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丰腴，从一度的厌烦到接纳，最后
至欣赏。

随着年龄的增长，原本苗条的身材变得
臃肿起来，1.9尺的腰围猛增到2.4尺，望着
衣柜里那些曾经让人们频频回眸的衣裙，只
能是眼观而不能体裹了。

为了不再肥胖下去，我给自己制定了一
个残酷的减肥计划。主意已定便开始疯狂的
折腾，减肥药不计其数的往嘴里填，减肥茶
一杯接一杯的喝，减肥膏不分昼夜的涂抹，

稍有时间还要甩腰扭胯的晃呼啦圈，就这样
折腾了一个月，还真是瘦了几斤，那些久违
的衣裙终于可以体面地穿在身上尽显魅力
了，心里面也着实的欢喜了一阵子。

无论什么事情都有好坏两面之分，因过
度减肥而导致的负面影响，随着体重的下降
接踵而来，食欲剧减，夜不能寐，口干舌
燥，浑身无力冒虚汗，本来白里透粉的面部

皮肤竟然呈现出灰黑色……望着镜子里眼圈
发黑、脸色铁青、嘴唇乌紫，近乎于虚脱的

“那个人”时，我心颤的退却了。
为了久远的健康，无奈之下只好放弃对

姣好身材的渴望，而再次与丰腴相伴。
恰在此时，朋友从网上给我传来几张牡

丹的高清照片，花朵娇俏艳丽，玉笑珠香，
雍容华贵，丰腴而妩媚，虽然不及蕴含清幽

淡雅的梅那么苍古清秀，却也冠压群芳，倾
国倾城。

原来，丰腴也是很好的，只要丰满包裹
的不是少读诗书而显愚蠢的浅薄就可。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莲花，
具有独特的洁净清香，朴素不庸，高贵不傲
的品质 ，但同时它又是艳丽夺目而丰腴的。

如此，丰腴确实很好，只要本性的心同
莲花般圣洁就可。

凡胎俗骨的我，自然不能与名贵的牡
丹、圣洁的莲花相提并论，但它们的蕴涵改
变了我对丰腴的初衷，由此而感到做一个

“丰腴”女人真的挺好。
清瘦也好，丰腴也罢，追求与彰显的都

是一种深刻的内涵！

丰 腴
□戴忆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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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喜欢叫我和他一起去
买菜，遇到卖水果什么的，
我就直接要，他也喜欢买给
我吃，他总是把小手指留给
我牵着。

高中住在姨家了，一次
回家，他让我跟他去买菜，
我走在他后面，他把小指翘
着，一如我小时候牵着他的
样子，我真的忍不住了……

牵手的样子

□环 球

微小说微小说

一本书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他的《红星照耀中国》
（中译本又名《西行漫记》）因其增加世界人民对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了解而闻名于
世，并被历史铭记。直到今天，这部著作仍然是人们了解现代中国的必读书。

“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
1928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上海。在中国，他结识了宋庆龄和鲁

迅。1936年6月，斯诺和乔治·海德姆（即马海德）一起冲破重重封锁，以“拿一
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险”的勇气，经西安抵达陕北，冒着炮火硝烟进入陕北苏
区，成为第一个到“红色中国”采访的西方新闻记者。“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
样的人”“中国的苏维埃是怎样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军事和政治前景如
何”……带着这些疑团，斯诺来到陕北苏区。

7月初，斯诺在白家坪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亲自为他拟定了一份为
期92天的考察苏区日程表。7月中旬，毛泽东同志在保安县（今志丹县）会见斯
诺。随后，斯诺前往陕北苏区红军前线部队采访，采访了彭德怀、徐海东等诸多
红军将领和普通士兵、农民。10月初，斯诺回到保安，随后与毛泽东同志进行了
10多天的谈话。10月底，斯诺回到北平盔甲厂胡同13号的家中，结束了历时近4
个月的“教育兼阅历，入学兼旅游”的采访，开始了《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

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斯诺实事求是地记录了他在陕北苏区的所见所闻，
不偏不倚又恰如其分地描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红军将领、士兵、农民、牧
民、工人、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的战斗、学习和生活。《红星照耀中国》的核心内
容是第四篇《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即《毛泽东自传》）和第五篇《长征》。这
份毛泽东同志唯一亲自修改的自传，以第一人称口述，读来真实生动，自然亲
切，又撼人心魄。斯诺说：“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
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对于长征，斯诺认为“这次
大规模的转移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总有一天有人会把这部激动人心
的远征史诗全部写下来”。

