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城市里，你大抵是不自在的。在广州这样的
城市，很多人的住地和工作地都很远，早早地起来，
大约 5点多一点罢，简单拾掇拾掇，根本来不及做早
餐，就要出门了；候车的地方离家也有一段距离，要
么徒步走，要么搭公交车，而那么早时，公交车零零
星星，老半天才驶来一辆，到了跟前，却不是你要搭
乘的。大约 7点时，基本上是准确的，单位的车就会
在某个集合地如约而至，大家上了车，吃早餐的吃早
餐，补觉的补觉，相互间无言无语，神情木讷，思想僵
硬，动作迟缓，一切像是还没苏醒。经过一个多小时
的车程，才算是到了单位。偶然的一天，是这样的情
况，无所谓，只是，太多的人，天天如此。于是若你惊
讶地问，上班还要几个小时？人会不带什么情绪地
说，广州大呀。

上班时，因为早，大约堵车的情况很少；可是下
班时，就惨了，堵一个小时不算堵，两三个小时的事
是常有的。长年累月之后，大家的心都放平静了，都
麻木了，一车的人，也没有话语；其实大家也都谨慎，
该说的不该说的，有时也掌握不好，加上被车颠簸得
晕晕沉沉，干脆继续补觉。若偶然遇到某个人连连
喊叫，破路！天天堵。那人大概是“水火无情”，需要
急寻“WC”解决问题了。就这样，从早上 5 点多出
门，到晚上 8点前到家，在城市里，尤其是大的城市，
已经司空见惯。你自在吗?

若你住的地方有地铁，你住的地方和你工作的
地方全程有地铁——可不是说你不换乘就能直达，
那大约是不可能的，若可能的话，你就太幸福了，你

也太该知足了。地铁是不会堵塞的。地铁直来直
去。地铁如一股气流，在地下穿行。你从家门口进
地铁站时，天还黑着；你在地下穿行时，“天”自然是
黑的；你可能在某个地铁口搭乘电梯，三拐两拐，进
了一座冷色调的写字楼。写字楼的玻璃幕墙是墨色
的，或是蓝色的，四周是密闭的，如立起来的筒子，那
么，你一天仍然是看不见天的。看不见天就看不见
阳光。晚上，或许很晚，你继续搭乘地铁返回，在地
下穿行。你如一只地老鼠，两头见不得阳光，只能在
黑暗里摸索——你自在吗。

大的城市是气派的。城市气派了，人有时就不
自在了。就如你气派了，本来很熟悉的人也就未必
自在了一样。在你这个气派的人面前，其他人拘谨
了，局促了，不安了，总之，不自在了。大的城市，人
们就很少走路；大的城市，朋友们如棋子似的分布在
各个角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开着私家车，直达目
的地，原则上也不会少于一个小时。若是搭乘其他
交通工具，倒车，转车，大约一年能聚会一次就弥足
珍贵了。就不见面，QQ里聊，MSN里说，电子邮件

里写，有气无力的，有一句没一句的，要说不说的，一
句半句的，三言两语的，星星点灯的，绝没有聊透彻
的机会。大家都是一边紧张地工作，一边应付着社
交；就是应付着朋友。哪怕这个朋友是真的想和你
说说话，聊聊天；想问问你的孩子长多大了，上几年
级了，你太太工作顺利吧，身体健康吧，你的工作如
意吧——你也是一副应付的态度。这不由人。

自在的还是中小城市。车少、人少、工作节
奏不快、住地与工作地不远。友人相约，打个车
七八块钱就到了。有朋自远方来，去火车站接，
直接上到站台，也不过二十来分钟的事，不像现
在我家离火车站，搭乘公交车的话，单程需要近
两个小时，有一次我去接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
接到后四处走了走，当日晚他们就又要搭乘长
途汽车去别的城市，分别时，我说，一路平安；他
也说，你们也忙了一天了，早点回家睡觉——我
看了看表，心里清楚，到家就 11 点了。后来他知
道我们一家跑了很远的路去接站，很是感动；正
如有一次我去北京，一个哥们儿也在北京，他足
足跑了两个小时才见到我。
跑 这 么 长 的 时 间 去 看 一 个
人，能说明我们真是好朋友。

