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扮演女士，声音和表情都捏
着，配合胖乎乎的身材，十分好笑。
骆伽扑哧笑出声来，不与他辩解：

“唔，明白了，性格好又是指什么呢？”
方宏伟拿声拿气地扮演女孩子

相亲：“性格好就是要听话了，要宠着
我，理解我，尊重我，人家要干吗就陪
着干吗，比如，我喜欢看恐怖电影，他
就不能去看《指环王》，基本上像唐僧
那样就行了。”

他极为入戏，扭捏作态，连雷励
行都忍不住笑。骆伽一点儿都不笑
场：“唔，我理解了，除了经济条件和
性格，还有其他要求吗？”

案例中没有这样的要求，方宏伟
憋了半天：“我相信，爱情是可以跨越
种族、年龄、婚姻状况，甚至性别的。
我要求不多，只要有钱听话就行了。
哦，等等，还有，要长得帅，身高至少
比我高一头，能够带出去见闺蜜们，
不丢份儿。”

骆伽听到这里，对方宏伟扮演的
女方失去了兴趣，又聊了几句，本想
结束这次相亲，又想
到这是一次面试，勉
强去邀约：“嗯，你喜
欢看电影，我也是，正
好有一个恐怖片，什
么时候去？今晚还是
明晚？”

“那就今晚咯。”
方宏伟惺惺作态地学
着女孩子拍手，角色
扮演到此为止，他站
起来鼓掌，“不错，能
够了解我想法，而且
有漂亮的收尾。”

雷励行淡淡地
问骆伽：“你觉得怎么样？”

骆伽说出真心话：“方总监扮演
的女孩子，是什么啊？太恐怖了，恐
怕不适合我。考虑到这是面试，我才
约她。”

雷励行不回答，继续问：“如果满
分是一百分，给自己多少分？”

骆伽不好评分，脚尖一侧，将方
宏伟纳入谈话范围，他果然回答：“至
少八十分。”

雷励行让骆伽坐下，继续相亲，
他走回座位：“下一个，周锐。”

周二，上午九点五十分
周锐进来，用相亲来面试已经令

他匪夷所思，骆伽扮演女方，更让他
迷茫，好在他已经阅读了案例中的场
景和资料，并没有出错。他们开始相
亲，互相简单介绍。骆伽再次说出对
经济条件、性格和长相身高的要求，
周锐突如其来地问道：“除了这些，您
还有其他要求吗？”

“没有了。”案例上就这么多，骆
伽如实回答。

周锐日思夜想都是骆伽，面对

她，已经分不清现实和虚拟，十分困
惑：“伽伽，这真是你的要求吗？”

“就这些。”骆伽顿时紧张，周锐
痴情于己，可是也不该跳出面试的场
景。方宏伟也很意外，正想提示，被
雷励行止住。

“除了这些外在的东西，其他都
不重要吗？”周锐早已忘记了面试，身
体向前倾斜，“比如，他是不是真的爱
你，是不是有责任心、诚实、发展潜力
和孝顺？”

“这些有什么用？”骆伽完全不脱
离案例，继续相亲。

“有了钱，便会开心吗？如果没
有责任心，他并不爱你，成天在外面
吃喝嫖赌，对你都是虚情假意，始乱
终弃又怎么办？即便结婚了，成天又
打又骂，这是你想要的吗？你年龄大
了，两人没有共同语言，又怎么一起
生活？如果你没有稳定的收入和生
活来源，他怎么保证你和孩子的生活
水准？”

骆伽被吸引，不知不觉靠近周
锐，两个人头颅几乎
碰在一起：“嗯，我也
不想这样。”

周 锐 看 着 近 在
咫尺的骆伽，低声却
坚定地说：“伽伽，我
爱你。”

这个傻瓜，难道
不知道这是面试？会
议 室 意 外 地 陷 入 沉
静，方宏伟也看出意
外。

周锐压低声音，
继续说道：“伽伽，我
三年前认识你，那时

你刚上中戏，总来老师的教研室，在
我眼里，你只是老师的女儿，我教你
偷菜，教你用PS，帮你挑选电脑，找回
QQ的密码，我慢慢爱上你，每一天都
想着你。我只是软件工程师，没有车
没有房，又不懂陪你唱歌，我不敢说
出来。半年前，老师的公司出事儿，
我再也没有找到你。我难受极了，到
处去找，现在终于遇到你，我必须要
说出来，我爱你。”

