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列车上的男子汉
胡子贵

280次 列车 启 动 了 。硬座车
厢里 的 列 车 员 们 各 自 站在车 门 内
潇洒 地向 乘客 举手行礼，一 张张
笑脸 ，一双双信赖的 目 光 与列车
同行 了……

这十 一节车 厢 ，每车 两个乘
务员 ，四 个 包 乘 组 ，八十 八个青
一色 的 小 伙子 ，平均年龄不到 二
十三，个个虎虎生生 。

人人尽说女性做服务工务最
好，她 们 细 心、温存。民 航有 空
中小姐 ，宾 馆有窈窕女 郎 ，列车
上有 “三八包乘组”，可还 没听
说过 哪儿有男 子汉 “沙 龙”。

改革的 浪潮把这些五大三粗
的小 伙子推向 服务工作的 位置 。
让这些 男 子汉们干干女 同胞的活
计，莫不 是向 和 尚 借梳子——找
错了 对 象 ？事实上 ，这群 “马 驹
子”不 但没有撞翻 “红旗列车 ”
的牌 子 ，反而为 它 添抹了 一笔又
一笔的 金彩 。

前年暮春 ，省妇联 命 名 280
次列车 第三 、四 包乘组为 “三八
女子 包乘组”，西安客运段调 兵
遣将 ，成 立 了 一支 巾 帼 包乘组 ，
这下，却 给 第一 、二、五 ，六 包
乘组剩下 了 一群男 子 汉。小伙子
们成 了 红旗 列车 上的 另一个 “半
边天”。

家有百 口 ，啥人都有。八十
八个 男 子 汉 ，八十 八匹 马驹子 。
他们中曾 有为 朋 友两肋 插刀 的义

气哥 们儿，也有连 踢带咬的“骡
子”，更 多 的 则 是家庭 的 宠 儿…
… 哎 ！干 侍候人的 差事者 ，八十
八个男 子 汉 ，寥 寥 几 何 ？更 何
况，一群 野马 拴在 一枥，能 不把
槽踢 翻？！人们 的 耽 心 不 无 理
由，然而，更 多 的 则 是对八十 年
代年轻人的 信任和理解，支 持 与
鼓励 。

有一 次 ，三 位 喝 醉酒 东 撞西
歪的 主儿，从孟塬 登上 胡 永 顺 的
车，其 中 一个满 嘴 脏 话，小胡上
去规劝时 ，对 方 出 手一 拳，把小
胡的 近视 眼镜打碎 了 ，殷红的 鲜
血流 出 来 ，小胡 没有恼怒 ，他承受
了比女性更大 的 忍耐 。他 知 道 ，
不管 谁 ，只要 登上 自 己的 车 厢 ，
就是 自 己 的服务对 象，无论是醉
汉还是精神病患者 ，哪怕 是更糟
的乘客 ，服务员 没有任务理 由 挑
拣这样或 那 样成 份的 旅客 而服
务。

酗酒 闹事者遭到 旅客的 谴责
和奚落 。小胡退乘 时，那三位出
现在他的 面前 ，五十 块钱的 赔 偿
费递到 他的 眼前 。他们后悔 了 ，
他们 从小胡 身上看 到 了 自 己的 反
差……

一名 旅 客 拉 肚子 弄脏 了 裤
子，小伙子二话不说将裤 子 洗净
凉干 给病 人换上 。小 婴儿啼哭不
止，他们走 到年轻的 父母亲 身 边
轻声地说：“大概是尿布 湿了”。

转眼就 兜 起尿布去 洗 。

他们粗犷 的 性格 中 已有 了
女性的 细 腻 和 温柔 。休看 八十
八副模样 不一 ，笑 ，却 是一样
甜：服 务不一法 ，情 ，却 同 样
深。

台上一 出 戏 ，台 下 十 年
功。小伙子娴 熟的 业 务技巧是
勤学 苦 练得来 的 ！他 们 出 乘前
互相 抽 查 提 问 ，现场 练兵，回
到家 坚持常 练不 懈 。

王基新是 一个 身
材魁 伟 的 小伙子 ，说
起话来 瓮声 瓮 气的 ，
刚到车 班 那阵 ，由 于
缺乏经 验 ，每 次 向 旅
客介 绍 都出 洋 相 。一
次，他“旅客 们 ”刚一
出口 ，冷不 妨把车 厢
里的 人吓 了 一 跳，个
个惊 惧地大 瞪 眼睛 。
等小王 的 演 说 完毕 ，
一位旅 客才 吐 口 气
说：“刚才 ，服 务员
一声吼 ，我还 以 为 着
火了 呢！”王 基 新无
奈地摇摇头 ，觉得 自
己当 列 车 员实 在 不是
这块料 。

