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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相百态

人在途中

万家灯火

“作为清华毕业生，三牛他们被
组织部安排到乡镇工作，可以干3年，
但同时随时可能被调到其他岗位上。
这让三牛他们明白，在乡镇基层工作
可能是他们一生第一次也可能是最
后一次，三牛经常跟我说，他十分珍
惜走上社会的这个‘第一次’，所以市
里选拔干部的‘公选’公告出来后，三
牛一开始还对报不报名很犹豫。我问
他为什么？他说他还是想在乡镇干满
3年。我说那不行！这次市里选拔干部
对你们清华生是破格的，机会难得，
必须争取一下。再说如果你考上了，
真想继续深入地了解和熟悉乡镇工
作，到时我可以确定两个村作为你的
联系点。三牛这才说那就去报名吧。”

“对他的考试我心里有底，因为
我自己也是通过考试当上干部的。三
牛的水平没有问题，笔试他差不了，
果然后来他考了第一名。对面试我不
敢保证，因为听说考官多达 75 个，全
都是来自市和市属各方面的精英，没
有多少实际工作经
验的三牛要经历这
一关相对会难度大，
但后来他又考了第
一名，这让我又一次
欣喜自己没有看错
这孩子。”

43 岁的李晓燕
一口一个将三牛称为

“孩子”，我在采访武
威诸多干部和群众
时，他们都这么称呼
三牛和清华来的学
生。那是一股可以感
受得到热度的爱意！

“考试结束后，三牛向我汇报说
得了他所报考的那个岗位的 6 个第
一。我就对他说，算对你有个交代了。
三牛只是笑笑，似乎没有感觉这是什
么了不起的事。”李晓燕介绍：网上炒
作出来后，她相当一段时间没有再找
过三牛谈心谈话，“我知道网民们主
要炒作三牛是不是官二代、富二代，
其他的像什么‘火箭式’提拔等等，我
觉得根本不值得一提，因为在我看
来，说这种话的网民们，除了不了解
我们武威实际情况外，对三牛更不了
解，简单地从他的年龄来认识和看待
他当上副县级问题实在是太肤浅，或
者完全是一种妒才心理。至于说他是
官二代、富二代更是可笑至极。虽然
我没看过三牛的档案，他自己也没有
跟我说过家里的背景，但我肯定三牛
不是什么官二代和富二代。记得他刚
到乡里头几个月，因为工资没有及时
发下来，有一天三牛跑到我办公室，
红着脸说，书记能不能借点钱？我问
为什么？他说我还没有拿到工资，吃
饭没钱了。我马上答应说可以，立即
让财务借给他3000元……”

“网上炒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我

看三牛没有出什么问题，于是有一天
把他找来，对他说，我一直没有跟你
说这事，就是看你能不能承受这样的
心路历程。并告诉他，当干部尤其是
当领导干部，几乎多多少少都会遇上
这种考验。现在看来你三牛是过关
了。三牛说，书记你说对了，我就是烦
那段时间里总有这人找我、那人找
我。我内心对自己说，三牛经得起考
验的，你们就别再浪费我时间好不
好？再说，参加公选我没走后门，又没
作弊，全凭自己考的，我家贫得连身
衣服都不能给我买，我啥官二代富二
代嘛，他们越炒作我越不怕。

“听了三牛的话，我心里特别高
兴。市里正式任命他职务后，我送了
他三句话：无中生有寻出路，出路最
优化；淡定心境增阅历，阅历经典化；
呼之欲出展宏图，工作事业化。这三
句话我是用英文写在送给他的一个
笔记本扉页上，三牛看后跟我击掌称
好！我又说，阅历加经历，产生爆发

力。三牛又是振臂一
呼：牢记书记的话！”

“三牛就是这样
一个很阳光的孩子。
在‘公选’前，他是像
一头青涩的小憨牛，
现在已经成了一头淡
定的小壮牛。他正在
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健
步地耕耘着……”李
晓燕带着浓浓的感情
对三牛作了最后的总
结性评价。