生活在城市里，自在抑或
不自在，全在个人感受。你习
惯了某一种生活，你就会自在；
你不习惯或者抵触甚至拒绝某
一种生活，你就会不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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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是一个农业大省。1954年省会
从开封迁郑后，郑州修建了很多道路。
在为这些新修建的街、路起名时，各区在
不同历史时期，先后命名了一批与农业
有关的街和路。

金水区有：
农业路：东起郑东新区，西至桐柏北

路，长10多公里、宽30米~40米。始建于
上世纪50年代，因位于北部农业耕作区，
同时，河南省农科院、河南农业大学等都
在这里选址建设，故而得名。现今是北
部城区的一条东西主干道。

丰产路：东起姚寨街，西至东三街，
长4300米、宽10多米。上世纪50年代修
建，原为一条土路。因位于农业路南侧，
祈盼风调雨顺、农业丰产，得名丰产路。
是市内东西走向干道之一。

丰乐路：南起红旗路，向北延伸到北
环路，长 3100 米、宽 10 多米。修建于上
世纪 50年代，沿路有小杜庄、十二里屯、
宋寨、张砦、岳寨等乡村，取五谷丰登，村民们欢
乐之意，得名丰乐路。

丰庆路：南起农业路，北至北环路，
长2600米、宽30米。过去这里是一大片
农耕庄稼地，随着城市的发展，从农业路
向北，逐渐形成一条土路，1994年拓宽修
成了一条柏油路。由于农民多用锣鼓、
鞭炮来庆贺农业丰收，取名丰庆路。

生产路：西起南阳路，东至小杜庄，
长550米、宽8米。原是1960年修的一条
土路。沿路居住的多系村民，随着农民
生活的不断提高，近郊农村居住环境道
路建设得以改善，1985年修成近 10米宽
的柏油路，沿路村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
故名生产路。

农科路：东起经三路，西至文博西
路，长 2200 米、宽 20 多米。这里曾是关
虎屯村北沿郑花公路东边的农耕地和果
园。伴随着郑州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
建设在不断前进，1990年这里开始建设
形成道路。因路南边有河南省农科院，
1999年 11月，市地名办公室正式命名

叫农科路。现已是花园路到经三路的一条
互通干道。

清朝光绪九年（1883年），生妙绪出生于郑州城
北的河村（今郑州市金水区柳林镇大河村）。幼年的
生妙绪在河村读私塾时，诗文、书法很好，成为同窗
学友中的佼佼者。成年后，生妙绪曾考中秀才。正
当他准备考取举人、进士时，正逢清朝末期的社会变
革，科举制度被彻底废除。见考取功名无望，生妙绪
便决定以教学为业，为家乡培养人才。于是，他应本
村塾东邵先行之聘，在河村当塾师。

辛亥革命后，各种进步的新思想随之产生，兴起
新文化运动。生妙绪逐步接受新思想，着手创办新
式学堂（俗称“洋学”）。

创办学堂需要房屋、资金、教师，生妙绪在既没
有拨款、又缺乏教师的情况下，顶着一些守旧者的阻
挠和嘲讽，多处奔走，呼吁办学。功夫不负有心人。

民国 13年（1924年），生妙绪利用本村村南的关帝庙
创办了郑县北郊的第一所新式学堂——河村小学。
生妙绪为学校的第一任校长，他严于律己，兢兢业
业，为学校制定了完善的校规、校训等，培养了一大
批人才。此后，在河村小学的影响下，郑县北郊相继
创办了几所新式学堂，使当地的教育情况大为改
观。