休班时 ，男 子 汉
们“拉家常”，小王 倒
出了 自 己 的 苦恼 。同

伴们 风 趣地说：“要 象 谈恋 爱
一样 亲 切 温 柔才对 哩。”小王
深受 启 发 ，回 到家 里 ，就 对 着
穿衣镜 练 ，从语 调 到 表情 ，一
遍又 一遍地练 习 。慢 慢地，小
王说 话的 声调 和 动作 就 象 话 剧
演员 那样，抑 扬 顿挫 ，有张有
弛的 声声入耳，动 作 表情 也运
用自 如 了 。过去 冷冰 冰的 车 厢 ，
如今 已是一路春风一路 情 了 ，
女同 志能做的事 男 同胞 也能做
到了 ，不 ，应 该说 做得更 好 ！

小伙子 当 乘 务 员 是有 自 己
的优势的 。碰上脏 活 、累 活 、
难度大 的 事 ，女 同 胞 们 叫 苦连
天的时 候 ，八十八个男 子 汉可
就大 显 身 手 了 。

值乘 中 ，整理行李，查 堵
三品 ，而 对 邪恶 ，八十 八个男
子汉 独挡 一面 ，显出 男 子汉机

警果 断 的 天赋。当 客流高 峰时 ，
男子 汉服务 于 车 厢处处，简直象

“ 鱼儿”一 般 ，女 同 胞对 此往往
望洋 兴叹 。

每次 归 来 ，一路风尘的 列车
需要 彻底扫 除 ，地板 ，天花板 ，
椅座 、茶 几 、厕 所、行 李架 、管
道等 等全 要用 先衣 粉或 洗涤 剂去
污除垢，清理干 净 ，几百平方 米
的表面 物 体 要达 到物呈 本 色，数
百个设备要 铜铁 分 明 。长 途 的车
厢生活 颠簸疲劳使得女 同胞 一 个
个精疲力 尽 ，而 男 子汉们却 唱开
了他 们 的 拿手好戏 。

三载辛劳，十 度 红 旗。279
/ 280次 列 车 连 续 十 一年荣 获全
国进 京 列车 质 量 评比红旗，闪光
的金 牌 ，凝聚 着 列 乍 上 男 子汉们
的心血 。

（ 题 图 摄 影　王 天 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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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 十 三 大 以 来 ，出 现 了

许多 发 扬 艰 苦 奋 斗 精 神 、勤 俭
办一 切 事 业 的 可 喜 现 象 ，消 费
过高 过 热 的 势 头 有 所 遏 制 ，或
正在 降 温 ，这 确 实 令 人 额 手 你
庆。

可是 ，当 人 们 走 进 市 场 ，
能否 买 到 物 美 价廉的 商 品 ，有
没有 选 择 的 余 地，有 时 却 很 难
说。生 产 、销 售 厂 、店 集 注 于
获利 大 的 商 品 ，使 大 众 化 、普
通型 商 品 乐 得 以 其 “稀 为 责 ”
而也 侥 幸 分 享 “抢 手 货 ”的 殊
荣，君 不 见 时 下 此 种 尴 尬 的 殊
荣尚 不 乏 其 例 吗 ？小 商 品 难 于 相
见；不 锈 钢 制 品 占 据 着 搪 瓷 用 品 的
位置 ：热 水 瓶胆 久 候 不 至 ，从 而 为
热水 瓶 也 列 入 “一 次性 用 品 ”开 辟
了蹊 径 。高 级 面 料 及 其 成 衣 质 量 上
乘、款 式 新 颖 ，蕴 藏 着 分 外 娇 娆 的
媚力 ，它 把 中 、低 档服装 挤 往 一 隅
之地 ，乃 至 排 除 在 略 逊 风 骚 之 外 ，儿

童玩 具 向 着 高 价 迈 进 。更 有 甚 者 ，

搭配 销 售

长盛 不 衰 ，

买4分 的 邮

票要 搭 售 一

袋明 信 片 ，
如此 等 等 ，
不仅 损 害 了 消 费 者 的 利 益 而 且
为自 诩 的 “皇 帝 的 女 儿 ”壮 了
胆，导 致 竞 争机制失 灵 ，岂 不
令人叹息！

在大 力 宣 传 拓 宽 消 费 领
域，改 善 消 费 结 构 ，倡 导 科 学
的消 费 观 念 的 同 时 ，要 特 别 注
重宏 观控 制 的 调 解 ，要 把我 们