为了不影响角色扮演，观察者都
是十几步之外，听不清楚他们之间的
对话，方宏伟大声打断：“等等，你们
大声些。”

骆伽用手指迅疾抹去眼角的湿
润，坐直身体，离开周锐，清清嗓子，
故意大声说：“嗯，你说的也对，也许
我还应该多考虑一些。”

周锐哪有心思继续面试，还要
说话，骆伽已经站起结束角色扮演，
免得周锐彻底搞砸，失去这次工作
计划：“时间到，请出去等待面试结
果。”

“你们认识？”方宏伟听
不清楚，却看出异常。 8

村尾芳生不再抵抗。
“村尾先生……”课长发话了，

“恕我冒昧，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有些
情况我们不得不问。能否请您把这
趟旅行的目的告诉我们？如果您实
在不方便说，我们也不强求。”

“请允许我保持沉默。”村尾芳生
明确回答道。

“好吧。请再允许我冒昧地问一
句，您之所以用假名预订了房间，是
不是也是因为这桩私事的关系？”

“就算是吧。”
“我们发现犯人是冲着你来的。

隔着窗户向您开枪后见您倒地不起，
还以为目的已经达成，所以才逃跑
了。从犯案手法看，这八成是仇恨引
起的。请问您真的不知道犯人是谁
吗？”

“不知道。”村尾毫不犹豫地回
答。

“至于您的私事……”课长继续
说道，“您可以不把私事的内容告诉
我们，但我想问您的是，您这一次旅
行的目的和这起案
件，是否有着间接的
关联？”

“完全无关。”
课长与主任面

面相觑。受害者村尾
芳生完全不配合调
查。

对方是外务省
欧亚局某课课长。搜
查课长顾虑的并非他
高高在上的身份，而
是“外务省”这个机关
的机密性。

“好吧。那我们
就不多打听了……要我们联系外务
省和您的家人吗？”

“不用了。这件事绝对不能让我
妻子知道。她……很麻烦的。”

村尾芳生又回到了最初的恳请
的表情。

“哦……那就是说您这次是偷偷
来京都的，要是被夫人知道了会很不
便是吗？”

村尾芳生没有回答。
隐藏身份的人

课长离开之后，又有人来拜访这
位伤者了。

“你好啊。”
泷良精轻轻关上病房大门，缓缓

走向病床。
村尾芳生躺在床上，脸上没有惊

讶，就好像他早就料到泷良精会来一
样。

“你可真是受苦了。伤势我已经
从院长那儿听说了。”泷良精坐了下
来，“感觉怎么样？看你脸色还不
错。才刚到，半夜三更就出了这种
事，真是太出乎意料了。”

村尾稍稍动了动脖子。肩膀像
夹着块钢板，倒在床上完全动不了。

“见到了吗？”泷良精目不转睛地

盯着村尾，低声问道。
“没有。倒是用电话联系上了。

你呢？”
“因为火车的关系，我半夜才到

酒店。”
“听说你不在东京？”
“是啊，我在信州的山区里待了

一个星期。接到通知我就坐上了中
央线。可是那车太慢了，而且在名古
屋换车的时候也等了很久。”

“那一位，怎么样？”村尾芳生仰
望着泷问道。

“立刻就退房了。”
村尾点了点头。

“去哪儿了？”
“不知道。”
“那就把她丢在那儿不管了？”
“谁啊？”
“女儿啊，他把女儿叫来了。”
“什么？他们在哪儿见面的？”
“本来说好要在南禅寺见面的。

约的时候，他用的是女人的名字。他
女儿看到那封信，就来京都了。”

“然后呢？见着
了吗？”

泷良精望着村
尾，连眼睛都忘了眨。

“没有。他在电
话里跟我说的。”村尾
低头说道，“说是看见
她身后有个看上去像
是刑警的人跟着，就
没敢见。”

