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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笛，成都电视台二频道新闻主播，曾
多次主持“快乐男声”“超级女声”四川赛区
比赛，算得上是成都播音界炙手可热的人
物。然而，我认识陈笛时，他刚刚在播音界
崭露头角，和我刚刚在文学上起步一样。让
我至今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是，那时，陈笛在
电台朗诵我的诗作《当生命的钟敲响起来
的时候》，在听众中引起很大反响，不少听
众还写信到电台要求重播。对于这件事，当
时和陈笛同在一个节目组的著名电台主持
人陈革感慨地说，他在电台工作多年，听众
写信点播诗歌还是头一次遇上……

事实上，和陈笛相识是在认识陈革后，
不过时间上仅隔了一天。当时，“四川经济
广播电台”开播不久，陈革主持了一档文学
节目《竹林笔会》，我便去送稿给他，没想到
陈革竟邀请我第二天中午和他一起做《竹
林笔会》的访谈直播。第二天，我便又坐公
交车赶到位于成都红星路的省电台。

刚到电台大门，一个小伙子便上前问
我：“你是杨嘉利吧？我叫陈笛，是陈革老师
叫我来接你的。”

陈笛这个名字，我一点也不陌生，他和
陈革主持同一档节目，从电台里经常听到
他的声音，觉得他比陈革年轻很多。果然，
眼前这位英俊帅气、留着时尚发型的小伙
子，看上去也就20多岁，年龄和我差不多。
做节目时，我得知，陈笛和当时这家新开播
电台的很多年轻主持人一样，是刚招聘的
新人，陈革则是他们在播音上的指导老师。

和陈笛第一次打交道，我们的交流并
不多，他把我带到陈革的办公室后，便去忙
他的工作了。

电台节目，那时候大多设有男女主播，
分成两组轮流主持。比如我投稿的《竹林笔
会》，就是当时四川经济广播电台中午时段

“岷江新潮”的一个小栏目，陈革和陈笛便
是这档节目的男主播，他们的女搭档分别
叫剑霞和赵晓，都是红极一时的广播人。不
过在我的印象中，陈笛主持《竹林笔会》的
次数并不多，他主持的节目大多是时尚、好
玩的内容，我很少听他在节目中朗诵诗歌。
所以，尽管和陈笛有了接触，可我后来写了
诗和散文，还是会交给陈革。陈革朗读诗歌
在我听来真是一种艺术享受。

但有一次，我去给陈革送稿时，他却不
在办公室，我便把诗稿交给陈笛，原本打算
请陈笛转交给陈革，没想到他看了我稿笺
纸上字迹歪歪斜斜的诗作后说：“这样吧，
我今天中午就安排把你的这组诗播了。”

果然，下午1点多钟，我正走在大街上，
突然就从街边商铺的收音机里听见陈笛和
赵晓正在广播我的组诗《当生命的钟敲响
起来的时候》。

当时在成都，听经济电台广播简直成
了时尚，从早到晚这家电台的台标音乐会
不时传进我的耳里。所以，走在大街上竟能
听见自己写的诗从经济广播电台播出来，
那种感觉真是既美妙又神奇。和陈革的朗
诵风格不同，陈笛朗读我的这组诗时，连背

景音乐也选择的是当时的流行歌曲，让人
感觉很新鲜。难怪这组诗播出后收到了很
多听众来信，要求重播这组诗。

因为这组诗，我和陈笛的接触后来就多
了起来，也常会把我写的诗和散文交给他广
播。可这样的时光并没持续多久，我因开始
做新闻采访，写诗、写散文就渐渐少了，自然
也很少再给电台投稿。再加上每天需要外出
采访，后来和陈笛就完全没有了联系。

记不清是2006年还是2007年的夏天，
一天晚上我在家中写稿子，突然听到电视
里传来一个声音：“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
主持人陈笛……”尽管很多年没听过陈笛
主持节目了，可他的声音还是让我一下子
听了出来。我急忙来到客厅，电视上果然是
陈笛正在主持一场选秀比赛。

10多年了，我又一次见到陈笛，而且是
在电视上。让我感慨的是，虽然此时电视上
的陈笛依然年轻，朝气蓬勃，但主持风格却
更加稳健大气。此后，只要电视上有陈笛主
持的节目，我便会格外留意。是呀，从认识
陈笛，到在电视节目上看见他，他已从一名
广播主持人蜕变成为优秀的电视主持人。

