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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心田的旋律
何婉萍

 我非常喜歡聽音樂，閉上雙眼，我跟

著旋律哼唱起來，曲終，眼皮卻像對難撬

開的貝殼，掙扎幾下才依依不捨地離開美

妙旋律。

音樂總有著無窮的魅力。在觀看鋼琴

巨匠魯賓斯坦演奏時，肖邦《夜曲》中忽

快忽慢的鋼琴聲，猶如被天使深深地親吻

過。隨著魯賓斯坦手指紛飛，美妙的旋律

迴響在每位聽眾心間。彷彿一轉眼，煩悶

的心緒便都被吹散，只剩內心如湖水那般

平靜。

音樂不僅能讓人放鬆，給人愉悅與舒

暢，還能帶來愛的表達和力量。鋼琴家段

召旭曾提到，他在便利店聽到門德爾松的

《春》時，猶如身旁的有條清澈水流的小

溪，溪水緩慢地流入初春的稻田；在婚禮

上聽到埃爾加《愛的致意》，彷彿他正和

愛人坐在華麗神聖的教堂裡喃喃私語表達

此刻的感動。我很喜歡《肖申克的救贖》

的一幕：當監獄廣播裡莫扎特《費加羅的

婚禮》一響，主角安迪放鬆了那緊皺的眉

頭，嘴角上揚望向遠處，好像在綠草如

茵，野花盛開的原野上自由的奔放，連那

些早已習慣了絕望的囚犯臉上，也跟著音

樂的節奏站立起來。此刻的我的內心被激

起對未來美麗人生的憧憬。

最近觀看的綜藝節目中，一位歌手自

行作曲李白的《將進酒》。在歌曲演唱前

段，吉他彈奏類似古琴韻味的旋律，讓我

回想起電影《長安三萬里》李白作詩的片

段：他與岑夫子、丹丘生在野外燃起一堆

篝火，面向黃河，提酒吟詩。吉他手在佈

滿朦朧霧氣的舞台上，身穿白色山水畫外

袍位居中間，高抬右手，像是在與詩仙舉

杯暢飲，對酒當歌。

我也不由地跟著舉起手中茶杯與之

隔空乾杯，共享歡樂。當另一位歌手豪邁

激昂朗誦時，到那句「天生我材必有用，

千金散盡還復來」，詮釋了詩仙雖在失意

之時卻仍能瀟灑自信。我被那情緒打動，

原來人生任何時候都應擁有重頭再來的勇

氣，無需懼怕失敗。

難以入睡的夜晚，我常會播放一首

舒緩柔和的輕音樂。閉上雙眼，身心完全

投入于悠遠而空靈的樂曲之中，彷彿在這

都市繁華中找到了心靈深處的一片淨土。

琴音傳遞出的寧靜與自由，引領我回望來

路，也告訴我面對複雜的生活，要學會從

容。

又到一年麥熟季
楊瑞芳

 「江南五月桐蔭稠，拾卻麥穗春事

收 。 」 又 是 一 年 麥 熟 季 ， 又 是 一 年 豐 收

忙……我出生在故鄉的小山村，父母都是地

地道道的農民。作為他們的後代，對農民在

收穫季節的期盼是刻骨銘心的。尤其是一年

一度的麥收時節，收麥的經歷和場景更是永

生難忘。

諺語云：「麥老要搶，稻老要養。」在

故鄉「三夏」農忙時節，晨曦微露，東方漸

現魚肚色，我們姐妹兩個和左鄰右舍的小夥

伴們便結伴走出村莊，奔向田野。

金浪翻滾的麥子一望無垠，布谷鳥在田

野上空的鳴叫聲不絕于耳，催促著人們搶收

成熟的麥子。

在故鄉，麥收講究顆粒歸倉。生產隊先

組織青壯勞力，趕在天晴時搶收小麥，只有

等麥地清了茬，隊長才允許老人和孩子去麥

地撿拾麥穗。

到了芒種節氣，麥子終于開始收割。人

們頭戴草帽，手執鐮刀，站在田頭，望著微

風中搖曳的麥子，豐收在望，鄉親們眉開眼

笑。

長輩們都說割麥有竅門。父母親在小山

村都是割麥高手，只見他們左手攬麥，上身

前傾，左右腿成弓步，鐮刀貼緊麥根，右手

用力一拉，「嚓」，一排排麥子應聲倒下。

接著，雙手抱麥，將根部在地上整齊，然

後，放在身後田梗上。再挪步上前，整個過

程有條不紊，忙而不亂。

那時候，每到收麥季節，村裡的學校就

會放兩周「忙假」。 在這特別的假期裡，

我們的任務就是「龍口奪食」，拾那些麥田

和路上遺落的麥穗。

拾麥穗要等鄉親們把麥子割倒扎捆，裝

車拉走後，我們方可進麥地去拾。它是一項

細緻活，要眼疾手快。拾的時候手要輕，麥

芒像針一樣又尖又細，割過的麥茬像張開的

剪刀斜刺著，稍不注意手指、上臂和腳踝處

就會被刺破，那種鑽心的疼啊！小夥伴們顧

不得這些，心裡只想著麥穗，眼裡只盯著麥

