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山湖是铁道游击队的家乡，那支《弹起我
心爱的土琵琶》电影歌曲，连接起华北平原的微
山湖和雷州半岛的南渡河，拉近了我和龙鸣的
忘年之交。龙鸣择居南方港城后，我关注他的
每一部作品。

《大湖鱼龙》是龙鸣的新作，是一场千里之
外对老家故园的敬礼，是龙鸣对遗留在微山湖
边成长足迹的辨认和思索。一行行文字掩不住
一湖莲香，随风潜入南海之滨龙鸣的窗口……

作者书中以3个部分回望故乡。散文弹奏
“南梁水韵”，回忆微山湖边青涩童年；思想随笔
收割“芡实藕瓜”，倾注微山湖文化的思考；小说
铺陈“蒲苇荷萍”，晾晒丰富多彩的湖区生活。3
种体裁，3个角度，立体展示出微山湖的精神画
卷，透出深厚的文学素养与独特的人生感悟。
乡愁在书中释放，如微山湖的缕缕柔波，日夜抚
慰他栖息在南海之滨的心跳。

河边的日子张弛舒缓，暑天蝉鸣自树荫泻
出，冬天透过枝丫的温润暖阳和银色月光，马扎

凉席上，青绿的山妖、鬼怪，从爷爷的胡须里长
出来，还有凉拌藕片、大闸蟹和咸鸭蛋的滋味，
滋润着龙鸣的童年。

不事雕琢的文字，从容不迫的语气，幽默风
趣的调侃，浸染着浓浓的烟火气。作者写他小
时顽皮，总想下河洗澡。小脚奶奶追赶不上，遂
将他交给一群孙媳看管。“我不想受嫂子们约
束，三番五次挣脱往河里跑。她们把我揪回大
坝，围起来圈住。我大叫着要洗澡，不知谁先撩
开大襟短褂，沉甸甸地掂在手里，招呼声：来，给
他洗澡！妯娌们纷纷仿效，支起一圈雪白，用力
挤压。劳动妇女体壮如牛，奶水如注，劈头盖脸
淋了下来……”《洗澡抓鱼》中，北方女人的率性
泼辣、旁若无人跃然纸上，让人忍俊不禁。

文章也不乏一种枕石眠松，对饮闲弈，不知
山中岁月长的意境，让人不忍移目。《树的哲学》
写道，“树是默立的哲人，深知缄默是金的道
理。几十年，几百年，上千年，历尽风霜雨雪，阅
尽世间沧桑。沉默无语却满腹经纶，只有少数
经过修炼，和它心神相通的人才能读懂它。如
庄子的理解：‘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
用也’。”这是龙鸣记忆中北方的女人和树，无疑
是一方水土中最顽强的存在。纵使离家千万
里，依然能以哲理的形象唤醒敬意和敬畏。

龙鸣的回忆恣意汪洋，似我家村头老井旁
的榕树，藤蔓纵横，独木成林，自成景观。他写
他的童年、少年，南梁水边的风俗，他的乡邻，他
的至亲、朋友、同学，在回忆里酝酿出醇香的事
物：麻雀、荷花、螃蟹、地瓜、煎饼、古树……

龙鸣用散文编织一幅幅回忆的绢帛，在岁
月的射灯下铺满暖光，全方位探照他在南梁水
边的成长点滴。这个南梁水边长大的小孩，5岁
就顶着叔、爷的辈分，不羞不臊地光腚穿梭在一
把年纪的婶嫂之间，被人无顾忌地打趣，他也稚
气十足地反驳。

他在微山湖边读书、下乡、工作、当官……

虽因顽皮，有几次差点嗝吡，让我们看不到此
书。所有的危险，几乎都与水有关：儿时去河里
抓鱼，被匕首般锋利的苇茬刺穿脚丫，动了两次
手术才保住不瘸；在池塘里抓青蛙，掉进旱天时
挖在池塘的井里；被小青年骗进深水塘溺水，捞
上来已不省人事，村民牵来牛，放他到牛背上颠
出满腔脏水才活过来……

