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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平二题
! 陆建华

三句实在话胜过万千“鸡汤”
中国女排里约奥运夺冠之后，记者们

采访时总会提起“女排精神”这个话题，郎
平反复强调：“我觉得女排精神不是靠讲故
事或者什么心灵鸡汤能解决的，关键还是
从平时的训练中就严格要求。”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和认
识，郎平日复一日一丝不苟地抓训练，培养姑娘们过硬的技
术本领和顽强的战斗作风。除此以外，无论是日常生活中，
还是赛场指挥时，她从不说貌似深刻、故作高深的“鸡汤”
话，而是用看似大白话的实在话，化解女排姑娘们心中的疑
虑，激励她们的斗志，振奋她们为国争光的豪情，这才能到
关键时刻团结一心，顽强拼搏，披荆斩棘，一往无前，最终站
到奥运赛场的最高领奖台上。

磕磕绊绊从小组赛进入淘汰赛后，中国女排第一仗就
是面对巴西队。这是一个曾经连胜过中国队 18场的世界强
队，如今，又占据着天时地利人和三大特别优势，形势之严
峻险恶，谁都看得清清楚楚，都为女排姑娘们捏着一把汗。
当此之时，郎平却是用三句实在话对女排姑娘们进行战前
动员、赛场指导，这三句话句句在理，掷地有声，成功地指挥
女排姑娘们在一场生死战中逆转志在必得的巴西，为最后
夺冠跨出非凡的第一步———

第一句话：“将比赛当作里约奥运会的最后一场来打！”
朝夕相处，亲如家人，郎平熟悉每一个女排姑娘，对她

们心中的想法了如指掌。在战前动员时，她坦诚而真挚地对
姑娘们说，什么样的结果都能接受，你们不要想结果，将比
赛当作里约奥运会的最后一场来打！只要把自己的水平发
挥出来就可以了。听着这样的实在话，姑娘们放下了想赢怕
输的思想包袱，彻底打消了顾虑，不再畏首畏尾，而是生龙
活虎般出现在赛场上，她们用实际行动，奇迹般地把对巴西
的“最后一战”，变为夺冠征程中的第一场胜利！

第二句话：“一分一分拼，打一分算一分！”
五局之中，有四局比分的分差都在三分之内，任何一支

球队一个小小的失误，都可能让胜利的天平倾斜。中国女排
背水一战，落后时不气馁，领先时不松懈，咬着牙一分一分
顶、拼、争。面对中国女排一往无前的英雄气势，比赛尚未结
束，巴西女排核心马塔利亚已在场上流下伤心的泪；第五局
还有最后两分没有打完，一个五六岁的巴西小孩忍不住哭
出声来，豆大的眼泪直往下滴，一旁的母亲只能不停地帮他
擦拭，连孩子都知道：大势已去。

第三句话：“加油声再大，对手也不能得 2分！”
中巴之战，我女排姑娘们面对的不仅是球网那端的虎

视眈眈的对手，还有场馆内几万名疯狂的观众，他们掀起的
阵阵声浪，几乎要把球场的顶棚掀翻。希望主队赢球的巨大
渴望，让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来干扰，每当中国女排发球时，
就会响起雷鸣般的嘘声。面对此情此境，郎平对姑娘们说的
话不仅实在，而且幽默逗人：“不用管这些，加油声再大，对
手也不能得 2分！”姑娘们确实把郎平的话牢牢记在了心
中，此事在赛后《人民日报》记者采访丁霞时得到证实，她
说：“一旦全情投入，观众的叫喊声是听不到的。”就这样，中
国女排终于在这场让人窒息的五局鏖战中取得最后的胜
利。她们彻底走过小组赛的低迷，在逆境中顽强奋起，世界
观众因此看到中国运动员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全中国人
民从中看到那支熟悉的中国女排完美回归。

多少情和义，尽在一抱中
虽然中国女排在本届里约奥运会上夺冠后早已凯旋而

归，但什么时候想起她们从小组赛到决赛
的步步惊心的过程，我们仍然激情难忍，荡
气回肠。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还有每一次
取得胜利后，主教练郎平总会走进场内、一
个不漏地与每一名队员深情拥抱。

