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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架新新

诗散文散文

笔随随

文散散

经过了永乐朝的创新和发展，宣德成为
明代青花瓷器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这个
时期政局也比较稳定，经济发展较快，天下
较为富足，为制瓷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
会环境。加上宣德皇帝本身喜爱艺术，擅长
书画，在他的倡导下，艺术风气激荡，这对青
花瓷的创作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宣德青花瓷胎体精密细腻，胎质洁白坚
硬。大件器物多是无釉白色细砂底，用手抚
摸十分光滑，足边有火石红斑点。中小件器
物为釉底。釉面肥厚滋润，光泽柔和不刺
眼，多白中泛青，俗称“亮青釉”，极少数有开
片。釉中气泡密集，大小不一，呈云雾乳浊
状，称为“朦釉”。多橘皮纹是宣德瓷的突出
特征。宣德早期釉面与永乐时期一样，尚无
橘皮纹，而后增多；晚期出现洁白釉，又少见
橘皮纹。

明宣德青花海水龙纹高足碗，碗撇口，
深腹，高足中空微外撇，外口沿下楷书“宣德
年制”四字款。里口沿绘海水纹，碗心绘盘
龙。外壁绘海水及行龙，足柄亦绘海水江
崖。此碗古朴端庄，青花色泽浓重鲜艳，有
深入胎骨的蓝色结晶斑痕，纹饰洒脱有气魄，具
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河南中原收藏文化研究院供稿

回首人生，深得要道：人活得
愈简单，愈单纯，愈纯净，也就愈
快乐。

不是政治家、军事家、外交
家，不是大佛大仙大师，一介平民
百姓，平凡草根草民，用不着太复
杂太纷繁太千回万转太深不可测
太朦胧难见太韬晦深藏太聪明狡
猾太鬼头圆滑，还是单纯一点好，
厚道一点好，简单一点好，“浅薄”
一点好，傻乎乎一点好。

粗茶淡饭，相濡以沫几十年
的老妻说，我最佩服你的是，从来
不挑食，不挑穿，既能吃生猛海鲜
鸡鸭鱼肉，又能吃咸菜野菜。躺
下就睡着，老早就醒来，不太爱刷
碗，不太爱拖地，蒸馒头烙大饼包
饺子擀面条沾面上的活我包了且
堪称绝活。一碟小菜，一捧花生
米，一个咸鸡蛋，喝二两小酒，就
能微醺微醉。

一杯茶，一卷书，过着闲适不
过的清闲日子。15 年前一叠纸，

一支笔，现在是一台电脑，有感而
发，言为心声，我手写我心。能发
就发，不能发，自己收藏着，坐在
书房一隅，敝帚自珍，自娱自乐，
优哉游哉。

古稀了，我还依然保持着相
当的单纯、天真、简单、顽皮，童
心。而且随着岁月的推进，年龄
的增长，愈来愈崇尚简单与单纯、
天真与自由，质朴而不失机灵，单
纯而不失厚重。

听说，像我这般岁数的老年
人，都纷纷写了遗嘱，我不以为
然，遗嘱没啥好说的好写的。静
静地来，静静地走。平时即兴随
意交流，自然流露的最真实最可
贵，孩子有印象的思考的记住的
甚至照着做的，都是今天的生动
高尚的遗嘱。

我的书，我的文章就是遗嘱，
就是传承的“教科书”活页文选。

这天中午喝酒时，就又跟从
加拿大读书放假回来的大孙女谈

了谈，了得，我马上走过去将大孙
女抱了起来，在一片“不行，危险，
别让腰椎间盘突出犯了”众喊声
中，将大孙女抱了起来。祖孙之
爱，就这么简单。

目下，只是读书、写作，爱孩
子。别的少想或没心去想或干脆
不想。

沉淀浮躁、浮华，虚伪、狡猾，
呈现本真、纯净、澄澈、生机。用
一双美丽的眼睛，去寻找大自然
中美丽的事物，让心灵美丽起来。
以单纯之心面对大自然，面对人
间世界，以天真童心面对大自然，
面对人间世界，以热情燃烧之心
热爱大自然，热爱人间世界，以探
求渴望之心发现大自然，发现人
间世界，以敬畏之心尊重大自然，
尊重人间世界，这样大自然、人间
世界，也就慷慨无私磊落坦荡地
回馈以滋润以营养以清明以单纯
以博大以无尽的爱。

