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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记者节，你还在路上坚
持吗？曾经迷茫困顿的你，为新闻学
专业付出了多少努力，或在媒体行业
打拼的怎么样？这些年，你过得好吗？

芸芸众生，每个人都有小小的梦
想，一直引领着你前行，心中不曾放弃
和遗忘，不管生活如何，挫败还是确
幸，艰难或是坦途，梦想的小火苗始终
没有熄灭过。

一份报纸和一期杂志，记录的是
社会前沿、时事变化，也是历史的见证
者，传递着媒体的社会责任和价值取
向。上至国家级媒体，下达县级融媒
体，都表达着舆论引导的方向，也是一
个个记者编辑的敏锐判断和精准评
述。现在进入全媒体时代，每个人都
是信息的表达和传播者，个别时候不
免鱼龙混杂、断章取义。2011年前后，
我记得央视《焦点访谈》的一期节目，
主要内容是围绕媒体行业书籍《我们
错了》，主动纠错正偏，以案例来解释，
彰显着媒体主动承认错误的勇气、敢
于公开致歉的底气。如果你经常读报
看杂志，应该看到过版面上刊登着“致
读者”“编辑部声明”等相关信息，称得
上是媒体鲜明的态度。

2019年的央视主持人大赛的精彩
瞬间仍记忆犹新，2023 年大赛已经上
线，青春朝气的气息溢满了整个屏幕，
形象气质俱佳的 90 后、00 后们，正朝
着心中的梦想一步步迈进，展现着澎
湃活力与使命担当。2012 年时，央视
的新面孔上镜，从中国传媒大学层层
选拔了几名优秀学生，来央视担任实
习主播，一时引得观众和网友热议，新
人、颜值、学习经历等都是大家不断讨
论的焦点。今年国庆节后，90 后主播
王音棋首次亮相新闻联播，让观众感
受到央视培养及启用新人的力度。而
家乡电视台的张欣，为挚爱的播音主
持行业奉献了整个青春：从华新纱厂
晚会的青涩面孔，成长为精湛老练的
比干诞辰盛会的主持，坐镇 2023 年全
运会的现场直播。这些年来的坚守一
线，以过硬的专业能力赢得一代又一
代观众的喜爱，有的网友评论“我是小

时候看着您的节目长大的”，还有的打
趣道“铁打的张欣，流水的女主播”。
为热爱代言、为卫辉发声，张欣虽然退
居幕后，却依然关心着人才流失和县
级媒体的未来，着实令人敬佩。不同
级别的媒体，都需要青黄衔接、老带
新、传帮带，顺利完成过渡传承。

说了这么多，最后谈谈媒体的大
众性（人民性）。关注民生、重视言论，
给予足够的版面，媒体才能保持长盛
不衰的力量。投稿表达自己的经历或
观点，年龄、学历、职业等均不设限，不
起眼的小豆腐块，承载的是人民情
怀。从近代邹韬奋的《读者信箱》，到
如今的《国家人文历史》编读往来，读
者与编辑部联系逐渐经历了投递信
件、登门拜访、电话反映、邮箱留言、公
号评论等形式，沟通交流进一步增强
了受众对媒体的信任感。10 年前，我
不知天高地厚地向《南方周末》来信版
面投稿；《大学生》杂志发表多篇我的
短评反馈；5 年前，我向《人民日报》读
者来信版块投稿，这次编辑通过邮件
与我联系，让我受宠若惊。

每到岁末年初，我会留意《新周
刊》年度大盘点、《南方周末》新年献
词，买下来用于收藏。当然，最鼓舞人
心的当属习近平总书记在元旦前夕的
新年贺词，总结当年的大事要事，寄语
明年的奋斗姿态，激励着每一个为梦
想拼搏的人。

在日新月异的当代，新闻界发展代
表着社会前沿，媒体融合也是个宏大话
题。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未来
的媒体发展，需要一代代的学界和媒体
人去探究和实践，更要有坚定的信念，
以及对新闻事业全身心的爱。

闲话记者
张勇佼（卫辉市）

官不修衙。
张大人到任时，倒是对县署大修了

一番。修好后，县署作为学堂，他却带
人住进了东寺。

对于县丞、主簿、典史、税课大使、
教谕等的不理解，张大人说，寺，本就是
衙署、官署之地，见于《汉书》：“凡府廷
所在，皆谓之寺。”如，大理寺、太常寺、
光禄寺、卫尉寺、宗正寺、太仆寺、鸿胪
寺、司农寺、太府寺，等等。

张大人进一步强调：“再者，这寺院
香火很差，当下也没有人，我们就在这
里办差吧。”