2011年三四月吧，蒲江县搞了一次春
茶节，我去采访，还没到开幕式现场就听见
了主持人的声音，不用问，我便听出是陈笛
在主持。中午活动结束，陈笛从舞台上下
来，正好遇见我，他竟一下子叫出了我的名
字：“杨嘉利，这么多年你还好吗？”当听我
说我也在做新闻采访时，陈笛很意外：“是

吗？想不到我们还做了同行。”
因为要赶回电视台播新闻，陈笛那天

没能和我聊上多久。临走时，他叫我记下他
的手机号，并说：“往后多联系，有事就给我
打电话。”但又过了好几年，我和陈笛还是
联系不多。毕竟他如今已是电视台的新闻
主播，每天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自然不好
常去打扰他。

去年9月，我的诗集《彼岸花》出版，我
供职的报社打算为我做一场诗歌分享会，
需要邀请一些朗诵嘉宾，我自然想到了陈
笛。毕竟20多年前，陈笛把我的诗歌朗诵得
感人至深。我随后便尝试在微信上向陈笛
发出邀请。

陈笛爽快答应了，并叫我把需要朗诵
的作品发给他，他要提前做准备。

陈笛做主持人已近30年了，按说登上
舞台朗诵几首诗，对他来说完全是驾轻就
熟的事，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叫“小菜一碟”，
可想不到他还会叫我先把诗稿发给他做准
备，可见他对工作非常严谨认真。由此，我
也突然明白，不管做什么事，只有认认真
真、脚踏实地，才能干出让人骄傲的成绩。

尽管在我的诗集分享会上，由于电视
台临时有活动需要他主持，陈笛最终没能
来到现场。但他给我发来了一条微信，是这
样说的：“嘉利，不能去参加你的诗集分享
会，真的很抱歉。下次吧，等你下一本诗集
问世时，我一定要好好朗诵几首你的作品，
我相信你的诗一定会感动所有人……”

总有朋友问我炒股赚钱的秘
诀。我总是坦诚相告：“一要精选个
股，二要高抛低吸。”多数人觉得这
个答案没有说到点子上，干脆引导
着我说：“你就别给我讲这些了！直
接告诉我买啥、啥价位买、啥价位卖
就行了。”这时，我就真的无语了。

后来，我在朋友圈看到了对“买
啥、咋赚钱”的神回复，一是“掷骰
子”，二是“倒着做”。这让我很受启
发，不能不对回复人肃然起敬了。继
而，我感到有点惭愧，责怪自己的回
复确实过于墨守成规，不能满足提
问人轻松赚钱的愿望，等于给别人
讲了绝对正确的废话，往深处想是
有点对不住人家的。

从识字读书开始，我接受的都
是传统教育，始终相信“天道酬勤”
的道理，还背诵了一大堆有关“一分
耕耘，一分收获”的名言警句，如“宝
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书山
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成
功=99%的汗水+1%的运气”，“天上
不会掉馅饼”，等等。在我看来，单纯
依靠运气或者投机取巧而能够成
功，要么是小概率事件，要么是不可
持续的。把成功放在依靠运气或者
投机取巧上面，不是对自己不负责，
就是太愚蠢。固执地相信自己的运
气或者“万一的成功”，要么是迷信
思想在作祟，要么是守株待兔思维
在作怪，病根都在懒惰上。

我的炒股经历印证了这种教导
真实不虚。我经历了1992年以来的
几次大牛市和大熊市，几乎每次都
是牛市时账面富贵，熊市时赔了本
金。2015 年股灾前后账面价值的悬
殊让我第一次感到了炒股的痛苦。
这种痛苦促使我反思两个问题：一
是，我为什么总是赚了数字亏了本
金？二是，怎样做才能赚钱？

股谚云：七赔二平一赚钱。这说
明炒股亏钱者多，能够赚钱者少，也
证明了“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是句金玉良言。那么，一轮牛熊下
来，我为什么总是亏钱呢？认真反思
后，我不能不承认：尽管我炒了二十
多年股票，但是，我总共花在股市研
究上的时间可能还不到一年，我总
是听消息炒股，凭感觉买卖，毫无主
见。没有主见的原因，是自己不爱研
究，不愿思考，不掌握能够形成独立
判断的数据。买啥、啥时候买以及啥
时候卖等都是向别人打听的，所以，
我的买卖是随意的，没有根据的，也
是没有自己的判断的，遵守纪律也
就成了无根之木。这么多年，除了股
市走牛时看看盘，我花在股市上的
时间确实是少得可怜的。既如此偷
懒，我不亏钱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了。