对于女排姑娘们来说，郎平既是领着她们在强队如林
的世界排坛上一步步向上攀登的主教练，同时也是她们亲
如家人的母亲。从担任中国女排主教练的第一天起，郎平就
不止一次坦然真诚地说过：“论年纪，她们就像我的女儿一
般，所以我还承担着母亲的责任。”为此，郎平平时不但要领
着她们在训练场上摸爬滚打，苦练过硬本领，还要细心地照
顾着每个人的衣食住行。就连“饭前洗手、病从口入”这样的
生活小事她都会反复叮嘱。郎平自己有爱女名白浪，但是，
为了自己钟情一辈子的排球事业，她常年在外执教，没有很
多时间照顾孩子，以至于年幼时的白浪曾经天真地问：“为
什么妈妈不能在家门口的麦当劳叔叔那里找一份工作，非
要去那么远的地方？”里约奥运会，白浪特地请假从美国赶
到郎平的身边，这给郎平带来了温暖，但她仍然没有时间陪
伴自己的女儿，她必须把全部精力完完全全放在中国女排
的每一名队员身上，这一大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女孩，与郎平
没有一点血缘关系，此时此刻，她们成了郎平真正心心相
印、息息相通的“女儿”。

这就不难理解了，为什么到了女排淘汰赛阶段，每胜一
场，郎平总会走入场内与每一名女排姑娘深情拥抱。这是她
作为一名主教练、表达她对为了祖国荣誉而顽强拼搏的运
动员们的尊重与褒奖，也是她作为母亲对经受住严酷比赛
考验的孩子们的疼爱与怜惜。郎平拥抱女排姑娘的每一个
画面是那样感人肺腑、刻骨铭心，多少情和义，尽在一抱中。
这样的拥抱早已超过一般意义上的礼仪范畴，它是心灵的
交流，灵魂的碰撞；更因为郎平熟悉每一名队员，所以，她在
拥抱不同的队员时常常会伴随着不同的亲切的耳语。当我
们事后从记者的采访追问中终于明白郎平当时是向她的孩
子们说什么时，虽然已经时过境迁多日，我们还是会被再一
次感动、依然热泪盈眶———

与荷兰女排的比赛虽然是以 3：1获胜，但四局比赛的
分差都在 2分之内，其中第三局是 29：27。就在这一局的关
键时刻，19岁的小将龚翔宇被郎平派遣上场，此后又在第
四局作为主力留在场上拼搏。可喜的是小龚毫不怯场，她
不辱使命，屡屡得分，为扭转战局、夺取胜利立下战功。胜
利后，她在郎平的怀里整整哭了二三十秒，不停地喊：“哎
呀妈呀，吓死我了。”郎平亲她，抚慰她，鼓励她说：“你打得
非常英勇，要记住今天的心情，对于未来的比赛是重要的
经验。”

夺冠之战，惠若琪扣下致胜的一球，中国女排终于夺得
本届奥运会冠军，曾经因病没有能参加 2015年东京世界杯
比赛的惠若琪放声大哭，郎平抱着她，赞扬说：“你非常了不
起，这次奥运会对你人生也是一笔财富。”

朱婷在夺冠赛的最后三场比赛中，总共得 86分，居功
至伟，她也因此被国际排联官网评为
里约奥运会最有价值球员。在欢庆夺
冠的时刻，郎平紧紧抱着爱徒，仿佛
第一次认识，看了又看还不够，又吻
了朱婷额头，人们看到，此时师徒的
脸上都是喜泪直流，千言万语都在这
深情一吻中……

重读《约翰·克利斯朵夫》
! 陈仁存

时间对我从
来不是金钱，操心
的事难以侵扰，波
澜不惊，春风拂面，
因为闲适造就的一
张娃娃脸，让多少年没见着我的
人，一眼能认出我来。正像梅丽尔·
斯特里普说的：“非常感激我还活
着，我有很多朋友或生病或已经离
开了，我却还在这儿。”这份闲心让
我二十年后还记得卢梭《忏悔录》

“巴西勒太太”那一章在第 83页。
自从装了网络电视，一部电视

连续剧你想看多少集就看多少集，
没有烦人的插播广告，没有明天的
苦苦等待。正因为如此，晚饭后在
沙发上才一瘫就瘫到半夜，过后还
笑自己傻。如今的电视连续剧就是
吊人胃口、“馋瘾”，欲罢不能，所有
读书的乐趣、劲头全被这个小妖精
掳去了。比如半个月一期的《读
者》，以前拿到手都是一口气读完，
如今下一期到了，这一期才翻个过
半。“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谁
还能再为她“衣带渐宽”呢。落在

“盘丝洞”真的挣脱不出来。
我们社区举办首届读书节，要

求每一位报名参加的须读完一部
文学名著。我家的藏书也算得上

“汗牛充栋”，实在是食多无滋味，
就像《芋老人传》中那位相国，落魄
淋雨寒冷饥饿之时，“他日不忘老
人芋也”，十年后随着时、位之移，
每日珍馐美馔，想吃芋头，怎么也
吃不出慈水祝渡的那种甘甜的味
道。那篇课文中我们记得最深的可
能就是那一句：“老人知道者。”我
选《约翰·克利斯朵夫》，因为她曾
经让我热血沸腾。

