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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版方芳 校对刘 军

副刊

诗词四首
□ 六安 喻廷海

沁园春·登天堂寨
拔地冲霄，平割晨昏，横亘云天。正幽

兰吐秀，竹吟新细；夭桃探蕊，鸟啭清圆。白

瀑飞龙，红花照面，毓秀钟灵汇万端。人潮

涌，尽俊男靓女，络绎盘桓。

老夫策杖登巅，舒望眼、凭高识大千。

瞰双河舞带，江淮分水；三州连袂，荊楚齐

肩。闻道当年，屯兵此处，过眼烟云八百

年。回峰口，对秀岩松涧，我欲修仙。

（注：双河指长江淮河；三州代指鄂豫皖

三省；屯兵指元末义军首领徐寿辉在此举

义，屯兵扎寨，首称天堂寨。）

念奴娇·端午
又逢重五，靓皋城，正是盛荷时节。淠

水波光三万顷，芳岸流莺飞蝶。箫鼓齐煊，

龙舟竞渡，雷震云天彻。胭脂群里，轻罗肤

白如雪。

难抑酒兴诗情，感时怀古，遥向汩罗

咽。千古离骚今换韵，喜看九章新页。故国

惊魂，中华梦美，堪解悲心结。今宵我去，泛

舟招饮江月。

咏雪
数日寒风透薄裘，

梨花一夜掩重楼。

刷新天地三千界，

锁定江淮十六州。

高树招摇银首饰，

奇峰化作玉搔头。

舟行淠水冰难渡，

江畔芦花卧老鸥。

登庐山（新韵）

身在天阶一万重

访仙问道意朦胧

看云听瀑三撑峡

追古思贤五老峰

暮色初融仙人洞

回光返照美龄宫

君臣际会陈年事

尽在鄱湖记忆中

（注：三撑峡、五老峰、仙人洞、美龄宫即

美庐，俱是庐山知名景点。）

早年，我对八百垅的感情胜过对老家的感

情。因为那里住着外婆。那里有她给我留下的

疼爱。八百垅是我外婆居住过的村庄，准确地

说，是她在出嫁之后就一直没有挪动过的生活

之地，哪怕是在她最孤立无助的时候。它与我

的老家石家大屋一河之隔。上个世纪初，外婆

从一个叫着刘家湾的村庄嫁过来之后就一直生

活在八百垅，生儿育女。她有六个孩子，三男三

女。我的大姨是老大，我的母亲位居第三，最小

的一个是我的小舅。有人说，我的外婆出生在

一个大户人家，年轻时端庄美丽，嫁给一个篾匠

（我的外公年轻时做过篾匠）有些傻。也有人

说，八百垅的水田好，旱涝保收，嫁过来的女人

都觉得：以后的日子肯定会殷实。我小时候也

听外婆说过：八百垅屋场上的家风好，外公会体

贴人，为人更好！说这话的时候，我的外公去世

已整整三十年了。

三十年，对于一个守寡的女人来说，是何等

的漫长。没有丈夫支撑的日子，无疑阴郁、难

熬。外公去世那一年，我的大姨只有十一岁，我

的小舅只有两岁。外婆的宿命，也是她苦难的

开始。虽说八百垅居住的男丁混杂，有王、黎、

洪、胡、何、丁、张、夏等八个姓氏，但屋场上的人

很团结，他们对待这个长嫂（因为外公在同辈中

排行老大）就像对待亲姐姐一样，大小事都尽力

相助。邻里热心，这也是外婆得以在八百垅生

存下来的一个原因。

之前，外婆经历的苦难我只听说过一丁点，

现在全忘却了。如今提笔，离外婆去世也有近

二十年的时间，她去世时已是九十多岁的高寿

老人。想听到她过去的那些事，八百垅再也没

有一个长者能说得清楚。但毋庸置疑的一点，

一个女人独自拉扯着孩子的辛酸，在那些寂寞

的夜晚，很少有人会懂。外婆以内心极大的坚

强节俭持家，送走了一个个寒冬，迎来了一个个

春天。

水日夜奔流，饮水充饥的外婆，乳房开始干

瘪起来。渐渐地，她为孩子们提供的营养越来

越少了，而这六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个个如狼

似虎。在无法满足孩子们的需求时，她倾其所

有，置了一艘大帆船，让三个儿子以河为业，捕

鱼为生。当儿子们抬回满筐捕获的鱼时，外婆

用河水煮鱼，奶白色的鱼汤再一次充当起他们

的救命粮来。从此，所捕获的鱼不但喂养了这

一家人的生命，而且，还让这个家庭有了起色。

六个孩子次第成家分户，直到小舅结婚后，

外婆才松了一口气，人生的这一片苦域，她总算

蹚了过去。母亲说，小舅是在我出生的前两年

成家的。那时，土地已分产到户，外婆年过花

甲。大舅二舅分了家，外婆一直跟着小舅过。

小舅和小舅母在田间劳作时，外婆就给他们炊

烟做饭，收稻簸麦。有一次，母亲带我去八百垅

时，我正见外婆在灶屋里簸麦，麦子在她手中的

簸箕里跳着欢乐的舞蹈。正午的阳光从小瓦缝

漏下来，点点光斑掉在外婆的左襟衣衫上，多像

她膝下的儿孙，围着不肯散去。直到如今，每每

回忆起这一幕，我依旧觉得那是我见过的最温

馨的场景。外婆疼我。我爱外婆，爱呆在八百

垅不肯回去。因为在那里，我可以吃到外婆为

我煮的红鸡蛋或烤山芋。只要我去了，她定会

从瓦罐里取出一两枚鸡蛋来，放在水中煮熟，然

后从墙上撕下一截红对联，用红纸染红鸡蛋，塞

进我的兜里。有时，在饭烧好之后，她将一个山

芋扔进柴火土灶里，让它在火烬中烤熟。这些

可口之物，如糖豆一样粘着我幼小的心灵，让童

年的我到八百垅去了就不愿意离开。

我在八百垅，多半是吃和玩，有时也会干一

些手边上的活，比如，到门前的秧田去帮舅舅拔

秧。每到双抢季节，秧田里特别热闹，大人小孩

齐上阵，虽然“童孙未解供耕织”，但童伴们在一