大人说了，大家就同意了。比较曾
经的县署，东寺倒也坚固、敞亮，虽然进
出得与门神先打个照面。

于是，曾经的县署做了学堂。张大
人命令教谕传讯四方，凡子弟入学，无
论穷富，均免束修。张大人一样有理
由：“我们未必能干多大事情，但是可以
留下一所好学校。”

这番话，是在作为大堂的大雄宝殿
内说的。宝殿空旷，堂风横穿，雪花舞
旋，很冷。大家又对放着好好的衙署不
用而将寺院用作办差之地埋怨时，张大
人作了进一步的强调：“这里是仓颉故
里。老先生祖居于此，仰观天象，俯视

龟背，细察鸟迹，造出了文字，我们得以
读书，学问，求取功名。所以，为官本
地，就该兴盛文脉。”

张大人说得不紧不慢。他喜欢这
样的慢条斯理，并总能在别人要说什么
时再进一步强调：“诸位办差之余，不妨
去仓颉祠走一走。”

大家就低头无语。比较县署、东
寺，仓颉祠更破败，不去也罢。看出了
大家的心思，张大人袖手于胸：“还记得
我们秋天来时遇到的那位农夫吗？”

县丞、主簿、典史、税课大使、教谕等
目光对视后，又一起看向张大人，等他进
一步地强调：“那时正收稻谷。秋燥，酷
热。人家说，天热得要把我的脸烧着
了！”

这句话，当时很应景。现在，寒风浸
身，细雪扑面，大家感觉不出张大人话语
的高明，就缩肩躬背道：“愿闻其详！”

张大人哈哈一笑，扑出一缕白腾腾
的哈气：“这是我听到的说热的最好的
表达。诸位品品，若非仓颉故里，一农

夫焉有如此语词？”
也就是。于是，大家都同意了进一

步办好义学，各出其力。
接下来的日子里，大家发现，没有

衙署的一应侍候，在寺内办差，高效率，
不磨工。还有，每天在各路神仙胎像的
注视下，大家所办差事，有理有据，合法
合情，总觉得不敢愧对。

于是，人们称东寺为衙寺，办差的寺院。
于是，这里又热闹起来了。集市恢

复，车马通衢，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人
们越来越文气，少了吵骂争讼，讲究的
是你谦我让，知书达理……于是，上头
赐县名为“太平”，御笔，洒金的字。

如此，县里的乡绅、商家要送万民
伞给张大人。

不敢当，张大人说。他叫主簿传话
给大家：“将送万民伞的费用折合成银
两，送义学。”并将御笔悬于县署大堂，
赋义学名为“太平”。

太平县名副其实。衙署没有太多
的事儿，张大人就趁闲，以工代赈，挖

渠，引河水，种水稻，脱颖壳后为大米。
这是他听那农夫，还有一些上年纪的人
说的：这里千百年来，一直产米，汉朝
起，就是贡米；当年包拯包大人在这里
巧断大米案，妇孺皆知……只要把水引
来，就能吃上好大米！

那就干！张大人认真勘察后，带领
大家干起来，撸着袖子……稻米丰收
了，晶莹剔透，软筋香甜。

面对老百姓的称颂，张大人说：“是
父老乡亲们好，是诸位好。”

第三年秋，衙署从东寺搬到了西
寺。因为东寺的香火越来越旺，和尚们
回来了。张大人说，我们就到西寺去。
西寺小，大家也不嫌委屈……于是，人
们称西寺也为衙寺。

后来，为了区别，人们称东寺为东
衙寺，西寺为西衙寺。

无论在哪里办差，张大人说，都好。
无论在哪里办差，张大人说，义学办

好就好。一地有了文化，就有了精气神，
就有了兴盛的根基，就会永远太平。

也是。
于是，太平县流传至今。包括东衙

寺村、西衙寺村。
虽然，在流传过程中，张大人的名

字被人们记丢了。

衙寺
赵长春（新乡市）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领域尚是
一片热土。河南新乡，一个豫北小城，
就涌现出了几十个文学社团。当时耕
耘于报纸副刊的刘德亮，身边围绕的都
是文学青年。这一时期，同为“文学青
年”的他创作也进入了丰产期，用他谦
虚的话说，“出过几本小册子”。“小册
子”中，有一本《青春寄语》，励志的散文
诗语言，影响了一大批文学青年，可谓
最早的“心灵鸡汤”。

刘德亮入职报社时编辑副刊，退休
时仍编辑副刊。一张桌子趴了30多年，
一个窗口守了30多年。如今，他与当初
的文学青年，皆已成为“文学老年”。闲
散的退休生活，对于性情恬淡的他来说
还算融洽。平时也就打打小牌、钓个野
鱼什么的。但没想到的是，因为一首
诗，打破了他平静的退休生活。这首
诗，便是《液体之火》。

