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 天地

彩

曾经听到这样一个故

事： 一个购彩多年的老彩

民， 在坚持不懈的爱心奉

献下， 终于中了福利彩票

双色球一等奖 ， 奖金

500

万。 中得大奖后，他的生活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家里的房子由一件简陋的

砖瓦房变成了豪华别墅 ；

车子由两轮的自行车变成

了四轮的小轿车， 但他却

说， 现在的他并不是最快

乐的。 最快乐的还是那时

买彩后简单而甜蜜的期待

和知道自己 中 奖的 一霎

那。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伊

壁鸠鲁曾说过： 快乐较多

依赖于心理， 较少依赖于

物质。 所以，我们经常在投

注站里看到， 很多彩民朋

友虽然不曾中奖， 虽然有

些牢骚， 但他们依然每一

天都习惯的来到投注站 ，

认真地选择号码， 满心欣

喜期待的投注， 甜蜜的等

待开奖结果。

确实，每天买点彩票，

已经成为了很多彩民生活

中的一部分， 每天给自己

一个小小的希望， 每天拥

有一份美好的期待， 也许

能给你意想不到的减压效

果。 现代人都懂得生活中

的劳逸结合，比如你下班，

走走路，散散步，既能锻炼

身体又能缓解压力； 路过

电影院看场电影， 感受一

下电影中的爱恨情仇 ；路

过投注站买张彩票， 给自

己一个成为千万富翁的机

会。 买彩票就是最见缝插

针的偷闲方法，费钱少、费

时少、 得到的快乐和幸福

往往都是想不到的。

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有

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 ，不

是每个人都有广泛的幸福

爱好。 对于彩民朋友来说，

在买彩的过程中他们可以

不断结识朋友， 大家一起

讨论、研究彩票，在等开奖

时 都有 期盼 的 紧张 和 兴

奋， 其中带给人身心的那

种愉悦之感， 是无法用中

不中奖来衡量的。 有一句

很有哲理的话： 当你紧握

双手，里面什么也没有，但

你张开双手， 世界就在你

手中。 （杨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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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9

日晚， 双色球第

2009066

期开奖， 我省长沙彩民再次擒获一

等奖，单注奖金

661

万多元，这是我

省今年第

10

注双色球头奖，也是今

年手机投注中出的第二注双色球一

等奖。

6

月

11

日，这位幸运的长沙彩

民陈先生（化姓）低调现身湖南省福

利彩票发行中心兑奖室。

接到短信曾疑为恶作剧

第二天即

6

月

10

日的早上

8

点多， 陈先生接到一条短信说他中

了双色球一等奖， 起初他也没敢当

真， 因为现在的这种诈骗短信实在

是太多了。 过了一会，他连续接到两

个电话通知他中奖了， 这下他相信

了 ，“恶作剧的也不会这么费心思

吧。 ”于是，他打电话给妻子，共同分

享大奖喜讯。

工作繁忙偏爱机选投注

去年，陈先生在上网时，从湖南

福利彩票网得知可以通过手机投注

购买彩票了。 于是他细心地记下操

作步骤。 他说：“平时工作忙，手机投

注方便﹑快捷，最适合我了。 ”

10

多年前， 陈先生就开始购买

福利彩票了。 随着工作越来越忙，他

在午睡前研究号码的习惯也无法坚

持了，于是他每期基本都采取机选。

这次， 他中得双色球一等奖也是通

过机选的方式。 他说：“我用手机连

续投注了

50

期 ， 设定了每期都机

选，这次是我投注的第

38

期了。 ”

对于巨奖心态平和

陈先生虽然是老彩民了， 但围

着工作连轴转的他从未想过会中大

奖， 也未曾悠闲地坐在电视机前等

待过开奖节目。

由于工作关系， 陈先生经常接

触煤炭、建筑等行业的大老板，他们

都有上千万身家， 但平时根本看不

出来他们有很多钱。 陈先生说：“所

以我跟妻子讲，这些钱不算什么，我

们还是要低调做人 ， 踏踏实实做

事。 ”

临走时， 陈先生表示这次获得

双色球一等奖后还是会继续购买福

利彩票，“从买彩票之初， 我就不是

奔着奖金去的，这次中奖是运气好，

我要用老天的这份眷顾继续奉献爱

心 ， 回报社

会，多做有意

义的事。 ”

（张越）

俗话说得好：“酒香不怕巷子深。 ”

