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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縫裡
溜走的陽光

梁銀

             時間
             如快車一樣閃過
             一陣風跳躍
             稻草人
             站立成一道風景
             浪花在長河裡翻騰

             一些事塵封在案上
             來不及融化
             夕陽加快了血液循環
             搶時間的人
             來不及挽留白晝

             悄悄地來
             悄悄地走
             總是讓人
             抓不住底線
             晃眼間
             就成了記憶

             你一直搶在前面
             讓人跟不上步伐
             不知是步子慢了
             還是長河難以跋涉

             白晝過去了
             黑夜降臨了
             指縫間
             殘留一陣虛幻
             煮夢的人煮沸了星辰

             離開的
             只是一段插曲
             只要心存陽光
             陽光就與我們有緣
             點亮起起落落的人生

邂逅南京城牆磚
諸紀紅

冬日暖陽下，我站在南京城牆下，仰

望這座歷經滄桑仍巍然屹立的古老城牆。

手指輕輕觸碰著冰涼的磚石，似乎觸摸

到歷史的脈搏，感受到那些曾經的風雲變

幻。南京城牆，這座明代洪武、建文時期

以及永樂遷都北京前的都城城牆，不僅是

現存最長的城市城牆，更是保存完好的典

範。它見證了南京的輝煌與滄桑，也承載

著中華民族的歷史與文化。

當我閉上眼睛，我彷彿能夠穿越時

空，回到那個遙遠的年代。我看到工匠們

在窯爐前忙碌的身影，他們的臉上沾滿

泥土和汗水，但眼神中卻透露出堅定和自

豪。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正在為國家的安

寧和繁榮貢獻著力量。

我不禁好奇地思考：這些堆積如山的

磚石究竟從何而來？每一塊又蘊藏著怎樣

的故事？它們是如何被運送到這裡，又是

如何被砌築成這座堅固雄偉的城牆？

帶著這些疑問，我走進了南京城牆博

物館。博物館的展廳裡，陳列著一塊塊帶

有銘文的城磚。我端詳著它們，宛若聽到

歷史的回聲在耳邊響起。

有一塊磚特別引起了我的注意，它

來自江西省黎川縣。我凝視著這塊磚，思

緒飄到了那個遙遠的年代。在黎川的河

岸邊，窯火熊熊，工匠們揮汗如雨。他們

選取上好的泥土，和成泥坯，再經過無數

次的打磨、晾曬、燒製，才形成這一塊塊

堅硬的城磚。每一塊磚上都刻有工匠的名

字，那是他們的承諾，也是他們的榮耀。

我看見那些工匠們的身影。他們在黎

灘河兩岸的窯爐前忙碌著。他們的身影在

火光中搖曳，他們的歌聲在夜空中迴盪。

那是多麼壯麗的場景啊！

黎川磚窯遺址在黎灘河兩岸綿延約5

公里，半倒焰饅頭窯、磚坯晾曬場、古道

路……這些遺跡遺物無不訴說著當年燒製

城磚的艱辛與輝煌。可以想像，在那個年

代，這裡是一片繁忙的景象。工匠們在這

裡辛勤勞作，為京城的城牆提供著源源不

斷的城磚。他們的付出和汗水，都凝結在

這一塊塊城磚之中。

據史料記載，每座窯爐一次能生產

約200塊城磚。這些城磚的尺寸都經過精

心設計和嚴格把控，以確保城牆的堅固與