我是在感受着
这种情绪中从这位女

书记的办公室走出，上到同一栋楼的
焦三牛办公室兼宿舍，与本书的中心
人物见面的。

三牛住在清水乡党委和政府办
公楼三层的307室。是顶头的一间房，
门口挂着一块小牌子：副书记室。

在走近焦三牛前，我曾经设想过
几种采访方式，其中之一就是想跟他
一天，看看他怎么个工作状态。后来
发现在我采访他之前，已经有一些记
者以跟踪他的方式写过文章了，其中
有一篇是《 光明日报 》记者采写的，
比较“原生态”，故此我摘下这篇小报
道，作为我采访三牛的序幕——

2月 14日，该是城市飘着花香的
浪漫日子，对在乡里工作的焦三牛来
说，是和平常一样忙碌的一天。

早晨 8 点，焦三牛请了假，在武
威市凉州区（市区）接受《 三晋都市
报 》记者采访，这家报社春节后发了
几篇采访焦三牛的稿子，作为焦三牛
家乡的报纸，他们很关注焦三牛。这
也是目前为止，除中央媒体
外，唯一一家焦三牛接受采
访的省外媒体。 20

洪大带人闯进庵门，见了尼姑就
扳了脸看。众尼姑见来了一帮凶神
恶煞之徒，各自躲避不及，洪大一行
如入无人之境，直扑到后院经堂，见
蒲团上正有一人端身打坐。从背后
看，此尼长发披肩，尼衣灰暗，遮不住
身体曲线，门外人声，打不断合十诵
吟。洪大判定就是她了，大步跨进经
堂，此时已是欲火中烧，忍耐不住，双
手扳过人脸，尚未看清面目，就挨了
一下，立即感到剧痛穿心，捂了裤裆，
蜷倒在地。

了真回了剪刀，向自己心窝扎
去，不想被马洪大的喽啰们扭住了双
臂。

就听经堂外李代刺史一声断喝：
拿下！

王胜的民团和随行的衙役就把
洪大一干人捆了个结实。

李商隐吩咐带回了真，到州衙结
案。

这了真到底是怎样的女人，以至
于引发这么大的案件？商隐想，其中
必有天大的隐衷。所以他没有强迫
了真下跪，而是着人
看座，然后屏退众人。

厅堂上，四目相
对。

晴空打响了一
个炸雷。

商隐懵了，什么
柳真、了真，面前这个
女人，居然是离别 13
年的柳枝，我的柳枝
啊！

柳枝那日沐浴
焚香，洒扫庭除，忍不
住突突乱跳的少女之
心，支出家里所有的人，自己专一等
待梦中的郎君。柳枝甚至想到，如果
商隐想要，实在推拒不过，今天就把
身子给他也罢。

日上三竿。
时到正午。
该来了，怎么还不来？
隐约听到脚步声，急忙打开虚掩

的角门，一片空旷。
太阳偏西了，洗衣的家人快要回

来了。在焦急等待中，角门无声开
启，进来了，不是商隐，而是让山。让
山给柳枝的，是商隐的一封信，

信上说：考后回来见你。
为这一句话，柳枝就等。
商隐如泥牛入海，信息全无，柳

枝在一天天无望的等待中彻底绝望
了。也是事有凑巧，此时即将赴任的
柳州刺史许亮回洛阳省亲，听说柳枝
美貌，上门求亲。许亮也是青年才
俊，柳枝虽然钟情商隐，但看着母亲
和周围人们乞求询问的目光，柳枝把
心横了若干横，就跟着许亮南下了。
循例解决了自己的问题，也了却了亲
朋好友的一桩心事。

谁知许亮家中有妻，柳枝过门后

只得做小。那大老婆妒忌柳枝品貌
学识，专一和她作对，倒是许亮袒护
柳枝，每遇矛盾，便两方周旋。离家
几千里，音讯不通，风俗不同，举目无
亲，柳枝认了命，想想就这样过吧。
谁知6年头上，许亮竟然一病不起，百
药不治，什么后事也没有交待就死去
了。大老婆手段歹毒，先把柳枝卖给
了笑春楼，又变卖了细软，打点回老
家走了。把个许亮尸身，遗落在异地
他乡。可见官人寻妻，一定要坚持贤
惠第一的基本原则，要不到时连祖坟
也不得入了。

