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柴可夫斯基作曲的芭蕾
舞剧《胡桃夹子》脍炙人口，
它改编自童话《胡桃夹子与
老鼠王》，书中的胡桃夹子是
一个被巫婆诅咒的王子变
的，最后在爱的力量下恢复
了原状。

舞剧的主角是一个人形
胡桃夹子，它兼具实用功能
和玩具功能，德国至今流传
着关于胡桃夹子的故事，将
它视为圣诞节的必备品。相
传有一个脾气古怪的富翁一
向离群索居，有一年过圣诞
节的时候，富翁觉得咬坚果
又费力又有损牙齿，向村民
们征集好方法，最合适的就
能获得奖励。于是大家各显
神通，士兵用枪打，铁匠用锤
子敲，最后的获胜者是一个

木匠，他模仿富翁
的外形做了一个喜
庆的胡桃夹子，能
够快速、完整地夹
开胡桃，富翁非常
高兴，破例邀请村
民们去他家中共同
庆祝节日。从此，
胡桃夹子成为重要

的圣诞节礼物。
据记载，胡桃夹子玩具

最早起源自17世纪末的德
国小镇塞芬，它地处德国和
捷克交界处的厄尔士山脉，
原本是历史悠久的矿区。由
于矿石资源枯竭，经济萧条，
当地居民利用山中木材资源
丰富的特点，改行制作木玩
具。塞芬生产的玩具里，最
出名的自然是胡桃夹子，还
有小天使像、矿工像、走马
灯、拱门形烛台、嘴里能喷出
烟雾的人形香炉等等，很快
打入了当时欧洲的玩具市场
重镇纽伦堡。

塞芬出产的木玩具并
不是完全由手工雕刻而成，
而是使用特制的车床切削，
再进一步精细加工，这样既
能保证生产高效，又能让玩
具质量统一，因此大受欢

迎。1890年，德国更改了对
玩具的出口税征税方式，由
按价格计算改为按重量计
算，这对木制玩具较为不
利，塞芬人并没有气馁，马
上开发出了火柴盒大小的
微型玩具。

人形的胡桃夹子大约包
含60个左右的配件，常见的
包括国王、士兵、护林人、渔
夫等不同造型，涂着鲜艳的
颜色。用来夹胡桃的部位是
它的“嘴”，里面有金属构件，
将坚果放进去之后用力一
合，在杠杆原理的作用下果
壳就破了。现代的胡桃夹子
往往“有名无实”，仅仅是爱
好者收藏的装饰品。

胡桃夹子
李 元

据报道，湖南科技大

学通过学校食堂消费大

数据，对在食堂消费次数

多、每餐平均消费额度低

的学生发放餐补。全年

累计发放100万元，直接

充入学生饭卡。

这样做，既发挥了科

技的作用，也体现了管理

者的智慧，更保护了学生

的隐私和自尊。过去高校

给学生发放生活补助，需

要通过个人申报、班委会

讨论、辅导员把关、学校审

查等诸多环节。有的学校

甚至为了体现公平公正，

让申报的学生在班上“公

开比惨”，这无疑会给学生

的内心造成不小的伤害。

所以，有些学生尽管经济

捉襟见肘，也选择放弃申

请补助。通过大数据，能

捕捉到一日三餐都在食堂

就餐，但用餐费用较少的

学生，能让真正需要帮助

的学生得到帮助。

学生是祖国的未来。

能让那些经济困窘的学生

得到帮助，既能解其后顾

之忧，又能让他们体会到

社会的温暖，有助于其形

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

观，从而更好地报效国家

和社会，并把爱传承下去。

“偷偷打钱”该提倡
居著培

最近网上热传的一

个视频显示：一位独自在

北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准

备做一盘番茄炒蛋。然

而，他连鸡蛋都不会打，

几次尝试都笨手笨脚以

失败告终，还一度将两个

鸡蛋捣碎糊在一起。

如今的年轻人，小时

候埋头书本，家务劳动父

母全包；长大后即使独

居，饿了点外卖，打扫卫

生找专业保洁，整理衣柜

请收纳师……

然而，特殊情况下，一

旦网购、外卖、家政等便捷

服务无法上门，生活技能缺

失的短板便显现出来。在

经历房间像鸡窝、厨房总

“炸锅”的尴尬后，一些年轻

人会真切意识到：生活技能

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须

掌握的。因此，学校的生活

技能课不可缺位。

俗话说：“一屋不扫，

何以扫天下？”生活技能看

似只关乎柴米油盐酱醋

茶，实则能增强动手能力，

培养独立生活能力，也反

映了一个人的生活态度。

更为重要的是，掌握基本

的生活技能，也有助于人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能

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生活技能课不可缺位
高国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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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梦令 林帝浣 画