“哦？”
“估计是家人担

心她的安全才找了人
陪吧。也难怪啊，可
就是这警察坏了事

儿，让他起了戒心。”
“然后呢？再也没见到吗？”
“不，没想到机缘巧合，她也住在

M酒店。”
“什么？他女儿也在？”泷良

精瞪大双眼，“这可真是没想到，
那你……”

“是啊，她应该知道我中枪这件
事。不过我用的不是真名，她应该不
知道那就是我。”

“她住在哪个房间啊？”
“夫人在电话里跟我说了，是325

号房。”
“那不就是我隔壁吗？”泷良精大

喊一声。
“什么？你隔壁？”
村尾芳生脸上的惊愕不亚于他

的朋友。
身在报社的添田彰一仔细地翻

阅京都版的内容。
当他看到社会版面时，顿时大惊

失色。用了三行篇幅的大字标题如
下：

M酒店发生枪击骚动，一名住客
中枪

一看报道，才知道这件
事与久美子并无关系。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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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轶事

鲁迅
敬母

霍无非

鲁迅非常孝敬母亲，这从他的
笔名取母鲁姓可见一斑。

鲁迅年轻时在日本留学，远在
故乡的母亲鲁瑞听闻“老大”在东
瀛娶妻生子的风言风语，赶紧为他
定了一门亲事，又去信称自己病
重，待鲁迅心急如焚跨洋过海赶回
家，才知道这是母亲做的“局”——
要他与朱安完婚。由于文化素养
和缠足陋习的巨大反差，鲁迅对母
亲送来的“礼物”甚不喜欢，故而长
期对之冷淡，无奈之下只得好好供
养，以至于婚后17年与周作人“兄
弟失和”，搬出北平八道湾11号，他
也尊重朱安的意愿，没硬性打发她
回绍兴娘家，让她从一而终。如不
那样，不仅对朱安，对艰难持家操
劳半辈子的母亲，不啻是莫大的打
击。

所谓长子如父，像鲁迅这样年
少丧父，家境衰败的“破落子弟”，
需要长子早当家。他牺牲自我，断
然中止在日本的学业，回国工作，
担当起家中经济来源的顶梁柱，因
为“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希望我在经
济上的帮助”（指在日本娶妻的周
作人等）。周氏兄弟在绍兴合居
时，鲁迅把薪水交由母亲掌管，体
现了对母亲的尊重。1919年，他独
自操办北平八道湾房产的购置、借
款及修缮事宜，为的是能延续在绍
兴的家族聚居格局，让乐于儿孙绕
膝，朝夕相处的母亲开心。既使兄
弟分家，母亲和朱安的生活费责无
旁贷地由他独自承担，这是母媳生
存的惟一支柱，在经济拮据之时也
未断过。所以鲁迅在世期间，母亲

和元配夫人基本还能过上衣食无
忧的生活，他给友人台静农的信中
写道：“负担亲族生活，实为大苦，
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事”，虽感吃
力，他决不因赡养问题与两个弟弟
计较，闹出风波。

鲁迅爱吃零食，也给母亲买，
早年他在杭州两级师范学堂任教，
家乡来了人，他买了牛肉干、桔子
等食物捎给母亲。由于留过洋和
后来收入渐丰，鲁迅的生活够

“潮”，不时给家人“开洋荤”。在北
平阜成门内西三条二十一号居住
时，他每月领了薪水，就到法国面
包房买些洋糕点回家，先送给母亲
挑选，把中意的放进母亲的点心盒
里，尔后请朱安选留，选剩的才留
给自己写作当夜宵。既使在生活
中鲁迅不大赞同母亲一些固执的
老做法，也是劝了就罢，由着老人，
决不抬杠。

