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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细节中

———杨永生《散落的思想尘埃》读后感

霍 军

多年来，我很固执地认为，细节是文章的生命。朱光潜先生说，真正
的好诗，都能够抓住典型细节说话。所谓意象，其实就是真正感动了诗人
并被他敏锐捕捉到手的细节。作为文学主要体裁的小说，干脆就是细节的
艺术。
我最喜欢向别人炫耀的一个发现是，小说，就是从小处说。从细微的

地方发现世界的奥秘，在琐屑零碎的细节中捕捉生活的气味，这才是小
说。而社论，大论文，大报告，都是用概念和常用名词说话，可以取个名
字叫“大说”。从大处说，宏观看世界，高瞻远瞩，雄视阔步，高屋建瓴，
动辄世界风云，开口全国形势，说起来都很大。现在文艺家们创造了个
词———“宏大叙事”，就是指这个。
“大说”很必要，把握世界，离不开大手笔，大动作，大战略。但是，

身体除了骨骼还有血肉，还有毛细血管。历史除了帝王将相，也还有草民
百姓。即便皇帝诸侯，有时候他们的一颦一笑，也还是最能说明问题的。
司马迁那部大部头的通史《史记》，之所以被鲁迅称作“无韵之离骚”，很
大程度上，是因为司马迁写了大人物的许多小动作。比如陈胜以前给地主
家扛活儿，说不清那一日，就撂下锄头把子走到地埂子上望着天空发呆，
发牢骚，谈人生的富贵问题。一帮穷伙计不理解，笑他一个种地的穷娃子
梦想富贵。后来呢，果然就是这个人领着大家伙儿干革命了。那天他说出
了关于富贵的后半截子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想必所有读者和他的
穷伙伴们这才明白，他先前在地埂子上为何要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那种怪话。到了后面，穷伙计们去找“陈胜王”叙旧，在王府里受了惊
吓，这才发现，一旦富贵，人多半还是要忘本的。当了大王的陈胜套上了
王家的牛逼礼仪，立马没人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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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胜没人味道了。司马迁因此用细节写出了人的味道，更写出了中国
历史的味道。这就是细节的力量。后来中国陆续诞生了二十几部官修正
史，体例越来越严密，体系越来越庞大，理论也一套一套的。后来那些自
认为掌握了历史写法的人们，就看不上司马迁老爷爷了。认为他唠唠叨
叨，总是拈出一串子轶闻和细节讲故事，太不“历史”了。公道点说，中
国的史书的确因此规范了不少，可是，也就越来越没有人的气息。只看见
大江大河的涌动，没有了毛细血管的流淌，历史因此贫血，变得苍白僵
硬。
有一阵子，我有些疯狂地让学生们在随笔中写细节。我声明看不上那

些“十六岁的花季”之类的空洞抒情。我希望看见孩子们写写与母亲的拌
嘴，与朋友的玩笑，听课时的一个小动作。很多经历小学和初中老师严格
训练的孩子，根本不能理解我的这种偏执。而我要扭转其中一个学生的笔
杆子的倾斜方向，都要花费两年的力气———无数的评语，无数次的讲评示
例，甚至好多次的面批，才能让他体会到细节的力量。我最高兴的是看
到，有些孩子因为这样写，不光笔下有了质感，为人行事也有了些许变
化。那时做一个教学研究课题，我提出了随笔写作与公民教育的命题。我
认为写作就是为了培育一个人的细节体验能力。因为关注细节，才有了写
作的冲动，因为写下细节，才扭转了先前的粗糙认识。因为描写和体验、
研究细节，感受能力也变得敏锐和细腻，这才会发生自我行为的变化。没
良心的儿子都是忘记了母亲纳鞋底子的小油灯的人，是吧？一个有丰富情
感的人必定会对细节有超出常人的感受力。而作家，则是看见了细节的
人。诗人呢，干脆就是在细节中发现整个世界的艺术家。所以他们笔下的
细节，叫典型，叫意象，有着丰富的意蕴。
说着许多关于细节的话，是因为翻看了杨永生的文集。他的散文在报