穗。六月的田野，驕陽似火。小夥伴們只顧

彎腰拾起一個個麥穗，有時候幾個人同時發

現一個麥穗，都會爭相跑去搶，這下就看誰

最麻利了。孩子們貪玩是天性，在拾麥穗的

過程中，有些男孩會抓到螞蚱、青蛙、蚯蚓

故意往女孩身上扔，膽小的女孩被嚇得大喊

大叫，膽大的會在地裡撿一塊土疙瘩追著男

孩跑，有時會傳來男孩子們被砸中的尖叫聲

麥收時節，鄉親們最怕下雨，到手的莊

稼經雨水一泡眼睜睜看著發霉生芽，那期望

中的手擀面、饅頭、餃子、油餅自然沒了著

落。在大雨來臨前，人們拼了命也要把割下

的麥子搶上場，全家男女老少，能上陣的全

上了陣。捆的捆，挑的挑，田地裡、垅埂上

號聲震天，到處是匆忙的腳步聲，那激動人

心的場景，令人難忘。

麥子收上場，跟進的是脫粒、揚場、曬

場、秸稈上堆……整個麥收過程，要忙碌半

個月左右才能收場。

上學時，當讀到唐朝李紳《憫農》的詩

句：「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

餐，粒粒皆辛苦」。在我幼小的心靈裡，深

深懂得農民種糧的來之不易，在父母的言傳

身教下，我早已將節約變成了一種習慣。不

忘記父母勤儉優良的傳統，做到珍惜每一餐

飯、節約每一粒糧。

年華隨風而逝。半個世紀過去了，每

到麥收時節，兒時小山村鄉親們割麥時的歡

快場景，那種樸實善良、任勞任怨、永不言

敗、團結協作、奮戰麥場的精神將影響我一

生……

生活的詩意
覃慧瑕

       詩一樣的感受，是從樸實思想里長出來的東西，於日月更替

中，東昇西沉的永遠是同一個太陽。羅盤的指針不能指向正確的

方向，是因為它旁邊有另一種磁力。

　　從書頁之間汲取的東西，歸根到底，只有在實踐中運用得上

的那部分才記得住。我們身上有什麼真正的好東西？無非是一種

要把外界資源收進來、為自己高尚目的服務的能力和願望。聰明

人把分散精力的要求置之度外，專心致志於自已的至愛。我們周

圍有光也有色，但我們的眼睛裡如果沒有光和色，就看不到外面

的光和色了。

　　一個人犯了錯誤，可以把它改正過來。很多人一起犯錯誤，

就很難糾正，因為人多意見也就多了。跟那些和自己性格相悖

的人打交道，融入他們中間，才能激發自己性格中一切不同的方

面，並使其得以發展完成，才能在最短時間內將自己打磨成熟。

　　俗套的存在，總是由於想把工作做完，對工作本身並沒有興

趣。一個人的才能，只有在工作過程中感到最高度的快樂才能得

以發揮。

         再怎麼傾心於文字的人，一旦有了世俗的目標和傾向，就

決不能產生偉大的作品。如果能每天都抓住現實生活，並經常以

清新的心境處理呈現在眼前的事物，總可以寫出些好作品來，即

使偶爾不成功，也沒有什麼可以失去的。

　　最大的天才，如果單憑內在因素去應付一切，也絕不會有多

大成就。事實上，許多本來高明的人，卻不懂得這個道理，他們

醉心於獨創性這種空想，在昏暗中摸索，虛度了最美好的光陰。

一個作家如果想寫出明白的作品，首先就要心裡明白，如果想寫

出雄偉的風格，首先要有雄偉的人格。

     站得高，才能看得遠，才能俯瞰情節發展的始終，才能將自

己置於更為有利的地位。

　　鑒賞力是靠觀賞好作品才能培育成的。看最好的作品，才能

打下牢固的鑒賞基礎，才會擁有衡量其他作品的標準，給出恰如

其分的評價。

       藝術要通過完整體向世界說話，但這種完整體不是在自然中

能找到的，而是貫穿於一個人心智形成的始終。

　　不要說現實生活沒有詩意。詩人的本領，在於有足夠的智

慧，能從慣常事物中找到引人入勝的一面。詩的題材是廣泛的，

詩人只有獲取了多方面的知識，才懂得該如何處理和如何表達。

詩人通過現實生活獲取作詩的動機，這是詩的核心所在。據此熔

鑄成一個優美、生氣灌注的整體，詩人才會擁有一個精妙絕倫的

世界。

中國與歐洲需正確認識彼此，相向而行
——專訪北京外國語大學區域與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歐盟與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