旁也快乐地帮着忙。我记得远房的一个舅妈在

一次拔秧时跟我开玩笑：泽丰，把玲红许配给你

做老婆，你愿意吗？玲红是那个远房舅妈的女

儿，长得漂亮，比我大一岁。我有些害羞，而我

的小舅妈在一旁应和着：这个可以，我就当你们

的媒人哈。从此，在我心里，有过很长一段时

间，我还认真地把八百垅当着我“丈母娘”的村

庄，直到初中毕业。

初中毕业后，我考取了一所中专学校，要离

开家乡到南方的一个小镇上去念书，自然要离

开八百垅。临行前，我去过一趟八百垅，到外婆

家时，她正走出户外，扬起一根长长的竹竿，“哦

嘘哦嘘”地驱赶着稻场上前来偷吃稻谷的鸟

雀。那一刻，我发现外婆真的老了。八百垅，她

的这个栖身之地，形如螃蟹，见证了她很多的苦

难和少得可怜的幸福。她如风中残烛，2003 年

被风一吹，熄灭在了八百垅。从此，那个叫做八

百垅的村庄，我就呆得很少了。

偶尔回去看望一下舅舅舅妈，也是来去匆

匆，仿佛那里变了，变得陌生，我找不到让我夜

宿一晚的理由——尽管八百垅这个地名没有

变，尽管它身后的河水依旧日夜缓慢地流淌。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

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

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经济

学亦如是。

世上之事物，纷纭复杂，现象往往掩盖着本

质，经济学改变了我认识问题的视角，教我透过

现象看本质，正确区分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例

如，技术进步和创新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地

理、制度和文化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通货

膨胀看似是一种货币现象，但其实质是社会总需

求大于社会总供给；公债无非是延迟的税收，在

具有完全理性的消费者眼中，债务和税收是等价

的。只有把握了事物的内在发展规律，我们才能

透过现象看本质，锻炼出一双慧眼。

经济学的主体涉及家庭、企业、政府和国外

部门，跟各种变量发生联系。然而，经济变量之

间的深层次关系，不仅体现在各种自然现象之

中，也反应在我们为人处世和进步成长的法则之

中。从“大炮与黄油的选择”中，我们懂得了在面

临权衡取舍时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学习“某种

东西的成本是为了得到它所放弃的东西”时，我

了解到做任何事情都要付出代价，决策不仅要考

虑其行为的显性成本，还要考虑其行为的隐性成

本，即“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道理；在“失业与

就业”中，我们认识到“任何事情都是一枚硬币的

两面”；在面临通胀与失业之间的短期权衡取舍

时，政府决策需要考虑宏观经济运行的目标。例

如，我国现阶段实施的是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

极的就业政策。钱不是万能的，如果惟利是图，

就会利欲熏心。只有树立正确的金钱观，我们才

会成为金钱的主人，而不是金钱的奴隶。“雪崩的

时候，没有任何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可以对应着

需求价格弹性中的“完全弹性”，提醒我们谨言慎

行，时时处处事事历练自己。

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经济学的学

习，温暖了我们的家国情怀。 快乐=物质/欲

望。这是萨缪尔森提出的快乐方程式。从经济

学的观点看，物质消费越大，欲望越小，快乐就越

大，这正应了“知足常乐”这句古话。正如“打破

囚徒困境最好的办法是合作”，合作共赢才是我

们所盼望的。经济学是“经邦济世、强国富民”之

学。北宋大儒张载曾有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

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何

等的家国情怀！家国一体，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我们大学生也应勤学慎思笃行，在风起云涌

的时代坚守住自己的初心。

学习经济史使人明智，走进经济学大家的诗

意人生使人灵秀，进行

边际思考使人周密，掌

握均衡、弹性分析使人

深刻，遵守经济伦

理使人庄重。凡有

所学，皆成性格。

（作 者 系 合 肥

工业大学物流管理

专 业 18 级 本 科 生

指导教师：孙超平）

八百垅 □ 池州 石泽丰

凡有所学 皆成性格
——走进《经济学》 □ 宣城 胡真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