那么，怎么做才能赚钱呢？总结
自己二十多年股市投资的教训，我
不得不承认：要想炒股赚钱，先要练
就真功夫。这些真功夫至少应该包

括五个方面：一，必须具有独立研究
并正确判断宏观、中观、微观基本面
的能力和认真的态度；二，买进个股
前，必须能够理解其业务、财务、市
场地位以及它所处的行业及其逻
辑，必须至少研究其在近两个经济
周期内的市场地位变迁及股价波动
规律，必须能够结合市场状况对其
进行合理估值并判断其可能的市场
价格，必须能够理解其股性，必须大
概判断出主力的成本、进入时间及操
作风格，连续关注其股价走势不少于
三个月，必须逐条列出买进及卖出的
条件，必须设定止盈点和止损点；三，
要有耐心等待个股回到合理价格区
间，绝不急躁冒进地高位买股票；四，
必须坚守三个铁的纪律——不理解
的股票坚决不买，不在盘中随意决定
买卖股票，买进的个股必须执行止盈
止损的纪律；五，买进股票后，随时关
注买卖条件的变化，并据此适时作出
新的决策，并立即执行。这些真功夫
概括起来就是十六个字：研究透彻，
等待时机，遵守纪律，高抛低吸。

反思总结后，我决定继续投资
股市，把懒惰的学费通过勤谨挣回
来。近三年，我每天花在与股票投资
有关的工作上的时间都不少于8个
小时，并坚持天天反思总结。果然天
不负人，近三年我都获得了满意的
收益，今年实现了开门红。

不过，说实话，这钱赚得很辛
苦。与“掷骰子”“倒着做”相比，实在
是笨得很，苦得很。如果我也能够通
过掷骰子在股市赚钱，就坚决不会
按照现在的笨办法去做。如果真的
能够倒着做股票，我也愿意随随便
便地把钱赚了。

掷骰子赚钱的关键，是运气总
在自己这一边；倒着做的关键，是必
须能够找到对手盘。而我，从来都不
敢相信运气总在自己这一边，至今
也没能够找到倒着做的对手盘，因
此，只好继续坚持按照自己的笨办
法赚点辛苦钱。

我之所以无语，是因为我与提问
者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人家之所以
那样问我，一是可能相信我，二是希望
我能够像神仙一样给他一个轻松赚钱
的确定的答案，让他能够躺着就把钱
赚了。是啊！仅以A股而言，从三千多
只股票中选择出能够确保赚钱的投资
标的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啊！高抛低
吸或者低吸高抛，则更加费心劳神。我
就经常误判了K线，做错了方向。让别
人像我一样去辛苦地赚钱，实在是不
仁的。对提问者而言，如果我能够每天
都给他推荐一只天地板的股票，且通
知他于跌停时立即买进，静等当天收
在涨停板上，该多好啊！

也许，再有人问我炒股赚钱的
秘诀时，我也该推荐这两个轻松的
方法——掷骰子，或者倒着做。至于
是否真行，呵呵，让人家高兴高兴
嘛！

老爸快80岁了，今年春节他要回农村
老家广安华蓥山三溪河办坝坝宴。

这事老爸事先曾给我说过，我当时感
到有些诧异，因年底工作太忙也没有多在
意。直到快大年三十了，老爸再次问起此
事，我才感觉到老爸对这件事非常认真
了。既然老爸决心已定，那就办吧。老爸
说：这一切都安排好了，我们只管回去就
行了。他已托幺叔在老家操办，客都已经
请了。看来老爸自从给我讲了此事后，就
已谋定而动了，根本就没有指望由我去具
体谋划和安排。

老爸今年春节为何要在老家办一次
坝坝宴？这一直是我想要了解的“谜团”。
看得出老爸十分在乎这件事，但他又缄口
不言。从他的言行举止可以肯定地说：他
所办的这次坝坝宴是必须的，而且是有某
些道理的。