上读过一些，并因此成了和他交友的契机。永生似乎很喜欢动笔，时不时
要上一回报纸。我知道他在搞行政，说白了是做官，而且做得很有前程。
我曾撰文感慨原酒泉市委宣传部长李金寿先生既为官，又为文，出了好几
本书。我大致追述了中国历史上科举选拔文官从而出现的官员多为文学家
的现象，奇怪这种做官与做文一体的生活方式在近代的消失。能够追述的
原因也许只有，当今各行业高度专业化，行政管理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
不幸的是，作家也是高度专业的事情了，因此，脚踩两条船，似乎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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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见。许多人都感叹今天缺少通才，文艺复兴时代那种百科全书式的作家
和学者固不必提，连华罗庚那样的能读写点儿古典诗词的科学家，自西南
联大的历史结束后，都很少找到了。所以，为官的杨永生一直把握着一支
具有散文颜色的笔不搁下，不能不让我好奇，且心生亲近感。
集中看了永生的文章，我坚定了先前关于细节的那些看法。我明白，

永生之所以还能写，是出于他对细节的关注。永生身在行政机关，依然没
有忘记抒情的本能，是因为他还能从生活中的诸多细节时时产生感悟。永
生能够保持住相当的文笔水准，写出意趣多样的散文，是因为他在一个相
对的高处，还看得见低处的沟沟坎坎，花花草草。永生没有负担茧壳前
行，而是处处不忘让原始的风吹开衣襟，来唤醒自己的肌肤。因此我要表
扬他的是，他没有把做官当成一件仅仅是获得发达的事情，光顾了念叨级
别待遇和前程，而忘记了做官其实还是为了活人，为了体验生命，为了提
升生命境界。这种境界，有时很需要写写画画，来留驻在笔下，铭刻在心
里，来感觉，品味，思辨。
将至中年，永生也还忆得起来：“我 24岁的一天，蒙蒙细雨中随飞

驰的汽车翻了几个筋斗后跌落路边的树沟，当时瞬间脑海中只闪显完了这
个字眼后，幻念即逝，一切平静后发现自己幸免劫难。”记得这一幕，他
便会写下“生活的确很美好，活着很幸福啊”的感悟。
晚饭后例行散步，“不期然听到悠悠的二胡独奏声”，就发现了一个

底层的民间演奏者：“头戴礼帽，低着头忘我地在演奏，没有观众，没有
掌声，也不与我们这样的冒昧造访者进行简单的会意交流。我心生怅然
……”好，心生怅然，其实是心在复活，在变得柔软。于是他明白：“当
我们看到听到优美动听的曲艺演奏，却显得麻木不仁而了无情趣；仰望万
里晴空和明媚的太阳，心头却始终笼罩阵阵阴霾和苦雨。我们拥有了如此
之多，却感受不到生活的快乐，难道我们的快乐被蒸发掉了吗？不！我们
的快乐被‘复杂’格式化了。这‘复杂’源自于我们对生活的要求过高，
对生活的奢望过多，对物质的贪欲过剩，对精神感官的刺激过滥，以至于
使我们的目光变得浑浊，听觉变得迟钝，精神变得萎靡，生命失去了本真
的色彩和激越的铿锵，人成为物质忠实的奴隶，哪还有快乐可言？”（《简
单生活》）
这样的观察了领悟在永生的笔下比比皆是。漫步街头，他注意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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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磨时光”的咖啡馆的醒目招牌联想到了生活需要细腻品位。陪领导行
走在公路上，他注意到了不给别人让路的货车司机，从而生发“文明的差
距”的联想。接待信访者，他看见了，“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太婆多年来领
头信访，前后又解决了儿子、女儿的结婚住房。你若不答应她提出的要
求，就背着行李卷，拉着液化气瓶，到政府门前睡觉和做饭。派出所干警
先后遣送回去了多次，但她依然故我地这样做。”因而发出对“信访众生
相”的感慨。在北京争取汇报风电项目时，他记得，“市发改委的一名副
主任脱口而出：我也要当一把手。而市发改委的一把手正好也在场。听到
此话的另一位同伴一激动，与他坐的凳子一起人仰凳翻，大家顿时乐翻了
天。”这儿既有一个年轻人的直率，更见出大家在繁忙中的友善和快乐。
许多细腻的回味也在这样的细微一瞥中展开。
攀登梦柯冰川，他看见“夕照中的冰川微微斜倾在两座棕色的山峰之