需要 提 倡 的 与 和 应 该 落 实 的 衔 接 起

来，“成 龙 配 套”。这样，科 学 的 合
理的 消 费 ，同 现 阶 段 生 产 发 展 的 水 平
才能 相 适 应 ，艰 苦 备 斗 就 不 只 是 指 导
思想 ，而 可 以 脚 踏 实 地 落 实 了 。否
则，无 选 择 的 可 能 ，低 档 货 难 于 相
见，无 心 于 高 消 费 之 士 也 只 落 得 个

“ 英 堆 无 用 武 之 地 ”而 已 。

刊头设 计　秦 国 栋
本版编 辑　杨 乾 坤

《 马 嵬坡诗选 》将 出 版
唐天宝 十五年 （公 元755年），在陕西省兴 平

县西北25里 的 马 嵬驿 ，发 生 了 举世 闻 名的“马 嵬
兵变”，唐 玄 宗 李 隆 基 迫 于 压力 ，处 死 了 爱妃杨
玉环 。一 代美 姬香 消 玉 殒 ，引 起 了 多 少文人 骚 客
的感慨叹 息 ，历 代 以 此 为 主 题 的 诗 层 出 不 穷 。据

《 马 嵬志 》记载 ，历 史 上 曾 有人 汇 编 过 马 嵬诗
作，得诗500余 首 ，可惜后来失 散 了 。杨贵妃墓
两旁 碑 廊 ，现 存历 代 文 人 题 咏 石刻 32通 ，有很 高
的文学 和 书 法 艺术价值 。

本书 编 者 张 过 和 何 冰 同 志 ，经 过 五年多的 时
间，搜 集 了 大 量 资 料 ，从 中精选 了 唐 宋以 来 300
多位诗 人的佳 作 400余 首 ，并 作 了 简 要 注 泽 和 作
者介 绍，诗 中 不乏 名 篇 绝 唱 ，具 有较 高 的 欣赏 价
值和研 究价值 。书 末 附 有 杨 贵 妃 墓 楹 联 近 百副。
著名 诗 人、书 法 家马萧萧同 志 题 写 了 书 名 。由 华
岳文 艺 出 版社1988年 4月 出 版 ，全 国 各地新华书
店发行 ，每 本估价1.30元。　（张 一 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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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冶 炼 钢铁 、炼 油
等工厂 ，由 于 大气受二
氧化 硫的 污 染 较 重 。因
此，宜 栽 植吸收 和抗二
氧化 硫 能 力 强 的 树 种 ，
如构 树、桑 树 、臭椿 、
垂柳 、刺 槐 、加 杨 、榆
树、合欢 、山 渣、泡桐 、
五角枫、工 矛 、黄 杨 、
紫穗 愧 、黄 刺 玫 等 。

在塑 料 、炼 镁 等 工
厂，会 排放 氯 和 氯 化
氢，这些 厂宜 栽植抗 氯

性较 大 的 臭 椿，合欢 、桑 树 、楸
树、杨 树 、龙柏 、枣树、旱 柳 、
紫穗 槐 、锦鸡儿 、木 槿 等 。

在砖瓦厂 、磷吧 厂 、陶 瓷厂 ，
玻璃厂 、电 解铝 等 工厂 ，会 排 放 出
氟和 氟 化氢。这些厂宜 栽 植 银 白
杨、臭 椿、青 杨 、刺槐 、法 桐 、龙
柏、侧 泊 、枣树 、云 杉 、戚 树 等 。

秦陵探 胜 秦陵 的 博 茕
张文 立

博是 古代 的一种 游
戏，同 现在 的 下 棋 一
样。因 为 博时每人执六
个棋子，所 以 也 叫 六
博。古人把这个活 动叫
博戏，茕 （音穷 ）就是
现在 的 骰 子，也叫投
子。不过骰子是方 的 ，
而茕是 圆 球形的，上面
磨有 许 多小 圆 面，圆 面
上刻 着 数 字及“骄”等
字样 。

这种博具，在考 古
发掘 中 出 土了一些。它
有一 个 博 局 ，就是 棋
盘，是方 的 或 长 方 形
的，上面 刻 有 “、”、
T 的 曲 道十 二个。对 博
的人，每 人 有 六 个棋
子，另 外 两 人共有六个
箸（也有 两 个 或 八 个
的）。其 次有一枚 或两
枚茕 。茕 掷下 时 能 转
动，象现在的骰子 ，掷
下后 跳动 一 会 ，才显 出
点数 。走棋的 人，按茕
稳定 后上面 的数 字行棋
吃子，决 定胜 负 。这种
游戏，据 说是有个叫 鸟