长 沙 市 开 福 区 下 麻 园 岭

165

号 第

43014436

号投注站位于一条有些偏僻

的小巷， 可是由于业主热情周到的服

务，这家小小投注站的福利彩票销售情

况一直挺不错。也许是听闻这里中出了

双色球第

2009067

期的一等奖，店面门

口围满了人，袁老板早早地站在门口迎

接我们的到来。

袁老板告诉我们在她的投注站内

福利彩票的各种玩法都卖得不错，其中

以双色球卖得最佳，过去他们的小店也

中过

3D10

万元大奖的，不过像这样的

百万大奖，还是第一次在他们的投注站

诞生。 当我们问及是否对这位大奖得主

有印象时，袁老板乐呵呵地说：“对这位

大奖得主，我虽然没有什么印象，但凭

借我的销售经验，我认为这一定是个年

轻人中的奖。 因为这是一张花了

2

元钱

购买的彩票，年轻人爱刺激，喜欢新鲜

事物， 中不中奖对他们来讲倒是其次，

这张

2

元钱的彩票很符合年轻人鲜明

的个性。 ”

袁老板做生意很细心，采访中她告

诉我们，她的这家投注站开张已经有三

年时间了，在她的投注站里面从未发生

过弃奖的情况，即使是一张

2

元钱的彩

票， 袁老板也会嘱咐彩民不要随意丢

弃，以免弃奖情况的产生。

袁老板的投注站还有一个特别之

处，那就是上午不开门，下午和晚上才

会开张做生意。 不要觉得袁老板是因为

想睡懒觉才会这么做。 原来这条小巷子

里有很多的夜宵摊，到了晚上就会人潮

涌动。 相反，上午来这条小巷的人并不

是很多。 因此，袁老板也审时度势，顺应

了这条小巷居民的起居习惯。 相信这家

投注站在如此用心的业主的带领下销

售成绩会愈加火爆。

为了对中出

500

万以上的投注站

奖励，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特地送

出

1

万元奖金，袁老板接到奖金时高兴

地说：“福彩中心新的奖励举措，为我们

这些投注站老板谋得更多福利。 这样能

调动我们的销售积极性，在今后的工作

中，我一定会更加努力，为中国福利彩

票事业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

（曾庆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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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九年 第

80

期

山水画 朱卫平

在我们

5000

年传统文化底色中，沉积着

一片耀眼的金黄 ， 那就是花中君子———菊

花。古往今来，高洁之士与人杰俊彦无不爱

菊成癖，咏菊抒怀，留下众多名篇佳话。

如今，美丽的菊花又为一位老人热情绽

放。

前辈王克英先生送我一本新著《咏菊》，

内容全是王老关于菊的摄影作品和书法作

品。读了《咏菊》，才知道菊的品种竟然那么

多，每种菊花竟然那么美。而王老的书法用

笔深得古法，结字平正而灵动，笔力雄健，意

蕴深长，其神采气韵与菊的风格品貌相得益

彰、相映生辉。

古代士人历来爱把霜前访菊、雪后寻梅

当作一种闲情逸致。我想，王老对菊的痴爱

应该有别于此。

2003

年从省政协主席之职退

下来后，他仍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

人口与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湖南省“老

区办”理事长、湖南省慈善总会会长。“居庙

堂之高，则忧其民”。他始终关注民生，情牵

弱者， 其爱民为民惠民之心一如秋菊傲霜，

芬芳不改。他深情地告诫人们：“不要忘记老

区人民还很艰难”，并组织了“新闻媒体老区

行”活动，为改善老区人民的生活就业问题而

奔走呼号。他倡议设立“中国慈善日”，并带领

慈善工作团队， 身体力行地参与慈善救助活

动。 他屡屡赴海外劝募， 仅去年冰灾就从澳

门、香港募捐近千万元，以帮助我省灾民渡过

难关。他饱含对“三农”的殷殷关爱之情，连续

6

次在全国政协提案中呼吁加快建立农村最

低生活保障制度，“让贫困农民衣食无忧”！如

此奔波劳碌， 哪能有半日之闲？ 如此殷切爱

民，焉能不感人肺腑！王老爱菊品菊，分明是

以菊品砥砺人品，又以人品观照菊品，追求着

至真至善至美的人生大境界。检视《咏菊》诸

篇，细品个中深味，真乃菊如其人，字如其人，

菊、字、人三者合而为一，乳水交融，几乎叫人

分不出彼此来，是那样融洽、那样和谐、那样

高洁！

菊开万代，菊香如故。谁不钦佩菊抱高枝

的执著？谁不感叹菊耐风霜的禀赋？无论是对

艺术，还是对工作、对百姓、对人生，都将其上

升到真善美的境界去追求，做到“情与境适，乐

与道俱”，这是我从《咏菊》中所学到的。

方寸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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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小林