排挞“伪我”，以心发现心，以
单纯对单纯，敞开心扉，独晤独
语，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幸福无尽。我不时轻轻地祝
福自己，“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冰心），简单就是幸福。

望了三百年，走了三百年，冷淡又温暖了三
百年。光滑的时光断了，泥土从缝隙里补过
来。爬坡，转弯，平躺成一小截。围绕耸入云端
的峰巅，一圈圈地溶入青青的山色。

白云滚落，寂静碎了。一团团地挂在竹梢，
标明境界。起伏的竹海里绵白的花开了，开出
的还是浓浓的山味。柔柔地挡着目光，想象飘
飘欲仙。是山峰碰的，是睡过头的梦把自个儿
卖了。天上的气息遍布人间。忽然，鸡鸣从蓝
烟里竖起，阳光照在上面，明亮闪烁，就像一堆
碰撞的金币。一片响亮里，白墙黑瓦楔进属于
自己的形态。仿佛一种经典，在平凡和深邃里
深深地熔炼。

鼓突的力量绷紧山坡。红豆杉弯曲在铁黑
的眷恋里，漏洞从树身上画出残破的色彩，原有
的立意没有走动，风中的绿叶，还在感叹沙石之
下的艰难和深刻。一只两只三只，嗬，五只！多
像山风吹动的石块，这些胖乎乎的小狗朝我跑
来，在我的腿上打成了堆。山村的数字活蹦乱
跳，累计的岁月高过云天。

从此化成小小的凉荫
山崖竖到齐云的地步，力气里有了风。红

红的岩面，热劲没消，好像还在等着飞赶的祥
云。根部空出地方，是经卷的事，不是缺页的诵
读，而是打开的实和虚。站起的高度，扶起一片
暗影，烛火舐舔着它的模样，半暗半明的看法随
风飘拂。静默够沉重的，石壁里修炼着强硬的
功夫，一些水流就像涌动的汗珠。

功德箱豁个口子，这和山的结构仿佛来自
同一个师傅。隔几步，一个窟窿。山路开个小
差，溜进去转转，也就深入到一个不小的停顿
里。都是些大同小异的东西，柔软的垫子上，有
人默默低头跪着，有人在旁边站住。香灰软塌
下来，烟气袅袅地飘向空中。一个过程的几个
部分，是独立的，也在相互等着。

看不完的裂缝里，神的事情是完整的，纬布
遮住核心的部分。许多棍子弯弯地撑在石中，
好像多大的压力，从此化成小小的凉荫。

小岛在波涛里飘着
小岛在波涛里飘着。
风浪里颠簸着更多的经历。草寮，石碾，陶

罐被树枝拥抱着，安静淌得到处都是，柱子撑不
住了，毛草披下来。弯了的弧度是桃木的吗？
缸一只套一只，叠起的章法一直走高。黑咕窿
咚的龙窑，烟火早歇了。一小堆泥巴正僵着，不
晓得向哪里弯腰，不晓得推倒重来！软硬不吃
吗？可是大地的潮气，经不住这么干熬着。一
个江西人在照料。

断了的路，爬着找着，许多影子在草里活
着。窸窸窣窣的，和一些生机谈着什么。影子
的根在上面，不管春天多么高远，叶子一片片地
凃着摇着。阳光里的响声，没有传回来，金子的
质地不太好说。只好往静里瞅着。

连起这些小岛，要不少波涛，不过一只快艇
也够了。

八卦岛
千年之外飘来的小岛，开通了易经里的多

种可能。一仰头，我看到虎兔龙蛇结成邻居或
同盟，打发杀戮的全是命运。夕阳西下，阴谋和
爱情也就差了两块砖的门禁。三三两两的笑
容，将钟鼓之乐延伸了半个时辰。

一楼到三楼，全由木头铺成。我选择了六
六大顺，没想到每一下要两个铜板的成本，而杨
先生心里的想法，正被大钟吼得字正腔圆声震
寰宇。事实上，窗外的树荫比钟声浓重。每一
片叶子都在收录时光的路径。签牌、桌子、竹
筒、红布，等待并预测着手纹路径、正襟围坐的
人、闪光灯里明亮的前程。波涛将旅途推到山
中，八卦岛上的砖木和草叶，旋动着大家的心情。