但龙鸣毕竟受到乡村幸福女神粗布大褂的
护佑和宠爱，让他一次次死里逃生。他是“龙
种”，凭水兴风显威，终究是不怕水的。他在大
学学哲学，毕业后教哲学。但我觉得，他家门前
的南梁水，他撒野奔跑的村巷，他在人伦中的特
殊地位——4岁被称爷，才是他最早的哲学老
师。

在别人的童年还纠结于一顿饱饭、一件新
衣的时候，微山湖已经联手南梁水、独山湾，从
地理空间、物候物产、人情风俗入手，悄无声息
地编程，默然完成对这个顽童的哲学启蒙。

成年的龙鸣离开家乡后，做知青、大学生、
大学教师、挂职领导，顺势也成为人夫人父。任
由命运牵引着走，不作过多挣扎，从小村到小城
再到大城，又从齐鲁之滨到南方港城，他在不断
转场中完成了一次次华丽转身。

微山湖像饱经风霜的老母亲，手搭凉棚眺
望每一个依依不舍的游子。那一长串远去的身
影里，就有龙鸣频频的回首……2002年，龙鸣
被岭南师范学院作为人才引进，继续执教生
涯。他有符合南方人想像的北方汉子俊朗高大
外形，初登讲台，即收获学生们“哇”一声合不拢
嘴的集体惊叹，更因为他早年任教哲学，善以深
刻却幽默的思维渗透课程，而折服众学子。

文学讲座中，龙鸣将微山湖的风物娓娓道
来，挥洒自如地抹上一层诗意的水墨。他由课
题分享他的人生断想，润物细无声的互动之中，
演成了一场又一场的异乡回响。

龙鸣的回忆，像一张张彩色的幻灯片，定格

在自己四季转换的来路上，充满人间乐趣，令人
解颐。从《挂职微山湖》中，看到一群机智幽默
的微山湖干部。譬如，弟弟嫉妒地问兄长：“咱
娘为什么对你这么好？”兄长说：“我和咱娘认识
多早。”这一点弟弟永远比不了，服气而去。

国人历来严肃有余，这幽默是微山湖独占
一份的文化遗产。文学情怀浓郁的县长胡昭
穆，自小能写一手好文章，勤政又达观。他的朋
友，作家殷允岭才情横溢，有至情至性，文章出
手，报刊争用。他能打乒乓能喝酒，把龙鸣等三
观一致的朋友揽进怀里，揉搓成一团挚友。

书中还能看到龙鸣之父龙敦聚先生，在人
们思想禁锢、精神闭锁之时，就与同仁挺身而
出，抢救古城破败不堪的“三孔”。他率一众工
匠，呕心沥血苦干3年，使孔府、孔庙、孔林得以
重新开放，并使之名列“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小时候的龙鸣，拥有微山湖边最好的人伦
亲情：慈悲善良的姑姑，憨厚勤劳的姑父，悲

“鱼”悯人近乎痴的落榜表哥，随和亲切的伏羲
庙庙祝，相知相伴的同窗姚铭……点点滴滴，构
成微山湖边人情味浓浓的世俗生活画卷。

书中一些看似轻松的闲笔，却是作者毕生
难忘，强抑激动的勾勒，细微而生动。微山湖边
土生土长的精神“维生素”，如莲蓬结籽，哔哔作
响在湖岸村庄深处，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不屈的
灵魂。

这让龙鸣的乡愁有了不一般的情感归宿，
绽放出经得起岁月考验的故园玫瑰，芳香中还
带点可爱的刺。

龙鸣笔下的微山湖，水草葳蕤，龙潜鱼跃，虾
蟹逍遥，粼波映日吻月。在那个神奇的世界里，
龙有龙的理想，鱼有鱼的活法，虾有虾的念头，在
各自的空间维度，优游自在，偶有交集，也彼此从
容，如岸上芸芸众生，或为俗子，或为贤才，俱尝
尽尘世的艰辛喜怒，也尽得潇洒翱翔之乐。

