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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斌

不忘初心实现理想是我们这
代人很多人的心中理想。人生不
如意十之八九，遇到挫折怎么
办？我也一直在寻找最优解。近
日读的这本《容闳传》，给了我更
多的启示。在不忘初心之余，学
会妥协，与时俱进，才有可能实现
当初那一份初心。有一段经典语
录，我觉得可以完美概括这本名
人传记。“如果你想造一艘船，你
先要做的不是去催促人们去收集
木材，也不是忙着分配工作和发
布命令，而是激起他们对浩瀚无
垠大海的向往。”

容闳是一位满怀激情的伟大
爱国者、一位富有远见的伟大教
育家、中国近代化的推动者和实
践者、一位与时俱进的伟大革命
家等。容闳的不忘初心、学会妥
协决定了他一生的成就。七岁时
他就作为融入大海的第一滴水，
成为亲手感受西方文化的第一
人，而他和他在一起的水滴也掀
起了当时社会变革的滔天巨浪。
他在西方文化教育氛围中浸润了
12年充满了坎坷和波折。期间他
在学习和失学中度过，当过糖果
销售员，给农民打过零工，在印刷
厂里做过折页工，最终有幸重新
继续学业。在纽约的学校，他自
己接触了先进的西方文明，更接

触了莎士比亚、狄根思等大文豪
的文学著作。两年之后他收到的
资助到此为止。容闳面临一个选
择，是前往其他学校深造，还是留
在美国继续深造。当时要是选择
留在美国，留给他的就是选择当
一位传教士，这就意味着体面的
工作，不菲的收入，衣食无忧，地
位不低。但他最终拒绝了这份选
择。因为他知道他的初心不在于
此。这与他要选择的方向差距太
大了。他在自己读书的时候知道
了自己一生的目标就是教育救
国，还要让更多的中国人有机会
来国外接受教育。当每一个国民
都是有知识、有文化、有理想、有
道德的人的时候，那么这个国家
自然会繁荣昌盛，朝气蓬勃。在
他准备卷铺盖回国走时，他的老
师及时出手，让他找到了合适的
工作来继续他的学业。有惊无险
的故事，既是偶然也是必然。任
何一个对目标执着的人永远使他
会成为那个值得被关注、值得被
扶持的人。回国之后，他并没有
飞黄腾达，依旧是在社会里流
浪。容闳先后做过律师、海关职
员、茶叶贩子。之所以屡屡失业，
还是他不忘的那颗初心，在律所
反对行业潜规则，看到不平事愤
而离开海关，拂袖而去，两年里四
次失业。这份履历放到现在也够
潮的了。

即使在这样艰难困苦里，他
也一直忘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
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教育救国的计
划，以至于他还和太平天国的起
义军提出建议，但是早已经淹没
在各种尘埃里。他只能投入到倒
卖茶叶的冒险事业里，争取先发
家后救国，依靠自己的经济实力
来实现中国学生海外留学的计
划。在海外的学习经历使得他非
常容易受到当时的知识名流的待
见。曾国藩对他的面试更是传奇
故事，也是至今被很多大学作为
面试的教材的经典案例。第一次
面试只是一个标准的流程，并不
是完全的正式面试。到了第二
次，曾国藩对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当今天下以什么最为重要？”曾
国藩早就知道他有一番用教育改
变国家的主张，但是他还是听听
容闳的看法。容闳面对这个问题
没有半分犹豫，用实业救国四个
字打动了曾国藩。因为他知道教
育救国并不只是现在最急需的，
而当时中国最急需的是实业救
国，因为他发现曾国藩的幕僚有
一大堆能人异世，有一大堆的数
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这样的科
学家。由此容闳采用实业救国打
动了曾国藩，并以此在曾国藩提
出先建设造枪造炮厂的时候进一
步的提出，我们先研究用机器找
机器，用一个安庆军械所复制出

无数个安庆军械所。由此他已经
不纠结于自己的初心，变更了路
线，学会妥协最终达成自己的目
标。因为他知道建设工厂之后需
要的是人才，而人才是教育才有
的产出，民族希望的容器。曾国
藩的需求并不和他的容闳使命相
一致，但是和他的初心却是足够
接近。

最值得称赞的就是他知其先
后，对当下时机的分寸感，既不止
于促，也愿意暂时地改弦更章，通
过其他的路径，最后实现自己的
初心。因此他在第二次面试的时
候并没有侃侃而谈，推销自己的
教育救国理念，而是把机械厂的
建设提到了首要。