——风光冉冉东西陌，几番娇魂
寻不得。

柳枝轻声吟道。
李郎啊，13 年了，我吃尽了人间

苦哇！大婆的欺凌，妓院的磨难，高
勋的欺骗，混蛋的侮辱，颠沛流离，九
死一生的柳枝，心中只有一个男人，
那就是你，李郎啊！

我九死不成，昼夜辗转，留着这
个身子，就是要给李郎你啊。

骤然的遭遇击打得李商隐一时
喘不过气来，他知道，
是自己有负于柳枝，
是自己毁掉了这个如
清水般洁净的女人。
听着柳枝涌泪泣血的
哭诉，商隐的心一次
次碎裂，他忍不住走
下大堂，将十几年来
魂牵梦绕的女人轻轻
揽进怀中。

蓦然间，他的思
绪飞向了当年的泾原
幕府，回到了自己中
举之后曲江赐宴时那
电光火石般的一瞥。

我的七仙女，我的娇妻！
柳枝感到商隐的热度在慢慢冷

却。
商隐抱紧她：柳枝姑娘，我已经

对不起你了，今天，我再也不能对不
起另一个女人。

柳枝听罢，晕倒在商隐怀中。
男子顶天立地，柔肠侠骨，铮铮

有声。
李商隐给柳枝开出路条，备齐盘

缠，派专人护送她回洛阳老家。
昭州经济和社会形势蒸蒸日上，

商隐计划用一年的时间恢复经济，三
年的时间推广教育，树立一个大唐帝
国中兴的榜样。

可惜，这些都成了追念。

朝中继续清算，郑亚再贬他乡。
李商隐失业。

怒上心头，愤上心头，由桂林落
魄而归的李商隐苦怒不堪，沿荆楚行
走，兼评古今。为了生计，他必须面
对现实。听说有个姓杜的驴尾巴绑
棒槌的亲戚在成都做官，他又
转头向西，进入巴蜀，试图谋
一岗位。 19

连连 载载

常常感叹生活被柴米油盐
搅得五味杂陈，忽视萦绕其间
的点点滴滴的幸福——很小很
俗气，不承想，一旦发现，品
味起来就意犹未尽。

上个周日的下午，一场秋
雨赶跑了夏天的余韵，我骑着
电动车载着妻子去高新区，送
她到一所私立学校进行第六次
面试。在去的路上，我还替她
愤愤不平：“一般的单位招聘
员工，面试笔试去两三趟就敲
定结果了——这个学校虽然把
自己定位很高，但也太折腾
人！”妻子也是有气无力：“再
去这最后一次，学校再不给我
个准信儿就放弃！”

送妻子到校门口，我就转
弯儿去了附近一家书店，翻翻
书，打发时间。两个小时过去
了，妻子发信息说面试结束

了，让我去接她。在回家的路
上，妻子坐在后座，两手环着
我的腰，把脸贴在我背上，给
我讲起了面试的过程和结果：
这次发挥得不太好，不过很庆
幸，也被录取了。我不能看清
她的表情，但仍能体味她此刻
的心情——兴奋、激动，还有
一点点幸福的味道。我感同身
受，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伴随
着微凉的晚风，穿过这熟悉的
彩虹桥，穿过这让人有些焦灼
浮躁的夏天，心情如同路边雨
水滋润的花木一样蓬勃盎然。

回到家里，母亲让我休息
一会儿，给一岁的儿子理理
发。看着儿子几天前就该理的
长发，我也没心思休息了，找
到剃发刀，在妻子给儿子系好
围巾之后、儿子极不情愿的忐
忑表情中开工了。谁知，刚理

一半，剃发刀就没电了。看着
儿子太不靠谱的发型和哭笑不
得的囧脸，我们几个大人忍不
住笑了。我对母亲说：“先吃
饭吧，趁饭时也充充电，吃完
饭再理。”

饭后，我刚给儿子把剩下的
理了一半，又没电了。妻子心疼
孩子，嗔怪我没提前把电充好。
我讪讪地赔笑。之后，又充了半
个多小时的电，才在儿子早已不
耐烦的扭捏哭闹中，战战兢兢地
把头发理完。放下剃刀、解开
围巾，我和妻子相视一笑，如
释重负；更放松的是儿子，虽
然眼角还藏着泪滴，但他看着
镜子中的自己，还是抓抓头，
扮扮鬼脸，好不得意；母亲也
很高兴，来回抚摸着小家伙的
光头，说“精神多了，精神多了
哟”。那场景，那心境，无须拍
录，都让我记忆犹新。