中，随着我攀登距离的靠近，她的身姿越来越大，洁白的身躯闪烁着迷人
的光泽，宛如一位体态婀娜的妙丽女子，正远眺着慢慢下垂的夕阳”。冰
川的美丽其实来自观赏者的眼睛有所发现。
走访天水，他“又抽出半天时间，仔细地参观了胡氏民居的南宅子”，

顺便来了一次文化探寻。
他还“目睹了被誉为‘怪树林’的枯死的‘原始胡杨林部落’”，“犹

如古战场，仿佛曾经发生过一场殊死的恶战，其倒伏的形状千姿百态，震
撼人心。”“光秃秃的树枝像无数双高高举起的干瘪的手，仰天长啸，呼
唤着生命之源———水。”在这儿，情景描述于内心的感触交织在一起。细
节引发了体验，体验带动着思索，文笔就探入了精神的深处，汲取着思想
的甘醇。
有时他会在回忆中品尝今天的幸福。他还记得，“父亲最终找了一间

约 10平方米的小仓库，并在门口简单挡了一个遮雨顶，支了一个火炉子，
全家 6口人就此安身下来，这是我们家进城以后真正意义上的住房。虽然
简陋不堪，也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不被别人骚扰的住房。”记得这样的细节，
永生才会由衷地赞美今天的好日子。
他会记得儿子小时候的纯真，九岁的时候，儿子“突然满含忧虑地对

我说：“爸爸，我现在一想起有些问题就很难受和痛苦，就忍不住想哭。”
说完这句话，儿子便嚎啕大哭起来”。儿子是在为全球环境变得肮脏而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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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小儿啼哭，震动着成年人的心。
他也记下了自己优雅的休闲，“十月的季节，是秋风扫落叶的时节。

晚秋一个周日的午后，我坐在窗前的躺椅上，晒着秋日暖暖的阳光，惬意
地读着一本书，确切地说是一本现代诗集《1916-2008经典新诗解读》”。
读诗的细节，今天还会出现在多少中年人的生活里？
有相当多的篇幅记述了永生走访欧美的见闻。我很在意他写到的那些

欧美人的生活细节。他的《我看美国》这组纪行随笔的副标题就是《美国
考察细节散记》。那位热心为中国客人拦出租车的美国黑人警察，那些在
美国楼房里“喷洒着淡淡的香水，播放着柔曼的音乐”的洗手间，让永生
体味着“一个家庭、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当然，他也看到了世界头号强国街头的乞丐，“一个醉汉口吐白沫躺在街
上，与周围的环境和气氛显得格格不入，把我刚刚刺激亢奋起来的良好情
绪冷却下来”。他讨厌美国的“安检脱鞋子”，“我们早早脱了鞋子排队检
查，等候的人一多，地上踩脚的垫子小而短，一部分人就只好光脚踩在冰
凉的地板上，一方面很不人性化；另一方面，那个踩脚的垫子也好，冰凉
的地板也好，都不怎么干净，加之人踩得多了，不传染细菌和疾病才怪
呢？我在经历了这样一次遭遇后，脚底半天都是冰凉的，心也是慌慌的，
感觉很不美好。”他的冷静观察来自对欧美人生活细微情景的关注，还加
上自己真切的感受。
在剑桥大学，他注意到，“剑桥本就没有大门，也没有围墙，大学即

城市，城市即大学，没有中国“象牙塔”式的学术分隔和社会边界。但剑
桥的人文气息和人居环境的瞬息变化又是让人着迷的：一会儿是宁谧悠长
的大学拱道和小街，一会儿就身处熙攘往来的小市小店，走着走着就是一
个不烙痕迹的学院校门和小院，不知不觉中又斜倚到了浪漫灵秀的康河河
畔和雅致的康桥桥头，审美疲劳时大片的绿地和鲜花就会扑向你的眼帘，
感觉劳累时已正襟危坐在静穆超脱的教堂之内，空灵的剑桥晚钟早已缓缓
响起。徜徉在剑桥诗韵的钟声中，谁能不尘嚣尽落，心如止水？”
不知不觉，我就引用了很多，因为这些细节属于永生的行走，也属于