耐久。每一塊城磚都是經過精準挑選和打

磨的，它們的形狀、大小、重量都恰到好

處。這些城磚被整齊地碼放在一起，形成

了一道道堅不可摧的屏障。

城磚的運輸也是一項艱巨任務。我想

像著那些運磚的船隻，沿著長江、贛江等

河流，披星戴月地將城磚運送到南京。那

是一段多麼艱辛的旅程啊！但正是這些工

匠和船夫的辛勤付出，才鑄就了南京城牆

的輝煌。他們用自己的雙手和汗水，為後

人留下了一筆寶貴的文化遺產。

在博物館裡，我瞭解到，明朝時期

實行的城磚產品質量責任制，從府、州、

縣的各級提調官到基層的燒磚人，他們的

名字都被記錄在城磚上。這種制度確保了

城磚的質量，也體現了明朝對城牆建設的

重視程度。這種責任制度不僅保證了城磚

的質量，更體現了一種對國家和民族的擔

當。每一塊城磚都承載著無數人的期望和

信念，它們共同構成了這座堅不可摧的城

牆。

走出博物館，我再次仰望南京城牆。

那雄偉的城牆像在訴說著過去的故事，也

昭示著未來的希望。我深知，這些城磚和

城牆不僅是南京的寶貴財富，更是中華民

族的文化瑰寶。它們見證了中華民族的輝

煌與滄桑，也承載著我們對未來的憧憬和

期待。

碧水芳芹
聞琴

芹菜細瘦、色綠。喜歡的人，覺得它味道清香，甘之如飴。
不喜它的人，自然不會去品嚐。我對它初始的印象來自于幼時一
位七十歲的鄰居老奶奶。她總在一個個薄霧清晨裡，蹲在河邊的
青條石上清洗芹菜，老人手腕戴著的銀鐲輕磕在石板邊緣，不時
發出悅耳的響聲，芹菜殘葉漂浮在碧綠的河面，就有魚兒過來吞
掉葉子。翠芹、碧水、青石、河畔洗芹的老人，這也是童年的記
憶。這記憶是鮮活美好的。可我真不覺得芹菜好吃，大概是聞不
慣它的特殊味道，似藥，微苦。孩子們都不青睞，大人卻喜歡。
我奶奶常吃芹菜，常拿芹菜炒肉絲炒木耳蘑菇百合。即便我喜歡
吃肉，但因為肉絲上沾染了芹菜的味道，就覺得炒肉的滋味也不
過爾爾。奶奶很不理解，芹菜新鮮多汁，清清脆脆，吃下去清心
明目，哪裡就不好呢？

但是，芹菜既能得到廣泛的種植，成為江南水八珍之一，
證明愛吃它的人還是很多。我的老家親人，平常炒炒芹菜也就罷
了，在逢年過節一些重要的節日裡，家人們毫無例外地還是要炒
一盤芹菜肉片。去集市非得採買水芹，萵筍和茭白也不能替代，
問其原因，又無人能答。後看一鄉土資料，得知「芹」與「群」
發音接近，吃「芹菜」就是吃「群菜」，取闔家團圓之意，這才
回悟過來。

也許，芹菜是不普通的。再細觀察，它雖細瘦，但苗條纖
長，色綠而鮮翠，具備視覺上的美感。此前我寫過一系列的蔬菜
散文，自然不會忘記去搜索一顆芹菜的前世今生。芹生于水畔，
又稱水芹。它和韭一樣，在華夏大地上種植數千年，屬土著蔬

菜，都曾作為商周祭祀的祭品。周文王住西岐時，曾采水芹去朝
拜商紂王。《呂氏春秋》記載商湯問宰相伊尹何蔬可吃，伊尹答
「菜之美者，雲夢之芹」。《詩經‧魯頌》裡有「思樂泮水，薄
采其芹」一句，意即魯國的讀書人若取得功名，必須把泮水採摘
的芹菜戴于帽沿，以顯出眾，所以後世的儒生又稱「采芹人」。
芹菜蘊含了一點文雅的韻味，一點書卷之氣，一點同生水澤而又
區別于別的蔬菜的矜持。

似乎寫到蔬菜的文章，總繞不過去蘇軾這個熟悉的名字。
身為大吃貨，蘇軾早就學會因地取材，謫居黃州時，他用當地野
芹與斑鳩鳥做了一道「蘄芹春鳩膾」，相當于拿芹菜清炒斑鳩肉
片，且欣然寫詩「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獨在。雪芹何時動，春鳩
行可膾」。這種葷素搭配的吃法既解膩又別緻，僅看菜名就讓人
難以忘記。話說杜甫避居草堂，也寫過多首讚美食蔬的詩詞，我
懷疑他才是資深吃貨，勝過蘇東坡。他說「香芹碧澗羹」，偶爾
在碧溪邊采芹，回去做成鮮美的羹湯，一口芹湯喝下去，春天也
變得美妙起來。時逢戰亂，杜甫苦中作樂，其堅強樂觀精神還是
令人佩服的。