曹的人发 明 的 。我 国 在
殷代便有这个 游戏，这
种游戏 发 展到 战 国 、秦
汉最为 发 达 。

秦汉盛 行 博 戏 ，所
以秦汉遗址上出 土的博
局实物较 多 。秦 代 的 有
湖北云 梦 睡虎 地的 两个
秦墓中便出 土了 两具 。
在秦始皇帝 陵附近，目
前还 没有 发现完 整的 博
具，只是 在 秦陵北外城
附近 的 毛家 村出 土了 一
颗石 制的茕，它是一个
十四面 体 的 圆 球 。十 四
面上，分别 刻 有 由 一到
十二这十二个数 字 。上
下两个对称面上，分别
刻有 “骄”、“＃”二
字。有的 同 志 认为 这是
行酒 令 的用 品 ，这是不
准确 的。因 为 长 沙马王
堆汉 墓中 出 土的一套 博
具中 ，就有茕 。不过 那个
茕是十八面 圆形木茕 ，
上刻一至十六这十六个
数字，另二对顶 面的 字
分别是 “骄”、“＃”。
在博戏的六个棋子中 ，

有一个棋子 叫 “枭 棋”，
其余 叫 散棋 。枭棋就是
骄棋。《古 博经 》说 ：

“棋行 到处即 竖之，名
为骄棋”。这个棋子成
了枭 棋 ，便 要竖 起来 ，
可以 吃其 池 淇子 ，和 象
棋中 的将 、帅一样，或
者就是 扑克中 的大王 。

“＃”、“＃”，目 前
尚无解 。我 们 以 为 ，它
可能是 枭 的反 意 。如果
掷出 “＃”就将 枭 淇放
倒。

这枚 茕出 土 的 地
方，同 时有大 片的地面
建筑 ，有大 量 秦 代 板
瓦，筒 瓦 、瓦 当 及烧土
等。因此，它应 该是 当
时在 秦凌 工 作的 人们 游
戏用 的实物。虽 然很小
的一件，但 却 真实地反
映了 当 时 的一种风 尚 。
同时，也 使 我 们联 想
到，一边是 艰 苦 的 劳
作，而 另 一边有的人却
在吆 五喝六，尽情 游戏
作乐 。这便是一幅秦陵
边的 漫画 ．

汉中 黑 米 粥
王祥 玉

具有陕南地方风味
的黑米 粥，早在两 千多
年前 就 闻 名 于 京都 长
安。相 传黑米是我 国 西
汉时代 的外交家、探险
家张 骞 发现和 培育 的 ，
曾向 汉武帝进贡，龙颜
大悦 。他 虽有 吃不尽 的
山珍海 味、龙肝 风胆，
但对罕见的 黑米爱之如

宝，除 自 己每日享用 ，
还分 赐 给 宠 臣 爱 妃 尝
鲜，被 文 武官 员 誉 称

“ 黑珍珠”，遂列 为南
郑郡 （今 汉 中 ）每 岁 向
朝廷交纳 的“贡 米”。

此米 与 普通大米 相
比，略 细微长，全 身 紫
黑，茬 口 稍硬耐煮，具
有独特 的香味 。陕南 汉

中城 乡 ，每 年 秋 后 黑 稻
成熟 ，家户 都喜欢吃 黑
米稀 饭 。熬成 的 米 汤 色
黑如 墨，呈稀 糊 状，喝
到口 里 有一股 淡淡的莲
藕味儿 ，特 别 爽 心 合
胃。由 于 代 代 相 沿 成
习，吃黑米的 经验十 分
丰富。煮米 时 投 入 天
麻、银 耳 、百 合 、红
枣、花 生 、核 桃 、芝
麻、冰糖，即成 “八珍
大补粥”，胜似琼 浆玉
液，是招待贵宾 己 亲 的

上等 食 品 。
其实黑米粥 的 真 正

价值还 在于它 的 食 疗作
用。许多 患有头 昏 、目
眩、贫血 的老年人食 用
月余后 症状明 显 减退 ，
食欲亢进 增大，精神 与
日健 旺 。经中 医 临床 观
察，长 期 腰 酸 膝 软 、四
肢乏力、眼 目 金 星 的 神
经衰 弱 患者 ，黑米粥 的
食疗效 果最 好，故医学
科学家 把黑米 称 为 “药
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