红军严明的纪律给斯诺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回忆，他花了相当篇幅记录护卫

他的“红军旅伴”的精彩故事：“我们走过山上的一丛野杏树时，他们忽然四散开
来去摘野杏，个个装满了口袋，总是有人给我带回来一把。临走时他们好像一阵
大风卷过一般又排列成行，赶紧上路，把耽误了的时间补回来。但是在我们走过
私人果园时，却没有人去碰一碰里面的果子，我们在村子里吃的粮食和蔬菜也是
照价付钱的。”

4个月的采访，斯诺懂得了红军的优越性在于统帅部完全有能力训练麾下的人
才，锻造其政治信念、军事纪律和制胜意志，“是战斗中相信自己是为一定目的而
作战的唯一一方”，而且红军“有一样东西是白军没法效仿的，就是他们的‘革命
觉悟’，那是他们维系斗志的主要支柱”。在预旺县红军前线，斯诺聆听了一堂红
军的“政治课”，并对在场62名红军战士的成长作了分析。“红小鬼”们的精神面
貌和战斗精神令斯诺极为钦佩，他充满感慨地写道：“他们耐心、勤劳、聪明、努
力学习，因此看到他们，就会使你感到中国不是没有希望的，就会感到任何国家
有了青少年就不会没有希望。在少年先锋队员身上寄托着中国的将来。”

在“红色中国”的日日夜夜，斯诺大开眼界，彻底改变了他在“国统区”对
中国的认知，消除了心中的疑惑。他诚恳地写道：“我错了。中国农民不是消极
的，中国农民不是胆小鬼。只要有方法，有组织，有领导，有可行的纲领，有希
望——而且有武器，他们是会斗争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后来，他在中译本《西行漫记》序言中说：“从字面上讲起来，这本书是我写的，
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
的，所写下的……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从这
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
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
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树立非虚构写作的光辉典范，“标志着西方了解中国的新纪元”
20世纪30年代，《红星照耀中国》不同中文译本出版后，吸引了成千上万的

热血青年，从四面八方千里迢迢奔赴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1941年，斯诺在

《为亚洲而战》中讲述了这样的故事：“战争开始以后，我每走到一处地方，哪怕
是最料不到的地方，总有那肋下夹着一本《西行漫记》的青年，问我怎样去进延
安的学校。”1944年，他在《红星照耀中国》再版序言中自豪地说：“就我所知，
写有关中国情况的外文书而对当前中国年轻一代的政治思想有相当大的影响的，
这部书可以说是唯一的一部。”

红星照耀了中国，也照耀了世界。斯诺通过《红星照耀中国》向全世界展现
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展示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给
全世界人民带来反法西斯斗争的信心和力量。他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现和
描述，与哥伦布对美洲的发现一样，是震惊世界的成就”“标志着西方了解中国的
新纪元”。

随着这本书在西方的畅销，世界上掀起了一股声援中国抗日、与中国共产党
人接触的新浪潮，众多仁人志士和国际主义者，在它的召唤下纷纷效仿斯诺来到
中国，他们当中既有献身中国革命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印度医生柯棣华，还有
记者、编辑、作家、教授和外交官，如海伦·斯诺、史沫特莱、爱泼斯坦和索尔兹
伯里，等等，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一辈子留在了中国。

斯诺坚持真理，以坦率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坚持说真话的品格，使他的作品如
同火种，给人以温暖以光明，照亮了世界，经受了时间和历史的检验。美国作家
索尔兹伯里说，《红星照耀中国》改变了美国乃至世界报告文学的写作标准，树立
了非虚构写作的光辉典范。80多年来，《红星照耀中国》被译成中、法、德、
俄、西、意、葡、日、蒙、荷、瑞典等数十种语言出版，成为政治学家、历史学
家、作家和广大读者爱不释手的经典读物。

《红星照耀中国》也改变了斯诺的人生。一个本想在中国只待6个星期的美国
青年，后来成为在中国生活了13年的优秀记者。斯诺深深爱上了中国，与毛泽
东、周恩来、宋庆龄、鲁迅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72年2月15日，就在尼克松
开启访问中国“破冰之旅”前夕，斯诺在瑞士日内瓦郊区埃辛斯村逝世。尼克松
曾向病中的斯诺致意，对斯诺“长期杰出的生涯”表示敬佩。临终前，斯诺留下
遗言：“我热爱中国。”遵照斯诺的遗愿，他的一部分骨灰安葬在他曾经执教的燕
京大学校园内（今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毛泽东主席发去唁电：“斯诺先生是中国
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
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稀稀疏疏的雪花漫不经心飞舞着，
路上的行人说，这是入冬的第一场雪。