《大湖鱼龙》龙鸣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大湖鱼龙》的乡愁之美
容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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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拜谒微山岛铁道游击队纪念馆
刘庆霖

一馆观来夕日彤，微山队伍有行踪。
歌声睡了旗还醒，依旧红红托起风。

济宁纪游三绝句
杨逸明

胜迹追寻踏夕烟，古南池畔忆青莲。
凌波处处诗魂在，一朵荷花一谪仙。

飘拂衣衫眼有光，双星塑像碧池旁。
一从巨手当年握，多少好诗都姓唐。

工部祠堂太白楼，我来寻访兴悠悠。
徜徉李杜携行处，感觉鞋尖有电流。

微山县微山岛
潘 泓

湖山隐隐雨潇潇，宇宙浑茫四望遥。
寂寞天寒微子墓，喧阗风动海门潮。
硝烟尽散心须惕，雁浦徐铺色正调。
杀敌英雄瞻仰处，红歌旋律入云霄。

微山湖湿地公园掠影
布凤华

绿渚花汀腾野烟，来观万类竞天然。

擎珠莲动湖光嫰，入肺气含芦色鲜。
市井尘烦抛脑后，鹭鸥倩影掠舟前。
九州处处皆如是，逆旅何愁彭祖年。

登独山岛
阎兆万

诗引微湖觅胜游，独山岛景醉双眸。
风吹古树涛声隐，云绕青峰雁影收。
仙境钟声传远岸，人间烟火唤归舟。
一层再上更高处，脱口吟登鹳雀楼。

微山采风
蒙建华

初冬霁朗山湖静，万丈金笺待剪裁。
画手难描归棹渺，骚人独爱采风来。
含情水鸟声先约，抚影残荷镜始开。
况是经行迷客眼，方惊遍处尽诗材。

读《在峡江的转弯处》（通韵）
闫百川

峡江弯处自逶迤，官渡冲决景更奇。
身俯田畴芳草绿，情牵稼穑寸心痴。
秋风亭上千年月，春雨巴东万户滋。
溪水潺涓东入海，萍踪游子唤归时。

留住乡愁
张成吉

羁旅天涯思故旧，归期未定梦常留。
风吹旷野千枝舞，月照孤城万户愁。
酒醉方知乡路远，诗成始觉客心忧。
残云渐隐青山暮，独倚高楼望水流。

独山岛
张 林

疑是蓬莱烟水摇，涵虚如幻画图娇。
三皇若见今时景，可泛轻舟日日逍？

菊花赞
王允国

岂羡牡丹生富贵，敢同金桂比清香。
千娇百艳独开放，不畏严寒斗玉霜。

息陬春秋书院采风
李文华

金秋十月暖阳天，书院开门纳众贤。
寂寂空庭闻圣语，诲人不倦越千年。

城边行游
卓先胜

金城郭外自行游，漫步翠微遥举眸。
山上菊花光闪烁，湖中夕日影飘柔。
果园深处彩蝶舞，林树高枝丽鸟啾。
秋色宜人如画卷，即吟诗句久停留。

故乡枫叶情
吴爱芹

枫叶飘零诗意长，秋风寒起过山冈。
林间焕彩飞霞色，枝上留痕染晚霜。
遥望故园曾恋舍，渐知往事已苍茫。
此情此景何堪寄，怅对横空雁两行。

过华清池
梁 静

昔沐凝脂十里香，温泉水映月汤汤。
名花娇逊佳人面，仙陛春摇宝炬光。
已是马嵬销白骨，空怜史鉴照红妆。
他生嫁作田家妇，勿把终身托帝王。

北湖孟冬（通韵）
王厚忠

万亩湖光水澹澹，平林尽染合堤岸。
和蕃公主佑乡邦，鸥鹭翔翱日绚烂。

秋雨黑风口（通韵）
王昌珍

仰观秋雨罩风亭，倾耳悬崖击浪声。
斧横雄关英气在，崇文尚武九州兴。

咏 秋（通韵）
陈克启

春信催开花满野，争奇斗艳百千重。
秋来坐看枫林染，叶落湖中万点红。

无 题
甄 言

两地硝烟战未休，他乡儿女已多愁。
恐惊万状蓬间雀，高唱和平瑟树头。

悲 秋（新韵）
吴红珍

漫野纸花飞，低眉涌泪悲。
秋寒乘鹤去，慈父踩莲回。

秋 思
张德升

秋浓树染霜，情笃泪汪汪。
又到思君季，山山着彩装。