我的阅读。有细节你才看得见。有细节你才算看见了。细节是文章的血
脉，也是我们生命的血脉。细节让文章肌肤细腻，容颜姣好，内里健康。
细节也让今天与冗杂公务和更多程式化的公文打交道的永生保持着对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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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情，对生命的敏锐感受能力，对真情的执着。细节促成了这本书里边
多半的文章，细节让他秉笔不辍，在延续着从青年时代开始的文学爱好的
同时，也还通过写作，始终拥有细腻丰富的体验。
我想起古老的经典《诗经》，在中国古代的教育中始终是儿童教育的

规定教材。《论语·阳货》中有一段著名的文字：“小子何莫学夫《诗》？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
鸟兽草木之名。”不学诗，无以言。自不必说。诗可以兴观群怨，这也不
必说了。我想问的是，干嘛要让小小孩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恐怕
不仅仅是为了知识的需要，诗歌里边的草木之名也不足以构成真正意义的
上植物科学。想必，古人是要让孩子们学会一种体验和感悟世界的方式：
就是要从小学会打量一花一木，亲近自然，体物感怀；就是要学会从细节
上去亲近世界，进入事物的本质。古典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讲究诗礼。
传统诗歌的写作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历史。唐诗宋词那么发达，士大夫甚
至市井百姓人人能够熟练吟诗填词，绝不是一种偶然的文化景观。严格的
诗律几近于稍嫌刻板的士大夫礼仪。吟诗作为一种日常生活方式，是典型
的中国人的生命习惯，是中国式的君子成长的背景音乐。而借景抒情，情
景交融的基本表现手段，更是讲求“即物体道”，从花鸟草木爱惜中产生
细腻温柔头的情怀。
如此说来，所谓“诗教”，就是细节的教育。时时处处能体察人们的

细小言行，物的色泽质地，在观赏中体味，在体味中思索领悟，怀揣温柔
敦厚的情感，去面对你所遇到的任何事情，这样慢慢儿就会具备君子的仁
爱德行。也许你并不满意眼前的事物，但你会用细节说话，用感悟表达，
你在“美刺”———用优美的方式去唤醒自己，去影响和改变属于你的世
界。
写作，正是一种诗教。如此看来，已经记述了许多细节的永生散文，

正该好好儿写下去。我期待着他更多地用细节说话，在细节的伴随下提笔
行走。

（作者系甘肃省酒泉中学高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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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异国心音

古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西篱之菊，香溢东邻。到国

外考察、旅游和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多视角阅读异国历史变

迁、经济发展、文化底蕴、人文风情的过程，更是一个阅读自

己、剖析自己、澄静自己的过程。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使西方人

注重于用明亮的双眼、感光的心灵、激情的双臂，去深层次阅读

异域风土人情；中国人喜欢用高科技的摄像机、照相机去匆匆拍

摄“到此一游”，将真切的心灵阅读挥手丢弃，让浮光掠影的阅

读记忆随风飘逝在异国的风中。

时光短暂，人生纷繁。我们生命的脚步不可能迈的很远，我

们阅读的目光投射的距离相当有限，我们灵魂舒展的天地又取决

于自我心灵空间的拓展。个体生命质量的落差，往往造成整体文

明之间素质的高下。既然走出去，就应该用心灵阅读，用睿智阅

读，甚至用生命阅读和解剖。尽管阅读有些匆忙和粗糙，但总有

修补和完善，便有社会整体文明程度的融合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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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美国
———美国考察细节散记