手机微信传来消息，下雪天，老年
人无事呆在家里，不要外出，慎防路上
摔倒。一般情况下，微信内容十有八九
我不认为是真，这消息的发布却是善语
良言。

人与人不同，有人说，雪停了再出
门，我则不然。下雪的日子，我喜欢一
个人置身飘雪的户外，欣赏雪花飞来飞
落，感受着万里雪飘给我身心带来的愉
悦。我看那，一片片飞雪像银色的蝴
蝶，冲着我飞来，落在我头上幻化成水
滴，粘在我脸上汪成流淌的小河，拥进
我怀里的雪花，闪着银光，我仔细瞧，
一片片雪花上面生长着树，树上的枝梢
桠杈如一面镂空的画面，又像千丝百缕
用银丝绘成的工笔画。

我在银白的世界里看雪花，整个身
子变成了雪人。我在雪花中听到天外之
音，喳喳喳、簌簌簌，我张望天空，四
周查看，只看到天幕上闪动的雪花，只
看到身旁的树木和楼房。我知道了，那
是天公洒给人间一封封问候的信笺落地
的声音。

莹莹闪闪的雪花，在我眼前铺成一
片片清凉的雪景，犹如静美的仙境，释
放我心上的烦躁，消除我脸上的愁容。
我在想，人置身红尘中，会遇上不悦的
事情，不悦的心事积淀多了，疾病会找
上门来。心情不好时，在自然风景中闲
庭信步，自然界中负氧离子有益身心的

健康。冬天的雪花含有诗情，雪花下的风景富有画意。人在
自然风景中排解心事，心情会轻松快乐，会释放生活工作中
的压力，使人坦然，令人悦然。

下雪的日子，我看雪花，感知小小的精灵像圣洁的天
使，疗治着山河大地，给人间一个美好的生存环境。

下雪的日子是好日子，虽然，行路难，乘车不方便，
但是，如果冬天里不降雪，等于夏天不下雨一样，自然界生
态的平衡，关系到生态圈里生命的生存。

我出门看雪花，雪花驰骋我心中的想象，暗沉沉的天云
之上，闪闪亮亮的小雪花，它是大地上春天的雨露，它是大
地上爽心悦目的艺术画面。我感慨，天公做美，人世间，春
有花开，秋有月，冬有雪花，助人愿。

说起刘录，十里八村的人都知道，夸他是棵好苗子，大学
读书时，在学校入了党。毕业后，立即返回家乡，建设家乡。去
年还考上了公务员，当上了乡干部，并被派到靠山村扶贫，当
上了驻村第一书记。

其实，刘录的性格很内向，平时很少说话，用他自己的话
说：“年轻人，多眨眼睛，少张嘴，保持静音模式，总是能多学
点东西。”

可刘录的老师、同学介绍起他来，却
说他有一副好口才，敢于上擂台，见过世
面，曾在学校正反方辩论大赛中，当过第
一辩手，讲起话来，口惹悬河，滔滔不绝，
得过一等奖。

可这次下乡进村第一天，农民就给
他一个“眼罩”戴。一帮农民围上来，咨询
他几个很尖锐的问题，出其不意，他真拿
不准，场面很尴尬。他愣了一下，马上说：“我要去开会，明天
会上咱集中讲。”自己给自己圆了个场，解了围。

回到乡政府，党委书记问他，下乡还有什么困难没有？刘
录说：“下乡不怕吃、不怕住，就怕农民问‘短路’。”书记一听
乐了，这个答案你自己那有。

这时，刘录一下想起了一个故事。一次，学校组织同学们
出去旅游，他回来写了一篇游记，写的非常好，还发在了省报
副刊上，迎来一片赞扬声。有人问他写作的秘密，他说旅游也
得事先做功课，像老师备课一样，做好充分准备，再到现场增
加点现场感，才能写出好文章，让人惊喜。