在四年之后，他完成了曾国藩
的重托，曾国藩随即同意在制造局
内设立了机械学校。2年后他上书
建议留学计划。1972年的8月11
日，第一批的留美幼童从上海出发
赶赴美国。学成归国的这批人才
在各自领域里成了新一代领军人，
成为了各行各业的无数闪耀的明
星。

人生就像一条曲折的小路，有
时会平坦顺利，但是大多数都是崎
岖坎坷、荆棘丛生。暂时改变原本
计划好的行动轨迹，并非是懦弱的
表现，反倒体现了高超的智慧。唯
有如此才能不忘初心，学会妥协，
曲折前进，实现人生精彩。

不忘初心 学会妥协

□姜焱

网红城市——山东淄博，令人神
往。最近，我乘火车前往，体验瓷都
神韵、沉浸烧烤氛围、漫步古风楼街。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淄博，有
“齐国故都”之称，曾作为山东政治中
心近两千年。淄博临淄被国际足联
认定为世界足球起源地。淄博也是
享誉世界的瓷都之一，有7000以上
的陶瓷文化沉淀。

淄博又是一座工业强市，全国
41个工业行业大类中有39个在这里
实现了规模化生产。而近期变成网
红出圈，首先是因为这里的烧烤。

其实，烧烤仅仅是一个由头，其
背后是淄博纯朴可爱的齐鲁民风、友
好和善的行走环境、灵活创新的接纳
方式。

琳琅满目的瓷器

世界琉璃看中国，中国琉璃看淄
博。如果不是亲眼目睹，确实不清楚
淄博居然有如此深厚的陶瓷琉璃文
化底蕴。

我到淄博的第一站是淄博陶瓷
琉璃博物馆。经事先预约，与一批学
生一起进入大门，只见“淄博陶瓷当
代国窑”八个字镌刻大厅柱上。一层
层往上走，可见陶瓷展陈、琉璃展陈
和陶琉文化体验互动、文创产品销售
等展馆。有的馆内采用声、光、电、像
等最新科技手段，全方位多角度立体
式展现了陶瓷、琉璃的发展历程。

该馆的一大特色是“全”。不但展
示淄博的陶瓷，还有景德镇、宜兴、唐
山、龙泉、德化、佛山等陶瓷艺术精品;
日用陶瓷、艺术陶瓷、建筑陶瓷、园林
陶瓷和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现代陶
瓷、琉璃艺术品相映成趣、相得益彰。

不仅仅展陈大量保存完好的古
代出土陶瓷，更有当下烧制的各类精
品陶瓷。旧的，古朴厚重、难掩豪气；
新的，精美绝伦，珠光宝气。由于陶
瓷具有耐高温、防腐蚀等特性，在航
天、军工一些高科技产品上，被广泛
应用。

在这里，我见到了被称为“四千
年前地球上最精致的制作”蛋壳陶。
蛋壳陶是山东龙山文化黑陶的一种，
器型有豆、盆、杯、壶、鼎等。此陶厚
度一般在0.5至1.5毫米，最薄0.3
毫米，具有“黑如漆 明如镜 薄如
纸 声如磬 坚如瓷”的特点。

据考古调查和史料记载，战国时
期，临淄一带就有数百名制瓷工匠。
齐地陶器不但工艺先进、专业集中，
而且数量大、种类多，有生活用器、礼
制陶器、建筑用陶和各类工艺陶塑。
西汉以后，随着铅釉陶制作技术的提
高，原始陶瓷制作技术产生质变。唐
宋时期是淄博陶瓷繁荣期，当时创新
多项烧制技术，呈现新品迭出、争奇
斗艳局面。宋金时期，淄博陶烧制技
术达到一个高峰。源远流长的淄博
陶琉文化，赓续相继、代代相传、精品
迭出，阐释中华文化的奥妙无穷。

新中国成立后，淄博陶琉继续勇
攀高峰，逐步走向辉煌。带着崭新的
审美导向，如今，以淄博陶琉等为代
表的中国陶琉依然引领陶琉技术与
文化的国际潮流。

越烧越旺的千年窑火，催动着淄
博产业发展不断守正创新、转型跨
越。近年来，淄博陶琉倚靠淄博央居
齐鲁、通衢八方的区位交通优势，积
极开拓海外市场，销往欧美、日韩等
20余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淄博对外
文化交流、贸易往来的桥梁纽带。

