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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钱闹的，要是你张伟有钱。
我王新至于混成这样吗？王新感到
了委屈。

这顿饭吃到九点多才散，王新心
里充满了怨恨。回到家洗澡，王新在
喷头下哭着。她觉得自己真的是很
无助。哭完了，又害怕眼睛肿。她洗
了洗，赶紧穿上睡衣出来拿冰块敷了
一下。

不知张伟那边进行得怎么样了，
王新等到十一点多，还没接到张伟的
电话或短信，她心里又开始着急了起
来。

手机响了，是丁雷发过来的短
信：张伟醉了，在魔力圣会，你过来接
一下。

王新看完短信就怒了。魔力圣
会是家夜总会，找小姐玩的地方。张
伟不但去找小姐，居然还喝醉了。王
新感觉这是对她莫大的侮辱。

王新的眼泪刷地下来了：张伟啊
张伟，你就是这么玩我的。我王新会
报复你的。王新也不跟王虎解释，她
穿上外套打了个车就去
了魔力圣会夜总会。

灯红酒绿，张伟喝
了个烂醉，倒在一个坐
台小姐的怀里，头枕在
小姐的大腿上。

世界瞬间倒塌了。
王新的眼泪在眼

窝里面转着，气得直打
哆嗦，掏出手机把张伟
拍了下来后扭头就走，
到门外后就关机了。

丁雷醉眼矇眬地
笑了。他安排了几个人轮番灌张伟，
就算张伟再有海量也会醉倒，然后借
故带他来夜总会醒酒。

老蔡在外地，听说张伟又喝醉
了，只好给孙海打电话，让孙海把张
伟带到洗浴中心睡一觉，醒酒后再
说。

张伟醒过来时，已经是第二天的
上午十点多了。他痛得脑仁儿都要
裂了。孙海躺边上的一张单人床上，
看到张伟醒了，递过来一根烟：“醒
啦，昨天你喝了多少，倒在小姐腿上
睡着了。”

“不是吧，这事你千万不要说出
来。”张伟一边揉脑袋，一边接过烟来
抽。

昨夜的宿醉还没醒明白，张伟摇
摇晃晃地回到家开了门，推门一看，
沙发上坐着王新。

“宝贝，昨天跟丁雷他们喝多了，
我先睡一下。”张伟一边脱外套一边
解释。王新坐沙发上一言不发，只是
一个劲儿地掉泪。

“怎么了？宝贝。”张伟觉得不对
劲儿，他换了拖鞋坐到王新的边上。

王新摆弄着手机，飞快地翻到图
像那一栏，打开了递给张伟。张伟拿

过手机一看，顿时傻了。这是一张模
糊的照片，但还是可以看到自己昏睡
在一个小姐的腿上。

“宝贝，当时我喝多了，什么都不
知道。”张伟忙着解释。

啪，一个耳光打了过来。王新的
脸上全是眼泪，绝望地看着眼前的男
人。

“张伟，我们分手吧。”
张伟这下傻了，他的世界瞬间坍塌，

他为之奋斗的一切把他抛弃了……
15．
北京的冬天真的很冷。
平平在剧组接到张伟的电话时

就觉得不对劲，好好地怎么又搬家
啊？

肖亚红特奇怪，平平的神色有点
问题：“平平哥，啥事啊？”

