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012年7月18日 星期三郑 风
ZHENGZHOU DAILY

编辑 李 昊 校对 刘桂珍
电话 67655592 Email:zzrbzf@163.com

但那个适当的时机，沈小红过
了很久还没有找到。平时吃饭喝
茶，沈小红嫌它太突兀；等到拥抱
亲热，沈小红又觉得略显轻佻。康
远明高兴时，沈小红怕他说话不算
数；而康远明不高兴的时候，沈小
红更是怕撞上枪口，从来都是小心
翼翼，缄口不语。

沈小红有点发愁。
或许，世界上的好多事情就是

这样。机会说来不来，说它不来，
它倒很快就到了。

那天是个礼拜。原先两人讲好
了，下午康远明陪沈小红去看望一
位远房的姨妈。这是沈小红已经讲
了很长时间的事情。好不容易康远
明才答应了。但到了中午，电话响
了。

是康远明。
康远明约沈小红去沧浪亭的茶

室坐坐。康远明说有很重要的事情
要和沈小红谈。

康远明没在茶
室里等沈小红。康远
明站在沧浪亭门口的
小石桥上。坐在黄包
车上的沈小红远远地
望过去，因为是略微
的仰视，康远明便显
得特别高大。高大而
威严。仿佛掌握着某
种生杀大权似的。

沈小红心头一
颤，稍稍有点心悸。

沈小红从黄包
车上下来，上了石
桥。“来了？”沈小
红说。不知道为什么，沈小红又有
点脸红。为了掩饰这种脸红，沈小
红就又对康远明说：“进去吧。”

康远明看了沈小红一眼。
“ 等 一 会 儿 ， 先 在 外 面 走 一

走。”康远明说。
沧浪亭的水廊这边人倒是不

多。树茂盛得很，到处都是绿的叶
子。

不知道为什么，一看到沧浪亭
的水，沈小红就会觉得有点心慌。
比较而言，沈小红更喜欢沧浪亭的
假山。那一片水，看上去白茫茫
的。沈小红觉得抓不到边际，是脱
离她智力以外的一种东西。让她无
法心安。

但康远明明显地喜欢这片水
域。他甚至在一根柱子前面站定
了，抽起了烟。

“ 知 道 为 什 么 让 你 来 沧 浪 亭
吗？”康远明说话了。

沈小红的心一阵怦怦乱跳。
康远明从来没有这样严肃地对

她讲过话。
沈小红摇摇头。想想不对，又

点点头。摇头点头的时候，沈小红

心里一直在想：
万一康远明想把她甩了，那就

只能用大红灯笼里四姨太的方法
了。用了再说，只要能把康远明拖
住——

“你看到对面那棵老树了吗？”
康远明说。

“老树？”顺着康远明手指的方
向望过去，沈小红倒是看到了老
树，但不是一棵，而是好多棵。沈
小红不知道康远明指的哪一棵。

“好多年前，有个叫芸娘的女
人，结了婚以后，就住在那棵树旁
边的屋子里。”

讲到这里，康远明好像突然想
到了什么，接着问沈小红：“你知
道这个芸娘吗？好多苏州人倒是都
知道这女人的。”

沈小红摇摇头，很茫然的样
子。康远明笑了笑,继续讲他的话。

“结婚以后，芸娘是个很贤惠的
女人。在沧浪亭的家里养养茉莉花

呵，动点心思在早
饭 晚 饭 的 小 菜 上
呵。别人家里吃稀
饭吃粥，顺带着吃
点卤腐就算了。她
就不是，她把男人
侍候得好好的。还
要用麻油加些白糖
来 拌 一 拌 。 喝 茶 ，
也不是简简单单的
喝 。 夏 天 的 时 候 ，
沧浪亭的荷花都开
了，荷花刚刚开的
时候，晚上是个花
骨朵，白天就整个

开了。那女人就用个纱做的小包，
包了好的茶叶，什么东山碧螺春
呐，西山碧螺春呐，洞庭龙井呐，
把它们包起来以后放在荷花心里。
晚上放进去，白天拿出来。她老公
要喝茶的时候，用这样的茶叶去
泡，当然是香呵。那种周到，那种
体贴。据说她还很想为男人找个小
老婆……”

讲到这里，康远明可能觉得发
挥得有些不妥，停住了。然后，接
下来的一句，总结性的一句，康远
明使用了缓慢的、匀称的语速：

“不管怎样，男人讨老婆嘛，就
要讨这样的老婆……”