老爸既然不说，那就随他一起回老家

赴宴吧。我的老家坐落在广安华蓥山下渠
江河畔,一个百年老院，百年的风剥雨蚀，
已物是人非了。老院历经沧桑，不堪负重。
堂屋已坍塌，只剩的厢房也已倾斜欲倒，
原亭台楼阁、雕梁画柱的残垣散落在泥墙
和瓦砾之中，给人一种“破败”的感觉。回
到老家，老爸久久地站在院坝中央，凝视
眼前的物景，心里有些不是滋味。老爸曾
说：“这老院啊，历经百年，怎么就毁在了
我这一辈人的手里啊。”老爸显得很内疚
和自责。记得老爸曾经给我们讲过有关老
院的一些事情，老院是爸的祖辈建起来
的，从这一脉发展至今已是人丁兴旺，其
后裔遍及全国各地。而今老院已老，人走
屋空。特别是近些年，几乎没有一人居住，
一个繁衍了数代人，饱囊了历代沧桑与酸
苦的百年老院也就这样寿终正寝了。最让
老爸感到不快的是，他没有守住和保护好
这座老院，因为这个老院曾经在他年幼的

心灵里留下过欢乐和喜悦深深的印迹。
那是解放前，老爸的二爷爷和他的父

亲受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一个在老家当甲
长，一个在老家当保长，以此来掩护地下
党组织工作。他们都是华蓥山游击队的队
员，老家的老院便成为了当年华蓥山游击
队活动的根据地和联络站。小说《红岩》中
双枪老太婆的原型刘隆华就曾经驻扎在
老家的大院里，最让我老爸记忆犹新的
是，我姑姑出生就是“双枪老太婆”接的
生。老爸那个时候还小，还不知道他们在
做些啥，只晓得一批人走了，又一批人来
了，老爸的父亲和老爸的二爷爷总是忙上
忙下，忙得不亦乐乎。后来老爸才知道那
就是共产党在做地下革命工作。那段历史
和记忆在老爸心里刻骨铭心难以忘怀。老
爸有时还饶有兴趣地讲：那就叫不忘初
心。老爸这次坚持要在老家办坝坝宴，缘
由是不是他“不忘初心”啊？

坝坝宴没有在老院办，因为老院已不具
备办宴席的条件了，而是在离老院不远处的
幺叔儿家的院坝里办的。我在幺叔家看到了
老爸提交的请客名单，上面不仅有自家的亲
戚朋友，还有一些不认识的人员名字。我问
幺叔是怎么一回事？幺叔告诉我说：你爸主
要请了老院这一脉的长幼老少，还有以前所
熟悉的地下党员的后裔，他想利用今年春节
的喜庆之日与他们聚一聚，叙叙旧。一是家
中人要明白，我们都是从老院子里走出来
的，那是我们同根同脉同生长的地方，那里
有我们的祖辈们激情燃烧过的岁月，更有着
一段光荣的历史。尽管老院倒了，但我们这
族人的精神不能倒。二是原地下党员多数不
在了，和其后辈一起叙叙父辈的事也算是一
种纪念与缅怀。幺叔这么一说，我才懂了老
爸的良苦用心。老爸的这一举动，不油让我
真的对他肃然起敬，他对祖辈们在老屋留下
的那些岁月年华的珍贵记忆可说又是一次
深情的回眸和展望!

坝坝宴按时举行，老爸显得有点激动。
看到这么多同根同脉的老老少少，看到那些
地下党员的后辈们，老爸用他洪亮的声音为
开席献词：今天我很高兴，高兴的是你们的
到来，让我看到了我们家族的兴旺。特别是
我童年时代的这些特殊朋友的到来，更让我
激动而感慨。在你们身上，我似乎看到了当
年战火纷飞年代里，为了一种信仰，不惜“抛
头颅，洒热血”而骁勇善战的父辈们的身影。
今天，我们的祖国更加强大起来了，我们不
能忘了我们的先辈们、先烈们。请大家举起
杯，为缅怀他们对革命的卓越贡献，传承他
们的精神，干杯！这段话，从老爸口里铿锵有
力地讲了出来。从他饱满的情绪中，我们感
到了一种力量的震撼和初心的坚守!

席间，老爸和朋友们所聊的几乎都是
先辈们的一些精彩事迹片段，津津乐道，
动情之处手舞足蹈，高兴之情溢于言表。
新年的阳光暖暖的，照在坝坝宴上，打在
席间每个人的脸上，散发着无比的幸福，
荡漾出年的浓郁和喜悦……

老爸今年春节回老家办坝坝宴，我总
算明白了他的真实原因和用意，我也算清
楚了一个退休多年的老党员对信仰的执
着与坚守的情怀。从老爸的身上，我再次
被信仰的力量与伟大所感染，人到老年，
还那样恒心恒志，不忘初心，矢志不渝地
坚守那份信念，真是难能可贵！