“张伟跟嫂子闹僵了，要分手，嫂
子让他搬走。”平平不怎么会撒谎。

肖亚红心里一愣：这都要过年
了，张伟能搬到哪儿去啊。她想了
想，到外面给王雪儿打了个电话。

“跟你说个事情，张
伟跟他女朋友闹僵了，要
搬出去。”肖亚红说。

王 雪 儿 心 里 在 唱
歌，但口气上却很冷淡：

“他搬家跟我啥关系。”
“雪 儿 ，我 是 过 来

人，你能不能不要骗自己
了？”肖亚红打断了王雪
儿的话。

王雪儿在电话那边
沉默着……

“妹妹，我们俩都欠
着张伟的人情。你信我一句话，趁这
个机会把这个人情还上。张伟这种
人，你帮他一次，他会记着你一辈
子。”肖亚红拿捏着说道。

“你跟平平说，过来找我一趟。
我正好在剧组，让他帮张伟搬到我
家，反正我这段时间不在家。让他慢
慢地找房子。”王雪儿说完就挂了电
话，感觉自己魂儿都丢了。

王雪儿在剧组魂不守舍地待了
一个月，她不敢回市里，更不敢回去
见张伟。大家都是圈里人，我帮你没
问题，但我们之间不能有爱情。绝不
可能！

前 期 的 戏 拍 完 了 ，难 得 有 了
三天休息时间。整个剧组的人都
高度疲劳，平平说他做东，拉大家
到市里好好地吃喝玩乐一下。大
家都挺高兴的，王雪儿说她先回
家换几件衣服。

“出来玩嘛，总得让我换上战袍
吧？”王雪儿笑嘻嘻地说。

王雪儿心都跳到了嗓子眼了，
她感觉自己开防盗门的手都在打哆
嗦。拉开门，走了进去。张
伟，我回来了，你现在身边
有人照顾你了。

常副市长：“是。”
宋梓南哈哈一笑道：“那不就完

了！”
宋梓南立即说道：“别的我就不

再解释了。最后我只说一件事，上一
回，你老常有一句话，把我说感动了。
你说，你老常已经在这儿工作十多年
了，亲身经历过多次边民外逃香港的
惨痛事件。你太了解深圳宝安这一带
的老百姓渴望过好日子的那种心情
了。比起我们这些奉命到深圳宝安来
工作的同志，你老常想改变深圳宝安
目前这个落后现状的愿望更强烈。这
话是你说的吧？”

常副市长怔怔地看着宋梓南，默
不作声。

宋梓南说道：“只要有你这句话，
我们之间就啥也别说了。如果你同意
我这个看法，那就赶紧去北京，别再跟
我说什么废话。”

常副市长奉命去北京后的第四
天，打回电话来兴奋地向宋梓南报告
道：“老宋，这边就剩文部长最后一句
话了。其他各方面都没
问题了……一会儿我们
就去见文部长。只要天
不塌下来，估计今天下
午事情就能形成个大模
样了。”

但是，不管是宋梓
南，还是老常，他们绝对
想不到，就在这一天的
下午，那个被他们认为
绝对不可能塌下来的

“ 天 ”，却 真 的 塌 了 下
来。当常副市长带着深
圳邮电局和省有关方面的同志兴奋地
等着文部长的最后接见时，他们得到
的通知是：“今天下午，部长去国务院
开会了。部里其他的司局长也都有别
的安排了。原定下午的见面会，推迟
了。什么时候再开，现在还说不好。
请深圳的同志耐心在招待所等着。”

常副市长立刻敏感到，所有这些
说法都是官场常用的“托词”。部里一
定发生了什么事，使得部长和所有的
司局长都不便出来跟他们见面。而且
还不便向他们说明，他们内部究竟发
生了什么事，只能请他们“耐心在招待
所等着”。

已经快到吃晚饭时间了，只见王
局长提着一大兜苹果走了进来。

常副市长迫不及待地迎了上去：
“怎么样，搞清楚情况了吗？买什么水
果嘛，瞎耽误工夫！部里到底出了啥
问题了？”

王局长说道：“完全没有想到，情
况突然间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而且
完全是由一个非常偶然的事情引起
的。”

常副市长一愣：“一个非常偶然
的事情？”

王局长说道：“是的，一个非常偶
然的事情。说起来，这真是老天爷在
折磨我们深圳哪……其实，一直到昨
天下班时，整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任何
变故。吃了晚饭，部里这回具体负责
我们这档事的那位赵局长出来在大院
里蹓弯……正好碰上他们部里一位已
经退休了的前任主管老领导。这位前
任主管老领导听说部里已经松口允许
我们深圳跟香港大亚电报局合作经营
深圳长途电话业务，火冒三丈，说：

‘我们好不容易把帝国主义赶出了中
国，你们现在又把他们请了回来，你
们还算不算共产党员？’最后居然把
话说到了这个份儿上：你们到底还要
不要自己的党籍？！当时那个赵局
长吓得一句话都不敢反驳，立即
向部长做了汇报。部长连夜亲自赶
到那位老领导家听取意见，答应一定
要严格把关，然后再做最后决定。今
天上午，他们部党组就重新召开了紧
急会议……因为还没有得出结论，下
午就不宜出来约见我们。整个事情就
是这样……”