几年后，看到路砦（今柳林镇路砦村）没有学校，

生妙绪就协助路砦村民到有关部门呼吁、协调。见
已是当地文化名人的生妙绪都在为外村人办学忙
碌，相关单位的官员很受感动，纷纷表示支持。经过
大家的不懈努力，民国24年（1935年），郑县北郊的第
一所国民小学（公办学校）——路砦小学创办成功，
生妙绪被任命为校长。

后来，生妙绪又应邀到郑县北郊的杓袁、石桥等
地任教，足迹到达北郊的多个村庄。

作为郑县北郊的文化名人，当地的一些大型
红白事常常请生妙绪来主持，办事的“主家”也
都为能请到他而引以为荣。此外，郑县的一些
商号、店铺也多请生妙绪书写牌匾。其中京水
镇的“泰兴同”、“恒玉合”，东大街的“玉泰生”等
均由生妙绪所书。

“包藏祸心”，出自《左传·昭公元
年》：“子羽曰：‘小国无罪，特实其罪。将
特大国之安靖己，而无乃包藏祸心以图
之……’”

春秋时期，楚国作为诸侯中的大国，
经常以势压人，欺负周围的小国。所以
一些小国对它敬而远之，时时戒备，以防
不测。昭公元年（公元前５４１年），楚
国公子围在副使伍举陪同下，率大队人
马入郑，欲聘公孙段的女儿为妻，并要求
进城，入驻国宾馆。郑相子产恐其有诈，
派行人（古代掌管朝觐聘问事务的官员）
子羽说服楚公子暂住城外。子羽说：“郑
邑狭小，容纳不下你们的大队人马，待我

们平整好祭祀用的地方，你们再进城
吧！”无奈之下，太子围命太宰（古时辅佐
国君理政的重臣）伯州犁前去协商，提出
郑国这样做使太子很没面子，下不来台，
要求子羽重新考虑太子入城问题，子羽
婉言拒绝，说：“我们这样做，并无过错，
而依靠大国不加防范，则是最大的罪
过。小国之所以依附大国，是为了确保

自己的安全。并不像有些大国，自恃国
力强盛，对小国包藏祸心，打他们的主
意，图谋控制他。我担心你们这样做，会
使其他诸侯国对大国有所戒惧，并因此
怨恨大国，从而导致他们抗拒命令，使其
政令不能通行。不然的话，敝邑会像贵
国的宾馆一样，哪里会敢爱惜半间的祖
庙？”公子围知道郑国早有戒备，同意解

除武装，后于正月十五日进入郑都，在迎
娶新娘后，很快返回楚国去了。

“包藏祸心”意指貌似好人，却心怀
鬼胎，内藏害人之心。它出自郑人之口，
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郑国在子产执政
之后，对政治、经济、法律等，作了重大改
革，不仅国力空前强大，且在对外交往等
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即是面对
大而蛮横无理的楚国，也毫无畏惧，敢于
抗争。而且言语之犀利，态度之强硬，史
所罕见。春秋初期，郑国之所以屹立
中原，立于不败之地，怕与它坚持原
则、不畏强暴、敢于执言的精神不无
关系吧。

我在韩国拍过这样一张图
片：图中一个年轻人背着老母亲，
就构成了汉字“孝”。

在韩国，有一定修养学识层
次的人，都会汉字。不少家长为
令孩子多点修养礼仪，会特地在
课余将孩子送去学汉语。汉字笔
画繁琐，为帮助记忆，老师往往会
着力加深学生对字体形象的认
识，这张图片就是用形象来帮助学生记住

“孝”字是怎样写的：儿子背着老母亲。
汉字是象形字演化而来，充分证明，我们

的祖先是从生活中受悟和创造了文字。世界
上大约再也没有一种文字如我们的汉字那
样，可以用图像或字体的组合来体贴形象地
表达文字的含义。遗憾的是我们久置其中，
面对这样美丽的文字日渐麻木，特别用
惯电脑之后，文字已沦为一个符号，只剩
下功能性，而失去中国汉字内涵的丰富
寓意和美感。