喀什———一个躲在我国西部边陲的古

城， 竟然令我距造访日

3

年之后仍魂牵梦萦，

难以释怀。近日，一个新疆朋友将我当年在喀

什艾提 尔广场与他的合影寄给我， 更是勾

起我对新疆喀什的深情回忆。

且不说领略春夏盛景： 一排排挺拔叶茂

的胡杨如何呵护映衬着南疆沙漠中的绿色古

都； 且不说眼观满山遍野苍茫金秋褐枝翠叶

的榴红点缀街区乡野， 陶醉于唐代李商隐老

先生“榴枝婀娜榴实繁，榴膜轻明榴子鲜”的

野趣；且不说满街大饼、羊肉串的叫卖声不绝

于耳， 令人垂涎欲滴的喀什羊肉串可是新疆

最香的呵！且不说“高空王子”阿迪力如何从

喀什英吉沙一艺术世家呱呱落地， 走向三峡

高空、南岳峰间的秘诀。单是从街头巷尾随意

拾掇的广场及街巷小景就足以令人激动和回

味许多时日。

步入喀

什街头， 首

先给人印象

深刻的是满

街小毛驴 ，

它们眼神中

流 露 出 温

顺、 善良和

勤劳。 它们

是南疆维吾

尔族农家必

不可少的交通工具 。 我在那里听到一则趣

事： 有个维吾尔族老农一清早从距喀什

9

公

里的疏勒县赶着毛驴车去喀什卖菜， 老农习

惯性地在车上睡着了， 毛驴是直线思维， 习

惯直线行驶。 疏勒县至喀什是一条笔直的

路， 走到半路上， 有个年轻人搞恶作剧， 把

毛驴的头牵过来绕了个

180

度的弯儿。 老农

对时间掌握得很准， 当他感到快到目的地时

醒过来一看， 毛驴车稳稳地停在自家院门

口， 老伴儿正一脸问号俯身凝视着他。 所有

乍到喀什的人听到这个故事无不把脸笑成一

颗绽开的大石榴。 这种阿凡提式的幽默在喀

什街头俯拾皆是。

若要探寻喀什的历史， 必须去历史博物

馆式的公园拜谒班超的塑像。 望着高大的塑

像， 犹如仰视历史上一座高峻的峰峦和巍峨

的丰碑。品味那塑像底座的文字，方知“喀什”

即喀什噶尔的简称，“喀什”为突厥语“玉石”