常副市长立即把情
况报告给了宋梓南。

一时间，宋梓南拿
着 电 话 ， 久 久 地 没 做
声。在他身边站着的那
些领导同志也都屏住了
呼吸，在等待着最后的答
复。

电话那头，常副市
长突然听不到宋书记的
声音，也有点奇怪，便问：

“老宋，你听到我说的了
吗？”

宋梓南道：“你们准备怎么办？”
常副市长犹豫了一下说道：“我

们还想不出什么办法打破这个僵
局……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带一点
东西去看望一下那位前任老领导，直
接跟他沟通一下……”

宋梓南一听，立即斩钉截铁地说
道：“千万别这么干。在这个节骨眼儿
上我们搞这一套，会让那位老领导更
加反感。除了这位老领导，其他领导
的态度呢？”

常副市长说：“据说，邮电部党组
的态度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国务院
也没有什么新的精神。”

宋梓南略略松了一口气：“只
要国务院和邮电部党组在这个问题上
的态度不变，事情就有希望。现在只
有依靠邮电部党组去做工作。我们不
要乱插手。等他们沟通好了，你们再
去看望一下这位老领导，很诚恳地向
他说明我们的真实意图，特别是要向
这些老领导详细说明，我们在和英方
合作过程中一定会采取各种防范措
施，以切实保障我们的国家
利益和国家安全，这一点一
定让老领导放心。”

连连 载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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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从结婚起，我就经常为住房发
愁。可以说，改善住房条件，成了我毕
生的追求。刚结婚时分不到公房，我
住过爱人厂里的化验室，租住过民
居。上世纪 80 年代初厂里给了一间
房，算是有了稳定的住所。那时候经
常熬夜爬格子，写得累了，想舒展舒展
身体，也只能在屋里原地转圈。那时
的理想是能住上楼房，有一爿阳台。
希望终归会实现的。后来厂里集资建
房，我分到了一套两居室，不但有了阳
台，还拥有了自己的书房。书房通阳
台，阳台外就是一片庄稼地，入夜，地
里虫声一片，犹如天籁，静夜笔耕，饶
有情趣，因此便取下个斋号叫“听籁
堂”。还请书法家题了一幅额，又请篆
刻家治了一方印。正所谓得陇望蜀，
有了二居室而想三居室，有三居室而
想独家小院。屈指算来，三十年间，九
度搬迁，后来终于住上了独家小院。
那里户对大街，后边有一院，墙外恰好
是林场的一片苗圃地，入夜虫声依然，
其情其景，与斋号巧合，因此，“听籁
堂”这个名字，一用就用了二三十年。

那时刚从单元房迁到新居，有了
一小院，欣喜之情自然溢于言表，决心
要把小院好好布置布置。因想起苏东

坡“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名言，
先在墙角栽上了几竿翠竹，又从朋友
处移来两株芭蕉，更想起松竹梅为岁
寒三友，便又栽下一株松一株梅。陈
从周先生《说园》里有“范山模水”之
说，便决心叠石造园，立马动工，在已
经非常逼仄的小院里挖了一个小鱼
池。为了寻石，曾多次到郑州陈砦花
卉市场，买回几方灵璧，几块太湖，在
鱼池内叠了一座假山。小小弹丸之
地，蕉荫下，竹丛中，布下奇石，刻上诸
如蕉荫、竹影、松风之类。做了这些，
仍不满足，见缝插针，在院里栽上了樱
桃、桂花、石榴等花木，把一个小院布
置得犹如一个小小的盆景。每当下班
之后，闲坐庭中，读诗品文，陶醉时，独
自把盏，醺醺然自得其乐。曾写诗纪
云：

户对大街闹市邻，小院一席足怡
心。

凿池布石植松竹，闲来独坐看山
林。

热闹了两年，却发现了问题，树木
渐渐长大，地方也越发见小，栽下的石
榴只长高不结果，桂花树从不见开花，
那一株垂梅也在樱桃树的荫蔽中渐渐
枯死，特别是竹子和芭蕉，越长越疯，

