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一个独立的民族，都有属于它独
特的传统文化。在历史长河中孕育了五
千多年的中华文化，无疑是一块璀璨的
瑰宝，它包括了生活习惯、传统节日等。
在我们生活中，筷子作为我国独有的饮
食工具，承载了太多太多深入人心的传
统文化和道不清的民族情结……

小小一双筷子，传递的是人间冷暖。
曾经在一部纪录片中了解到，餐

桌上筷子的放法和拿筷子的姿势大
有 讲 究 。将 筷 子 垂 直 于 自 己 置 于 碗
边，意思是“我已吃饱，主人不必麻
烦”；将筷子平行于自己置于碗上，意
思是“我还有急事，要先走一步”；执

筷子时食指必须紧贴筷子，向外伸则
是不尊重他人的表现……这些都是人
际交往中无声的语言，表达人们的喜
怒哀乐、礼仪尊重。

一双筷子必须是两支，代表“团结”。
人是群居动物，困难的克服离不开众志
成城。“兄弟齐心，其利断金”“三个臭皮
匠，顶过一个诸葛亮”“千里之堤，溃于蚁
穴”这些谚语深入根植于每个中国人的
内心。

一双筷子必须是两支，代表“团圆”。
亲情是每个中国人难以割舍。自古以来，

“尊老爱幼”是人们立身之本，“慈母手中
线，临行密密缝”是亲情的自然流露。团

圆之欢乐，是每个家庭都能感受到的，每
逢元宵、中秋佳节，即使距离再远，子女
们也一定要回家与家人欢聚一堂。

小小一双筷子，传递的是民族情结。
曾经，各大网站被一件事刷屏了：国

外奢侈品牌杜嘉班纳的广告中，模特抓
着筷子，用夸张的表演传递出对中国文
化的歧视，这一事件引起我国民众的强
烈不满，认为我国的文化坚决不允许他
人侮辱。即使事后该品牌公开道歉，但再
也无法挽回中国消费者的心。

是的，各国不同的文化根本没尊卑、
优劣之分，我们绝不能带着成见去指责
另一个国家为何没有和自己吃同样的食

物，使用相同的餐具。我们可以不适应当
地的饮食习惯，但决不能歧视，尊重多国
的文化是一个人高素质的表现。

这次事件在另一层面，也表现出我
们中华民族的爱国之心与决不妥协，坚
决捍卫民族尊严的决心，是我国人民团
结一致的表现。我们每个人，都应为这样
一个伟大的民族而自豪。

小小的一双筷子，不只是一件用于
吃饭的工具，而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
象征。它小小的身躯，承载着根深蒂固的
民族传统文化，传递着人与人之间不可
磨灭的感情，蕴含着每个人一颗赤诚的
爱国之心。

一双筷子话文化 ◆烛窗心影 添 安

◆汉诗节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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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见一群鸟从草甸起飞
把春天写成一行省略句

省略了花开的声音
省略了雨的润脚
也省略了春情萌动的表情
只在一张蓝色的诗笺上
留下纯净的诗意

在绿色的深处
这些小小的莺鸟
用轻盈的翅膀
把自己升华成春天的主题
简单 轻灵 低微
却又无比庞大
占据了所有的抒情

这是春天最优美的
一首配乐朗诵
当它轻柔的旋律
渐渐消失在无垠的天空
我看见一只遗落的音符
栖落成我笔下的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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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庆海

四月里的每一棵树
都一片葱绿
勃发出无限生机
朝着太阳的方向
欢呼歌唱

四月的树
充满了力量
充满了对生命的敬仰
充满了对未来的向往

我伫立在生命的原野
和那些树木对视
我多想张开双臂
以拥抱蓝天的姿势
变成一棵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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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海

两条鱼
与我们
寸步不离

脚下的路
即是江河湖海
抑或潺潺小溪

假如
一条鱼不见了
另一条就会着急

两条鱼
双进双出
不离不弃

两条鱼
甘苦自知
静静游弋

两条鱼
同心协力
丈量着主人所走的人生路

两条鱼
用深浅不一的锲刻痕迹
硌出了对生活的
美好憧憬和回忆……

◆书人书话 何建农

《枣林》创刊40年了，可喜可贺！
1980 年初，不到 20 岁的我在义乌

县邮电局担任报务员，业余时间喜欢写
作，经常投稿，偶尔有“豆腐干”“便签
块”发表。

大约是 1980 年夏秋季的一天，县
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正在为一份报刊取
名。办公室桌子上放着多份来自各地铅
印、油印文学小报，报名多为**（地县
名）+“文艺”或“文化”，千人一面，没有
地方个性。

想到义乌有“三宝”——红糖、火腿、
南蜜枣。前两项特产取报名都不合适，

“南蜜枣”也差强人意。于是文化馆同志
就有了用“枣林”来取报名的想法，也有
同志提出报名可以更文艺一点叫“枣
花”，后来征求了大家的意见，一番“民主
集中制”后确定报名为《枣林》。1981 年
元旦创刊，由时任县文化馆馆长丁鸿烈
老师任编辑部主任，副馆长许文巨老师
题写报名，题写“枣林”的“枣”字下面两
点活灵活现两颗丰满的“义乌大枣”，生
动可爱。

1982 年 4 月，浙江省首个县文联在
义乌成立，不久就把《枣林》小报主办单
位从县文化馆变更为县文联、县文化馆
合办，1983年1月号《枣林》报名改由时
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丁玲题写。