朋友聚会，谈及工作，发
现各自身边都有一些“摸鱼”
人。他们对于分外事绝不沾
手，分内事能推就推，尽最大
可能削减工作量，对此，还理
直气壮地发明了一个新词，
曰“问薪无
愧”。“摸鱼”
者认为，由
于薪水低，
偷懒磨洋工
并无不妥。但凡多干点事，
就会感觉“力不从薪”，没有
动力。

乍一听，拿多少钱干多
少事，似乎也有些道理。然而
这种对应关系，主雇双方往往

没有一致的看法。你认为拿
五千元，每天只应该忙五小
时，雇主则认为应该忙八小
时。而且，你“问薪无愧”地摸
鱼，工作量往往转嫁给了老老
实实工作的同事。这等于变

相 剥 削 人
家，岂能问
心无愧！

一位朋
友前年入职

一家大公司，公司一位前辈
告诉他：“你拿着五千元工
资，去做拿八千元工资的人
做的事情，才有机会将来拿
到八千元……”他照做了，果
然一年后升任部门主管。

“问薪无愧”者戒
江 侠

作家杜鹏程和画家
石鲁，都是我十分崇敬
的人物。我有幸和杜鹏
程，在一个单位一起工
作了好多年；而石鲁，我
上大学时，也有幸拜访
过他。他们都早已去世
了，与他们曾经有过的交集，
使我感到骄傲和幸福。

想起他们，我就想起他
们是怎么跋涉在那火红的年
月的道路上的。1939年春，
四川仁寿冯家大院出身的阔
少石鲁，逃离了家门，骑着一
辆破旧的自行车，怀揣着成
为画家的梦想，奔赴延安。
1949年冬，从延安转战到新
疆的杜鹏程，脚下是厚厚的
积雪，骑着一头自己买的小
毛驴，一边走一边开始了一
部巨著的构思。

杜鹏程和石鲁，都参加
了那场伟大的战争，都有一
种表现战争年代的炽热情怀
和崇高的使命感。新中国成
立之后，除了最初阶段，他们
都一起生活在西安。他们都
是全国顶尖的文艺家。尽管
他们干的不是同一艺术行
当，一个工作在作协，一个工
作在美协，但他们有相同的
革命经历，都是吃过延河水
的人。他们有极高的文化修
养，他们的心是相通的。他
们互视为知音，他们经常相
互走动，相互谈心，相互影
响。他们都创作出了史诗级
的不朽作品。他们是中国文
化天空的双子星座，是新中
国文学和美术的重要奠基
人。杜鹏程的《保卫延安》，

石鲁的《转战陕北》，这两部
作品，珠联璧合，交相辉映，
都是历史和灵魂的响亮回
声，都已进入我们民族的灿
烂文化宝库。
《保卫延安》的创作，是

在没有路的路上走的。在它
之前，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
书和经验；每走一步，都是在
无星月的夜里摸索。正如他
在日记中所说：“写作这门学
问，越深入越觉得深不可测，
让人胆寒。我敢说当初写
作，真是一种冒险。如今就
是刀山也得走完它。”1950
年年初动笔后，杜鹏程写了
一百几十万字的报告文学，
最终写完后他即仰卧在床上
睡着了。他整整睡了两天两
夜，醒来后喊叫“饿死了”。
后来，杜鹏程又把一百多万
字的报告文学改为长篇小
说，之后又不断修改，在四年
多的时间里，九易其稿，最终
定稿30多万字。那些被涂
抹过的稿纸，可以拉一马
车。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他在豁出命地上下求索呀！
1954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
社正式出版了《保卫延安》，
初版印数达到近百万册，引
起了强烈反响。《保卫延安》
也成为我国正面描写解放战
争的开山之作。

《保卫延安》的出版，无
疑在画家石鲁的心上引起了
强烈的震动，也为石鲁的美
术创作，提供了宝贵经验，开
辟了广阔的道路。杜鹏程在
战争期间，有记日记的习惯，
他写过200万字的日记，这
成了他写小说的丰厚素材。
而新中国成立后，石鲁几乎
每年都要去陕北，重温延安
十三年，重温转战陕北的点
点滴滴，感受那块土地的雄
浑壮美，心里总是为之激
动。如果说杜鹏程的心中被
解放战争点燃了一团火，那
么，此时石鲁的胸中也是火
焰熊熊。