不仅在物质上，鲁迅还注重从
精神上给予母亲以慰籍。他在绍

兴任教时，周末都回家，为的是能
见到寡母，陪她说说话，有时聊得
很晚，直到母亲催他休息才罢。这
种习惯带到北平，在八道湾、西三
条等处，吃过晚饭，鲁迅必到母亲
房间说笑一会，让母亲不致寂寞。
鲁迅的母亲是个自强的人，通过数
年自学，已能识字，尤爱看才子佳
人一类的小说，反不爱看儿子的作
品，认为是写给小孩看的。鲁迅尊
重母亲的喜好，四处搜寻适合母亲
的读物，且先自己“审阅”，心细入
微，免得结局悲惨的读物让易动感
情的母亲难过。他后来定居上海，
还给母亲邮去张恨水、程瞻庐等人
的作品，只是这时鲁迅忙于家庭生
计和健康愈下，已无暇顾及“审阅”
了。虽与老母相处两地，但家书不
断，字里行间传递着游子之心，纵
览鲁迅在上海写给母亲的信件，善
解母意的他经常提到爱子周海婴
及三弟周建人的近况，这是千里之
外的母亲极为关心的。1932年秋，
老母得病，鲁迅抱病赶到母亲身
边，寻医问药，“当了五六次翻译”，
亲手护理，忙里忙外半个月。

由于有鲁迅的赡养和精神安
慰，以及元配朱安 37 年寸步不离
的贴心照料，母亲鲁瑞老有所养，
以 86 岁高龄后于鲁迅谢世，已远
远超出当时中国人35岁的平均寿
命。当然，敢于蔑视传统陋习的鲁
迅，他的尊母观也够传统，有时过
于迁就，不敢表答真意，如与朱安
的包办婚姻，就留下那个时代深深
的烙印，成为母亲、朱安和他都挥
之不去的纠结。

民俗

送娘一双闰月鞋
常书侦

今年农历闰四月。在中华
大地上，许多地区民间流传着
闰月年女儿要亲手做双鞋子送
给母亲的古老习俗。

做闰月鞋的习俗起始年代
已无据可考,但民间忌闰月年古
已有之，认为闰月年乃多事之
秋，于长者不利。乡人有“闰月
年，留娘年”一说，认为闰月年对
母亲的身体安危是至关重要的
年份，儿女们应格外引起重视。
俗话说：“闰月鞋，闰月穿，闰月
老人活一千”。当女儿的必须于
闰月年的闰月前给母亲做一双
鞋让母亲穿上，方可使母亲走出
闰月年这个多事之秋，平安地迈
过这道坎儿，确保健康长寿。

对女儿来说，哪年是闰月
年必须牢记在心，一但进入闰
月年，便早早动手，开始精心为
母亲做闰月鞋了。正如俗话
说：“女儿是娘的小棉袄。”

昔日，女孩子大多没有走
进学堂念书识字的机会，做好

“女红”的针线活儿便是母亲对
她们最大的要求了。当娘的经
常会把女儿做的鞋让亲朋好
友、左邻右舍家的女人看，以此
来证明自家女儿的心灵手巧，
以便于让人提亲。因为在女红
中，做鞋是一件兼具设计、缝
纫、拼布、浆染等多种手工制作
工艺的综合技术活儿，它会成
为她们出嫁时的最大资本。因
此，做闰月鞋是每一位女儿都

能够做得来的事情。同时，也
最能让娘检阅女儿在针线活儿
方面有多大进步。

做闰月鞋，首先是纳鞋底
儿。这是基本功，更是硬功夫。
一针针、一线线，整整齐齐，密密
麻麻，凭一把木柄铁锥子和女孩
右手中指戴的一只顶针紧抵着
的一根细钢针，要数百次，近千
次地穿透叠在一起足有 3 公分
厚的棉布上，是何等的不容易。
在纳鞋底儿时，女孩的纤纤嫩手
会在分心时不小心被钢针扎破、
甚至在抽线时被纳鞋底的细麻
绳勒出血道子来。

要说纳鞋底儿是基本功，
做鞋帮和绱鞋帮，则是做鞋之
中最难的技术活了。做鞋帮先
要学会在纸上画鞋样儿，画出
合适的样子后，再比照着剪出
布样子，然后再在布上面刷上
糨糊，晾干后以便保证鞋帮的
硬度。最后是绱鞋帮，只有针
脚细密、均匀，才能保证鞋底和
鞋帮接茬之处平整无皱，穿上
后才会不脱脚、不克脚，舒舒服
服。手巧的姑娘七八天，手拙
的女儿十天半月，一双崭新的
鞋子就做成了。