易经是个大学问，我一直不敢问津。湖风
吹着头发，枝梢和思绪，不知建一座小岛，要多
少风水，泥土，高度和钟声？

属于魏如风和夏如画
的那个夏天，交织着太多的
偶然和必然：纯爱、原罪、守
护、杀戮、背叛、救赎……在
黑暗中渐渐发光的爱情，仿
佛初开的花朵，那样柔软而
青涩，却等不及夏日的结束
便匆匆凋零。

他们曾经那么竭尽全
力、奋不顾身，爱得纯粹而
热烈，爱得悲伤而决绝。幸
福如此短暂，却在每一个曾
经深爱的人心底，留下了时光

与爱的最美纪念……
或许每个女孩都曾经

过一场渴望的爱的冒险，哪
怕历经坎坷，哪怕无人理
解，只要坚韧地爱过，就绝
不后悔。九夜茴的新书《花
开半夏》，讲述的就是这样
一段勇敢去爱的故事，书中
的男女主角魏如风与夏如
画，一个醉梦于血色江湖，
一个安憩于宁静校园，两个
看上去绝无可能在一起的
人，却因为命运的纠葛而彼
此紧紧缠绕。他们爱得冒
险，爱得禁忌，更爱得奋不
顾身。这样一段纯粹而决
绝的爱情，正是献给所有曾
经勇敢爱过的人的爱的纪念
书！

累计的岁月（外三章）

阮文生

中原收藏

我的散文写作，最初是在梁
实秋身上得到启发的。说到闲适
雅致，通透平实，兼得文章之美，

“五四”作家群中，梁实秋要坐把
交椅。《雅舍小品》有闲气，闲是闲
情，气是气韵，气韵闲情四个字基
本就是梁实秋的文风。当然，周
作人的文章也气韵闲情，但多了
艰涩，甚至有淡淡的苦味。梁实
秋是闲适深远，周作人则显得苦
味深远。

中国文章的羽翼下蜷伏着几
只小鸟，一只水墨之鸟，一只青
铜器之鸟，一只版画之鸟，一只
梅鹤之鸟。不是说没有其他的
鸟，只是不在中国文章的羽翼下，
它们在草地上散步，它们是浮世
绘之鸟，油画之鸟，教堂之鸟，城堡
之鸟……王力的散文正是青铜器之
鸟，其古意，有旧家具的木纹之美，如
今回过头看那本《龙虫并雕斋琐语》，
不能说多好，但毕竟是中国文章的
产物，亲近之心还是有的。

当代作家，我对金庸大有好
感，他的小说，不仅有快意恩仇的
刺激，还有叙事的从容不迫、逐步
推进，引申到散文随笔中，能让文
章有更多的阅读支点。金庸的文
字不温不火，不紧不慢，骨子里散
发着中国古典文化的温厚淳朴。
读金庸，单选部分章节，可能觉得
平淡无奇，倘若读上一百页，便体
会出大器之至美，大巧之无工。
我最喜欢金庸《天龙八部》。《天龙
八部》的好，好在伏笔无数，人物
多而不乱，如一棵大树，旁枝杂
出，主干却立得稳，一树擎天，但
又繁花如星，一朵一世界，枝叶横
逸，机关无数。

近人中，我对钱钟书、孙犁心
怀敬意。钱钟书作品数量不多，
但透着智慧，用智慧的眼光打量
人生，尽管《写在人生边上》，却成

了文化的眉批，《谈艺录》更是集
中了中国古典诗学最精粹的语
言。读孙犁，即便夏天，也俨然身
临月明星稀的秋季或者一地冷霜
的冬日。岁月是安稳的，这分安
稳是历经磨炼后的返璞归真。进
入孙犁的文字，如商山早行，鸡鸣
环绕，茅店旁边的野地上，一个老
人独行在板桥上，月色淡淡，薄霜
微寒。孙犁品书读人，见识一流，

《耕堂劫后十种》接通了道，不仅
是文章之道，更有人性深层的
道。如果孙犁缺席，不知道当代
散文会黯然多少，尽管还有汪曾祺。

把文章收拾得干净的人很
多，写得蕴藉摇曳的，首推汪曾
祺，一行两行情意绵绵，一页两页
依旧情意绵绵，十页八页，还是情
意绵绵，情意仿佛老酒，绵绵的是
味，是春天细雨打湿的青绿。