1959年，石鲁应约给中
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创作《转
战陕北》。在此之前，他已画
了反映延安十三年的好几幅
优秀画作，如《东方欲晓》《延
河饮马》等，积累了许多经
验。这次，他画了三个月，画
了 17个草稿，定稿后展出
时，在全国引起轰动。他打
破了中国传统绘画中的人物
画和山水画的区别，以磅礴
的构图和色彩，表现了毛主
席指挥的那场战争的壮丽。

石鲁像杜鹏程一样，也
是开拓型人物。杜鹏程写
《保卫延安》时，脚下没路，
要自己摸索；现在，石鲁脚

下虽有路，而且那条路
已存在上千年了，但他
硬是不走，而是另辟蹊
径，走出了一条前无古
人的新路。他所刻画
出的黄土高原的景色，
连我这个土生土长的

陕北人，也感到非常新异和
吃惊。在美术领域反映这
场战争的画作夥矣，在石鲁
之前和之后都有，但他们的
作品，都没有石鲁来得奇崛
和辉煌。

当然，杜鹏程和石鲁的
气质是完全不同的。杜鹏程
有着现实主义铸成的巨笔，
而石鲁却有着诗一样的浪
漫。杜鹏程身披炮火硝烟，
心中激情澎湃，在黄土地上、
在岩石上、在河床上，雕刻着
叱咤风云的英雄群像。而石
鲁，却挥袖上山，登云踏雾，
面对曾经的战场，以他的神
思妙想，推出胸有雄兵百万
的时代伟人，以及伟人脚下
梦幻般的磅礴高原，且让一
草一木都发出号角之声。

杜鹏程石鲁祭（上）
刘成章

在羽毛球
训练馆里，教
练最常说的一
句话就是，动
作一定要做到
位。到位，就是要达到标
准。步伐、手势、攻防、扑
救等，都要按要求做到
位，不到位，比赛时就容
易输球。

到位，本
该是最基本的
要求，但遗憾
的是，现在却
成了很多人难

以完成的一个标准。有
没有做到位，自己知道，
旁人也知道。只不过旁
人不说而已，毕竟不是每
个人都是教练。

到 位
尚九华

最近，看到社交媒体

热议年轻人厌倦了格子

间，他们热衷于干体力

活。比如保洁工作，就吸

引了一些辞职的白领。

他们仍工作在写字楼里，

只不过是帮退租的老板

打扫办公室。“活儿很简

单，钱也好挣，老板人很大

气。”某知名媒体的记者笔

下，年轻保洁员如是说。

改行体力活真成了潮

流？其实并无相关统计数

据支持这种说

法。何况去干

体力活的某些

白领，大多数恐

怕只是干一阵

子，极少有人会

干一辈子。

笔者有位文友，曾用

半个月时间体验当菜贩。

他每天凌晨3点多去很远

的大批发市场进菜，因此

比其他菜贩利润高不少。

一路上头顶灿烂星光，他

觉得很安逸。由此，他在

文章里说卖菜是一份很好

的工作。然而，他忽视了

一个问题：你干半个月，别

的菜贩得干一辈子。不是

人家懒，不愿少睡一小时

去大批发市场，而是人家

知道自己要干一辈子，不

能这么拼……

一阵子和一辈子，做

同一种工作的感受，肯定

大不一样，完全不具可比

性。只做一阵子的事情，

何谈潮流与方向？

一阵子还是一辈子
金 水

星 期 文 库
玩具中的文化之六

曾有个
晚辈向我诉
苦，说自己
所在单位是
烂泥，有着
各种不公，让他觉得是在烂
泥里挣扎。但据我所知，他
的单位并非他描述的那样不
堪，他只不过受了些委屈，没
有得到他自认为应该得到的
而已。这种情况在职场上很
正常。

可我没有直接挑明，而
是反问他：“你有更好的去处
吗？打算辞职吗？”“没有。”
他说，“我不想辞职，我怕新
单位的情况比这里更差。”我

说，“既然如
此，你就要
改变心态，
认真做好本
职工作，不

要有怨言和不满。如果你依
然觉得单位是烂泥，那么不
如把自己想象为泥鳅，正好
需要在烂泥里好好成长。等
自己强大了，再拱出烂泥，游
到更好的地方去。”

他听后似乎有所悟。半
年后，他发微信告诉我，他升
职了，现在干劲十足。我问
他，现在还觉得单位是烂泥
吗？他发了一个笑脸，说，不
是了。

烂泥里的挣扎
徐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