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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 莲 马琪琳） 1月18日
下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兴化市第十三
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
庄严的国歌声中闭幕。

市四套班子全体负责人参加闭幕式。市
政协副主席吴海盈主持闭幕式。市政协副主
席王福全报告十三届二次会议提案初步审查
情况。市政协副主席丁永明宣读《关于表彰
2017年度先进委员小组和优秀政协委员的决
定》以及《关于表彰2017年度优秀提案和优
秀社情民意的决定》。

会议期间，委员们听取和审议了十三届
市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的报
告，听取了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通过了大
会决议；列席了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第一
次全体会议，听取和讨论了政府工作报告及
其他有关报告。大家以高度的政治自觉、认
真的参政态度，通过大会协商发言、分组讨
论、提交提案和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多种形
式，深入协商议政，踊跃建言献策，生动践
行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充分展示了新时代
政协委员的崭新风采。截至 1月 17日下午 5
点，政协委员共提交提案 289件，经初步审
查，立案 280件。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兴化
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市政协主席沙顺喜指出，2018年，要充
分发挥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渠道

和专门协商机构，作为最广泛爱国统一战线
组织的作用，坚持以中共十九大精神为引
领，自觉贯彻党委重大决策部署，以建设里
下河生态经济示范区、全力打造“四大生
态”为重点，努力开创政协工作新局面，为

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贡献。
沙顺喜强调，新时代赋予政协新使命，

要不忘初心，做一个有情怀、有格局的委
员。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政协工作的领导，更
加自觉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牢固
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关注民
生，推动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党委、政府分
忧，为人民群众解难。要聚焦中心，做一个
有责任、有担当的委员。紧紧围绕“党政所
谋、群众所需、政协所能”的重要课题，认
真开展协商议政和民主监督。紧扣党政工作
大局，自觉把工作放到推动高质量发展一
线、放到里下河生态经济示范区建设新征
程、放到人民群众的需求期盼中去，多提有
深度、有分量、有价值的意见建议。牢牢把
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密切与各界群众的
联系，协助党委、政府做好协调关系、理顺
情绪、化解矛盾、增进团结等工作。要保持
恒心，做一个有能力、有底气的委员。提高
政治把握能力，积极参加委员集中培训，坚
持问题导向和系统化思维，多为群众的福祉
提建议、谋对策，真正做到“懂政协、会协
商、善议政”。要坚定信心，做一个有作
为、有贡献的委员。发挥好委员在本职工作
中的带头作用、在政协工作中的主体作用和
在界别群众中的代表作用，进一步提高履职
尽责的自觉性、协商议政的主动性、民主监
督的积极性，创新工作机制、工作方法和工
作手段，努力把职责履行得更实，把作用发
挥得更好，以高质量的履职成果和工作业绩
为人民政协事业增光添彩。 摄影： 张娈鸾

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闭幕
一次团结民主、求实奋进、凝心聚力、共谋发展的大会

本报讯（记者 徐冬梅 张娈鸾）1月18日
上午，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
体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翟云峰主持会
议。

受市人大常委会的委托，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吉天鹏向大会作兴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吉天鹏说，2017年是本届人大常委会依
法履职的开局之年，也是致力实现“奋力超千

亿、全面达小康”目标的重要一年。一年来，
市人大常委会在中共兴化市委的坚强领导
下，全面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
念新思想新战略，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紧紧围绕全市发展大
局，把握时代要求，认真依法履职，主动担当
作为，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谱写了人大
工作与时俱进的新篇章。

吉天鹏表示，过去一年常委会取得的成

绩，是市委正确领导，全体代表、常委会组成
人员共同努力，“一府两院”密切配合，社会各
界大力支持的结果。他代表市人大常委会，
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2018年是决胜高水
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常委会将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紧紧围绕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和市委十二届四次全会决策部署，认识新
时代，把握新方位，坚持依法履职，力求精准发
力，为推进“两聚一高”新实践和民主法治建设

作出新的贡献。
吉天鹏在报告中对新的一年市人大常委

会的工作提出三点建议：围绕核心，在贯彻落
实十九大精神上有新成效；聚力中心，在履行
法定职权上有新作为；不忘初心，在加强自身
建设上有新面貌。

会上，市人民法院院长张伟向大会作市
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钱
飞向大会作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大会通过了相关选举办法。