据刘德亮介绍，2016 年年底，他整
理文稿时，将之前创作的《液体之火》随
手发到了“朋友圈”。之后，不知道哪位

“圈友”把这首诗又发到了网上。当时
恰逢春节，此诗又是写酒的，一下子在
网络上流传开来，成为一首“网红”诗，
被读者称为“当代第一酒诗”。

2017年年末，一家颇具商业眼光的
酒业集团捕捉到了这一信息，以10万元
的高价获得了《液体之火》的冠名权。签
约仪式吸引了省内外多家媒体，当地媒体
曾以《谁说写诗不挣钱，一首卖了十万元》
为题，对隆重的签约仪式进行了报道。

随着该诗的持续走红，让人意想不
到的是，作者的名字竟给走“丢”了，刘德
亮，变成了王玲、江河、吴广德以及数不
清的张三李四，其中“王玲”最具代表性。

起初刘德亮并未在意，他认为，只要
大家喜欢这首诗就行，至于署谁的名字，
无所谓。但慢慢地他就不淡定了，因为越
传越邪乎，尤其是每年高考一结束，“王
玲”的“高考满分作文《酒》”就会喧嚣一阵
子。糟糕的还不是盗名问题，而是盗名者
对原作的随性删改。一首本来结构完整、
词句严谨，集文学性、艺术性于一体的佳
作，被删改得粗俗不堪，品质顿减，并且

“王玲”的盗改版本在网络上已成主流。
从原作上不难看出，此诗语言精炼，意

蕴深厚，纵横古今，包罗万象，用一种液体
折射出一个大千世界，写酒又全篇不见一

个酒字。且句子长长短短，参差错落，不但
形式美，还颇具韵律之美。况且，酒也与家
家相关，此诗走红网络，也就不足为奇了。

网上搜索发现，原诗的前半部分很少
改动，尤其是“醉了刘伶/狂了诗仙/张扬了
曹孟德/书写了鸿门宴/湿了清明杏花雨/瘦
了海棠李易安”等经典句子，所有盗改版本
都保留了。删改的句子大都在中间与结尾
部分。如“洞房花烛夜/他乡遇故知/金榜题
名时/甚至/即将上路的死囚/都要你为之饯
别”。更过分的是，将“更因为你/造成了多
少人的肝癌/而魂归天堂”也塞进了诗里。
还有最末一段，原作是“点睛”之笔，紧扣主
题，却被改成了“穷也有你/富也有你/千家
万户还都离不开你”就结束了，这让在文学
创作上十分严谨的刘德亮又好气又好笑。

随着近两年的信息多样化，人人都
是自媒体，个个都能拍抖音，《液体之
火》被传播得更为广泛。由于此诗读起
来朗朗上口，且富有诗歌的韵律美，深
受文化圈的青睐，被各路人才改编成多
种文本，尽情演绎。除了众多的朗诵版
本外，有谱上曲当歌唱的，有改编成京
东大鼓、苏州评弹以及快板书的，还有
唱秧歌调的，最新播出的《乡村爱情》，
也引用了该诗的部分句子。更夸张的
是，有一部网络小说，将全诗照搬进作
品里，直接就用“惊世之作，液体之火”
作为其中一个章回的标题……

所有这些，大都来源于“王玲”“高
考满分作文”的盗改版，就连名人如“大
衣哥”朱之文、央视名嘴韩乔生以及凤
凰卫视等转载的，也都是“王玲”的盗改
版本。对于《液体之火》的删改部分，刘
德亮直言“粗俗不堪，不忍卒读”，严重
损害了原诗的文学性与美感。

了解刘德亮的人都知道，他性格温
和，生活散淡，一贯的闲云野鹤。出版过
17本书，没开过一次研讨会，没找人写过
一篇评论文章。但在文学创作上，他又是
一个极为认真，甚至是苛刻的人。在新
乡，多家“业界翘楚”慕名找他写《赋》，但
有两篇，从落成的石刻上看，只有文字而
没缀作者名字。原来，能“一锤定音”的人
物要改动他《赋》里的句子。刘德亮说改
动可以，但不能署他的名字。作者对文字
的严谨，对文学的敬畏，由此可见一斑。

一直以来，也不断有朋友为他“正
名”，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一些范

围内，《液体之火》的作者是“回归”给了
刘德亮，但广泛流传的盗改版里那些粗
俗的文字，也相应地摁到他的头上——
他不会上网，也不可能像祥林嫂似的一
再解释这首诗的“前世今生”。