讲这句话的时候，康远明的左
手抬了起来，放到沈小红的头发
上 ， 并 且 比 较 轻 柔 地 摸 了 一 下 。

“嗯？”康远明说。用的是个语气词。
沈小红突然有点明白过来了。
明白是有点明白过来了。但又

不大敢相信。
“乖乖的，听话，呵。以后把早

饭晚饭烧烧好，我喜欢清
淡些的菜，孩子嘛，最好
是男孩子……” 15

这一刻，我不得不佩服他的聪明
——他这类人不可能在闹得翻脸之
后还非要跟对方做朋友，除非做的是
能约会能上床的那种。我们之间还
没有过任何亲密行为，如今他说出朋
友两字不过是一个安抚加缓兵之计。

我简单地用单音节回答：“嗯。”
按照常规剧情，现在已经演到我应该
为他的风度感动，再为自己以小人之
心度君子之腹而自惭形秽了。

丁霏，你少刻薄一次会怀孕吗？
我想到这句，立马忍不住笑出来。

“笑什么？我做了什么好笑的事
吗？”他问。

“没什么，只是觉得你有趣。慧
仪那边你哄好了吗？”

他的脸色微微有点儿变化：“我
跟她……好吧，反正说什么你都不
信。就当是我做得不对，你就不能原
谅我吗？”

“不需要啊，你刚说了还是朋
友。朋友不用管你跟谁谈恋爱吧？”

“就只是朋友，不可能再发展
了？”他不死心地追问。

“是朋友就必须
得发展？”

“行行，现在不
说那么远。”他钻到吧
台后，不知从哪个柜
子里变出一束花递到
我面前，“这回真是买
的。我第一次买花送
给你，能不能赏脸一
起吃晚饭？”

施杰的情商和
风度果然不是假的，
如果不是那夜惹毛了
他，估计我永远都没
机会见识那么难得的
一幕。

我没有去接那花：“征服别人对
你真那么重要？被人甩没什么可耻
的，谁都被人甩过。如果你坚持认为
被分手伤害了你的尊严，我给你个机
会：把那束花帅气地甩到我脸上，说
你想说的台词，然后走出这个门。”我
替他拉开门。

热气昏昏然扑面而来，我却从未
像此刻般清醒。

同样没受热气影响的施杰冷着
脸问：“你这招又是什么意思？”

“把分手耍帅的镜头留给你发
挥，不好吗？”

“你要是不在乎我，那天为什么
发那么大脾气，就算我做错了什么，
你都已经发泄过了！玩够了，把门关
上跟我好好说话。”他啪地把花拍在
吧台上，开始恩威并施。有个比自己
高出一头的男人面带怒意戳在面前
不是不害怕，这场对峙中，他的气势
和体能都占有绝对优势。

狮子压倒蚂蚁，根本就是自然界
的规律。

施杰，很抱歉破坏了你对这段关
系的掌控权，更抱歉伤害了你大男人

的尊严。有人要离开你根本不是什
么了不起的失败，不用急着将这一笔
涂改到满意为止。你完美、骄傲、不
缺钱，也不缺人爱；而我，除了这点微
不足道的坚持什么都没有。你输不
起，我输得太多已经不再怕。

我站在门边一动不动，没有松手
也没有退后：“你唯一在乎的就是我
没有追着你求你，不要因为另一个女
人离开我。这种事永远不可能发生，
无论你来多少次，结果都是我请你消
失。如果你不喜欢这个结果，最好在
走的时候做出主动把我甩了的样
子。”

说罢，偏过头看向门外，不打算
再知道他的表情变化。

而这一眼就让我僵在了原地
——门外台阶下站着黎靖。他没走，
他一直在。刚才的闹剧他全都看在
眼里。我之所以不告诉他跟施杰之
间发生的事，只是不想让他觉得我跟
别人分了手后又想起他。我不是离
开施杰后才想起他，我从未想过。

施杰一把扯下我拉住门的手，门
惊慌地划出弧线，再

“砰”的一声闭上。
他 略 带 轻 蔑 地

盯着我，盯得笑了。
“这就是你的理

由。他？”他偏过头瞟
了一眼黎靖，“一脚踏
两 船 的 不 是 我 ，是
你。”