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政协兴化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在中共兴化市委的领导下，在市各有关方面的
关心支持下，经过全体委员和与会同志的共同
努力，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就要闭幕了。

这次大会是在全市上下贯彻落实中共十
九大精神和市委十二届四次全会决策部署，
奋力开启里下河生态经济示范区建设新征程
的关键时期召开的。市委、市政府对这次会
议高度重视。会议期间，市委李卫国书记在
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了主题鲜明、催人奋进的
讲话，充分肯定了市政协一年来的工作，就做
好下一阶段政协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黄红旗
市长等领导同志参加会议期间相关活动。委
员们深受鼓舞、倍感振奋，表示要以时不我
待、只争朝夕的精神状态，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发挥优势、积极履职。会议期间，委员们
听取和审议了十三届市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和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十九大精神
宣讲，通过了大会决议；列席了市十六届人大
二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听取和讨论了政
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有关报告。大家以高度的
政治自觉、认真的参政态度，通过大会协商发

言、分组讨论、提交提案和反映社情民意信息
等多种形式，深入协商议政，踊跃建言献策，
生动践行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充分展示了
新时代政协委员的崭新风采。会议开得圆满
成功，是一次团结民主、求实奋进、凝心聚力、
共谋发展的大会。

新时代蕴含无数机遇，也充满诸多挑
战。新时代赋予政协新使命，新时代呼唤政
协新作为。2018年，我们要继续秉承优良传
统和作风，充分发挥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
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作为最广泛
爱国统一战线组织的作用，坚持以中共十九
大精神为引领，自觉贯彻党委重大决策部署，
以建设里下河生态经济示范区、全力打造“四
大生态”为重点，努力开创政协工作新局面，
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贡献。

新时代赋予政协新使命，我们要不忘初
心，做一个有情怀、有格局的委员。我们的愿
景越美好，责任就越重大，就越需要有情怀和
格局，需要更加广泛地凝聚人心、凝聚共识、
凝聚智慧、凝聚力量。有情怀、有格局，体现
在不忘初心的思想自觉上。十九大报告指
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人民政协
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总
任务总目标服务的政治组织和民主形式。过
去是这样，现在、将来仍然是这样。我们要始
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中国共产党
对政协工作的领导，坚持履职为民理念，并落
实到政协工作的全局。要更加自觉地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
导实践、推动工作，更加自觉地维护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做
到政治上旗帜鲜明、思想上同心同向、行动上
步调一致。有情怀、有格局，体现在乐于奉献
的价值追求上。要把个人的追求、个人的奋
斗、个人的价值，融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伟大实践，汇进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时代洪流。要对政协工作始终倾注真情、满
怀豪情、燃烧激情，乐做政协人，热心政协事，
做到心态好、胸怀宽，不图名利，不计得失。有
情怀、有格局，体现在满腔热情的为民情怀
上。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
为事业立言、为人民发声、为历史留痕的境界，
持续关注民生，推动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党委、
政府分忧，为人民群众解难。 （下转第2版）

（2018年1月18日）

沙顺喜

在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
本报讯(记者 陈 华)1月18日下午，

市政协十三届常委会召开第八次会议，
协商通过市政协2018年工作计划。

市政协主席沙顺喜主持会议。会议
通报了市政协 2018年常委会议、主席协
商会议、视察、对口协商、主席走访、专题
调研、民主评议以及其他活动的内容和
时间安排。经过充分协商，会议原则通
过了市政协2018年的工作计划。

会议还通过了有关决定和人事事
项。

市政协副主席邹祥龙、彭国良、丁永明、
吴海盈、王福全，秘书长王宇云参加会议。

市政协十三届常委会
召开第八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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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楚水 周
刊

水浒传中洪太尉的隐喻意义

小说家刘仁前的散文集《楚水风物》，
是一部味与趣轻溢的乡村物语。它逗引我回
到以前的乡村世界，放映着那些已经久远，
但依然活动在我心底的人情物景，回味起曾
经的生活。