2005年 10月 5—17日，应全球最大的制种企业美国杜邦先锋公司邀
请，我有幸陪同市政府主管领导与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高管人员赴美国
考察洽谈合作项目。在短暂的时间里，我们走马观花地考察了先锋公司总
部的科研中心、生产基地和加工企业及其所在地依阿华州首府迪茂斯，美
国中部重镇芝加哥，第一大城市和最大海港———纽约，景色宜人的夏威夷
群岛。百闻不如一见! 浮光掠影的实景考察，我对美国富庶的国土资源，
强大的经济实力，发达的交通事业，领先的科技水平，超前的环保理念
等，有了较为深刻的感性认识。美国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已被世界认同，
诸如此类的文章比比皆是，观点各异。而我要叙述的是考察期间所看到的
美国细节问题。俗话说，窥一斑而见全。细节往往反映态度，态度决定全
局甚至成败。透过细节，我们可以分析和判断事物的一些本质和面貌。
细节之一：热心肠的美国黑人警察。
美国因为经济高度发达，家庭汽车拥有量较大，被称为是“建立在车

轮子上的国家”。在美国没有了汽车这一代步工具，人们的外出行动就极
为不便，因为出租车非常少。10月 9日晚 9时，我们在芝加哥唐人街吃完
晚饭准备打出租车返回酒店，于是分两拨人在路的两边挡出租车，但怎么
等也看不见出租车的影子。一个黑人看出了我们的意图，主动提出要为我
们拦一辆出租车，我们表示同意。于是这个黑人便挥舞着双手，大声吆喝
着为我们拦挡出租车。结果是这个黑人忙乎了半天，出租车没挡来，却招
徕一辆黑人警察驾驶的警车。黑人警察将为我们挡车的黑人驱撵后，对我
们说，不能让刚才的黑人为我们挡出租车，否则，他会讹诈我们二、三十
美元小费的。过了一会儿，黑人警察为我们领来了一辆出租车，很有趣的
是，街对面的另一拨人误以为我们拦了两辆出租车，在急急忙忙中误上了
黑人警察的警车。当我们说明情况后，黑人警察让另一拨人在原地等待，

002· ·



◆

他又为我们同行的人去拦领出租车。在回酒店的途中，出租车司机对我们
说，他是在别的区域跑车的，这名黑人警察打电话，让他所在区域的警察
拦住他，然后跟这辆警车来接我们。我们到达酒店少许，另一拨人也紧跟
着到达，他们乘坐的同样是那名黑人警察领来的出租车。在返回酒店以及
在后面几天的考察途中，大家对这名黑人警察帮我们打出租车的事津津乐
道，赞不绝口。我们没有考察过全国出名的济南交警，更不能简单类比。
但在美国主流社会受歧视的黑人警察为我们所做的这件事，却给我们考察
组的几个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和深远的启示。
细节之二：卫生“死角”的文明细节。
在中国，卫生间或洗手间被称为卫生“死角”。相比而言，我们家庭

卫生间的洁净程度可能要好一点，而公共卫生间的洁净程度就很不敢恭维
了。有些卫生间不是苍蝇飞舞、臭气熏天，就是污水满地、垃圾成堆，让
人无法下脚完成人的“第一急”。我们在美国期间，所到之处，不管是先
锋公司的企业卫生间，还是宾馆、饭店、机场、商场、旅游景点的公共卫
生间，其干净程度和对人的细微关怀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则，他
们的卫生间大都在人的视觉所达到的显眼位置，你一下车或到达就能一眼
看到，再加上工作人员的指点，就能便捷去上；另一则，他们的卫生间清
理的干洁程度自不细说，甚至还在卫生间里分门别类准备了便用卫生纸、
马桶坐便纸垫、洗手液、擦手卫生纸、烘干机、垃圾桶等，门口备有饮用
水，各有分工，各归其位，便捷顺手。有的卫生间还喷洒着淡淡的香水，
播放着柔曼的音乐。尤其是我们光顾了依阿华州议会大厦的卫生间，它不
但具备了以上条件，还准备了开水壶、茶杯和饮用咖啡，你还可以顺便冲
一杯咖啡提提神。透过卫生“死角”的文明细节，往往就能反映一个家
庭、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这并不是我的一家
之言。据说我们曾接待过一批外国客人，一个外国客人“内急”，只好在
公路沿线的一个简易卫生间去解决问题，结果这个外国客人从卫生间出来
后呕吐不止，一问才知是我们的卫生间不但太脏，而且爬满了臭虫，引发
了他的呕吐欲望。这虽然是一个个体特例，但透过这一现象，应对我们卫
生“死角”的文明细节予以深思和重视。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家庭
的文明建设和文明程度，应当体现在各个细节和每个角落。否则，这样的
文明就是残缺不全的，就要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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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之三：对残疾人的人文关爱。
就人类整体而言，残疾人是一个弱势群体，其自身的生理残疾，决定