如今，下乡当驻村第一书记，不也是一个理儿吗？也需要
背课、热身，有备而去才不会“短路”。

于是，刘录白天下乡工作，晚上回乡找党校老师学政
治理论，找农业局老师学习农业技术。现学现卖，上班时
间给农民开会，吃透上头精神。可是有的农民不爱学习，
并说，这马铃薯再打扮也是个土豆，麻雀放在谷堆上吃，
也长不到鸽子那么大，农民怎么学习还是农民。刘录一听
乐了，马上拿出个案例，邻村那个董大爷，看人家开饭店
挣钱，他也贷了款，进城租了房，装修一新，但饭菜不符
合当地人口味，董大爷的饭店经营惨淡。接着，刘录又来
了一个精辟总结：“我们只有琴对弦儿，才能少跑调。”逗
得大家哈哈大笑。

可在靠山村，最挠头的是贫困户“四大天王”。有人

说，帮他们脱贫比登天还难。张老大是“狗咬尾巴”，竟围
自己转，事大事小，离了便宜不咬。人们都叫他一根棍
儿。王老二吃喝玩乐，一天吊儿郎当，不务正业，人们都
叫他一个混儿。李老三爱推横车，鸡蛋里找骨头，挑毛
病，人们都叫他一根刺儿。赵老四闷头闷脑，一天总也不
吭声，谁也猜不透他心思，人们都叫他一个闷儿。加到一
起是一根棍儿、一个混儿、一根刺儿、一个闷儿。这“四
大天王”是下棋跳马，竟走斜步。

要说一个人，那是单出头，两个人那是二人转，这三四个
人在一起，那是拉场戏，都说唱好这台戏，那可是太难了。

刘录心想“刀快不怕头难剃”，琢磨来琢磨去，把他们4
个叫到一起，说：“手中无网看鱼跳，人无本事难挣钱。乡里要

在靠山村打造旅游景点，建设民俗村，我带你们去学习农
家乐，开特色饭店，做好咱地方特色，来点绝活儿。”他们
一听都很高兴，连学习带筹备，不到两个月，门挨门的4
家饭店全开张了。

随着村里游客的增多，这几家饭店很快就火了起来。大
家还编了个顺口溜“要想吃风味儿，就到这一亩三分地儿，张
老大的铁锅炖大鹅，王老二的大饼也叫李连贵儿，李老三的
驴肉大蒸饺，赵老四的凉拌生鱼不带刺儿。”好多当地村民，
不吃饭也来凑热闹，说不吃麻花，就看这个劲儿。

这“四大天王”，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
亮，穷这么多年，怎么说变就变了。在脱贫后的农民座谈

会上，张老大说：“过去咱上炕认识
老婆，下地认识一双鞋，一辈子从
炕头走到炕梢。说话就是咱家那点
事，没有格局，能不穷吗？”王老二说：

“脱贫，多亏扶贫干部帮助，有人拉你
一把，你是拉面，没人拉你，你就是死
面疙瘩。”李老三说：“家有千难万难，
扶贫干部帮咱，给你阳光，你再不灿

烂，就得腐烂。”赵老四说：“扶贫给钱给物，不如派个好干部，
没有刘录，我们怎么能致富？”

在乡扶贫表彰大会上，刘录被评为优秀第一书记，让
他发表感言，他说：“自己由刚下乡的迷路、岔路、短路，
到有思路，能引路，帮助农民找出路，这是自我提升的一
个过程。做农民工作，要有耐心、细心，掰饽饽说馅，人
的性格像块冰，你越冷，他越硬，你给他点温暖，他自己
就化了。好多事情只要你身体力行去带路，才能路路畅
通。在场的乡党委书记深受感动，紧紧握住刘录的手，幽
默风趣地说：“讲的好，是斑马脑袋，头头是道儿。”农村
就需要这样年轻干部，朴朴实实做人，扎扎实实工作，带
领农民摆脱贫困，从一次“短路”，走出一条康庄大道。

《红星照耀中国》的永恒魅力
□丁晓平

重读红色经典重读红色经典

草原上的树是长大的草
耸起的山
草原上的树是鲜花的旗帜
草海的风帆
穿透厚厚的泥土
你吸吮大地的乳泉
拨开薄薄的云雾
你拥抱广阔的蓝天
或独立于旷野舞动八面来风
应对季节变幻
或伫立在河边为江河舞蹈
静听流水潺潺
或弥漫群山凝聚起永恒的绿
展示春天的笑颜
我多想长成你的模样
哪怕成为你的小小叶片

短 路
□于希文

小小说

草原上的树
□焦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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