《楚水风物》是关于一地风物的话说。
这里的“楚水”，言指作者的家乡兴化。此
地古代归属楚地，水乡泽国，有的是水。所
以，称名为“楚水”。“风物”，分说是风景
和物品。《楚水风物》凡六辑，中有“风中
的摇曳”“水底的悠游”“旷野的精灵”“农
家的菜地”“时令的味道”和“民间的情
感”等，记写了菱、高瓜、河蚌、毛鱼、麻

雀、野鸭、扁豆、
连根菜、糖团、春
卷、煮干丝、三腊
菜等63样物事，大
多为舌尖之物。可
见《楚水风物》所
写以物为主，但物
本身也是景，而且
物中有“风”，风
俗 风 情 ， 尽 在 其
中。一地有一地的
风物，兴化也是。
《楚水风物》 呈现
给读者的是具有地
域特色的物事。一
集之中涉及这么多
的风物，好像并不
多见。闲读作品清
简淡远而生色留香
的描叙，仿佛是在
翻阅一幅幅楚水的
风物志、风情画和
生态图。

风物之类，是
散文写作中的经常
性内容。这不仅因
为风物与人类原是
一个不可分割的生
态共同体，更在于
它是我们生活中的
重要存在，是触发
我们个体生命情思

感悟的媒质。现代散文作家周作人曾有自
道：“我从小时候和草木虫鱼仿佛有点情
分，《毛诗草木鸟兽鱼疏》《南方草木状》以
至《本革》《花镜》都是我爱读的书，有一
个时候还曾寝馈于《格致镜原》”。一时间
他热衷于“草木虫鱼”的写作，写有《苋菜
梗》《水里的东西》《故乡的野菜》《鸟声》
《苍蝇》等散文小品。钟敬文以为“我的文
章，很与周作人先生的相像”，事实上也是
这样。他的《荔枝小品》中的《荔枝》《忆
社戏》《水仙花》《啖槟榔的风俗》和《花的
故事》等有明显的周作人“草木虫鱼”的影
子。回到刘仁前这里，他一直追慕里下河文

学的标志性人物汪曾祺先生。而汪曾祺的散
文就多有写风物的，如《吃食和文学》《故
乡的食物》《韭菜花》《花》《果园杂记》《葡
萄月令》等。刘仁前的《楚水风物》所写风
物，有一些是汪曾祺在《故乡的食物》中曾
经写到过的。刘仁前写到关联处，往往直接
引用汪曾祺的记写。其用笔风格，也有意学
习汪曾祺的笔调，不难看出《楚水风物》中
是有汪味的。

写物的散文，其前提当然要得物。而得
物之要，作者须是博物者，体物者。物在生
活之中，体物之深，博物之广，要求作者是
一个“生活家”。刘仁前是的。这已由《楚
水风物》 告诉了我们。如 《荸荠·茨菇》
篇，说到两物的育栽，不仅说到“均需育秧
子”，而且细说两者“育法不太一样”。作者
话说它们的“不太一样”头头是道。要是没
有一些生活经验，是定然写不出这样得物的
文字的。还是这篇作品，写荸荠和茨菇的收
获，作者言，“翻挖较常见。然，终不及

‘歪’，颇多意趣”。这里一个“歪”字，极
妙！“歪”，方言，一个富有表现力的方言，
写活了一个物事收获的情态。枯水了荸荠茨
菇田，“或有一群男女，光着脚丫子，踩进
田里，脚下稍稍晃动，‘歪’上几‘歪’，便
有荸荠、茨菇之类，从脚丫间钻出，蹭得脚
丫子痒痒的，伸手去拿极易。”“歪”写出了
枯水田泥水的质感、收获物事的方法，也造
型感极强地展示了收获者的身像。如果作者
没有“歪”过，体会过，那是想不到要用这
个动感十足的动词的。

好散文是一种有滋有味、有情有意的说
话。《楚水风物》，作为一种物语，也就是一
种别致的关于味蕾物的说话。如冬日围炉趣
谈，或如夏夜纳凉闲话。说话，自然有一个
话题，《楚水风物》中就是具体的风物。但
写风物，不是结结实实地静态地写，而是能
发散开去，在纵横关联中显示出物存在的丰
富性。这样的写作，不仅需要作者观物懂
物，是物的行家，知道物在生活中用场，也
需要作者有足够的关于物的知识储备。如首
篇《菱》写得就散活有致，尺幅之中有着丰
富的内存。开篇由夏季河面莲蓬横铺之景，
作者引用宋代杨万里“菱荇中间开一路，晓
来谁过采菱船”加以描绘，自然而贴切。后