了其行动的不便和生活的障碍。从国家社会而讲，理应为残疾人营造人文
关怀的舆论氛围，提供实际的生活帮助和救助；对每一个健康人而言，都
应义不容辞地为残疾人尽一份关爱之心。在美国的一家机场转机时，我惊
奇地看到一对残疾的老年夫妇，双双坐着轮椅，由机场工作人员推着他们
跑来跑去办理转机手续，从行装上判断，这对残疾人夫妇好像也是旅游
的。我在想，在陌生的美国，我们正常的健康人在考察途中都生怕跑错地
方，以免耽误了转机和乘机，而这对残疾人夫妇却很平静地来去自如，他
们有没有这样的思想顾虑？也许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机场为残疾人
提供了这样的人文服务，所以他们就和健康人一样了，平静而自如，通畅
而无阻。接下来的几天，我看到美国的卫生间处处都有残疾人提示和残疾
人专用座。在芝加哥、纽约我们入驻的酒店，也会看到为残疾人开设的进
门专用通道，只要你轻轻按一下按钮，双层的残疾人通道门便会轻慢打
开。而健康人走的都是旋转门。在夏威夷的一个酒店停车场，我又很突然
地发现了残疾人停车位，尽管停泊的车辆很多，但残疾人停车位仍在静静
地等待它的主人，并没有非残疾人去占领它。我在静默观察的同时，也为
此深深的感动。我们在一家酒店等车时，我发现他们的旅游豪华轿车还专
门准备了一个小凳子，遇到腿脚不方便的客人，他们就会将小凳子放到车
下，由导游和工作人员在两边热心搀扶你下车。对残疾人而言，真正需要
的关怀，就是渗透在细节当中无微不至的关爱，丝丝入扣，润物无声，令
其身心温暖而舒畅，生活方便而无碍。
细节之四：记忆犹新的文明小节。
文明就是要造就富裕和谐的国家和彬彬有礼的人民。别林斯基说：

“外表的文明要同内心的文明一致，外表的整洁和文雅应当是内心纯洁和
美丽的表现”。在美国，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文明小节让人记忆犹新。在
杜邦先锋公司考察的几天当中，不论是在总部机关，还是在加工企业和科
研基地，每每遇见公司职员都会向你问好，有时正低头走路或与随行言
谈，不期然就会听到向你问好的打招呼声，刚开始还真有点唐突或莫名其
妙，加之语言不通，颇有些尴尬的意味。经过几次尴尬后，我们也学会了
回应的办法，慢慢地也就应对自如了。我原以为这是先锋公司的内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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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为规范，后来进了商场、宾馆、景点等公众场所，仍然会遇到类似的
文明小节，这才发现我的判断是错误的。在美国的第一个早餐是西餐快
餐，我们用完餐刚要准备离开，随行的先锋公司中国区总经理提示我们，
要将各自所用的餐具整理放入不同的垃圾袋。我细一观察，发现大家都在
井井有条地这样做，所以在西餐厅中也就看不到一片狼藉的景象。学会了
这一招，在接下来的考察当中，我们就再也没有出现“老土”的现象。进
入美国西餐厅，我看到听到的是柔和的灯光、舒缓的音乐、轻声细语的交
谈和细嚼慢品的餐饮，感受到的是一种惬意的舒展和随意的放松。这与我
们在唐人街中餐馆看到的旁若无人的高谈阔论，大声吆喝的吃喝碰杯形成
很大的反差。在美国的街道上，“车让人”的礼貌和耐心，让我们心存感
激，也是所有考察了美国的人的共同感受。不管是红灯还是绿灯，只要是
你站在街道边打算过街，人家的车就会提前刹车等待你过街。说起这件
事，一位已经考察过美国的同行说，在美国你不过街，就不要在街道边等
待，否则，车就会一辆辆停下来让你。怪不得我爱人曾在兰州进修时一授
课的老外说，他们在中国不敢过马路，也不敢开车。看来，原因就在这
儿。在夏威夷的街头，我们看到在沿街制作了一个个玻璃陈列柜，整整齐
齐地摆放着各类印刷精美的旅游介绍和广告宣传册子，有大有小，还有地
方性报纸，供市民和游人随意拿取浏览，非常方便。因为行李箱空间有
限，我有选择地带回了几本。由此，我就想，若摆放到中国的街头又会是
什么情况呢？此时，我又想起了酒泉街道边不断被砸坏的广告牌和磁卡电
话机，心情真的很复杂。
细节之五：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宜。
追根溯源，坚持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应是马克思主义的理