之意，“噶尔”即“城市”。公元前

128

年张骞出

使西域时，这儿即为西汉疏勒国首府，初具国

际化商业城雏形。 清末学者肖维诗云：“迢遥

疏勒峙边雄，据水凭山物产丰。天使墓门千载

在，海邦商旅一途通。”公元

73

年汉明帝在任

时

41

岁的名将班超， 率

36

勇士征战西域镇守

喀什长达

29

年。他励精图治，殚精竭虑，城市

繁华兴旺，边民安居乐业。他

70

岁退休回京，

当地的王侯吏民皆围住他， 抱住马腿不让东

去，痛哭失声。近

2000

年过去了，当地人民仍

代代传颂着他的英名， 从班超不朽的生命中

吸取精髓、风骨和神魄。

伴着史轮回归现实，漫步“市标”———艾

提 尔广场， 一目了然的是绚丽多彩的维吾

尔建筑群 。最醒目的是占地

16.7

公顷的艾

提 尔清真寺， 这是西亚最大的清真寺之

一。高耸的塔楼，托着那拱形屋顶上清冷的弯

月，肃穆庄严。每天都不少于三五千人，到此

做礼拜。每当古尔邦节来临，艾提 尔清真寺

门前乃至整个广场每个角落都跪遍了穆斯林

们，多达数万人。小的只有五六岁，老的上百

岁，大家整齐肃静，一齐面西，秩序井然。礼

毕， 大家便涌向清真寺门前跳起粗犷热烈的

萨玛舞，荡起一片欢乐的海洋。

观祈祷场景之后， 我随身穿各种民族盛

装的人流步入 “巴扎” （即集市）。 各种特

色商店琳琅杂陈， 真是令人目不暇接， 流连

忘返。 我走入一条地毯市场， 那一条条地毯

简直是一幅幅五彩斑斓的图画， 戴着毡帽的

地毯商不停地向我推介哪些是波斯图案， 哪

些是伊斯兰和中亚民族的典型特色， 哪些是

传统的维吾尔花纹。 忽见一位维吾尔民族打

扮的中年买主， 挑中一床古色古香的地毯，

按古老传统把钱使劲往地上一摔， 表示绝不

反悔， 唱着维吾尔小曲抱着地毯走了。 我也

受其感染买了一条小毛毯。

沿着吾斯塘博依路， 可以买到铮光发亮

的巴基斯坦鸦嘴铜壶，阿不都瓦壶、阿富汗的

器具、冬不拉、热瓦甫乐器、各类民族毡帽、靴

子……光卖当地产的英吉沙小刀的店铺就有

几百米长，刀鞘、刀把上镶满了宝石，寒光闪

烁，锋利无比。

民族乐器的制作是喀什民族特色浓郁的

行当。我在乐器制作世家穆罕默德·艾力家族

乐器摊看见两个美国人在挑乐器， 不到

10

平

方米的店内，热瓦甫、都塔尔、萨塔尔、艾介

克、苏奈、冬不拉、各式达甫（手鼓）挂满了一

屋子，无论游客指那种乐器，店主都能信手拈

来，弹出悠扬的民族乐曲。

伴着乐声， 远望小街深深， 到处回响着

古老、 悠长的歌谣， 犹如郭沫若老先生诗篇

中的 “天上的街市”。 在当今这太平盛世的

西陲小城， 诗歌已铺满了这里的大街小巷，

精粹的诗韵时时感染着你 ， 无不为你所钟

爱。

“他们都说我是一只纸蝴蝶

/

展开翅

膀 我真的很美丽

/

如果有风 我就能

飞行

/

沿着绿色的跑道

/

我一个人去了邮

局

/

领取一个叫做邮戳的身份证

/

然后我

开始远行

/

经过一双又一双手

/

穿过一座

又一座城……” 这就是我眼中的邮票。

我是一个业余集邮爱好者。 从上世

纪

80

年代末读小学时集下第一张邮票开

始， 不知不觉中已经走过

20

个春秋。 邮

票别名方寸， 可见其小， 但它带给我知

识， 带给我思考， 带给我快乐。 对于邮

票， 我有着诗一样的情怀。

刚开始集邮的时候， 正是上世纪

80

年代末， 那时我还只有

10

多岁， 正在读

小学。 班上有一个同学很喜欢集邮， 受

他的影响， 我也爱上了集邮。 可是去哪

弄邮票呢？ 家里穷， 根本不可能有余钱

去买邮票。 所以偶尔得到一张极其普通

的民居邮票 ， 如云南民居 、 江西民居 、

福建民居、 北京民居等， 在我都如获至

宝。

读初中后， 朋友多了， 写的信件多

了， 我能集到的邮票也多起来了。 特别

是读大学后 ， 我的同窗来自五湖四海 ，

这让我有更多机会收集到全国各地和国

外的邮票。 经过近

20

年的努力， 我手头

有了近

200

张不同的邮票。 数目不大， 但

我已经很满足了。

在我的这些邮票中， 有记录风景名

胜区秀美风光的 ， 如长白山 、 武夷山 、

神农架、 三峡、 澜沧江、 张家界； 有展

示改革开放伟大建设成就的， 如海南特

区建设、 沈大高速公路、 澳门大桥、 经

济特区珠海； 有反映和纪念重要历史事

件的， 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

第八届和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国

际奥林匹克

100

周年 ； 有纪念历史名人

的， 如纪念刘少奇、 周恩来诞辰

100

周年

的， 纪念邓小平逝世一周年的； 有讲叙

历史典故的， 如孔明班师、 威震逍遥津、

老鼠嫁女等； 有宣传环保的， 如保护森

林、 珍惜生活之水； 有宣传科技成就的，

如歼八战斗机、 东风中型载货汽车、 天

体运行图等等。 令人赏心悦目， 心旷神

怡。

邮票是一面镜子。 一张张邮票， 记