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和国家4A
级旅游景区的淄博陶瓷琉璃博物馆，
今年上半年，该馆已累计接待游客超
63万人次，其中，18至40岁游客占比
77.38%，大学生游客占比六成以上。
淄博陶瓷琉璃博物馆，不愧是淄博一
张对外展示的靓丽名片。

其乐融融的烧烤

“八大局“这个烧烤区，虽是第一
次走进，却早已耳熟能详。地方不
大，但晚上六点去时，几乎座无虚
席。就像电视上看到的那样，场地比
较普通，也不是十分精致，随意型，没
有雅座，也没有特别的包厢，大家一
起其乐融融。

由于天热起来了，场地上面和旁
边有电风扇散热。在吧台买了一些
葱、馍、蘸料，就找了一个空位置坐下
来。烧烤的料，无非是肉、蔬菜、海鲜
类、豆腐等。用馍包着熟了的烤料、
葱大口吃，伴着饮料或啤酒，却也是
别有一份风味。旁边是河北来的客
人，晚上吃完他们还要赶到另外地方
办事，大家虽不相识，但以烧烤为纽
带，一下子热络起来，不时也碰一下
杯盏。

总体而言，整个烧烤区，无论是
卫生还是环境,不是令我感到十分满
意如，但那种氛围、那种大朵快颐的
感觉，让就餐环境变得次要。

就像前期媒体报道那样，淄博人
是比较热情好客的，一路看过去，这
座城市给人一种安全感、友善感、祥
和感。

一则报道注释着淄博人的幸福
指数。淄博新近建成1000多所“长
者食堂”，80岁以上的老人全部免费
吃饭，70至79岁的老人每顿饭只需
要付1元，60至69岁的老人每顿饭
只需要付2元，其他全由政府买单。

一顿烧烤，体现淄博对年轻人的
热情；一碗热饭，释放淄博对老年人
的善意。

八大局便民市场周围是居民区，
原本是淄博市民买菜的地方。如今，
它经历过升级改造，一跃成为游客口
中的“5A级菜市场”。这里有各种淄
博小吃，我作为南方人，有的糕点吃
起来不是很适口感，但觉得风味足、
有新鲜感。以淄博烧饼为例，参观了
周村烧饼博物馆和烧饼制作区、展示
区，怕携带不方便现场没买，回来后
还是快递了一下。

磨踵擦肩的街楼

周村烧饼博物馆位于淄博“大
街”内，这是一条建于明永乐年间的
古街，长1300多米，宽8至10米，是
我国江北保存较完好的古街，被称为
“中国活着的商业古建筑博物群”。

在这里，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个烧
饼博物馆。

一只普通又不平凡的烧饼，做成
了一个大产业。周村烧饼有百年历
史，源自西亚，最早可追溯至汉代的
“胡饼”，通过丝绸之路传入。目前，
周村烧饼是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
标、国家级非遗，承载着红色文化、非
遗文化、艺术文化。建国后它是国宾
馆接待贵宾的点心，有时还作为国
礼。

此前我还特意登临当地有名建
筑—海岱楼。此楼位于淄博齐盛湖
公园制高点，采用汉代建筑风格，共
十层，地上九层、地下一层，高67米，
总建筑面积11642平方米，为淄博城
市地标。

楼内设置书店，名为钟书阁，整
个书店以对称手法沿椭形镜面布置，
充满线条感的书架将整个空间均匀
分割。古色古香的楼内有超魔幻的
镜像世界。游客络绎不绝，一会儿感
受书香，一会儿眺望城市。周边大片
湿地公园外围是一排排新建品质住
宅。

一层一特色、一角一文化，一步
一视觉，钟书阁为全国单体面积最大
的连锁店，其风格融合齐国故都、陶
瓷琉璃、天然溶洞等诸多淄博元素，
可谓别具匠心、美轮美奂，令人流连
忘返。

淄博可玩、可走的地方还有不
少，如姜太公、范仲淹、浦松龄、焦裕
禄龄等名人的的纪念馆（地），由于时
间关系及馆（地）正在维修没有去成，
留着遗憾，但愿再次成行。

古风遗韵看淄博
□力女

我在虾峙岛任教12个年头，
教过小学、初中、高中。现在退休
了，时常回想起在虾峙那段任教
时的时光，回忆的闸门一开启，首
先就会想到的是第一次翻越长坑
岭的情景。长坑岭在我的记忆中
永远不会消逝。