林语堂写人论文叙事记景，
行文奇崛，舒展轻松又不失厚重；
郁达夫放诞任性，无所顾忌不拘
谨，纯然人性本色；废名的文字独
具一格，冲淡为衣；他们的文章都
吸引过我。废名的语感极好，他
的文章，好就好在奇上，可惜文气
不平。在我看来，写散文，文字要
新奇，文气要朴素。文字可以怪，
可以追求特别，但文风要平，只有
平才能走得远，走得深，才能不坠
魔障，进入大境界。

从 20 岁到现在，一直喜欢民
国人的作品，我把那一代作家视
为师傅的。“五四”作家字里行间
的旧味与未脱古文余韵的笔法，
很能满足我的趣味与性情。“五
四”散文的好，我以为恰恰是语言
的未曾圆熟，白话中带一丝文言
气，这样的文风在今天，可谓是拒
绝粗糙的精致，抵抗浮躁的清雅。

“五四”诸贤，最喜欢的还是
鲁迅。如果说冰心、徐志摩、梁遇

春等人的文字灿若春花，鲁迅的
文字则肃穆如秋色。鲁迅的文
章，年岁渐大，越发能体会背后埋
藏的深意，大有深意，“五四”作
家，无人能出其右。鲁迅的作品，
沉郁慷慨是经、苍茫多姿是纬，点
染他的又有卓绝的个性与不世才
情，加上现实投下的阴影，文字便
添有冷峻之意味，自有旁人所不
及处。《野草》与《朝花夕拾》是现
代散文中的两朵奇葩，一朵长在
向阳的山坡上，一朵藏在背阴的
石缝中。

明清之际，散文家多如恒沙，
卓立于群峰之上的，在我看来唯
有张岱。张岱作文，疏朗暗淡，充
盈着五月田野的茵茵草香。譬如

《湖心亭看雪》，清雅简洁，言近意
远，几可作小品文八字真言，有墨
法，有章法，有笔法，法法不着痕
迹，羚羊挂角，当作如是观。

迷恋汉语的传统，是一种心
愿和情怀。汉语给我日常生活增
加了宁静与深度，在汉语世界封
山闭关，是美丽而诱人的。我希
望手中的笔可以慢慢抵达汉语的
内核，踏上“五四”的台阶，轻轻推
开明清的大门，然后进入唐宋的
庭院，穿越六朝魏晋的过道，来到
秦汉的后室，我希望这一生可以
走进先秦的宫殿。

身前薄雾如纱，点点星光在
头顶闪烁，身后大海辽阔，明月之
辉滟滟随波万里。远古的先民睡
了，松枝火把掩映下的木屋，忽明
忽灭，巨大的静穆下，夜空如洗，
只有笔划过的声音，画出：禹治
水、敕勒歌、文烦简有当、地险、史
记世次、白公咏史、裴晋公禊事、
黄纸除书、唐人重服章……

（文为《衣饭书》前言，有删节）

散文的传统
胡竹峰

我单纯我快乐
苏连硕

《花开半夏》
张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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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怀若谷（书法） 崔向前

明代宣德青花瓷器

三牛让我彻底地放心了。是的，
人间万象，唯情感最珍贵。有了它，
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有了它，可以
抵御任何侵袭；有了它，心灵的充实
和幸福感将是最具体和真切的，也是
牢不可破的。

“我是一个喜欢运动的人，过去
家庭条件不好，在清华上学的时候也
喜欢长中跑，跑步是不要本钱的，只
要毅力和体力，这个我不缺，所以我
可以比别人跑得更长、更好。”三牛又
在畅谈自己了，“2008年假期时，我到
过腾格里沙漠，它的宽阔和纯粹，让
我深深地迷恋……我躺在大沙漠里，
看着蓝天，不自觉地与天地混为一
体，那种灵魂被召唤、身体被融合的
感觉太奇妙了！所以我很喜欢西部，
并不感觉它贫困和荒凉，反而感觉它
是那样美、那样有力量、那样令人心
胸宽广。在文化层面中国西部古代
留下的很多东西深厚又博大，所以我
从心里喜欢这块土地。我觉得西部
有力量，具有生命的
那种力量，它符合我
的性格，这也是我为
什么能够在清华毕业
时义无反顾地来到这
里并能够很快爱上它
的原因。”