把低矮花木侵犯得奄奄一息，只好在
年年春天，忍痛删刈一些。那时我曾
想，如果有了一个大一点的院子，我一
定要大展身手，把它布置成天上阆苑，
人间仙境。

随着年岁渐长，世界观人生观也
在发生着改变，年过半百之后，确实也
知了天命，觉得人生白云苍狗，逝者如
斯。凡事应由表及里，做人要戒除浮
华，一如作文，要去芜存精，返璞归真，
至情至性，才见灵魂。如果结庐三间，
小院半亩，多栽果木，多种蔬菜，既实
惠又健身。正巧几年前在城郊买了一
处宅基地，因为资金原因，一直拖着未
盖。去年咬牙贷款，决定动工。说来
好笑，新居未建，诗倒先有了。许是文
人的劣根性吧，喜欢空中楼阁，反正于
我而言写诗要比建房容易些。诗的题
目叫《村居》：

竹篱瓦舍静宜人，莳花种菜心无
尘。

布衣素食诗与酒，闲看世事若浮
云。

动工之时，却见邻居家墙外一溜
栽了十余株花椒，正好在我家地上。
邻居见我动工，便要拔去，我连忙阻
止，说：“我正好想栽花椒，你已替我栽
好，岂不正好。”

想到花椒，其树也丑，其刺也多，
道旁篱边，宜植宜活。春天嫩叶可食，
秋天果实可观，虽不能充饥，却能调
味，其味也浓，举凡烹炒煎炸，俱少它
不得。想自己半生苍茫，从政日短，不
愿为五斗米而折腰；经商无能，生意场

难取半分余利；为文为画，也不专一，
只凭兴趣遣兴。想想自己犹如花椒，
出身寒微，且丑且陋，只能结些小果
实，调味佐食而已。思虑再四，遂决定
再取一别署为椒园老人，新居落成即
署名为椒园。那花椒树春天开花，秋
天便挂满红红的果，乔迁新居，当年便
吃上了自己院中的花椒。

房子动工月余，布谷鸟已声声催
着播种。我在院中不叠石，不凿池，
甚至连花草也不栽，只整畦种菜，点
下豆角、黄瓜，撒下了生菜、荆芥，
栽上了番茄、辣椒，沿墙还种上了丝
瓜、葫芦。等房子建成，菜已出土，
不数日，小院中凝满了绿意。等丝
瓜、葫芦爬上墙头，这绿意便向外扩
展，涨出了院外。

带着希冀，带着企盼，我搬进了新
居。天天早晨起床，便在院子侍弄菜
蔬，施肥、浇水、捉虫，成了每天早上必
做的功课。

蔬菜一茬茬成熟，从此家里便不
用买菜。要知道，吃自己种的无公害
蔬菜，胜似吃宴席上的山珍海馐。有
时吃不完，就拿一些馈赠亲友，还不忘
说一句：这可是纯绿色的无公害蔬菜，
市场上买不到的。

今年开春，我又在院中栽上几棵
柿子、石榴、枣之类的果木，既可观景
又可食用。要不了几年，我的椒园里
定会枝头硕果累累，畦中蔬菜青青。
我想，还有什么好居所能胜过我的椒
园，我一直追求的目标也可到此打住
了！

椒园小记
李 超

时代要求媳妇独立，不光是经济独立，家
庭地位也一样要独立。《婆婆吃了媳妇全家》的
作者纪达通过对身边婚姻状态的观察，通过阅
读大量的心理书籍，通过塑造最恶的婆婆、最
善良软弱的媳妇、最没主见的儿子三个主要角
色，将婚姻生活里各自的索取程度与退让程度
做了底线分析，用最残酷的故事讲述了一个不
幸婚姻的演变历程，当你读完后精心思考，除
了淋漓尽致，你还会体味到爱情在婚姻里该如
何保持醇厚，该如何营造新时代有立场、有主