    中新社北京6月23日電　中國學的世

界對話·比利時論壇近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舉

行。論壇期間，北京外國語大學區域與全球

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歐盟與區域發展研究

中心主任崔洪建以「對中歐政經關係的合理

認知」為題發言。日前，他接受中新社「東

西問」專訪，圍繞中歐經貿關係、歐洲人的

中國觀等話題予以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國學的世界對話·比利時

論壇的主題為「中國學和歐洲的中國觀」。

在您看來，歐洲人的中國觀是如何塑造的？

崔洪建：歐洲人中國觀的形成和發展具

有歷史和現實兩個維度。從歷史維度來看，

中華文明和歐洲文明都是歷史悠久的古老文

明，兩大文明的相遇，經歷了曲折而複雜的

歷史過程，既有過彼此陌生和相互牴觸的階

段，也有過包容互鑒的時期。

傳統深厚的歐洲漢學研究在很大程度上

塑造了歐洲人的中國觀，但內容比較雜糅，

既有歷史上歐洲人對遙遠東方「神秘國度」

的好奇和想像，也有在歐洲殖民和宗教擴張

背景下形成的對東方大國「落後閉塞」的形

象，具有殖民主義和歐洲中心主義色彩。顯

然，形成於特定歷史時期並源於不對稱交流

的歐洲漢學研究，已無法完整認識和理解現

代化的中國。可以想見的是，歐洲人的中國

觀如果不能擺脫不合時宜的陳舊認識，不能

與時俱進並推陳出新，在遭遇現代中國時就

難免陷入方枘圓鑿、難以自圓其說的尷尬境

地。也顯然，歐洲人中國觀的更新需要適應

並體現時代特徵，更需要在平等交流、深入

對話的基礎上去加以實現。

我認為，此次論壇以「中國學」為題

而不用歐洲人更熟悉的「漢學」，就是希望

通過深入對話交流，幫助歐洲打通歷史和現

實維度之間的梗阻，逐步建立起更完整、全

面、客觀的中國觀。在這一過程中，保持高

頻率、高質量的中歐對話不可或缺。

中新社記者：中歐是推動多極化的兩大

力量、支持全球化的兩大市場、倡導多樣性

的兩大文明，中歐關係發展變化影響世界，

但中歐關係也相對複雜，近來在歐洲內部出

現一些對華「去風險」的聲音，同時也有加

強中歐對話的呼籲。造成這一複雜情況的原

因是什麼？

崔洪建：當前中歐關係呈現出的複雜性

與發展的階段性有關，歐洲的對華認知變化

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2025年將是中國與歐盟建立正式外

交關係五十週年。近50年來，中歐關係

經歷了不同階段的發展變化。從建交之

初到21世紀初，中歐雙方都將對方視作

重要的發展機遇，聚焦於經貿合作。彼

時全球化方興未艾，中國改革開放大幕

開啟。在歐洲看來，中國是一個有無限

潛力的大市場，具備各種優質的生產要

素；在中國看來，歐洲是發達國家最集

中的地區，既有豐富的工業化、現代化

經驗，也有先進的技術和資金。中歐之

間在發展上的相互需要，很快形成經濟

合作上的優勢互補，雙方均從經濟全球

化和雙邊合作中受益。這一合作共贏的

相互認知，也成為中歐關係從經濟夥伴

提昇為全面戰略夥伴的重要基礎，雙方

不僅形成了強大的經濟共生關係，也增

進了政治互信、深化了人文交流。

近年來，隨著國際格局和地區形勢

的深刻複雜變化，歐洲對華認知受到內

外因素影響。一方面，歐洲將外部環境變化

解讀為「地緣政治回歸」，歐盟機構和部分

國家刻意將中國視為「地緣政治挑戰」；另

一方面，近10年來歐洲遭遇民粹政治回潮、

經濟復甦乏力、社會矛盾上昇等內部挑戰，

在面對經濟社會穩定、國際影響力提昇的中