当我把厚厚的四本《约翰·克
利斯朵夫》捧到案头上的时候，真
有一种抚今追昔的绵绵思绪。未翻
读，先找感觉。因为对书，我不再像
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了。

“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远没有
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
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
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

操所屈服罢了。”“愿读者以虔敬的
心情打开这部宝典罢！”多么激动
人心。

开头和结尾也还能记得一字
不差。

“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
“咱们到了！唉，你多重啊！孩

子，你究竟是谁呢？”
“孩子回答说：‘我是即将来到

的日子。’”
农历八月十六，一轮明月终于

照见了我们，又大又圆。我已经读
到：“在这片沉闷的黑暗中，在一刻
浓似一刻的令人窒息的夜里，像一
颗明星流落在阴暗的空间，开始闪
出那照耀他一生的光明：音乐，神
妙的音乐！……”

每一个字都是音符，有海顿的
温柔，有莫扎特的幽默，有贝多芬
的英雄悲壮。他“献给各国的受苦、
奋斗、而必战胜的自由灵魂。”所有
的灵魂都归向自由。

慵懒的灵魂再次被激越。
“啊，甜蜜的回忆，亲切的形

象，好似和谐的音乐，会终身在心
头缭缭！……至于异日的征尘，虽
有名城大海，虽有梦中风景，虽有
爱人倩影，其刻骨铭心的程度，绝
比不上这些儿时的散步，或是他每
天把小嘴贴在窗上嘘满了水汽所
看到的园林一角……”

无论多少年前，还是今天的
我，读到这段文字，都情不自禁地
想起童年，牵着老牛，走在乡间的
小路上，那般地好奇纯真。

《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你我忠
实、坚强的朋友，让我们跟随她去
生活、去爱吧！

译本也只有傅雷先生的译本。
今后还有谁重译《约翰·克利斯朵
夫》？应该不会有了吧。因为实在是

“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
头”啊。

乌村拾乡愁
! 毛群英

乌村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水
乡，也是乌镇刚刚推出的新型乡
村旅游景点。走进乌村，乡愁便
在。

夏末时节的一天上午，随家
乡的旅游考察团队来到乌村。在导游的引领下，
踏上了由水杉和银杏相拥的林荫小道，首先映入
眼帘的是高低起伏的地丘造型、错落有致的植被
景观和郁郁葱葱的树林绿地，俨然置身于生态大
氧吧。边走边看，但见原野上的植物绿意盎然，水
塘边的芦苇随风摇曳，荷塘内的荷花亭亭玉立，
庭院后的竹园青翠欲滴，桃园里的桃树婀娜多
姿，正所谓移步换景。村落内，杨柳、榆树、桑树等
土著树木举目皆是，好似撑开一把把“绿伞”，给
游人带来丝丝凉爽，抚慰了旅途的疲惫。更有那
野花野草的烂漫，擦亮了你的瞳孔，找到了家的
方向。

一位著名的室内建筑大师曾说过：“乡愁就
是你离家多年，某一天回来，还能融入原来的环
境和生活。”乌村给你呈现的，正是这样一种原汁
原味的乡愁。在村委会附近的特色民宿板块中，
保留了原有老房屋建筑面积 1600平方米，略加
修补后，以独立的乡村院落，形成了桃园、竹屋、
渔家、米仓、磨坊、酒窖、知青年代等七大主题单
元。漫步房前屋后细细品味，眼前浮现了当地村
民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诗意一般栖居生活的场
景，油然而生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

在乌村，无论是改为客户使用的民房、村头
的池塘、油菜花田地，还是重新梳理过的民居前
园菜地、藕塘、垂钓池，抑或是略加整治的河道、

田间小路，都是江南乡野再普通
不过的自然景观。正是这些质朴
的乡土气息，触发了我的乡愁情
绪，相信也拉近了景区与游客之
间的距离。

一路走下来感觉有点累，顺势坐在廻龙港的
石板桥上歇息，看这条原生态河道的岸上绿植与
波光粼粼的水面交相映衬，醉心于自然景观之
美。蓦然，我看见一艘货轮突突前行，缓缓地绕村
而过，我好奇地问桥边几位坐在一起抽烟唠嗑的
村民：“这里有大河？”“是呀，北面就是京杭大运
河，至今还保存着运河闸口呢。”一位老大爷热情
回答了我的问题。我恍然大悟，怪不得乌村这么
有灵性，原来是得了流淌千年的运河水浸润。