1983 年,受《枣林》编辑建议我加入
文学创作队伍，协助做小报的编辑工作，
这以后几年我们就在“枣林地”里耕耘和
收获。

记得1983年底开始，《枣林》由时任
文联秘书长金鉴才实际担任主编，我滥
竽充数当了编辑，“小帅哥”王建明热情
认真做校对，编辑部办公在文联。

金鉴才老师对《枣林》编辑工作一丝
不苟，要求非常严格，凡作者来稿都一一
登记，稿子不管采用与否均要求一一回
复或反馈。特别是对中小学生的作文，金
鉴才老师更是耐心细致修改并提出辅导
意见和建议。记得有几次我跟随他一起
骑自行车下乡对接学生作者，返回县城
已是掌灯时分。

那几年，我们工余时间大部分花在
了《枣林》小报的组稿、编辑、排版、校对、

通联等编务上，有时星期天整天泡在印
刷厂，这些都源于对文学的向往和热爱。
现在年轻人可能不理解，我们有时单位

“包夜班”，白天义务工作在文联，压根就
没有想到过任何劳务报酬，每年我们唯
一得到的实惠就是经文联领导同意拿一
二本稿纸用于写作。

我们当年编辑《枣林》目标是：每年
《枣林》小报刊用的作品至少有5件被上
级报纸杂志转载或刊登，这个目标连续
多年超额完成。

因为《枣林》版面有限，我们编辑部
人员的文章原则上不上《枣林》。1984年
元旦，义乌县文联举行新年茶话会，时任
县委书记谢高华亲临茶话会并发表了热
情洋溢的讲话，对文联工作和《枣林》的
办报质量、特色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
评价。

同年4月4日至6日，县文联还成功
举行了为期 3 天的义乌首届“工人诗
会”。《枣林》4月号刊发了“放声高歌向
前奔”的长篇通讯，记述诗会盛况和所取
得的成果。

1984年7月15日，义乌县科普创作
协会（现义乌市科普作家协会前身）成
立，协会主要力量还是《枣林》年轻骨干
编辑和作者。

谢高华同志在义乌担任县委书记
仅两年半时间，但对科教和文化事业
十分重视。1984 年 7 月下旬，以我们年
轻的《枣林》骨干作者、编辑为主体，专
门组成了“纪念吴晗同志活动”筹备
组。1984 年 10 月，在谢高华、杨守春同
志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由北京历史
学会和义乌县委宣传部、县文联等单
位联合举办的“吴晗同志纪念活动”非
常成功。

从1986年开始，《枣林》编辑队伍越
来越大，新人越来越多。推陈出新，我们
几个“老编辑”渐渐离开了《枣林》编辑部
和“县文学工作者协会”，把主要精力放
在科普创作和市场研究领域，和科普作
协同仁一起肩负“阳春白雪”和“下里巴
人”双重责任。

“四十不惑”，愿我心目中的“枣林”
根深叶茂，硕果累累！

《枣林》缘

“雨前初见花间蕊，雨后兼无叶里
花”。4 月，虽然义乌植物园里的春花大
部分已谢了，但空气却好得出奇，简直无
法用词语来形容。狠狠地吸上几口总觉
得不过瘾，还想把它装起来带走。

这天早餐后，携妻来到植物园。信步
在游步道上，刚才还见“云青青兮欲雨”，
转眼已是“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
纷而来下”。两旁被春雨滋润过的绿叶还
含着幸福的泪珠；茂密葱翠的小草在微
风中摆弄着婀娜的身姿朝我炫耀；成群
的野鹁鸪在枝头窜来窜去，欢快的“咕
咕”声此起彼伏，回荡在半空中；曾经灿
烂妖艳的梅花被蜂蝶亲吻后却嫁给了东
风，如今已是满堂子孙；油菜花也渐渐褪
下了那魔幻般的金色外套，嘱咐绿叶精
心抚育着她们的孩子；麻雀们在丛林里
玩腻了，偶尔也会过来串串门，跟她们私
聊几句……

登上幸福湖大坝往北眺望，远处是

“浮云不共此山齐，山霭苍苍望转迷”。
“水澹澹兮生烟”的湖面上，一群野鸭正
在潜泳比赛，时而下潜，时而出水，水面
上留下一道道欢快的波痕，与微风荡起
的轻浪交相融合，慢慢滑向远方。一只鸥
鹭独立于浅黄色的沙洲上，悠闲地环顾
四周，似乎这里的整个世界都是它的！

爆表的负氧离子令人神清气爽，心
情舒畅。兴趣盎然却无以言表之际，我禁
不住大声唱起了《我爱你中国》：“我爱你
春天蓬勃的秧苗，我爱你秋日金黄的硕
果……我爱你家乡的甜蔗，好像乳汁滋
润着我的心窝！我爱你中国！我要把最美
的歌儿献给你！”这不是一时兴起，而是
我内心的真情流露！

我们从义乌港对面的停车场出发，
沿着游步道，走过乌桕林、梅林，穿过思
古塘村旧址，进入油菜花海，登上幸福湖
大坝后往东太养殖场方向返回停车场。

大自然的无私馈赠让我感动的同时

也陷入了沉思。曾几何时，生活垃圾、工
业废水、汽车尾气等污染一起向我们袭
来，不仅影响了我们的生活，也无情地伤
害了大自然。好在环境污染问题引起了
国家的高度重视，并采取了强有力的补
救措施。从中央到地方，环境治理成为各
级政府部门工作的重中之重。经过几年
的努力，如今，义乌的生态环境已得到了
改善。蓝天白云回来了，绿水青山回来
了，鸟儿鱼儿回来了！这些都是最好的例
证，而且就展现在我们眼前。今后，“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将不再是一句口号，
它是亿万群众自觉行动的指引，是节约
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植物园之行让我领悟到：人与自然
的和谐相处是多么重要。其实，人和大自
然的关系跟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
样的，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我们尊
重自然，善待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大自
然定会给我们回报！

植物园里的收获 ◆生活拾趣 缪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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