國時自信心下降，中國也隨之被塑造成所謂

歐洲的「經濟競爭者」和「制度性對手」。

在此背景下，一些歐洲人將中歐關係看

成所謂的「零和博弈關係」。在他們眼中，

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歐洲

則是全球化的「失意者」。中國成了一些歐

洲政客和輿論轉移內部矛盾的「靶子」。所

謂對華「去風險」政策，其實就是歐洲面對

內外形勢變化的一種錯誤反應，既違背了中

歐關係發展的基本原則和客觀規律，也有意

忽視了中歐關係發展的成功經驗。

中新社記者：當前複雜的國際形勢下，

中歐之間應如何實現有效對話，增進相互理

解？

崔洪建：50年前，中國在歐洲人眼裡更

多是一個有利可圖的大市場，隨著中國迎來

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巨大變化，不僅在政治

上更加自信，在經濟上更有競爭力，在國際

社會也更具影響力，原有的歐洲中國觀已難

以解釋和容納這種變化，歐洲人在面對中國

時的心態也變得更微妙和複雜。

但在巨大的共同利益和需要共同承擔的

重大責任面前，中歐需要適應不斷變化的現

實，不斷克服相互認知中的不適應，盡快形

成積極、理性的新認知。雙方不僅要堅持被

歷史證明的正確原則和寶貴經驗，包括加強

交流、促進合作、妥處分歧、管控競爭等，

還要在尊重現實、包容變化的基礎上建立起

真正的相互尊重。具體來說，需要通過以下

兩個途徑實現上述目標。

一是重啟對話。近年來，經歷疫情衝

擊，中歐減少了面對面交流，為一些虛假信

息和錯誤認知留下了空間。當前和今後一段

時期，中歐需持續保持並提昇各領域、各層

級的對話交流，不斷為人員往來、人文交流

提供便利條件。

二是重塑認知。中歐之間的相互認知需

要與時俱進，根據新的變化重建對彼此的積

極認知，同時理性務實有效地管理對彼此的

預期。此次中國學的世界對話·比利時論壇的

舉行，其意義就在於推動中歐雙方在歷史、

現實與未來交匯處重建積極的相互認知。

中新社記者：經貿關係一直是中歐關係

的壓艙石，歐盟委員會日前宣佈擬對從中國

進口的電動汽車徵收臨時反補貼稅，是否會

影響中歐經貿關係和整體雙邊關係？雙方應

如何更好地消弭分歧、合作共贏？

崔洪建：當前，中歐已互為第二大貿易

夥伴，日均約有25億美元的商品貨物在中歐

間流轉。中歐經貿關係中存在一些摩擦很正

常，尤其是在合作日益緊密的當下。

此前，面對類似的經貿摩擦，中歐雙方

秉持不因局部問題影響經貿合作大局、以對

話協商妥善處理摩擦糾紛的原則，成功避免

了雙方經貿摩擦走向所謂「貿易戰」局面。

不過，此次歐盟委員會擬對進口自中國

的電動汽車徵收臨時反補貼稅，其對華認知

和政策邏輯已發生變化。一方面，中國在綠

色產業的技術和產能優勢給歐洲企業帶來了

競爭壓力；另一方面，歐洲在政治觀念和經

濟政策方面出現了日益強烈的保守主義和保

護主義傾向，將經貿摩擦上昇為所謂的經濟

安全和產業安全挑戰。在中方看來，這是一

種不公正、不合理的認識，本質上是一種貿

易保護主義，背離了世界貿易組織倡導的多

邊貿易規則。

當前雙方的經貿摩擦還處在第一階段，

仍為妥善解決糾紛留有窗口期。中方一方面

為避免歐方誤判形勢，提出了相應的反制措

施，另一方面也積極尋求與歐方的平等對話

和磋商，力爭顧全中歐經貿合作的大局。

在距歐方終裁尚餘的幾個月時間裡，需

要中歐雙方拿出足夠的勇氣和智慧，讓經貿

關係重回對話合作的正軌。尤其是歐方要盡

量克服其內部民粹主義或保護主義的思維和

邏輯，忠實於自己一直宣稱的自由和公平貿

易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