灵动的水不但是乌村的点睛之笔，而且赋予
了板块隔离的功能。一条条水道，将民宿区、美食
中心、活动中心以及青墩乌墩的帐篷露营基地，
有机地分隔出来，实现了动静分离。

水，赋予了乌村的秀美之魂。午餐过后，我沿
着一段木质栈道，来到村委会前那一方水塘中
央，小歇片刻，眺望蓝天白云、丛丛芦苇、幢幢草
房掩映在水面中，乡野自然之风呼之欲出，不失
为放慢脚步、放飞心灵的好去处。

跨进乌村门，就是乌村人。在这里，保洁员大
妈看见你时的一声“你好！”，自助餐厅内勾住味
蕾的新鲜蔬果和喷香菜肴，村委会旁免费品尝的
地产粗粮和特色茶水，民俗展厅中依次陈列的农
耕用具和创意作品，让你滋生起回到家里的感
觉。

告别乌村，依依不舍，因为那里有我的乡愁。

“西厦”的前世今生
! 秦一义

三垛镇少游村秦家垛向西约 300米处有
处坟场，葬的全是秦氏老祖先，坟场却有个令
人费解的名字叫“西厦”。按理说，厦、舍、村、庄
这些称谓是指人居的地方，葬死人的地方怎配
称厦？

小时候，我们常常结伴到西厦等荒野地方
去玩耍。一个人当然是不敢去的，那地方土坟
多，树木多，阴森可怖，但吸引我们的是那地方
陶片很多，我们拾了它，没有“自将磨洗认前
朝”的本事，只用来比试谁的水漂擦得远。或是
折了树枝打派仗，或是擦着火柴玩烧荒……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村人在西
厦地方搞土地方整化，居然挖到几处灰烬，又
挖到两口砖井，有人还挖到一只完好且漂亮的
碗，将碗洗干净虔诚地放进家里的米坛里，祈
求坛里的米不断。

不管上帝发笑不发笑，人总是要思考。我
常想，那地方为什么叫西厦？西，可以理解，它
处人烟的秦家垛之西。为什么叫厦？又为什么
有那些遗存？分明是曾有人居住过的地方呀！
一次次请教村上老人，一次次查找研究秦氏文
化的有关资料，我的猜想竟与后来的专家考证
结论不谋而合：所谓西厦，正是古左厢里的遗
址，秦少游的故里。

那么，一个名人村落为什么又消失了呢？
毁于何时？因何而消亡？原来，它毁于明初的匪
祸。左厢里西面有条南北走向的河流叫三阳
河，水上运输甚是繁忙，劫匪盯上了这条黄金
水道，以左厢里为藏身窝点，打劫船家，轻则向
船家讨点银两，谓之“丢下买路钱”，重则杀人
越货，让船家遭灭顶之灾。屡有人报官，地方官
丁只得一把火把古村落烧了。村人只好离开大

河，向东迁徙，在一个荒荡中挑土筑基，搭
建茅棚，繁衍生息，合村皆姓秦，人们叫它
秦家垛，意思是秦姓人家起于荒垛之中。村
上的人故去了，就葬在曾住过人的地方。出
于对逝者的敬重，对遗址的虔诚，把那地方

叫西厦。故土难离，一个“厦”字也透露出人们
的念乡情愫。嗅一嗅这名字，觉得那里一直人
脉不断。人是秦氏人，鬼是秦门鬼，人鬼情未
了。

西厦，先人的村庄，后死者的归宿处。以后
每每去扫墓，对那里的一草一木都充满敬意。

2006年，三阳河东岸筑起了一条纵贯南
北的省道———安大公路。为了打造平安安大，
安大公路附近的坟墓要求迁出。这样一来，西
厦“碍事”了，落实上级有关精神，2012年春，
政府规划，在一个叫小圩子的地方建立新墓
园，户主对老祖坟统一进行东迁。后死者也陆
续在此安息。新的墓园，一排排的方格子里，不
是填着移来的尸骨，就是安放着骨灰盒，唯有
第一排第一格（最上首）是空的，那是为千年老
祖秦少游留的。秦少游遗骨由扬州迁葬于无锡
惠山二毛峰，那个墓碑上刻有“秦龙图墓”字样
的就是。这里，尽管留了个空位置，但看到“秦
观之墓”四个金色大字，还是敬重得不行。我在
心里默默地念叨：江南好，风景旧曾谙。你终于
栖息于灵秀的江南了，那里山美水美，是你的
福地，是后人对你安息之所的最好选择；你葬
在江南，也是我们江北孝子贤孙的福气哦。

往事越千年，现如今，西厦正被“护生园”
占用。这里又是一番景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