小幸福，更有味。它不拘
贫富，无关功名，就点缀在普
普通通的日子里，找到它、珍
惜它、享受它——这是生活对
我们的无私而真实的馈赠。

有这样一个男人，算是我的初恋吧，但最终因为
家庭原因，我们没能走到一起，可我对他一直念念不
忘。我没有奢望过与他相遇，毕竟城市太大，可老天
却真的制造了与他重逢的机会。

第一次见面是在我们单位。我知道他也在某政
府机关工作，但我们的工作内容几乎没有任何交
集。可那天我真的在办公室门口看到了他。很难忘
记多年后第一次见他的感觉，脸红心跳，完全不像是
一个已婚女子，竟像是终于见到了心中暗恋已久的
情郎。我手脚慌张、腿发软、嘴里已经不知道说什么
……我再次看见了他明亮的眼睛，再次看见他结实
的臂膀，他说话的声音是那么独特，他磁性的声音能
让我在一百个人里第一时间辨别出来……

那次遇见后，我一连几个晚上梦到了他，梦中竟
然比恋爱时候还浪漫与美好。从分手到现在，时间
过去了十年，十年间，没有因为时光流逝而消磨掉他
的影子，在我眼里，他反而近乎完美成了“神”，没有
缺点，只剩下那些好，甚至我和爱人在生活中发生口
角，我都要想起他，暗叹爱人要是有他的一半就好
了。

可是，与他的第二次偶遇，却完全改变了我全部
的印象。那天，我在街上见到了他，本来激动与亢奋
的心，却被意想不到的一幕泼了一盆冷水。闹市区，
他拉着一个小女孩应该是他女儿买了很多吃的，一
条肮脏的流浪小狗跟在他们身后，蹭着他的脚想讨
点吃的，我以为他要与女儿一起笑吟吟地给狗狗半
个火腿吃，但只见他脸上表情突变，凶狠地抬起一条
腿，用最大力气踹了流浪狗一下，流浪狗当即尖声痛
叫不能动弹，闹市里嗡嗡的人们停止哄闹，都转头寻
找声音的来源，过了五秒钟，那小狗起身一瘸一拐逃
掉，人群也恢复了正常，他冲狗吐了口痰，小女孩也
模仿父亲的样子冲小狗吐了吐，并皱着眉头做厌恶
状……

闹市依然是闹市，但我的心里一下子空白了
——他踹狗的那一脚，分明踹在了我的心上，曾经他
的光辉高大又浪漫的形象哗啦啦如大厦倾倒，再也
不是个完人。这次，我对他的感觉只像是个陌生人，
我想，我的心里、梦中不会再有他。

本版插图 涛 涛

或许很多人都一样，总把失去的东西想象的非
常美好，一旦拥有，却不懂得珍惜。

有朋友，是乡间中学教师。十几年来，一直深
爱着他的初恋情人。尽管过了这么多年，他与那位
女孩早已失去联系，但从的言谈中，仍然能清晰地
感觉到，那个女孩还在他心上。他的妻子，时常以
泪洗面，想不通丈夫为什么忘不了那个女孩。

终于有一天，朋友和她的初恋情人在街头相
遇。之后两人相约在酒店中，尽情回忆初恋的情
景。但是出人意料的是，朋友最终选择了离开。原
来他当年深爱那个女孩的纯真浪漫，而现在她的举
止，已经没有丝毫他记忆中的气质了。

很多人一直在用时间和人生追问，执著究竟是
不是必需的？在我看来，这其实是无解的。这世间
确实需要一种单纯干净的执著，即便没有人欣赏，
仍要毅然决然的探寻。但更多的时候，与现实生活
比起来，这种执著越早结束越好，因为会生出许多
的虚幻，这些虚幻对真实的生活会形成没必要的伤
害。