对于《液体之火》“劣币驱逐良币”
的现象，接受采访的刘德亮，一连用了
五个“无”表达其心情：无人可找，无处
可查，无法修正，无能为力，无可奈何。

如今更让他不安的是，似乎有人在
拿这首诗来营利。在抖音平台上，许多
网红主播在转载这首诗，转载一次，点赞
动辄几十万，总浏览量更是超亿。还有

众多的不良酒厂，将该诗作为脚本，拍摄
出五花八门的售酒广告及宣传片。更有
甚者，将《液体之火》抢注为企业商标，并
堂而皇之地招摇于市场上……

《液体之火》火了谁？作者刘德亮
反正是一脸茫然。

如今，署名侵权什么的他早已不在
乎了，甚至还有人说他是“看见王玲出
名了来蹭热度”，他也一笑了之。他只
希望将盗改版本来次“纠偏”，剔除那些
恶心人的句子，恢复《液体之火》的原
貌，给阅读者呈现一个完整如初的作
品，这也是他接受本次采访的初衷。

《液体之火》火了谁？
——访《液体之火》作者刘德亮

郑胜玲（新乡市）

回声
脚下的这片黄土永远都是慈善的。
千万年的星转斗移，日月交泰，善

念一直在这片土地上，根深，固原，喂养
一个个以善化忧的日子。

不管是为了扼住老黄河的怒澜，用信
念垒砌出美好的期盼，还是善良的人们怜
念那个英年早逝的皇姑而筑塔祈福。

从那时起，晶莹灵秀的砖塔，铎铃
声声，祷告嘤嘤，在数百年香火延续中，
赓续，传递，再生。

行医为善，扶弱济困，铎铃的层层
回声中，仁善，是永恒的硬核。

无数个生命依旧是那么淳朴，干净。
牵手圣洁的回声，把一种坚硬和执

着，连同这片土地上的五谷，在回声中
参悟，洗去病诟和荒秽，用大写的结构，
续写着人和稼穑的前生今世。

药釜
来自山间，肩负擎起硬朗气节的使命。
来自枝头，自有历经风雨而不折的坚韧。
来自荒野，荟萃天地广袤中的阴阳滋养。
来自泥土，汲取大地母体深处最温

暖的爱怜。

来自万物生灵，把天地间筋骨血脉
的通灵凝结。

汇聚在一个空间，朝着一个方向，
心魂互溶，仁善化解一切。

接受上善浸渥，接受炙焰考问。
在搅拌融合中，运筹帷幄，排兵布

阵，互助互补，生克平衡。
只要信念的方向是正的，一切都可

以交给过程。
同俱一釜，一家人心齐力聚，就能

举起头上灿烂阳光。
或膏贴，或汤剂，或丸散，清清白

白，明明郎朗。
祛除沉疴，滋养正气。
伤病，羸弱，灾难，必须用药釜的大

爱搀扶。
站起来，就是顶天立地的人！

医堂
天地有情，日月明心，人间大爱。
一个家族，把正骨舒筋、扶正祛邪、

治病救人、助困济难的善根，根植进子
子孙孙的心魂。

谁也不想让自己的影子歪斜，谁也
难免磕磕碰碰甚至马高镫短。

医者仁心，悬壶支釜，良善济世。

从黄塔寺边的小院开始，一身妙技
和一柜良药，满怀正念和满院药香，一
个家族铺开了数百年的征途……

从施粥舍药救济苦难乡邻，到舍方
出诊医治八乡病患，从几间小屋到正骨
医院，从偏隅乡村到矗立都市，从辐射
周边到走出国门。

这个初心依旧的家族，书写了正骨
医堂的传奇。

心境的宽广，勾画了堂的深浅。黄塔
明氏正骨医家的堂，仰天俯地，胸怀万民。

指度
十指，参差在日月光华间，通天地

灵秀，不仅能触动百草万药的性情，更
能辨识出病体伤痛的根源。

手指的目光是锐利的，这种犀利源
于心的纯正。

手指的力量是坚硬的，这种果敢源
于精心。

手指的温度是柔和的，这种柔韧源
于爱怜。

手指的动作是精准的，这种精确源
于娴熟。

触摸，抚慰，拿捏，推运，复位，梳
理，驱邪，扶正，滋养，康复。

正骨医者的十指，在骨伤医疗的画
面，舞出最美姿彩。

软硬有度，深浅有法，循天地之道，
承医家之德。

十指的度，十盏照亮希望的心灯，
丈量着一个正骨医生的修为，也丈量了
人世间的冬暖夏凉。