现在，生活富足了，再很少
见到女人做鞋了。但每逢闰月
年，当女儿的便会到商店或集
市上给母亲买上一双合意的
鞋，再亲手给母亲穿上，以此常
思养育之恩，去尽一份孝心。

新书架

茶风系列
刘文莉

茶人池宗宪，从小就跟着拣
茶的母亲认识了茶，从此痴迷上
了中国茶文化。长大后，在茶艺
馆、茶山和茶的史料堆里遍寻茶
的踪迹。茶给了他无穷灵感，先
后出版了《台湾茶街》、《武夷茶》、

《普洱茶》以及《一杯茶的生活哲
学》等著作。虽然他有二十多年
传媒工作经验，由记者到总编辑，
却始终不改爱茶本色。他写的报
道屡获新闻奖，他说那是对他工
作的肯定，而只有在写茶时，他才

能获得对自我的肯定。
壶，无论你是买来收藏增值

的，还是买来泡茶的，都应该对其
有充分的了解，以保证自己买对
壶。《选好壶 泡好茶》详细讲解了
紫砂土的透气性与发茶性以及制
壶工序，让读者对壶本身有更真
切的了解。此外，还揭露了名家
壶的种种怪状，提出壶应为茶所
用，提醒消费者守住买壶的四道
防线，从而买对壶，泡好茶。

观音是中国文化中普救众生

的神，以“铁观音”为茶名，寄托了
中国民间淳厚的信仰和崇敬。《铁
观音》是作者经深入福建安溪茶
山实地采访后写成，介绍了铁观
音的身世、品种、制法、选购及鉴
赏方法等，字里行间可见茶农虔
诚的敬茶之心。

《我的第一本泡茶专书》是一
本教你如何泡茶的书，从茶、水、
壶、人互动的角度出发，教你如何
泡好茶。讲了乌龙茶、绿茶、铁观
音、武夷茶、红茶、普洱茶的泡法。

随笔

花香伴我入眠
杨龙江

常言道，心宽体胖。我自认为是那种心里不
装事，能够倒头就睡的人，因此，在记忆里，除了孩
提时曾经做过梦中上厕所之类童趣的梦外，再也
找不到比较完整清晰的做梦的记忆了。我常说，
梦与我无缘，体胖也自然。

但不知是何时动了哪根神经，也不知是何时
何方神灵点拨，很奇怪的是刚过四十的年龄，工作
事业正风生水起，我却突然莫名喜欢上了养花，因
此书柜里从此辟出了养花赏花书籍的专区，稍有
空闲时间，就如痴如醉地“锚”在花卉市场里不知
归路，办公室和家里变成了小花园。从此，一个大
老爷们成天侍弄那些花花草草，连最好的朋友都
笑我是不是成了花痴，是不是要走向玩物丧志的
邪路。

其实，我赏花香，花懂我心。天天与这些花草
相伴，施肥、浇水、除虫、换盆甚至修剪嫁接，然后
静静地看着她们发新芽、抽新枝、结新蕾，最后一
天天地开放出或大或小、或艳或凡、或长久或短暂
的各色各香的花朵，我的心都有不一样的感觉、不
一样的冲动和不一样的享受。

生活在丰富多彩的社会，各色人等、各种事
由，千姿百态，既有让人感动万分的人物，也有让
人荡气回肠的事迹，更有俗不可耐的拙劣表演，人
性之复杂、世事之奇怪，慢慢地就会侵蚀人的灵
魂、浸染人的性格。对一些涉世未深或定力不够
者，必然有其杀伤力。

作为一个肉身凡胎的俗人，很长一段时间，也
可以说在生命的绝大部分，也必然难以脱俗。曾
经有较多的时候，思想和精神也出现了麻木不仁
的状态，对一些丑恶的东西好像也早已见怪不怪
了。比如说对待吃亏是福的看法，我也曾经动摇
过；比如说对一些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当面君子背
后小人的做法，我也曾经表示过宽容；比如说对台
上冠冕堂皇台下另搞一套也曾表示可以原谅；比
如说对社会上比较流行的看法“高学历的人难以
成就大事”也曾表示过认同……