论学说之一，但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经济学家活学活用、发扬光大、付
诸实践了。美国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但美国以人为本的环保意识和举措
同样毋庸置疑。我们所考察的美国先锋公司就掩映在迪茂斯的绿树和草坪
之中，它的周围还分布着星星点点的工厂，生长茂盛的庄稼，各具特色的
居家宅院，纵横交错的公路，安静的停车场以及停泊的各色车辆。他们的
工厂、宅院一律依自然地形而建，没有高大森严的围墙，气派豪华的大
门，来往巡逻的保安，以至于我们在先锋公司总部门口留影时，找不到代
表公司名称的鲜明语言标志，在他们一家较大规模的加工企业，我们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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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在公司马路对面草地上树有一块公司名称的石碑。他们的工厂、宅院周
围的硬化面积非常小，绿化也是随周围自然地形而搞，该花种花，宜树栽
树，适草制草，不搞统一的花草和树种，也没有横平竖直的网格对称，感
觉不到人工雕琢的痕迹，看起来像是自然形成的田园景观，非常的和谐宜
人。我们在前往先锋公司一家加工企业考察的 2个小时车程中，沿途所看
到的庄稼地也是随自然地形而种。当然，他们的庄稼浇灌一方面是靠雨
水，另一方面是靠大型喷灌设备来完成。美国的公路也是随自然地势而修
建的，他们没有将公路垫成统一的高度，也不要求一定要笔直。我们坐在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台阶上小憩时，成群的鸽子、小鸟就在人群中飞来跑
去，我们拿出飞机上发放的小食品来喂它们，这些小生灵们就纷纷凑到我
们面前来觅食，高兴地飞到我们的手上和肩膀上，跳来跳去，与人尽情地
友好嬉戏，引得周围的游客举起相机不断拍照。美国的环保和绿化可以说
是武装到“顶”了。在纽约，我发现许多楼房、住宅的楼顶上都种植了花
草，一些路灯电杆上挂着一盆盆鲜花。我一了解，才知靠雨水就可以为这
些花草提供必要的湿度了。在美国考察的日子里，我没有看到裸露的土
地，他们优美、自然、和谐的环境，洁净、清醒、宜人的空气，以至于使
我产生了审美疲劳，在回国的途中昏昏欲睡，进入了绿色的梦境。
细节之六：随处插挂的美国国旗。
国旗代表一个国家的旗帜，体现国家的主权和尊严。美国的星条国旗

就时时处处无不体现着美国的主权和尊严。美国国旗从我在芝加哥机场办
理入境手续时进入我的视野，一直就飘闪在我的眼帘，挥之不去，显得有
点招摇和霸气。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国旗不但悬挂在他们所有的政府机
关、军事单位、学校等，还插挂在美国各类大大小小的企业、商场、宾
馆、餐厅、旅游景点、出租巴士以及每个居民的门口和窗户上。当你漫步
美国的大街小巷，举头朝前望去，各类鳞次栉比、风格迥异的建筑物上，
到处飘扬着美国国旗。再后来，我还发现美国许许多多的工业产品和日常
用品上都印制着美国国旗，让你一目了然地知道这是美国货，无需再翻看
商标，多省事。当我参观了美国的珍珠港以后，我便真正明白，原来到处
挂插美国国旗，是美国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形式和结果。发生于 1941
年 12月 7日的美国珍珠港事件，瞬间就使 1177名美国海军将士殉难而长
眠于亚利山那号上。美国政府为了纪念这些殉难的海军将士，在葬身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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