解释“菱角”之“菱”，引用李时珍《本草
纲目》短语说明。中间写女子采菱场景，先
引刘禹锡 《采菱行》，以“荡舟游女满中
央，采菱不顾马上郎”，言尽采菱的快乐。
再由《采菱行》上溯到南北朝徐勉的《采菱
曲》，“采采不能归……预以心相许”，写出
了少女的相思。作者由眼前物，转入物的历
史文化关联，这样风物就中有了文化的滋
味。作品最后由菱角文化之味，写到了它的
实用价值。引李时珍语，以证明菱可入药，
能补脾胃，可轻身减肥。又引日本《医学中
央杂志》菱可抑制癌细胞变性和组织增生
语。文尾则以“鲜菱米烧小公鸡”这道菜的
烹制作结。整篇作品作者观菱品味，既说菱
的物性物用，又谈有关菱的诗句。作者的博
知多闻由此可见。作品的这种“知趣”是周
作人小品的一种风致，在汪曾祺的散文中也
是习见的。刘仁前的《楚水风物》有意为
之，构成了一种有意味的写作特色。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散文虽然不像诗那
样讲求语言的诗性，但言之有文，话说有
味，却也是不易达成的。《楚水风物》的语
言是一种有文有味的语言，其笔调清新疏
朗，简笔多意，冲淡有味。总体上看，作者
观物得物，品物朵颐，自然清扬欢愉。但作
者不只是一副笔墨。像《山芋·芋头》篇，
说到芋头，作者从往事中拣出“让我掉泪”
的沉郁事。困难年外公不得已找到条件好的
亲戚家门上，“想讨口米饭”，结果只得“一
碗照得进人脸的米饮汤”。回到芋头的叙
说，作者介绍有母芋、子芋、孙芋曾孙芋、
玄孙芋等等。写到这里，再顺上一笔：“看
起来，这芋头的亲情关系，比人要好得
多。”看起来好像是闲笔，却让我们看到了
作者笔力犀利深邃的一面。此外，作者对于
语言之美也是考究的。

读《楚水风物》，我很自然地想到鲁迅在
《朝花夕拾》“小引”中说的话：“我有一时，曾
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
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
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我想《楚水风
物》中写到的60多种物事，大约也是使刘仁前

“思乡的蛊惑”。风物是思乡的载体，睹物以
思乡，思乡而及物。因此《楚水风物》也可视
为一种别致的乡情小曲。

●
书 评

□丁晓原

味趣轻溢的乡村物语
——读刘仁前散文集《楚水风物》

洪太尉何许人也？他是水浒传中宋仁宗
的殿前太尉，名叫洪信，出现在第一回合和
第二回合开头，然后就消失不见了，可谓神
龙见首不见尾。然而这个人物却是十分重要
的，他是全书的楔子，正是他打开伏魔殿，
掘开镇压魔君的青石板，才放出了三十六天
罡、七十二地煞，引出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梁
山聚义。

隐喻一：洪太尉代表的是什么人？历史
上有没有洪信其人，无可考证，但他受皇帝
信任是肯定的，否则去江西信州龙虎山请张
天师临朝禳灾之事，也不会交给他。翻开水
浒传，除了宿太尉等少数官员是正面人物
外，大多凶残奸诈，尤以蔡京、高俅、童贯
为代表，而洪太尉正是朝中奸臣的典型。且
看他去往江西信州龙虎山宣请张天师这一路
上的表现：到达龙虎山时，他端着官员的架
子，趾高气扬地问监宫真人：“天师今在何
处？”在去往龙虎山顶时又畏难怕苦、心生
怨气。在遇到大虫和雪花蛇袭击时吓得魂飞
魄散。在游山时不听监宫真人劝说，并对众
人放下狠话：“你等不开与我看，回到朝
廷，先奏你们众道士阻当宣诏，违别圣旨，
不令我见天师的罪犯；后奏你等私设此殿，