有人说社会是个大课堂，包罗万象；有人说人
性是个大染缸，五彩缤纷；有人说人性本善，爱仁
及人；有人说人性本恶，好吃懒做；有人说江山易
改秉性难移；有人说从善如登、从恶如崩……

通过养花赏花，与花相依相伴，通过对花语的
解读感受，我要说只要心境如花，满世界皆花；只
有心中有爱，人人皆为莲花化身。

向日葵告诉我，只要面对着太阳努力向上，日
子就会变得单纯而美好；火红的红掌对我说，只要
你心中是一团火，你永远展示的都是笑脸；四月的
牡丹花轻声诉说，错过了季节，也便错过了一生的
幸福；任性的兰花轻轻低语，只要你稍加呵护，我
就会奉献那种奇香无比；茉莉花在解读着一个感
情的传说，花虽香也有尽期，人有情切莫分离；紫
薇花如枯枝一样的外表分明在考验着人的耐心，
最终却盛开百日而不衰……

花香熏陶我生活，花香陪伴我工作，花香按摩
我心灵，花香抚慰我灵魂，我随花香而心静如水，
花香陪我而暗送清爽。

自从花儿进入我的生活以后，我感到天空更
加清蓝，世界更加无波无澜，我整个人变得更加透
明轻缈，我的思绪也变得更加灵动自然，我已经没
有了那种怨天尤人，没有了那些你长我短彼厚此
薄，没有了长吁短叹，没有了抱怨和不满，我已经
可以自觉地努力地做好我自己，很多的时候基本
上已经达到了一种无我的状态。

我庆幸我的所谓开悟，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小
的进步，但只要方向正确，时间久了，那点点滴滴
也可以汇成奔流不息的小溪。

要脱俗还有太长的路要走，要在这个复杂的
环境前行也还有着形形色色的各种挑战，保持一
分清醒比什么都显得重要。

花香伴我入眠，把我的梦驱赶得更远。身在
红尘却能远离尘世的喧嚣，心在功名利禄场中，却
能独守一份浅浅的清醒，是属一种无奈，还是一种
难得的心境，连我自己也理不清楚。

难得糊涂，但绝不能流落于是非不分善恶不
辨的地步，修身养性的目的不仅仅在清净一人之
身，而是在尽可能地影响更多的人。

生活中有了花香，就可以每时每刻受花香熏
染。花香伴我入眠，但愿有一天，我周身也能散发
出阵阵花香。

黄居正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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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敬母
夏 吟

美国前总统林肯，八岁时丧
母。继母来家后，林肯非常尊敬
她。他参选美国总统时，突然在人
群中发现了继母，他立即跳下马
车，与继母拥抱。1861 年冬当选
总统后，赴任前冒着风雪回乡与继
母告别。继母常说：“他（林肯）从
来不曾对我说过一句使我难堪的
话。”而林肯当选总统后则说：“我
的一切都属于我天使般的母亲。”

1919 年，毛泽东的母亲因病
去世，他痛苦至极，怀着十分沉痛

的心情写了一篇《祭母文》称颂母
亲：“吾母高风，首推博爱；遐迩亲
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
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
言，不存疑心；病时揽手，酸心结
肠；但呼汝辈，各务为良。”并撰写
两副挽联寄托哀思：“疾革尚呼儿，
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长生
新学佛，不能往事，一掬笑容何处
寻？”“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
洒泪多。”

1962 年，身为国务院副总理、

外交部长的陈毅，出国访问刚回
来，得知老母病重，不顾疲劳，当天
就去看望。一进门看到母亲向床
下藏东西，他问母亲：“娘，你把什
么东西藏在床下了？”母亲看瞒不
过，只好说是尿湿的裤子，怕你看
见。陈毅说：“娘，我小时候，您不
知为我洗过多少次尿裤子，今天我
就是洗上十条百条裤子，也报答不
了您的养育之恩。”说罢，已是 60
多岁的陈毅把老娘的尿裤子和其
他脏衣服拿出洗得干干净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