录了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面， 讲述了一

个个迷人的故事， 描摹了一帧帧美丽的

山水， 让我回味， 让我遐想。 我深深地

感觉到祖国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巨大

而深刻的变化。 从最初的普通民居， 到

繁荣的现代化大都市， 从举办第一届东

亚运动会到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 从研

制成功歼八战斗机到神七升空……邮票

的面值增加了， 邮票反映的内容更加丰

富多彩了。 随着与国际交流的拓展和加

深， 与外国联合发行的邮票增多了； 两

岸 “三通” 的顺利实现后， 台湾邮票也

容易收集了。

“好书不厌百回读。” 欣赏邮票也一

样。 在欣赏邮票的过程中， 我开阔了视

野， 增长了知识， 获得美的享受， 让自

己的生活变得很有乐趣。

双峰，钟灵毓秀。人文

之盛，尤令人津津乐道。有

人打趣说，也许是“艺术之

神”特别钟情于这方山水，

随手撒下一把艺术的种

子， 便在山野间呼啦啦地

长开了。 单说画家便是人

才辈出，王憨山、黄定初、

黄天虎这些名闻遐迩的艺

术大家自不待提。 还有一

大批中青年画家也声名鹊

起。这不，在这个热热闹闹

的“大家庭”里，近年又冒

出了一个声名越来越响的

朱卫平。

见到朱卫平， 是在初

夏的一个下午， 他正在画

室潜心创作。潺潺流水，悠

悠白云，苍松翠柏，峻峭山

崖……一幅气势磅礴的山

水画卷， 一下子吸引了来

客的眼球， 仿佛置身于自

然天成的山水之境， 享受

着远离尘世的祥和安宁。

朱卫平，双峰永丰镇

人。在知青上山下乡大潮

中，曾在该县沙田乡度过

了

4

年光阴 。

1979

年开始

在沙田乡政府从事画画

写写的工作。

1989

年调入

县电影公司， 从事美工、

电影广告创作。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

他就与曾定安、李希特、欧

阳玉生等

10

人在县城举办

了书画展，在当地引起轰动。

1995

年，他拜省

书画研究院黄定初为师， 专攻山水画。

2004

年、

2005

年，朱卫平入广州美院深造，为日后

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历经

10

多年苦心修炼，朱卫平的“画技”

日益精进，其作品聚自然之灵气，展示出了山

野的无穷魅力。 其多幅作品

入选由中国美协、 省美协等

单位举办的全国和省级美术

展览。

2007

年

3

月， 朱卫平在

娄底市博物馆成功举办了

个人山水画展，并出版了个

人山水画集 。 他的山水画

《暮野秋云》，被娄底市博物

馆收藏 。去年他的 《万杏风

香神州》、《山水清香》

2

幅作

品，入展

2008

年艺术湖南美

术精品展。

2008

年

5

月，在娄

底举办的“生育关怀———救

助贫困母亲”大型书画义卖

活动中， 他无偿捐献了

2

幅

价值不菲的山水画，得到了

社会各界的好评。

对朱卫平山水画的特

色，著名画家黄定初作出了

如此评价：在朱卫平不同时

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在

不断探索 、不断追求 ，乃至

终到“心手合一、笔健墨活”

的绘画境界。

朱卫平的画注重线条的

巧妙运用，传承并转，阴阳结

合。有如春蚕吐丝，有如绵里

藏针，软而不弱，强而不霸，顺

其自然。用墨积而不乱，不板

不滞，层层见功力而鲜活，有

其独到之处。他钻研绘画，注

重一个“悟”字。一草一木，一

山一水均颇有心得。 他挥毫

泼墨，力求一个“变”字，山之

脉络，石之棱角，水之行止，木

之枯荣，勾勒渲染，变化得体。

他画山水，只缘心在山水中。

朱卫平的画清新不俗、朴实无华、平中

有奇、笔墨含情，透出几许传统文人画之气

息，儒雅可品。

油菜的黄

被你绘成了水粉画的金黄

湖水的蓝

被你抹成了抽象派的湛蓝

云朵的白

被你堆成了油画的洁白

大地的绿

被你渗成了国画的翠绿

大自然对高原是如此的偏心

调色板对高原是如此的钟爱

把剔透给了高原

把晶莹给了高原

把清澈给了高原

把灵气给了高原

阳光的穿透力在清理大气中的障碍

小草的顽强劲在弥补土壤里的乳汁

人们的环保心在呵护三江源的纯真

一面挂在天边的调色板啊

代表着高原文化的神圣真谛

喀 什 印 象

艺苑风景线

□

姚子珩

□

王

玖

华

凌

军

黄

新

民

书房即景

情与境适 乐与道俱

———读王克英新著

《咏菊》 有感

□

黎作凤

高原调色板

———青海湖写意

□

吕运涛

□

张东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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