见的婚姻生活。
21世纪的婆媳关系已经演

变成一场经济大战，婆婆懂法律
会使用法律武器来维护权益，婆
婆要掌握全家经济命脉，跟当年
要求媳妇懂事听话截然不同。

此书不是描写上海小男人夹在婆媳之中的局
促和郁闷，纪达所描述的婚姻生活更是锣鼓喧
天、大开大合的感觉。此书给新时代的媳妇十
大提示：礼数周到；不要当家庭的扩音器；啃老
的媳妇招人烦；百行之先还是孝；会说话的媳
妇招人喜欢；既然是一家人，就要一起扛起家
的责任；尊重公婆的习惯；丈夫不是自己的私
有财产；好媳妇两头瞒，坏媳妇两头传；会引导
老公的媳妇是聪明的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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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欢小动物，从幼儿园开始，就养
过不少小鸡、小鸭、小鱼，我耐心地饲养它
们，它们却非常不尽如人意，总是不明原因
地死去，害我伤心。在冰箱里放几天，没办
法，到最后，也只能挖个坑，厚葬了。说是
厚葬，其实不过是在坟头插株草。后来才
知道，邻居家的男孩，更爱他的宠物，居然
用木板钉了口棺材来葬他的小金鱼，还立
了墓碑，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小金鱼点点
之墓”（他养的金鱼叫点点）。我们还一起
凭吊了几天。

有一次，奇迹出现了。那小男孩家买
了七八只小鸡，居然有两只成功地活过了
一个月。我们俩那个激动呀，真的是要跳
起来了。自此我更是像爱小婴孩般地爱它
们。我目睹它们的成长过程。它们长高长
胖了，我看在眼里；它们退黄毛换白毛了，
我看在眼里；它们从步履蹒跚到能捉虫子、
扑腾翅膀，我看在眼里。这俩“孩子”终于
长大，翅膀硬了，能从箱子里飞出箱子外
了，我们俩高兴坏了。然而，有一天，我到
他家，照常要领它们散步，却见鸡去箱空。
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来：我的小宝贝，你们
去哪儿了？小男孩悲伤地、支支吾吾地告
诉我：“它们……被我父母杀了。现在……
现在只剩一些……吃剩的鸡骨了。呜
——”男孩已泣不成声，我也伤心绝望极
了。我好几天没理邻居一家人——是他们
谋杀了我的小宝贝，并且吃了它们！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养家禽了。我能
联想到我的小宝贝被拔毛时是何等惨痛地
尖叫，我能联想到菜刀上鲜红的血。

我一如既往地爱着可爱的小动物。每
当我看到贩卖小鸡小鸭的，总忍不住看一
看它们可爱的模样，听一听它们稚嫩的叫

声，摸一摸它们柔软的绒毛。
由于我现在也算是个忙人了，

连自己都照顾不好，更不要想养什
么小动物了。我很羡慕我家楼下的
那个小孩，他家简直是开了个动物
园，又是鸡，又是鸭，又是兔子，又是
狗的，可怜我只能闲暇时看看他的
那群可爱的伙伴。

不过老天还是很眷顾我的，我现在开
始“养小鱼”了。

我家的院子里有一个不小的人工湖，
而且还有一条小人工河傍着我家。我就经
常站在小湖边，远眺还算能入画的风景。
一日，偶然低头，竟看见数十条寸把长的小
鱼苗正闹腾腾地抢食我掉下的面包渣儿
呢！你一定能想到剩下的那半块面包的归
属了吧。我觉得挺值的，因为我能招集一
大群鱼陪我玩，我是多么喜欢它们憨憨的、
丑丑的小模样啊！它们张大了嘴巴狠命地
撕扯面包渣儿，有时甚至会为抢食翻一个
跟头，我就能看见它银白色的小肚皮，在一
瞬间反射着太阳耀目的光芒。有的小鱼就
比较可怜，好容易咬下一大块，却被眼疾嘴
快的同伴儿截去一大半。每到闲暇，我就
这么呆呆地看着这些小鱼苗，并且乐此不
疲。

一天，我又在楼下河边赏鱼，一个小朋
友出来加入了。她看了一会儿说：“姐姐，
你看，几十条呢，你要是捞肯定收获不小。”
我摸摸她的头说：“捞回家去做什么呢？还
不如让它们在小河里，自由自在地玩呢。
我哪天想瞧瞧它们，撒上些面包，不就行
了？姑且把这小河当做我家的鱼缸吧。”她
惊叹道：“好聪明呀！这么大的鱼缸呀！以
后我再也不逮鱼了。”