我们都有伏在父母背上的记忆，你是否
记得最后一次被父母背着打小圈是何时的
事？小时候有一首儿歌：背背驮，卖猪猡……
那通常是父母背我们时唱着逗乐的……

我已记不起最后一次在爸妈背上的具
体时日，但伏在爸妈背上的那一段骨肉相连
的情景已深深嵌入记忆里，那是温暖的、富有
安全感的、满足的……

我的女儿是何时离开我们背
脊的，我也不记得了。那最后一次
好像是她发高烧，有四年级了，在
医院爸爸背着她上上下下打针拍
片子，背上的她，双脚差不多可抵
着爸爸的小腿弯了，爸爸背得汗涔
涔的，一面还要抚慰着她……

现今，我们背上的小东西早已
长大了，而且背上了自己的小宝

贝。就这样，父母背着我们的童年，我们背着
孩子的童年，光阴静悄悄地溜走了。不意间，
父母到了需要我们脊背的时候。

父母背着我们的童年，我们要背起他们
的晚年。这个“孝”字，不是在电脑上按一下
键就会跳出来，也不是简单几笔就可以草草
写出来，而是这样写出来的：在父母前蹲下
身，柔声地说：“爸爸、妈妈，让我们背上你们，
好吗？”父母总会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他们是
不忍增重我们的负荷。

伏在我们背上吧，无论前面是崎岖小道
还是平坦大路，我们都要背着你们的晚年。
在我们背上，你们的体温裹着我们心田，我们
又回到那段骨肉相连的时月。

时光真的很无情，我们在父母背上牙牙
学语的日子似乎还记忆犹新，双亲已华发丛
生双肩佝偻了……所以，伏在我们背上吧，不
要让那美好时光再静悄悄溜走，让我们一起
写下一个漂漂亮亮的“孝”字。

1925 年的一天，冯玉祥的一个
朋友对他说：有一次，陈炯明派一个
青年去炸孙中山，结果这个青年被
捉，而这个青年又是孙中山朋友的儿
子。朋友为此要求孙中山宽大处理，
孙中山当场答应了此事。但一放出
来，就被一个人弄到外边枪决了。这
个人，就是蒋介石。后来，孙中山的
那个朋友到处散布孙中山不守信誉
的坏话，使孙中山大为被动。

1927 年初，唐生智的代表对冯
玉祥说，蒋介石完全是个军阀。若同
张作霖、吴佩孚相比，张、吴是旧军
阀，蒋是新军阀。旧军阀腐败，容易
打倒；新军阀拿什么主义来骗人，是
不容易打败的。冯玉祥只是让客人
喝茶，不愿表态，并一直坚持先北伐
的观点。最后，那个人留下一句话：
蒋介石是个独裁者，若不在这个时候
把他打倒，将来他会把你们全打倒。
其实，冯玉祥也有自己的想法，只是
不愿说罢了。

冯玉祥去徐州采取了秘密行
动。当天晚上，冯玉
祥通知卫兵去洛阳，
并要求立即准备好
行军床、军毯等物
品。晚上，冯玉祥一
行上了专列。火车
向西行了两三站，又
掉头向徐州开去。

第二天早上，
专车在距徐州还有
20 公里的黄口车站
停下。当时的国民
革命军总司令兼第
一集团军总司令蒋
介石，专门在此迎接
冯玉祥。

冯玉祥乘坐的专列还未停稳，
蒋介石早已戴着白手套施起军礼，直
到冯玉祥下车后大步走到蒋介石面
前，伸手和他握手时，蒋介石的手才
从军帽檐上放下。他紧紧握住冯玉
祥的手，连声说：“欢迎，欢迎。”

冯玉祥细细打量着蒋介石：身
着一套黄色军服，戴一顶大檐军帽，
约 40岁左右，个子有 5尺多高，身材
极瘦，两个眼睛凹了进去，说起话来
总是先笑。其风采及言谈态度，无不
使冯玉祥大起敬意之心，大有相见恨
晚的感觉。冯玉祥对蒋介石立即产
生了好感，认为他谦恭、周到。