我 仿 佛 看 见 挫
败感从他身上渐渐退
散，他终于找到了合
理的解释。这不是他
的失败，而是我出了
问题；他迷人他耀眼

他浪漫他体贴他是全世界最好的男
朋友，只是他控制不了我有另一个交
往对象。此情此景几乎治愈了他。

门又被推开。黎靖进来站在我
身边。

施杰面对他站着，脸上没有敌
意，依然只有轻蔑。他凭什么摆出一
副正牌男友抓到第三者的表情？而
他不打算再跟我们说话，扭头准备
走。

黎靖叫住了他。
“等一下。”他平静地开口，“她跟

我都不会做在别人关系里插一脚的
事情。如果我们要开始，一定是在确
定只想跟她一个人过一辈子的前提
下。有一丝一毫的不确定都是对对
方不负责任。我假设你不懂什么叫
认真，但如果你还能像个男人一样思
考，就不应该有这么幼稚的想法。就
算我跟她在一起又如何？坦白说，我
不会再把她让给任何人，尤其是你。
还有，带走你的花。”

他的声音平缓而沉稳，冷静得像
是在陈述某个已成定局的事
实。

他这是……在表白？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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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

刘思的绝笔
宋子牛

又是绿肥红瘦时，每读华章
忆刘思。时光飞逝，刘思离开朋
友们不觉已有一年了。

刘思先生是杂文大家，文章
高手，不写则已，写则深思熟虑，
满纸云烟。绝不敷衍塞责，生拉
硬扯，而是言必有据，言必有物，
立论高远，逻辑谨严，言所欲言，
高标独树，显示出一位文坛老将
的可贵风骨，直到谢世前仍是如
此。

2010 年年底，友人转来他重
病中写的杂文《道一声珍重》。那
时我已退休，应聘在一家省级老
年杂志，曾为该刊写过一篇话题
文章《老当……》。不是有意回避

“益壮”，而是觉得“这词儿作为文
学修饰语，更多的是精神策励，是
心理嘉勉，是美好期许。从生理
规律上说，‘益壮’恐不大可能，能
不多病缠身，过快衰老，能吃能
睡，‘零件’不少，就谢天谢地
了”。不太认同“老当益壮”的说
法，意在让老年朋友以快乐养生
为主，不必追求什么“益壮”了。
我提出的“老当如何”的建议，都
是老生常谈，无甚深意。

刘思先生的《道一声珍重》，
说的也是这一话题。显然，他也
不认同“老当益壮”的主张，看来

“吾道不孤”。我的阅读视野有
限，朋友及他的家人都认为，这是
他的绝笔之作。我不仅先睹为

快，而且作了这篇文章的责任编
辑。

卑之论无甚高见，刘思先生
的文章无论辨析、用典、意境、笔
致，都非远我辈能比。文采斐然，
论述精当，不仅观点鲜明，给读者
以文学的享受，还用俗话所说“老
健、春寒、秋热、君宠”四件事物，
说明“老当益壮”的不靠谱，或曰
靠不住。他指出对曹操《龟虽寿》
诗应作全面解读，通达文意，不可
偏颇。那样会既唐突古人，又误
导今人。因曹氏强调“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时，还有“神龟虽寿，终有竟时”等
煞风景的话呢。刘思先生的这篇
杂文，精警老辣、妙语迭出，如泉
出幽谷，不疾不徐，隽永清新，耐
读有味。

由于刊物的原因，此文编好
后却未能如期刊出，一再迁延，很
愧对刘思先生。好在先生雅墨，
并不计较。此后他沉疴日重，再
未写片言只字。想不到，这竟成
了他与读者朋友最后交流与告别
的文字。作为编者我十分感慨，
险些冒昧贤者，遗尘珠玑。刘思
先生原署笔名“曹河”，友人建议
他署真名，让朋友们和读者知道，
文坛老将刘思仍在笔耕，仍在战
斗。他从善如流，文章终于在
2011年 4月刊出，署名“刘思”，那
时，离他仙逝的 7 月 8 日，仅仅两

个多月。
承蒙刘思先生不弃，将晚年

这篇佳构惠赐我们。出于对先生
的敬重，也是为了慎对名家名篇，
我将编好后主编鉴批为“好稿”的
定稿，在一次朋友聚会时，带去请
他再过下眼，看看处理有无不
当。他坦然一笑，“稿件交报刊编
辑，就由编辑全权处理了，这是历
来的规矩。”他的通达大度，善解
人意，他对朋友的信任，对编辑的
尊重，可谓师长风范，云水襟怀，
让我深受教益与感动。