《雕工手记》是郭召利继《白马河畔》《大运
河畔》《圣地潮声》之后的又一部力作。

泰戈尔说，一只勤勉的蜜蜂，每一天都会从
芬芳的蜂巢里酿制出智慧的琼浆。召利长期从
事政策研究、舆论宣传和组织人事工作，他在繁
忙的工作之余，勤于思考总结，坚持笔耕不辍，
通过文学化的笔触，将人力资源管理者的职场
道路勾勒出来，展现他们的成长和奋斗，斑斓多
姿，引人入胜。

管理学上有一条定律：“没有无用的人，只
有糟糕的管理者。”人力资源管理是一门科学，
也是一门艺术，它需要管理者敏锐的触觉和深
邃的思考。识人察人难，难在必须抛弃表象，察
其本质，识别出真正的人才；知人善任亦难，需
要以科学的激励之策、高超的用人之道，让合适
的人在合适的岗位上，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文中随笔，思绪灵动，举一反三。召利针对
管理者可能遇到的困惑一一举例说明，将管理
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内容融会贯通，语言通俗
简练、生动活泼，案例内容丰富、紧贴实际，重点
论述了优秀管理者应该掌握的驭心之道、用人
之法、管理之术，深入阐释了决策、创新、制度、
培训、考核、奖惩等方面蕴含的非凡智慧和管理
手段。所有这一切，都饱含着召利日积月累的
实践经验、管理智慧。他从繁琐庸常的工作细
节里，挖掘出鲜活生动的案例，并引经据典，将
抽象的事物赋予了具象的含义，细微处闪烁着
思辨的火花，给人以多方面的启迪。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力资源管理者
被赋予了更加重要的角色，他们既是组织的守
护者，又是员工的引导者。他们以智慧和情感，
引领着组织和员工驶向胜利的彼岸。

文中随笔通过寓言和故事等体裁，化繁为
简，将枯燥的人力资源管理变得易懂简单、生
动有趣。从我观物，到物观我，再到物我相容，
从激情到理性，从粗犷到细微，从溪水潺潺到
大河奔流，每一篇文字里，都展现出召利在人
力资源管理方面独特的个性化视角，澄澈真挚
的感人情怀，以及富有思辨的厚重的人生感
悟。

职业，是每个人安身立命的社会性身份和
标签。它让每一个职场人在不断提升工作技能
的同时，也在通过思考打造自己的心灵道场和
精神坐标。职业可以带给人多维度开放性的思
考，它是一面镜子，反映了每个人主观对于社会
与生活的总体印象，折射出每个职业职场人斑
斓的心灵图谱。

透过本书，我们可以窥见一个人力资源管

理者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窥见他工作之余，将
自己的亲历亲闻、所思所想，化为一枚枚神采飞
扬的文字，化为一篇篇心灵絮语的过程。因此，
我愿把此书推荐给研究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工
作者和更多的基层领导者，相信它能激发你片
刻的思想灵光，助你和你的团队走向成功。

《雕工手记》郭召利 著 团结出版社

职场人斑斓的心灵图谱
王杰

“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
无畏于圣人矣。”在这个充满竞争和变化的时
代，人力资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个组织的
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者能否科学
有效地开发和管理人力资源。

