不知不觉出来工作都已经一年
多了，记得上一次去岳麓山还是去年在岳阳实习
的时候，如今仍很怀念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麓
山寺古意悠悠、岳麓书院朗朗的读书声、清风侠
峡里的泉水、御书楼前的游鱼和讲堂前遍地的银
杏叶让我觉得生活在岳麓山下的人是幸福的。

千百年来，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寻寻觅觅，
湖湘文化还在纷纷续写。这不是岳麓，这就是岳
麓！

岳麓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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