他在病势危笃的情况下仍坚
持动脑，坚持写作，且一如既往，
充满热情与智慧，文意洒脱，富有
真知灼见，坚守“独立之思想，自
由之精神”，绝不人云亦云。这篇

“绝笔”之作，风神独到，情韵不
俗，意绪不减当年，显现出其一以
贯之的为人为文的风格操守，也
为他一生的文字生涯，画了一个
漂亮的休止符。因而，也就具有
了特殊的意义。

忆往事，读华章，思故友，神
黯然。刘思先生发在境内外的许
多警世钟式的杂文及其他文学作
品，已成为朋友们和后学者的心
仪标杆、为文范本，而他的“绝笔”
之作，尤值得珍念、回味和向朋友
们推荐。让这位已逝的中原文坛
巨擘的忧患意识和社会担当，再
次感动我们。

域外见闻

海德堡与柏林墙
高玉成

二战结束前，盟军对德国进行了报复式轰
炸，柏林被炸了个底儿朝天，其他各城市也被
炸成一片废墟，唯独海德堡没有受到轰炸。据
说，因为海德堡是一个古老而美丽的大学城，
盟军不忍心轰炸；也有人说，因为盟军的一些
将领，特别是高级将领，是从海德堡大学毕业
的——谁好意思对自己的母校狂轰滥炸呢？
反正不管是何原因，在德国，只有海德堡保持
了数百年来的面貌；或者可以说，德国真正的
面貌，只有在海德堡可以看到。

海德堡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小城。山顶有
一座颇具规模的中世纪古城堡，虽然历经沧
桑，但用马克·吐温的话说，依然具有“王者风
范”。从古城堡向城内眺望，一片密密麻麻的
白墙红瓦建筑，十分美丽。歌德游历海德堡
时，曾留下过“我的心遗失在了海德堡”的诗
句，真是浪漫之极！但也有人说，那是歌德在
海德堡遇见了旧情人，留下的伤感之句。无论
如何，此后每当人们对海德堡依依不舍的时
候，总会想起歌德的那句诗。古城堡北面，有
一条横亘东西的河流，就是德国著名的内卡
河。河的北岸，是一座郁郁葱葱的山峦。据
说，山间有一条小路，叫做“哲学家小路”。黑
格尔在海德堡大学读书时，就经常在那条小路
上徘徊沉思。小路上至今还竖着一个碑牌，上
面写着：“今天你思考了吗？”好像是在提醒着
人们，不管历经什么样的变化，美丽的海德堡
终归是一个文化之城、学者之城、思想之城。

用一堵墙将两个不同的社会制度分开，这
是东德人的发明。墙的东边，是东德士兵的巨
幅画像；墙的西边，是西德士兵的巨幅画像。
墙的东边，是荷枪实弹的军人的石雕；墙的西
边，是身着长裙、双手围成喇叭，向东呼唤的
西德女子的石雕。呼唤是无声的，但东德人有
的翻墙，有的挖洞，甚至还有人自制氢气球，
一家数口乘着氢气球，在无声的呼唤中投向西
德。墙没有起到隔绝作用，只是增加了难度，
提高了代价，甚至付出了生命。有统计说，柏
林墙筑起的 28 年中，仍有 5000 多东德人偷渡
成功；但也有 200 多东德人在偷渡时，被东德
军警射杀。

上世纪 80 年代末，柏林墙倒塌了，是被东
德民众推倒的。之后不久，东德统一于西德，
柏林墙也成了历史笑话。现在，几段残留的柏
林墙，成了游人争相摄影留念的遗迹。部分墙
体，成了世界各国涂鸦爱好者涂鸦的乐园，有
些还涂出了深刻的政治嘲讽意味。我相信，不
同社会制度的人站在柏林墙下，会有不同的感
受。我们的感受还是那句老话：“发展才是硬
道理”；靠一道墙管制意识形态的事，今后不要
再发生了！

博古斋

“飞唐”与“飞龙”
王道清

唐和龙都是中国的象征。唐
朝是我国历史上极为繁荣兴盛的
朝代，声誉远及海外。因此，海
外各国后来就称中国为“唐”，
海外华人亦自豪地称自己为“唐
人”。在我国封建时代，龙一直
作为皇帝的象征。因此，外国人
也常以“龙”来代表中国。我国
人民还常用“龙的传人”来比喻

自己是祖国的儿女。
而“飞唐”和“飞龙”又代

表 什 么 呢 ？ “ 飞 唐 ” 和 “ 飞
龙”两个名称指的是我国的同
一种传统玩具——风筝。“飞
唐 ” 是 法 国 人 的 称 呼 ， “ 飞
龙”则是德国人的称呼。据考
证，风筝在我国出现至少已有
两千年的历史。有人说，公元