笔者多年从事组织人事工作，深刻体会到
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面临的形势和挑战。尤
其在当前互联网时代，“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
年”。人力资源作为最为关键的战略资源，在它
广袤的领域中，蕴藏着无尽的智慧和洞见，需要
管理者不断学习和实践。

在写作《雕工手记》时，笔者进一步了解了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复杂性和科学性。人是
最复杂的个体，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若开发与
管理得好，可以以一当十，活力四射；反之，也可

能事倍功半，一声叹息。
正如米开朗基罗所说：“每一块石头里面都

蕴含有一尊雕塑，而雕塑师的任务就是把这尊
雕塑发掘出来。”卓越的管理者犹如优秀的“雕
工”，手握刻刀，因“人”构图，因“才”施艺，修剪
人性之惰，打造高效和谐队伍。

他们深知，玉不琢，不成器。每个员工都是
一块未雕琢的原石，蕴藏着无限的潜力；他们懂

得，团队这出戏，没有主配角，只有每个人尽显
其才，方能激发团队的创造力和凝聚力，实现个
人和团队的共同目标。

在这本书中，笔者收录了大量优秀管理者
的案例，他们像雕塑师一样洞察人性的微妙，用
敏慧的心灵和高超的技艺，运用凿、剔、削、契、
磨、刻等手段，引领团队改革创新，勇往直前，取
得非凡成就。他们的故事，将传颂为成功的佳

话，如同一朵朵盛开的花朵，在这本书中绽放，
芬芳而迷人，亲切而温馨。

世界上没有相同的两片树叶，同样，每个组
织和每个员工都是独特的，没有一种通用的管理
方法适用于所有情况。要想成为优秀的管理者，
需要用精湛的“雕工”技艺开辟出透彻崭新的管
理新境界，为团队的成功和员工的成长铸就更加
美好的未来，让自己一步步走向事业的巅峰。

众力众智，无畏于圣人
郭召利

著名文学大师茅
盾先生的《茅盾回忆
录》日文版，由日本名
古屋大学博士、上海
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
日语系主任吕雷宁副
教授译制完成。名古
屋大学名誉教授、名
古屋外国语大学名誉
教授中井政喜予以
补校，名古屋外国语
大学出版会出版发
行。

该书原文 1260
页，套装三册，约123
万汉字，于2013年6
月由华文出版社出
版。日文版则分为
两册，1180页，日文
字数高达160万字。
系译者历时6年，利
用工作之余完成的。

茅盾是现代文
学巨匠，其生活在中
国国内云谲波诡、跌
宕起伏的大变革时
代，他顺从地接受命
运的安排，经历了常
人难以承受的精神
打击，感受了五味杂
陈的人生体验，文学
成就在现代文学史
上熠熠生辉。

《茅盾回忆录》
让我们得以分享茅
盾先生在各个时期
的点点滴滴与跌跌
撞撞：既有春风得
意、扬眉吐气的高光
时刻，又有饱经忧
伤、备受煎熬的艰难
历程，还有感情蹉
跌、失魂丧魄的苦涩
回味，更有峰回路
转、充满希冀的殷切
期盼。从文学论战
到含饴弄孙，从颠沛
流离到桑榆垂暮，林
林总总，不一而足。
其丰富的内涵和深
邃的思想，将我们带入到峥嵘岁月的回忆
之中。

译者吕雷宁阅读《茅盾回忆录》后，为
其严谨的思想性和浓厚的趣味性所折服，
遂决定向日本国民译介该书，让日本民众
分享作品的精彩，领略茅盾的文学人生。
两千多个日日夜夜的精耕细作，成就了这
部卷帙浩繁的日文回忆录，译介之梦如愿
以偿。由于所在院校大力支持，在日出版
工作也十分顺利。

这部浸淫着译者深情的《茅盾回忆
录》，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
推向日本文坛，为中国文化走出国门作出
了积极的贡献。

《茅盾回忆录》（日文版） 吕雷宁 译
（日）名古屋外国语大学出版会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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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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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织笔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