1968年12月，舟山师范学校
毕业的我由当时的普陀军管会分
配，到虾峙黄石公社革命委员会
（简称革委会）报到。

我从来没去过虾峙岛，头天
晚上乘南岙渔船便船到虾峙庙
湾，在一位同学的舅舅家宿了一
夜。第二天早上去黄石公社革
委会报到。黄石公社往哪儿
走？俗话说“路在嘴巴里”，于
是，在大岙沙头向一个渔民模样
的人打听，他很认真给我指点，
并且提醒说，到了南岙底一座水
库过后，便是烂田墩，有岔道要
往右手第一条路往上走，再翻过
长坑岭就可以到凉湖，黄石公社
革委会就在那里。我在心里画
上了简单的路线图，向他道了
谢，便挑着行李向黄石公社革委
会出发。那时虾峙岛没有公路，

更没有汽车，依靠自己的两条
腿，向着目的地前进。

南岙村这段路约一米宽，都
是鹅卵石铺砌成的，路两边是民
众的房屋，穿过南岙就是水库，来
到三叉路口，大概就是烂田墩
了。我观察到右手边一条是上坡
路，其余两条都是向下的，后来才
知道一条走向南岙的狗头颈村，
一条走向黄石的黄沙村。我应该
是走上坡路，气喘吁吁地走上了
清凉庵冈，有一段平缓的石弹路，
路下有三间平房（后来知道是清
凉庵），路边长着一棵大树，放有
石凳，我猜测是供来往的路人歇
歇脚。

走过清凉庵，呈现在眼下的
是一条蛮长的下坡路，这就是长
坑岭，一眼望去有“前不着村后不
着店”之感，弯弯曲曲的，路面有
鹅卵石也有平面的块石，非常狭
窄，只能放下两只脚，由于来往人
们的踩踏，石块被磨砺得很光滑，
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两人相对而
行，需要侧身或者一旁相让。长
坑岭故名思义长而且陡峭，我情
不自禁地打了个冷颤。

我第一次翻越这条岭，再则
挑着行李向下行走，一不小心滑

跌，就会连人带行李滚落岭去。
那时岭两边没有一棵树木，光秃
秃的，几棵矮小的黑油松零零星
星的散布在山头上，在寒风中摇
摆着。我只好放慢脚步，小心谨
慎，迈一步稳一步往下走，有时
路面高低相差很多，从高处迈下
低处时，扁担两头的行李会像荡
秋千一样晃来荡去。已经是12
月份的天气该是凉爽的，但我的
背脊沁出了汗水，内衣湿漉漉
的，是走热了出汗，还是惶恐而
出汗，两者都有吧。来往的行人
稀少，碰到上来的人，大口喘着
粗气，并且甩开了衣裳。一个人
行走，感觉到孤孤单单，甚为冷
清。好不容易走下了岭，可是还
看不见村庄。

我抬头望了望天空，飘浮着
白云，暖洋洋的太阳已挂在空
中。挑着的行李换了肩膀，从右
肩换到了左肩，急匆匆地往前
赶。走了一程上了小山冈，小山
冈下是一个小山村，十多户人家，
后来知道小村叫“横头鼓”。

我扛着行李站在横头鼓小山
冈上，海风拂着面，冷飕飕的，回
头望着长坑岭，弯弯曲曲，隐隐约
约。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我第一次翻越了长坑岭。
此时此刻，我的脑海腾起了

波澜，是否继续往前走？在这里
工作到退休需要40年，这期间不
知道需要翻越多少次长坑岭。我
又想：既然选择了教书这条路，就
得坚定地走下去啊！人生哪能多
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每个人
的一生那么长，要走的路有那么
多，怎么可能每一条都通畅，总会
有那么一两步是坎坷的，如果每
件事都尽有完美，那人生可能永
远不能做到如意。

我先后在黄石小学和黄石公
社中心学校任教小学、初中。
1974年至1979年调到虾峙高中
任教。这样我在虾峙岛坚持工作
了12个年头。

长坑岭，我心中记忆深刻。
长坑岭有多长？我请教了周荣耿
老先生，他告诉说，有2500米长。

离开虾峙40年了。2019年4
月，再次游河泥漕，乘坐的轿车到
黄沙冈墩时，我要求司机将车子
开得慢些，让我看一看记忆深刻
的那条长坑岭，我目不转睛地往
车窗外张望下去，山崖下原来一
条狭窄绵长的长坑岭被树木和柴
草覆盖得看不到了踪迹。

第一次翻越长坑岭

丰收 柴丽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