假称锁镇魔王，扇惑军民百姓。把你都追了
度牒，刺配远恶军州受苦。”最终执意打开
镇魔殿，放出108位魔君。而在惹出祸事后
他“在路上分付从人，教把走妖魔一节，休
说与外人知道”，其实只是要瞒骗皇帝。施
耐庵笔下的洪太尉，是个狐假虎威、强词夺
理、欺上压下、刚愎自用的奸臣形象，在后
来描写的蔡京、高俅、童贯几个奸臣身上，
都能看到他的影子。隐喻二：洪太尉遇到的

“吊睛白额大虫”和“雪花大蛇”暗示着什
么？洪太尉在上山的过程中，先是遇到一只
吊睛白额大虫，“望着洪太尉，左盘右旋，
咆哮了一回，托地望后山坡下跳了去。”后
又遇到一条雪花大蛇，“朝着洪太尉盘做一
堆，两只眼迸出金光，张开巨口，吐出舌
头，喷那毒气在洪太尉脸上。惊得太尉三魂
荡荡，七魄悠悠。那蛇看了洪太尉一回，望
山下一溜，却早不见了。”不管是虎还是
蛇，虽然吓着了洪太尉，但都没有害他的意
思，而是自行退却，放了洪太尉一条生路。
施耐庵为什么这样写？其实是对后事有所交
待。从第77回合到第80回合，写了童贯和
高俅先后两次征讨水泊梁山，都被梁山英雄
打败，但都被宋江放了回去。“吊睛白额大

虫”是老虎的别称，而在民间看来“蛇”有
“小龙”之谓，“吊睛白额大虫”和“雪花大
蛇”暗寓水泊梁山卧虎藏龙，非朝廷奸臣所
能剿灭。隐喻三：“遇洪而开”和“见信而
寂”的架构作用。洪太尉凭着权势打开伏魔
殿后，发现殿中央立着一块石碑，石碑后面
凿着“遇洪而开”四个大字，洪太尉以此为
借口，强逼众人掘开了青石板，终于惹出天
大祸事。这里施耐庵设计得十分巧妙，他借
洪太尉之手放出108位魔君，其实是表明：
天下本太平，都是一帮奸臣无事生非，惹出
祸端，致使国无宁日。可是人们不禁要问，
洪太尉放出的108个魔君，亦即以宋江、卢
俊义为首的108位梁山好汉，干的是替天行
道之事，并未为害一方，反而接受朝廷招
安，剿灭了田虎、王庆和方腊，替大宋皇帝
消除了心头大患，祸从何来？其实作者在书
中交待得很清楚：照那碑碣上时，前面都是
龙章凤篆，天书符箓，人皆不识。照那碑后
时，却有四个真字大书，凿着“遇洪而
开”。却不是一来天罡星合当出世，二来宋
朝必显忠良，三来凑巧遇着洪信。岂不是天
数！

也就是说，这108个魔君，都是忠良之

辈，他们不会推翻朝廷，反而会为朝廷效
力，但也暗示了他们由洪信放出来，日后也
会被奸臣利用，最后来为朝廷消灾除害。

水浒第90回合：
长老说罢，唤过智深近前道：“吾弟

子，此去与汝前程永别，正果将临。也与汝
四句偈去，收取终身受用。”偈曰：逢夏而
擒，遇腊而执。听潮而圆，见信而寂。

水浒第119回合，当鲁智深在禅房里睡
至半夜，忽闻得钱塘江上潮信之声，霎时悟
出了智真长老对他说的“听潮而圆，见信而
寂”的真义，当夜从容坐化。

首回合的“遇洪而开”，此“洪”指洪
信无疑，第90回合、第119回合的“见信而
寂”，此“信”又何尝不暗指洪信，只不过
彼时的洪信已化作钱塘江之潮信。潮者，奔
涌澎湃之水，与“洪”又有何差别？

从“遇洪而开”到“见信而寂”，《水浒
传》架构呼之而出：即以洪信赴江西信州龙
虎山诏宣张天师禳灾为楔子，放出108个魔
君 （实为梁山108位好汉），为朝廷荡平天
下，随后这些好汉又像钱塘江潮信一般退
去，一切归于沉寂。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
红，只留下一段水泊梁山的传说。

●
乱弹水浒之二

□陈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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