有一次，我到海边旅游，看到海滩上有一个美
丽的贝壳，就捡起来放进口袋。再看到一个时，感
觉更美丽，又装入口袋。沙滩走完了，手中握着最
后一个拣到的贝壳，却感觉没有以前的美丽，于是，
把口袋中的贝壳都倒出来，赫然发现，过去拣到的
那些贝壳，也都有这样那样的残缺，已经没有了初
见时的美丽。终于知道，放弃的，才是记忆中最好
的，眼前的，都有这样那样的残缺。

回首往昔，过来以后，谁还能回到少年时代的
青涩、单纯？终要被成熟、复杂的风格所代替。说
不出哪个更好哪个更妙。青涩有青涩的好，成熟也
成熟的好。

归有光说：庭有枇杷树，妻死之年所手植，今已
亭亭如盖。这真的是我听过的，最悲伤的句子。那
树荫之下，曾有一位女子，一颗心爱他。只可惜，花
不长红，人不常好，树犹在，人已去，只留段段记忆，
常怀心头。一棵普通的枇杷树，寄托了人的儿女情
长之后，竟能留下如此之多的眷恋。

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许多著名大师都
说过几乎相同的一句话：悲剧之为悲剧就在于当知
道该怎么做时，已经晚了。其实世间聚散，大都如
是。也许一个人经常在眼前时，我们感觉不到珍
贵，可万一哪天突然消失，一定会觉得处处不适。
而更令人难以释怀的是，有些人擦肩了，就是一辈
子，有些人错过了，就是一辈子，有些人失去了，就
永远消失了。

因为有爱，所以珍惜。这就是人生。遇见或者
离散，都需要珍惜。

珍惜眼前人
张世普

不是完人
史丽娜

城市空间

那天傍晚去小区里散步，正
好碰到邻居张姐，她领着一个男
孩。张姐告诉我，这是她远在外
县的表弟家的孩子，今年十三
岁，前两天和父母闹矛盾，于是
离家出走，一个人来到这儿投奔
表姑家。

听了张姐的话，我忍不住多
看了几眼这个男孩。察觉出我
的审视，男孩抬起头来毫不躲避
地看向我。我问他：“你一个人
出来，父母会不会担心？”男孩摇
摇头，干脆地答应我：“他们才不
会担心呢。他们不让我玩游戏，
每天还逼着我参加各种学习班，
他们根本就不爱我。我再也不

回去了。”孩子决绝的语气让人
哭笑不得。

我对男孩说：“孩子，其实天
下没有人比父母更疼你的。他
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希望你能
有一个好的人生。”男孩撇撇嘴，
低下了头。张姐无奈地摇了摇
头，把我拉到旁边，低声说：“梦
芝，我知道你平日里写文章，懂的道
理多，你帮我劝劝这个孩子吧。”

我望着眼前的男孩，这个年
龄段的孩子其实道理都懂，只不
过是处于叛逆期而已，正面劝说
一定会激起他的反感，反而是旁
敲侧击更有效。我想了想，问
他：“你听说过巴格达人做梦的

故事吗？”男孩摇了摇头。
“在《一千零一夜》中，有一

个巴格达人做了一个梦，梦中有
人对他说，‘你的财富在开罗。’
于是那人便不辞艰辛来到开
罗。谁知到了开罗他却并没有
找到财富，后来，他遇到一位老
人，听了他来开罗的原因后，那
老人哈哈大笑。老人告诉他，自
己也做过一个梦，梦见在巴格达
某个院落里的一棵大树下藏着
一笔财富。巴格达人惊讶地发
现老人描述的院子和他的家很
相似，于是他赶回家，果然在后
院的树下挖出珠宝。”男孩若有所
思地低下了头。

过了几天，我的QQ号突然
有人加好友，那人上线第一句话
便是“王姨，谢谢您”。我正发
愣，那人解释说他便是张姐的表
侄儿，男孩告诉我，第二天他便
回家了。男孩还说：“其实父母
一直深爱着我们，他们所做的一
切都是为我们好，只不过是我们
身在其中却不自知，还要嚷嚷着
去外面寻找爱，幸亏您的故事点
醒了我。”听了男孩的话，我欣慰
地笑了。