明代陳繼儒寫「春水漸寬，青青者芹，君且留此，彈余素
琴」，春天裡一邊彈琴一邊吃芹，「芹」與「琴」發音相同，彈
琴鳴志，「芹」也能代表主人的心意和志向……

愛芹之人，大抵是知道芹的特質和優點的。芹，乾淨通直，
如蘭似蕙，碧翠無暇。忽又想起《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他另
有兩個別號芹圃、芹溪，三者都含有「芹」字。生活雖然困窘，
但雪芹先生還是能夠買得起作為大眾食材的芹菜，芹菜一定是他
餐桌上的常伴佳餚，也許，就是這麼一種樸素的蔬菜給予他身體
的營養，使他嘔心瀝血完成著作，甚至走完整個人生歷程。想到
此，我簡直要對一顆芹菜產生強烈的敬意了。

亞洲盃啟示錄：中國足球當自強
   　新華社多哈1月24日電 「中國足球現在全
面落後，無論跟什麼隊踢，我們都沒有任何
優勢，其他球隊都在進步，只有我們在原地
踏步。」中國男足國家隊隊員韋世豪說。
　　韋世豪的話句句扎心，卻句句屬實。首
戰0:0，次戰0:0，三戰0:1；一場未勝，一球
未進，這是國足隊史首次未能在亞洲盃上進
球，也是國足13次征戰亞洲盃的最差表現。
　　「這不僅是國家隊的落後，也反映了整
個中國足球在發展理念、技戰術水平、管理
能力等方面的全面落後。」一位地方足協副
主席說。
　　國足亞洲盃小組出局還不是近期中國足
球壞消息的全部。大連人隊日前宣佈解散，
成為繼大連實德隊之後又一支徹底「消失」
的大連中超球隊，大連這座享譽國內的「足
球城」也暫時與中超無緣。雪上加霜的是，
作為中超元年的冠軍，深圳隊22日因「嚴重
的歷史債務難以為繼」而宣佈解散……
　　國家隊是一國足球的旗幟，其表現是一
國足球資源綜合運用所呈現的成果。職業聯
賽則是一國足球的基石，沒有聯賽的高質量
發展，就不可能支撐起國家隊這一塔尖。
　　國足出了什麼問題？中國足球當如何以
此為鑒謀求發展？

能力，還是能力！
　　——能力不足凸顯
　　縱觀三場亞洲盃比賽，雖然國足有機會
取勝，但總體而言，身處競爭較小的小組還
打出如此成績，凸顯了能力不足的問題。比
如，即便換上九名替補，卡塔爾隊依然能多
次在中前場進行小範圍多腳傳導，而國足隊
員幾乎碰不到球。
　　在廣西足協執委賈蕾仕看來，中國隊也
想逼搶，但一則跑不動，二則能力不及。
　　他說，中國隊和亞洲不少隊伍差距很
大，體現之一就是留洋球員少（只有吳少聰
一人效力於土耳其次級聯賽，且本次亞洲盃
未上場），而日本隊26人大名單中有21人留
洋，在五大聯賽踢球的就有11人。
　　「（日本）在歐洲踢球的球員那麼多，
帶動了國家隊水平提高，個人能力、職業素
養，場上執行力、奔跑能力，特別是對高強
度比賽的適應能力，都比中國隊強太多了，
不是一個檔次，而是好幾個檔次。」賈蕾仕
說。
　　如何增加中國在歐洲踢球的人數？賈蕾
仕認為，應發揮舉國體制的優勢，聯合足球
發達國家足協共同培養球員，韓國球星孫興
慜就是這種培養模式的受益者。
　　2008年，16歲的孫興慜作為韓國、德國