三牛原来是个
内心非常浪漫的人。

“当时到兰州报
到的时候，我们可以
有两个地方选择：一
是 去 天 水 ，一 是 武
威。天水名气要比武
威大，武威好像没多
少人知道，当时我想既然自己来到西
部想默默地献上一辈子，那就干脆选
择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一步一步干
吧，于是最后就对组织说，我到武威
去。”

“我认为自己选对了。要不是武
威领导这次搞‘公选’，谁认识我三牛
呢？”三牛调皮地笑说，一脸阳光灿
烂。

“我的人生理念是，做好应该做
的事，做好每一天的事。”他说。

“今年你 23岁，也许未来还有 77
年，对未来就没有考虑过？”

“哈哈哈，假如我能活 100 岁的
话……那个时候我们武威、我们西部
应该比现在的深圳、比现在的东部还
要现代化、还要美丽吧！”

“你坚定地认为可以实现吗？”
“当然。西部其实什么都不缺，

就是缺少能干事又懂行的人！有了
千千万万这样的人，我们一定会赶上
甚至超过现在的发达地区！”三牛的
眼珠又瞪圆了，“不信你过十年、二十
年再来看。”

“有你三牛这样的人在，我信。”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我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我觉

得对本书主角本人已经无须再问什
么了。剩下的倒是想听听武威百姓
和相关人士对他的看法及对他的所
谓“火箭式”升迁的看法……

走出清水乡政府院子，见一群清
明节放假的当地百姓坐在自己的家
门口晒太阳。

“你们知道三牛是谁吗？”我问老
乡。

“知道，他是我们乡里的干部，清
华大学来的。”

“电视里经常看到他……”
乡亲们七嘴八舌抢着说话。

“他升大官了，你们知不知道？”
我又问。

“知道。说是‘副县级’。”
“那像这样的孩子，一下做了那

么大的官你们觉得好不好啊？”我又
问。

“有啥不好？只
要他能干好就行。”

“你们觉得他能
干得好吗？”我追问。

“人家是清华大
学出来的，肯定干得
好！”

“怎么就认为清
华大学出来的就一
定干得好呢？”

“这不明摆着：
全国一年有几个后
生考得上清华？考
上清华的都是国家
的顶尖人才，这是其

一；其二，人家是顶尖的人才，不恋大
城市、好地方，跑到我们这穷地方来，
仅凭这一点，我们觉得他不一般！”

“你们信得过他吗？”
“信得过。人家上清华是硬碰

硬，这回当副县级又是硬碰硬，我们
服！”

“光服还不行，有人说他才 23
岁，怎么能当得好副县级呀？”

“我看那么多 33、43、53 岁的县
级、市级的领导在武威干了几十年也
没有把我们搞富嘛！让 23 岁的年轻
人，又是清华大学来的，说不定比他
们干得都好！我们没意见！”

“就这么相信？”
“就这么相信，只要谁能真心为

我们百姓谋幸福，我们就信谁、跟谁
走。”

老乡和我一起笑了。
“假如你们的孩子上了清华，你

们乐不乐意让他回武威来工作？”我
的这个问题让现场一下静了下来。
老乡们你看我、我看你，尴尬地笑着
就是不肯回答我。

“都不乐意吗？”我再
问。 23

我们一开始就错了，错得我有时
认为儿子后来一切让我们操心劳神
的习性都是对我们原始错误的报应，
都是我们必须承受的惩罚，以致后来
将他送到被称为“魔鬼训练营”的地
方时他所承受的巨大的身心痛苦，我
都认为他是在代父母受过！

我想在这里说出一件事情。说出
它，除了对儿子表达我的愧悔，还因
为它太隐秘，太匪夷所思，不说出我
不得安宁。

那时儿子大约 5岁。有一天我坐
在卧室阳台上看书，儿子静悄悄地站
到卧室门口。晏紫不在家，儿子很孤
独。儿子想过来，又怕打扰了我，或者
怕自己不受待见，犹豫不决的样子。
我一直知道他站在那儿，却没有让他
过来的表示。儿子终于忍不住朝我慢
慢走来。走到阳台门边，他站住了，怯
生生地望着我。我仍然没有理他。虽
然多年不在一起，因为血缘，儿子对
父亲依然是有感情的，记得刚回武汉
的那些日子，只要一听见我下班上楼
的脚步声，他就欢天喜地地跑出门将
我 的 拖 鞋 放 到 楼 梯
口，然后又羞涩地蹦
跳着赶紧跑进门去。
现在，他想和父亲亲
热，或者玩玩，说说
话，或许还希望父亲
能将他抱进怀里。可
是我没有，身子一动
不动，眼睛仍在书上。
不一会儿，儿子的脚
迈过了阳台门，他的
小手轻轻触碰了我的
腿。见我仍没反应，他
十分忸怩地歪斜着身
子靠到我的身上，长
时间不声不响。按常理，接下来该发
生的情形理所当然地应该发生，可是
我竟然让一切理应发生的情形什么
也没有发生！我没有用行动去填补儿
子情感的饥渴，我没有在他十分渴望
父爱的时候给他一句亲热的话语和
一个爱的拥抱。