车站还挂出了“欢迎冯总司令”
的横幅。蒋介石与冯玉祥等人在横
幅下合影留念。

冯玉祥坐在蒋介石的头等车
上，缓缓离开了黄口车站。在车上，
蒋介石亲自捧茶献水。到了徐州，他
又特意让冯玉祥走在前面，以示尊
敬，并一起住进了花园饭店。

于是，在中国历史上，两个举世

瞩目的国民党人物，一个被称为“农
民型”的冯玉祥，另一个是“买办型”
的蒋介石，就这样第一次见面了。在
中国历史上演义了一出出既是亲如
兄弟、又刀兵相见的精彩故事。

在徐州，还有南京方面的李宗
仁、吴稚晖、胡汉民、李烈军、蔡元培、
张人杰、白崇禧等，这里正准备召开
一个会议，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徐州
会议”。

在几天前召开的“郑州会议”
上，冯玉祥得到了河南及西北大部分
地区。这次会议结果如何，还不得而
知。但他心里十分清楚，上次会议大
部分代表是武汉方面的，而这次会议
的大部分代表却是南京方面的。武
汉方面希望他帮忙打蒋，而南京方面
希望他打武汉。他们哪里知道，冯玉
祥也有自己的难处。

冯玉祥到苏联访问后，他的十
几万西北军被张作霖、吴佩孚打得四
零八落，所剩无几。李大钊请他回
国，从五原誓师北伐，经甘肃、陕西，

进河南，几十万部队
呼啦啦又起来了。
但由于长期作战，给
养供应奇缺，武器装
备破烂不堪。现在
虽占据中原等地，但
北有吴佩孚、张作
霖，南有蒋介石，西
有阎锡山，这几十万
军队吃什么、喝什
么、穿什么，靠什么
占领中原？武汉方
面只有求于他，而不
能给予他，帮不了他
什么忙。现在，只有
与蒋介石合作这一

条路可走了。
但他却对蒋介石说，若是我们

自己打起来，何以对得起孙中山先
生？又何以对得起中国人民？无论
如何，我宁愿得罪你们，也不愿自己
打。我恳求你们共同北伐，先打倒我
们的敌人，这是最重要的。

蒋介石便利用冯玉祥“一心继
续北伐”的心理要求，对他这一维
护大局的举动大加赞赏，再没有提
攻打武汉政府的事，并且答应了许
多优惠条件。

当天晚上，在花园饭店举行了
欢迎宴会。蒋介石谦虚地让冯玉祥
首先讲话。冯玉祥也先恭维国民革
命军第一集团军官兵北伐劳苦，而
后接着说：张作霖和吴佩孚说南方
的赤化头子是蒋介石，北方的赤化
头子是冯玉祥，我们今天是南赤、
北赤大集会。我们赤在哪里呢？我
们是真真实实的赤心、赤面、赤
血，保护中华民国的赤
子。

连连 载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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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宝仪：出去之前当然不知道
会这么生气。

杨澜：什么事情让你这么生气？
曾宝仪：就是因为我妈那个时

候也是刚生小孩，刚生我的小妹妹。
杨澜：就是跟她第二个老公。
曾宝仪：然后她那段时间口口

声声一直在说，我好想我的女儿啊什
么的，我心里就想，你女儿就坐你对
面，你这是什么意思。其实我觉得现
在想起来，当然会觉得你刚生小孩，
一定是特别想念她的，如果是我当妈
妈，我怎么可能在女儿才一两岁的时
候离开她这么久，可是我那时候就觉
得你这样做太不尊重我了，我一定要
跟你生气。

杨澜：对，要表示我的尊严。
曾宝仪：所以我们两个就冷战

了很久。也没有都不说话，还是得说
一点点。

杨澜：但是你小小的年纪，有没
有想用自己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报
复一下自己的妈妈？比如说你会叫
别人妈妈？