十指间，春夏秋冬，日月星辰。

骨气
健康，是生命的神谕。
自由，是灵魂的归宿。
挺立或行走自如，是躯体的酣畅愉悦。
跌跤的人，扶他一把就能继续前行。
受到伤害的人，助他一力就会点燃

新生的希冀。
骨骼被病魔侵袭的人，期盼的是挺

直腰身重新站起的动力。
其实，骨科医生的每一个动作，都

在诠释一种力量的神奇。
纠正扭曲，疏通原有的路。
扶着信心站起，舒展顺畅呼吸。
还原母体给予的温度，自由行走在

殷实的烟火中，释放出真正的骨气。
抬头望，阳光和煦。
向前走，岁月亮丽。

仁善，是永恒的硬核（组章）
明新杰（安阳市）

春天还是那个春天
阳光还是那么温暖
皎月规规矩矩
有缺有圆
四季交替
日日，月月，年年
永远不忘的生我养我的汝南
我们还是那个曾经的少年
还是那张永远不变的脸
任凭人生磨砺
岁月的辙印在脸上涂添
梦回少年恰似昨天
残垣下汝河边
金色的校园里欢声一片
谈古今，论精典

憧理想，效先贤
捉迷藏，荡秋千
打水仗，掏鸟蛋
深夜窃入瓜田
甜蜜羞涩的初恋
一晃几十年
我们还是那个少年
青山不老
童心未泯
与快乐为伍
与健康相伴
与人生赛跑
与衰老抗战
开心过好每一天
去创造生命的极限

我们还是那个曾经的少年
张郁（新乡市）

南濒黄河北太行，
京广太新动脉畅，
国道高速密如网，
胜共两渠润物长。
京津穗深沪苏杭，
真抓实干招商忙。
产业新城拔地起，
精神物质双做强。

竹林七贤美名扬，
刘伶醉卧郭堤旁。
郭公明善万户侯，
能破吕梁三千丈。
圣人弟子名陈亢，
中州名镇亢村葬。
牧野大战誓师地，
同盟山上敬武王。

刘桥革命枪声响，
党的小组冠新乡。
楼村书记树榜样，
乡村振兴摆战场。
乡贤晓敏万卷藏，
文学馆成馈家乡。
两所高校项目上，
展示获嘉新形象。

理论实践强思想，
共同富裕党指航。
农民丰收欢歌唱，
全域旅游掀热浪。
干群同心奔康庄，
千年古县新篇章。
物华天宝同盟地，
地灵人杰誉八方。

热土
郭呈利（获嘉县）

附《液体之火》原文：

液体之火
让你
若梦若醒
飘飘欲仙
让天地颠倒
让世界旋转
把人类历史
浇灌的跌宕起伏
将琴棋书画
熏染的色彩斑斓

醉了刘伶
狂了诗仙
张扬了曹孟德
书写了鸿门宴
湿了清明杏花雨
瘦了海棠李易安
景阳冈上
助武松三拳毙虎
浔阳楼头
纵宋江题诗造反
你啊你
成全了多少英雄豪杰
放倒了多少村夫莽汉

歌舞与你相佐
美色与你为伴
催诗情万丈
壮文人斗胆
有人借你发疯
有人借你夺权

有时你只是一个道具
烘托一下谈判桌上的氛围
有时你更像一种暗器
把贪杯的对手麻翻

你呀你
既入朱门豪宅
又进村舍陋院
既流溢皇室的金樽
又盛满农家的粗碗
愁也要你
喜也要你
跃过龙门的学子
迁徙流放的囚犯
落魄的文人骚客
得志的朝廷大员
都是你的知己
你的伙伴

因为你
耽误了多少大事
因为你
弄出了多少冤案
因为你
鲜活了多少逸事趣闻
因为你
催生了多少佳作名篇

真的是
成也有你
败也有你
你这浇愁愁更愁的琼浆啊
你这千百年永远燃烧的
液体的火焰

听听
秋的声音
菊花点点头
"沙沙”
是与落叶在问好
听听
秋的声音
风儿吹动稻穗

“唰唰”
是送给农民伯伯的乐曲
一棵棵银杏树抖抖手臂
洒下的落叶是送给秋天的礼物
一棵棵枫树穿上华丽的礼服
与花朵们跳了一支舞
听听
走进秋

走进这热闹繁华的集市
你好好地去听
秋的声音
秋的声音
在每一颗成熟的山楂里
在每一只大雁身上
在每一朵兰花上
在每一声农夫的欢笑中
听听
秋的声音
从远方匆匆地来
向远方匆匆地去
听听
我们去听秋的声音

（作者为新区小学学生）

听听，秋的声音
商楚璇（新乡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