喏，现在，我又要去赏鱼了。“我的鱼
缸”在春天里焕发出绿莹莹的生机。小鱼
儿追逐嬉戏于水草之间，怡然自得。

夫爱之而囿之，何如纵之适之乎？鱼
儿自适其乐，我亦省换水烦恼。放虎入深
山，放鸟入茂林，放鱼入河川，至爱之道也。

缸之小，河之大。鱼之乐，我之乐。我
之乐，观鱼人之乐。

我们在讲粮食的重要性时，往往会引用
“民以食为天”这一成语。它出自《史记·郦食
其列传》：“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
天。”该成语虽然出自“高阳酒徒”郦食其之口，
但涉及的事件却与著名的敖仓有关。

敖仓，全称敖山谷仓，始建于秦代，旧址在
今荥阳西北的敖山上。秦汉时期，因黄河、济
水在此分流，水路交通极为方便，所以中原一
带漕运集中于斯，再由此西运关中，北运边塞。

秦朝末年，刘邦和项羽为争霸天下，在敖
山附近的荥阳、成皋一带，展开一场旷日持久
的战争。刘邦的谋士、陈留高阳（今开封杞县）
人郦食其，深知粮食的重要性，力劝刘邦抢占
敖仓，以解军粮不足，夺得战争的主动权。刘

邦采用郦的建议，很快占领了敖仓。然
而，当时楚强汉弱，尤其彭城（今江苏徐
州）一役，刘邦大败，损失严重，使得刘
邦不得不退至鸿沟附近的汉王城，闭关
固守，借以喘息。但项羽却日功夜战、
步步紧逼，意与刘邦决一雌雄、以争高

下。在此危急时刻，刘邦为缓和压力，想放弃
敖仓，撤离汉王城，退至巩（县）、洛（阳）以拒楚
兵。郦食其得知消息，大为震惊，他对刘邦说：

“臣闻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
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
天。夫敖仓，天下转输久矣，臣闻其下乃有藏
粟甚多。楚人杖荥阳，不坚守敖仓，乃引而东，
令适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资汉也……”他
的这番话，极富哲理，不仅指出了帝王基业，要
靠人民，而人民则要依靠粮食生存的朴素真
理。当然，由此也产生了“民以食为天”这个成
语。后来，刘邦依照郦食其的建议，复守敖仓，
不仅解决了粮食不足的问题，也为其夺取最后
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郑州古代成语故事

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为天
李济通

《婆婆吃了媳妇全家》
李俐萍

宠物记
岳 昀“露马脚”也叫“露馅儿”，比

喻隐蔽的事实真相泄露出来，或
不愿意让人知道的事暴露了出
来。人们经常接触到这个词，如：

“说谎者早晚总要露出马脚来
的”，“我一诈他就露出了马脚”，

“这话本来就是捏造的，一对证，
就露了马脚。”为什么不说“露出
牛脚、羊脚”而叫“露马脚”呢？露
的是谁的脚呢？这里有一个传
说。

据传，朱元璋小时候家里很
穷，年轻时与一位平民出身的马
姑娘结了婚。这位马姑娘从小就
不让裹脚，因此长了一双“天足”，
这在当时是一大忌讳，会惹人嘲

笑和看不起的。后
来朱元璋当了皇帝，
仍念马氏辅佐有功，
不但不嫌弃她，还将
她封为明朝的第一
位皇后。但是，“龙

恩”虽重，而深居后宫的马氏却一
直为有这双大脚感到不安，因此
在人前从来不敢将脚伸出裙子外
边，既怕人们笑话，又怕给朱元璋
丢脸。

谁知事有凑巧，一天，马氏忽
然游兴大发，乘坐大轿走在金陵
的街头。听说皇后出宫，谁不想
看看热闹，只是怕惹事不敢出门
观看。有些大胆者悄悄看上两
眼，正巧一阵大风刮来，掀起轿帘
的一角，马皇后放在踏板上的两
只大脚赫然入目。于是一传十，
十传百，顿时轰动了整个金陵
城。从此，“露马脚”一词也随之
流传于后世了。

“露马脚”的由来
夏 吟

天池(摄影) 舞文墨

山水(国画) 铭 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