难怪儿子后来和我不亲。
第一次回想这个细节时，我的心

发紧，不能自恕。我曾经无数次指责
长大后的儿子的冷漠，却不知自己人
性中隐匿着更为冷酷的一面。回想我
的童年，我虽然出生后一直没有离开
过父母，但我只有母亲抱我的记忆。
我怀疑父亲从来就没有抱过我。父亲
活到 78 岁，直到生病我送他住院时，
我们父子才有了生平第一次肌肤相
触。我不知道这和我缺乏对儿子肌肤
之亲的欲望有没有必然的联系。

有时候想得极端了，就觉得，当
一个中国父亲的儿子并不是一件什
么幸福的事情。

坠落从电脑开始
小学毕业时，儿子以全班第一名

的成绩进入与晏紫的大学一墙之隔
的一所初中。整个小学阶段他都出类

拔萃。他曾获得武昌区艺术小人才一
等奖和“雏鹰少年”称号，还被武汉市
团市委和武汉市少工委授予“雏鹰勋
章”。但到初二下（儿子上的“五四制”
学校，即小学五年初中四年）的2004年
底，情况发生了变化：儿子要买电脑。

自控力一直是儿子的弱项，我们
完全能想象买电脑的后果。儿子知道
我态度坚决，不找我，只纠缠晏紫，因
为在物质上从来是他妈满足他，我基
本上是反对无效，屡试不爽。我知道
防线已经崩溃，买电脑大势已定，光

“堵”也不是办法，那就在“疏”上用
功。于是我与他“约法三章”。在“约
定”的抬头，我写上“电脑是工具，不
是玩具”。完了我让他重抄一遍，贴到
我书房书桌对面的墙上。

我以为，即使从表面看，儿子的
“完了”确是从买电脑开始的。

2005 年元月 28 日，一家三口去
电脑城。儿子不要台式要笔记本的。
和买衣服鞋子都要名牌一样，电脑也
要牌子：华硕，12700 元。我的心疼指
数毫无疑义高于晏紫。

网络线安在我
的书房，儿子只能在
我的书房上网。我职
业写作不坐班，便全
天候控制。很快，全
面失控。我一控一制
他就不高兴就与我

“逆反”，“约定”的四
条无一条一日遵守
——从买回电脑的
第一天直到他成人
的现今。为此，我强
硬地追加了一个每
天上电脑前必须临
写一篇钢笔字的条

件，他接受了“城下之盟”，此条坚持
了一年余。一旦失身、失足于电脑，人
心再难沉静，这一点凸显在儿子的书
写上，那种字的稀烂可以让你看得痛
不欲生。

一边是日日不断的长时间上电
脑，一边是在书房被控制被劝说的不
自在不自由。4月，儿子从同学处借来
一种叫做PSP的掌上微型电脑，将电脑
中的游戏下载拷进PSP，然后坐在床上
被窝里夜以继日。但借的终是要还的，
自己有岂不更好。很快，他向晏紫提出
要买PSP，这时离买电脑才三个月。

晏紫拒绝。他又纠缠。晏紫说你
爸也不会同意买的，不信你去问他。
儿子于是问我，我的表态不言而喻。
儿子用同样强硬的语气愤懑地说，你
们不买，“五一”回郑州让姥姥跟我
买，用我自己的压岁钱！我说，我
也绝对不会让姥姥跟你买的！

“五一”晏紫带儿子回郑州。5
月 2 日，儿子就拥有了一部 2400 元
的新 PSP。不是姥姥买的，也不是存
放在姥姥那儿的压岁钱买的，
是儿子他小舅买的。晏紫的
弟弟是北京一所大学的老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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