足協合作項目的一員前往德國接受足球培
訓。當時共有六名球員獲得該機會，其中孫
興慜于2008年至2010年在漢堡俱樂部青訓系
統接受培訓；此後，他和漢堡俱樂部簽約，
開啟職業生涯。
　　阿斯拜爾青訓學院總監、卡塔爾足協技
術總監伊萬·布拉沃介紹了另一種模式：阿斯
拜爾青訓學院建立了U13至U18六個年齡段的
梯隊，全部由高水平外籍教練訓練。青訓學
院在歐洲控股了兩家低級別聯賽俱樂部，採
用和阿斯拜爾同樣的訓練理念和管理模式。
阿斯拜爾年滿18歲的優秀學員會被送至控股
歐洲俱樂部，進行深造。
　　賈蕾仕認為，在球員合適的年齡段，請
歐洲教練來選材，送到歐洲去，哪怕是中國
足協和俱樂部一起花錢培養，哪怕只是踢歐
洲次級聯賽，如果能有十幾個人，國家隊都
不是現在這個樣子。
　　——基本功不扎實
　　國足能力不足還體現在：基本功不夠扎
實，缺乏細膩的停球技術和人球結合的球
感，傳球欠缺精準度，在大賽壓力下出現技
術動作變形，失誤增多；平時缺少高水平比
賽歷練，球員們到了高強度對抗的賽事中，
難以在90分鐘里保持相對穩定的發揮；怕逼
搶的頑疾無法解決，「無效回傳+開大腳」過
多。
　　中國女足原主教練賈秀全認為，基本功
不好的球員很難成為國家隊的尖端人才。只
有基本功扎實了，才能在場上隨心所欲做出
一些在對抗當中比較難的技術動作，如果動
作做不好、球傳不准，何談配合和贏球？
　　——技戰術思想不夠統一
　　賈秀全認為，國足三場比賽的戰術不夠
清晰。戰術制定後，還需在球員中統一思想
並在訓練中演練出來，替補也要清楚上場後
怎麼踢，統一目標，統一行動，才能在比賽
中實現目標。
　　「這三場比賽的目標清晰度和最後的執
行，可能大家的想法還不是很統一，也許有
人想攻，有人想守。有的球不敢去接應，無
球隊員的跑動和後衞中場前鋒三條線的保持
等方面（也存在問題）。」
　　中超某俱樂部負責人說，這支國足似乎
沒有磨合出一套有效的陣容和陣型，沒有磨
合出一套有效的打法，沒有磨合出一個有凝
聚力的團隊。
　　日本在各級國家隊中統一技戰術思想。
日本技術專家、教練講師小野剛說，日本足
協技術部工作人員和各俱樂部技術人員每個
月溝通一次，涉及國家隊規劃、俱樂部規

劃，然後進行協調和統一。同樣，在戰術方
面也會進行溝通。每次世界大賽如世界盃、
亞洲盃後，日本足協都會組織相關技術人員
出台一份詳盡的技術報告，報告包括世界足
球的主流戰術分析、分析新出現的戰術打
法、指出日本國家隊的優劣勢，同時也會對
日本足球發展進行新的規劃和調整。然後，
日本足協和俱樂部以及足球專家會根據這份
報告進行充分溝通，目的是把這份規劃引導
進俱樂部規劃中去。
　　在日本，足協官員和俱樂部官員及教練
都有一個共識，那就是要通過所有人的努
力，去提高日本足球的水平，提高日本國家
隊的水平。
　　——主帥能力存疑
　　雖然揚科維奇是在特殊時期上任的，但
他此前從未當過成年國家隊主教練。
　　中超某俱樂部負責人說，主教練的職責
是凝聚一個團隊，找出能勝任每個位置的球
員，並挖掘出每個球員的潛力。但目前這支
國足並不是每個球員都在最合適的位置。
「為什麼用中後衞打中鋒？為什麼要帶四個
守門員？」
　　他認為，主教練除了要有專業、成熟的
帶隊思路和方法，還要有鐵腕手段，要把大
家的心擰在一起。但揚科維奇帶青年隊時的
「鐵腕治軍」方式在國家隊似乎有點水土不
服。
　　——抗壓能力不足
　　賈秀全說，國足在亞洲盃前兩個對手的
世界排名都比較靠後，並不是日韓等傳統強
隊，球員的心理不應是這種狀態。一些西亞
球隊看起來不是特別強，但心理非常放鬆，
技術動作都能做出來。而我們可能是由於緊
張，有些動作就做不出來。當然，導致這種
情況出現的或許還有其他原因。
　　中超某俱樂部負責人說，部分球員顯得
緊張，害怕出錯，害怕帶球，不敢突破。技
術水平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缺乏血性。對
戰卡塔爾隊踢得不像一場「生死戰」；同組
黎巴嫩隊與塔吉克斯坦隊的比賽，則體現了
「生死戰」該有的血性和拼勁。