曾宝仪：我为什
么常说小孩子真是夹
缝中求生存，比方说
爷爷奶奶指着我爸爸
的太太说，叫妈妈，
好，这个时候你要不
要叫，在这么多人都
看着你的情况之下，
你是一身傲骨，然后
被打个半死，还是就
叫完了，赶快拿了红
包就到别的地方了，
我觉得我跟我妹都很
回避去思考太过于尖
锐的问题。

杨澜：实在不应该让你们去面
对这样的问题。

曾宝仪：但是没办法，父母这个
名词，到底有什么意义，我觉得很多
人把这个名词都想得非常沉重，比方
像我妈很难过，我也觉得太沉重了。
你找别人做干女儿，我是不是也要
说，不行，你女儿只有我，你不能再生
别的了，因为你生我就够了，那这个
话题就扯不完了。所以你要生气，或
者说你要报仇，这个是永远也解决不
了任何问题的。

母女亲如姐妹
杨澜：我看到阿宝真的是非常

争气，也是非常要强的孩子。但是我
不知道那个时候宝妈是一种什么样
的心态，其实我们一直都说宝妈，我
觉得应该叫她的大名，王美华女士。

曾宝仪：美华姐，美华姐。
杨澜：美华姐？你现在管她叫

美华姐，她叫你阿宝妹吗？
曾宝仪：她叫我大家姐。
杨澜：大家姐。
曾宝仪：对，就是大姐的意思，

这样我就会给她钱，给得比较爽快一点。
杨澜：所以有种母女像姐妹一

样的感觉。
曾宝仪：真的很像。
杨澜：不过这样一种关系并不

是一开始就能够得到的，我们现在也
连线宝妈。喂，您好，是宝妈吗？

王美华：您好。
杨澜：你的声音真年轻，你妹妹

在我们这里上节目。
曾宝仪：美华姐。
王美华：她是我姐姐吧？
曾宝仪：你看我妈多会讲话。
杨澜：我想问问，刚才阿宝跟我

们说，其实她小时候也觉得在夹缝里
生存很难的，一方面又有爸爸的新太
太，一方面又有自己的亲妈妈，当你
听到她叫别人妈妈的时候，有什么感
觉？

王美华：很难过。可能大家都
不太能够理解，我觉得一定要自己当
过妈妈，你确定她是你亲生的女儿，
然后你突然间听到她在叫妈咪，你回

头的时候，原来她不
是叫你，那一刹那是
最难过的。

杨澜：那个时候
你想干什么？

曾宝仪：甩我两
巴掌。

王美华：那时候
其实我脑海里面想的
是糟糕了，我什么都
没有了。我所想的就
这些而已。

杨澜：宝妈，因
为我也是做妈妈的，
我很难理解为什么你

二十一岁时要把两个孩子丢给公公
婆婆自己走掉，能不能说说那一天你
走的时候，心情是什么样的。

王美华：我一定要告诉你，如果
你处在我当时的情景，身无分文，没
有半毛钱，然后你必须还要有一个肩
膀要扛，就是你的爸爸妈妈，还需要
你去养他们。然后你带着两个孩子，
你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可以养活她们
的话，你一定会做出一个决定，她们
如果跟爷爷奶奶一定会过好日子，你
为什么不放下她们呢？

杨澜：当你拿着行李走出家门
之后，有没有在某个时候，想回头，想
折回来？

王美华：今天讲到这一段话，好
难过。两个女儿，她们或许不太能够
体谅我做这样的决定，但是我相信到
今天，我这个决定是对的，因为把她
们放下来，让她们跟爷爷奶奶，而不
是跟爸爸，也不是跟妈妈，对这两个
孩子原来是好的。我后来一路闯过
来，我两个女儿因为爷爷奶
奶的隔代教养，都被教成很
有礼貌、很孝顺的孩子。

自在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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