我终于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做一个
有信仰的人，一定也会是一个很快乐很幸
福的人！

老爸办坝坝宴
□ 张晓天

如果股票能够倒着做……
□ 冯大力

主播陈笛
□ 杨嘉利

陶武先组诗
壮怀吟

(一)
苍生入世艰，
寒雨出门难。
锐气驱迷雾，
长歌别远山。

(二)
披肝寻胜境，
悟道写华年。
不齿三番苦，
兼程一路酣。

(三)
莫叹人生短，
无惊暮色残。
图新扬老骥，
笃志迈雄关。

明师

正身崇品格，
高学育贤良。
愿沁风华茂，
情衷孔道泱。

匠运

控程凭技巧，
操具靠机灵。
精品能工创，
钟情实业兴。

触景

目送长空鹤，
心痴短笛声。
霞光挥画笔，
水墨纵诗情。

游兴

花香迷彩蝶，
雁语贺阳春。
漫步崎岖路，
寻思岁月痕。

友会青城

年少同窗，古稀会晤；蓄
念千言，吟诗二首。

(一)
同窗逐梦步阳关，
别路含辛话昔年。
古堰流连千里远，
今朝感奋一堂欢。

(二)
漫步芳丛乐昊天，
提神爽气扫苍颜。
抒怀恰似岷江水，
度隘何妨玉垒山。

“拉大锯，扯大据，姥家门前唱大戏，
接闺女，叫女婿，外甥、外甥女都要去
……”每当听到这熟悉的歌谣，总让我陷
入儿时的回忆！是啊，去外婆家是我们兄
弟姐妹最奢望的，因为不仅外婆会给我们
准备好多的美味佳肴，更重要的我们还会
坐上一回火车！坐火车是最高兴的事情，
那也是向伙伴们炫耀的资本。

外婆家在距离我家很远的北部山区，
去外婆家要经过国道，过条河，绕过一座
山，对了，更有铁路。上世纪70年代末交通
还不发达，妈妈带我们去外婆家就坐火
车。每次去外婆家，妈妈都要带我们到离
家15里地远的一个小火车站去坐火车，然

后中途中转一次，才能到外婆家。那时的
火车是绿皮的，而且是烧煤的，行驶起来
火车头冒着浓烟，发出“哐当、哐当”的响
声。不过，我们稚气的脸上满是新奇还有
满足。坐上火车，眼睛就开始左看、右看，
前看、后看，看着形形色色的人们的穿衣
打扮、举手投足，听着他们那南腔北调，感
觉比看一场电影还要享受。时不时还趴在
车窗前瞧上一会儿窗外一闪而过的风景，
也令我小脑袋里冒出很多的遐想。心里那
是甜蜜蜜的！

记得有一次，因为搭乘生产队的马
车，而马又是小马驹子，左拐右拐的就是
不顺络。等停一阵走一截地到了火车站，

就错过了坐绿皮火车的时间，火车早已开
走了。妈妈就带我们搭上运送煤矿工人上
下班的小火车。这种小火车很简单，没有
普通火车那么大的车厢，就像小房子一间
一间连在一起，而且火车也不是绿皮火
车，是黑色的，里边有简单的桌椅。上车
后，矿工叔叔们就把我们几个孩子抱到座
位上，其中一位叔叔还往我们手里塞两个
苹果。现在想想，那岂止是两个苹果，那是
工人叔叔的一片心啊！妈妈和我们的心里
都是对工人叔叔的感激！

还有一次坐火车，妈妈和之前的同事
——一位女老师意外重逢，两人分外激
动，相互倾诉着离别之后的境况。教师阿

姨告诉妈妈她还在教书，又问妈妈在做什
么，妈妈说在家里侍候老人还有孩子。阿
姨听后连连叹息，唠叨妈妈不应放弃教师
生涯，毁了自己的前程。妈妈这一次一路
无语，可我知道妈妈是痛苦的，更知道妈
妈是为了久病在床的奶奶、爷爷和孩子们
不得已而为之啊。那次坐火车自然成了妈
妈心痛的记忆，也使我们几个孩子明白妈
妈为这个家付出了许多，包括她放弃自己
的事业！

儿时坐火车是欢乐的，虽然也夹杂着
些愁绪，可在我心中都是永恒的记忆，都
是美好的回忆。坐火车，陪伴了我的童年，
也装点了我的童年，难忘儿时坐火车！

难忘儿时坐火车
□ 顾丽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