七世纪时，我国的风筝最先传
到日本，继而传遍世界各国。
它成为现代飞机发明的基础。
科学史证明，风筝和火箭的功
勋 已 经 载 入 世 界 航 空 发 展 史
册，在当今美国华盛顿“国家
航空和空间博物馆”里就赫赫
立着这样的字碑：“最早的飞
行器是中国的风筝和火箭”。

新书架

《无病到天年》
白雪

路志正教授，生于1920年12月21日，中央
保健委员会特聘专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卫生部正式颁授的“国医大
师”。国务院参事，博士后导师，并荣获国务院
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路老崇尚脾胃学说，几十年岁月，铸就其
“持中央、运四旁、怡情志、调升降、顾润燥、纳化
常”之调理脾胃学术思想。更结合现代生活及
疾病谱之诸多变化，与时俱进，犹重“湿邪”为
害，创“从脾胃论治”法，实可谓独树一帜。

路老的养生理念：“肾为先天之本”，大多数
人的天年都能达到120岁而不衰、而“脾胃为后
天之本”，我们的实际寿命往往由后天的生活习
惯和环境决定，因此要“补养后天以资助先天”，
可见调养脾胃是养生的重中之重！

路老的每日养生课：梳头时的凝神静意，比
梳头时的动作如何更加重要。时间也是可长可
短，甚至每天只是梳1分钟也行，但是一定要每
天做。然后就是按摩颈部，因为要出门，所以先
要把脖子搓热。浴足非常重要，对大脑的减压，
对情绪的稳定都有好处。浴足一般是40分钟，
逐渐往里头加热水。饮食有节，比吃什么更重
要。节是节律，一天三顿饭，要按时吃。节也是
节制，就是吃饭必须有节制，不要看着不好吃的
就不吃、少吃，也不要因为喜欢就吃得太饱，一
般以八分饱为度。

路老的脾胃治疗法：从脾胃入手，调养好我
们的身体，“以人为本，积极治疗，放松心态”，而
不采取“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方法，“无病到
天年”也是很容易实现的。

阅汉堂记

不要醒来
张健莹

满打满算这个俑也没有 10
厘米高，是个小胡俑。清清楚楚
地可见，他有满头的黑色卷发，脚
下一双长筒靴子，身着一件红
袍。他蹲坐着，右手放在膝盖上，
头趴在右手臂上，看不见他的脸，
他故意不让人看见，他很困，只想
睡觉。可这儿不是故乡，没有毡
房没有帐篷没有床铺，他只能这
样偷闲，歇息一会儿。

他是个黑奴，生活在北魏，
北魏是鲜卑族建立的政权，统治
者家中多豢养奴仆。

看着这个小胡俑，忽然想到
了契科夫笔下两个不幸的儿童：
九岁的男童万卡，被送到一家鞋
铺当学徒，圣诞节前夜他给乡下
爷爷写了一封信，渴求爷爷接他
回家，因为他在这里，吃食简直
没有，常常挨打，睡在过道里。
他要爷爷带他回到村子里，回到
他和爷爷的家，不然他就要死
了。信封上写着乡下爷爷收，他
不知道爷爷根本收不到他的信，
而他在写完信以后睡熟了，梦见

爷爷和炉灶，炉灶旁还有走来走
去的狗。

还有一个是十三岁的小姑
娘瓦尔卡，是小保姆，正摇着摇
篮里的小娃娃，小娃娃整天整夜
地哭，她一刻不停地唱着催眠的
歌，还被主人吆来喝去，烧茶炊，
洗台阶，小姑娘累得要死，小娃
娃还是哭个不停，她困极了，谁
不让她睡觉？她想来想去，终于
明白，原来就是这个小娃娃，她
凑近小娃娃，毫不犹豫把小娃娃
掐死了。她高兴地在地板上躺
下，没有一分钟就酣睡了。

两个俄国的童工和北魏的
小胡俑地域相隔万里，上下相差
千年。小胡俑的制造者和契科
夫却用同样的角度来塑造他们，
两个孩子醒来以后会面临什么，
小说没有写，留给读者想象的空
间。

小胡俑也定格在睡梦中。
梦中他们的向往期盼都会实现。

就让他们永远在梦里，千万
千万别吵醒他们。

赵振刚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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