明確國家隊隊員選拔標準
　　專家建議，成立以中國足協技術總監為
組長的運動員選拔專家小組，明確選拔國家
隊隊員標準和辦法，將「為國效力願望強
烈、意志品質一流、能力佳、作風頑強」等
納入標準，配套建立中國足協球探體系。結
合大數據，建設國家隊人才庫。建立動態選
拔淘汰機制，根據訓練、比賽實際需要，在
多個位置備選多名隊員，展開良性競爭。

堅決摒棄豪賭思想
　　已身陷囹圄的中國足協原主席陳戌源曾
說：「在我的任上，國家隊能夠參加世界
盃，那不是證明陳戌源很有本事嗎？」
　　這種豪賭思想不僅害了他本人，對國家
隊建設也是一種戕害，應堅決摒棄。
　　豪賭是急功近利的體現。某市足協秘書
長認為，國足出現今天的狀況，受急功近利
慣性思維影響，只顧眼前利益，不管長遠和
基礎。

以聯賽為基石
　　近年來，隨著高水平外援和教練的流
失，中超聯賽的攻防轉換速度、對抗強度、
淨比賽時間等與國外高水平聯賽的差距日益
明顯。
　　賈蕾仕說，中超聯賽水平較低，如何能
培養出高水平的國家隊隊員？「亞洲盃上，
我們的跑動不如越南隊積極，逼搶不如印
尼、泰國等隊，打不出高強度、快節奏的比
賽。」
　　賈秀全也認為，一定要提升聯賽的節奏
和對抗能力，否則別說在世界賽場，就是亞
洲賽事的強度、對抗和節奏，我們將來慢慢
就跟不上了。
　　陝西長安聯合足球俱樂部董事長黃盛華
建議，要完善聯賽體系，潛心聯賽發展。
　　專家建議，建立國家隊訓練監控評估體
系，實現對各級國家隊隊員在俱樂部訓練、
參賽數據的日常監控和評估。俱樂部升級日
常訓練模式，提高管理水平和訓練水平，讓
中超的比賽節奏更快、對抗性更強，形成互
相促進的局面。
　　還有足球專業人士建議，劃清政府、協
會、俱樂部、中足聯籌備組等主體的責權利
界線，劃清聯賽與國家隊的責權利界線、完
善議事協調機制等。

以青訓為「根」
　　自2005年後，我國國字號隊伍均無緣男
足世青賽、世少賽。國家隊年齡結構老化，
本屆亞洲盃中國隊的平均年齡近30歲，在所
有隊伍中第二「老」。
　　賈蕾仕說，亞洲盃上不少球隊年輕隊員
很多，比如19歲的越南隊員阮庭北等，不僅
讓人眼前一亮，而且多數成了國家隊主力，
這也反映出青訓體系對年輕球員選拔、培養
和使用的問題。「我記得2002年世界盃，米
盧還帶上了曲波（時年20歲）。」
　　華南師範大學體育科學學院教授李培認
為，此前青訓體系建設各自為戰，體教雙方
長期不能形成共識。做好青訓才有未來，體
教融合是中國競技體育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