苏轼有句古诗是“不识庐山
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巴
格达人守着财富却去开罗寻找
财富，男孩拥有父母满满的爱，
却偏要去外面寻找爱，都只是源
于他们“身在此山中”。其实，爱
不在别处！

爱不在别处爱不在别处
王茂芝

丈夫有一本日记，那时他从
遥远的山城调来时锁在皮箱里
带来的。丈夫外出时，我有幸看
过那本日记的样子。日记的皮
是粉红色，厚厚的，陈旧却很精
美。除无任何内容的封面能自
由开关以外，其余均用六枚订书
针钉得牢不可启。我怀疑这里
面藏着丈夫同莲不可告人的秘密。

莲是丈夫以前的女朋友，娇
小可爱。他们大学同学三年，感
情深厚。但自从莲毕业分到内
蒙古后音信全无。

丈夫性格内向，重感情，因
沉默少语而使人觉得“纵然同生
死却难知其心”。但丈夫待我确
实很好。我从不认为丈夫会因
为珍藏那本日记而背叛我。然
而，天生的多疑却导致我犯了一

个极难挽回的错误。
那一天，是我的生日，我们

愉快地一起吹灭蛋糕上的蜡
烛。丈夫提议无条件满足我三
个要求，也许，丈夫从不认为我
是一个生性多疑的女人，至今我
仍清楚记得当我怯怯提出要翻
看那本日记时的情景，丈夫愕
然，脸色陡变，因为我的猜疑使
他愤怒困惑至极。丈夫的眼神，
如看一个陌生而可憎的怪物。
良久，丈夫终于转身走向那口锁
着的皮箱去开启那本日记。我
低下头，我真希望丈夫能停下

来。然而晚了，容我抬头看丈
夫，一张张粉红的碎纸片在我周
围撒落。丈夫用一种从未有过
的声音怒吼：“看吧，你看
吧。”转身冲出房门。

拼凑那一页页日记，共100
首小诗，前30首属于那个消失
的莲，后70首属于丈夫在山城
工作时为我所写。我多么希望
能重现日记的完整，它却如丈
夫的心一起破碎，不再重复。
残损的日记再次锁进皮箱，留下
我的内疚，留下丈夫不尽的忧
伤。

丈夫的密封
日记

白素菊

小幸福 更有味
范俊强

我家老公，向来不打、骂
孩子，只在适当的时机提点他
们。“什么时候是适当的时
机 ？” 那 ， 当 然 就 得 由 老 婆

“我”来决定了。
身为老师，对学生“循循

善诱”本来就是我的职责，更
别说教导自己的小孩了。但
是，随着当妈妈的年资越深，
越是有“言者谆谆，听者藐
藐”的无奈。于是灵机一动，
想出了一个自认为的妙招，告
诉老公。老公乍听之下，说：

“写信？小孩有耐性看吗？”我
促狭的回应：“嘿！那就得看

你了！”
某天，儿子老师在电话的

那头，诉说儿子当天在校调皮
的情节，电话这头的我，越听
越火大，心想：“你这调皮蛋，看
我怎么……”放下电话，正想要

“发火”的时候，“写信”念头跑出
来，立刻提笔疾书。

没想到，越写“火”越
小，写到最后，差一点就让

“燎原的火”熄灭了。信写好了
（重要的地方，还做记号），交
给老公。这个时候，就是他该
提点孩子的适当时机了。

老公发挥智慧，配合信中

内容，言简意赅的对儿子提
点、提点。平常爱看课外读物
的儿子，似乎还蛮受教的。最
起码，看信的时候，没有露出
不耐烦的表情；听爸爸简洁的
话语，没有显现快睡着的疲
态；心中也应该不会再嫌弃妈
妈“啰哩叭嗦”了。因为，我
从头到尾都没开口喔！

管教儿女，有时候像拔
河，难免会出现拉锯战。父母
自认为的“关心、叮咛”，听在
儿女耳中，却是“念经、唠
叨”。右耳进、左耳出，不仅达
不到效果，亲子关系还可能

“急速冷冻”。为人父母的，当
然要用心处理。

在儿子低头再看一次信的
同时，我和老公交换了一个眼
神，或许从此“动手写信”可
以代替“用口念经”了吧！

“写信”教子
诗 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