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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拿出相机，很认真地对好光
圈、选好角度，为这坨金色的牦牛粪拍
了两张珍贵的照片。那头留下遗物的
牛魔王若有知，一定会被一个女性赋予
价值和意义的牛粪而得意而尥蹶子撒
欢吧？

“驴友”欢聚
从沙子泉撤退的时候，我们是一步

一回首，从那时起，我们眼前的美景应接
不暇。

沿途我们看到很多藏野驴，起初看
到几只我们就很兴奋。它那小巧精致的
身姿，背部和头部是咖啡色的，肚子和
腿都是雪白的，长长的耳朵，头高昂，
精神气十足。尤其是跑起来，专门愿意
与车队并行，或者绕到车队的前面冲
过，像一道道旋风，故意显摆一下，很
讨人喜欢。

只要它们看到车队，总是主动跑
来，只要看到烟尘滚滚地向我方快速移
动，就知道是藏野驴来了，目的很明

确，是和我们的车队赛跑，它们跑得很
认真，速度也很快，一口气跑个十里二
十里，它们的倔强我最喜欢，它们的耐
力最让我佩服，这也让我们艰险的旅
途，多了一次次的乐趣，我有时打开车
窗，与野驴们挥手打个招呼，投桃报李
嘛。

我们的手台播报很频繁：“左前方，
10 点钟方向，一群藏野驴，冲车队飞奔
而来！”“右前方 2 点半方向有 20 多只藏
野驴！”

什么东西看得多了，都会审美疲
劳。当大家看到藏野驴习以为常、不以
为然时，手台又播报，是兴奋地播报：

“三点钟方向，大群的野驴，正在向我方
移动！”

队员们向那个方向望去，烟尘蔽
日，黄土飞扬，无数英俊的姿影在风旋
中跃动。

“100头！”“150头！”“至少有200头！”
浩大的阵势，距离我们很近很近。

有人喊“咱的亲戚来啦！”因为我们
都是驴，旅行的人相互叫驴友。

不知谁在手台上像世界杯足球赛黄
健翔在解说似地道:“万马奔腾都是灰！
命名它们为吉林先锋第二纵队！”

东升兴奋不已、发布第二道命令：
“让它们进入我们的队列！”

右手边有一群藏野驴冲过来了，它
们在我们车队的最前边，哒哒哒地一字
驶过。几次想加入我们的队伍，转念又
走了!

“漂亮，而且队形跟咱们一样！”
第一营地——骆驼山

傍晚，我们赶到骆驼山，那巨大的山
石像雄壮的骆驼，翘首眺望远方，高昂的
头，坚实的身躯，饱满的驼峰，像，真的太
像了。莫非是远古造物时，就有了这样像
恐龙一样巨大的骆驼，这是后来白噩纪之
后，巨大生物遭到毁灭，留下的远古骆驼
化石吧？

我们就在这里扎营。这里海拔3800

米，是此行中海拔最低的地方。
踏进无人区，就踏进危机四伏的险

境。每 个 队 员 被 赋 予 同 样 神 秘 的 使
命，在人类与拒绝人类的无人区，人
类需要与自然达成一种默契，遵从适
应自然的意志，寻求与它们高度的合拍
和谐，才能穿越那条安然回归人间的秘
密通道。

3800米，与拉萨一样的海拔，正好缓
冲一下，让队友与高原有个逐渐磨合适应
的过程。

这里好美丽。这面是骆驼山，有着各
种奇形怪状的石头，那面是绿色的河，汪
洋无际。

唯一遗憾的是，我们到这里，太阳已
经落山。这就是说，温度突然就降到零下
十多度，到处都感到冷风飕飕。

苏东率先将战骑开到山石中间地
带，这样可以遮挡风寒。其他车也都跟
着过来。

抢先扎帐篷，之后简单晚餐。

行进一天早已筋疲力尽，苏东煮的方
便面，我们赞不绝口：“手艺不错！”

朱纲做的土豆烧牛肉，牛肉也是半
成品。

一天未进食品，热汤热水，吃了就
是香。

我在石头砬子下解手时，看到一只灰
色的动物，嗖一下从一簇草丛窜到另一
簇，我吓得一激灵，匆匆跑回，告诉车友，
看到了狼、或者狐狸。

苏东不以为然。不一会，东升过来
说，大家要加些小心，咱们营地周围发现
狐狸。

后来证实，那狐狸根本就不偷偷摸
摸，而是堂而皇之地在营地抛头露面，大
家喂它好吃的，它就给大家当起模特，队
友们拿着相机照个够。

我没有搭帐篷，因为车后坐长1.5米，
仅仅比我身长短10厘米。稍微绻点腿，就
OK了，还不用担心狐狸呀、狼呀、牦牛
什么的侵扰。 5

连连 载载

这 些 天 ，我 急 得 抓 耳 挠
腮。搬进这个小区好多天了，
我竟连一个邻居也不认识，更
别说知道谁是谁家的人了。小
区的人，几乎全都扬着脸走路，
谁也不搭理谁。也许，这就是
现代人之间的心里樊篱？也
许，邻居们一辈子都要老死不
相往来？

看来，我得做一些事情了。
我的记忆力还行。任何人

从我面前经过，我都能记住他
的面孔。而且，我还有手艺，玩
着照相机，开着一座影楼。我
采取了极其隐蔽的方式，看准
了谁进谁家的门，就找机会把
他（她）们“咔嚓”了。渐渐地，
我积攒的家庭信息多了起来。
我知道谁和谁是夫妻了，也知
道谁是谁家的老人了，还知道
谁是谁家的孩子了。这就叫作
火力侦察吧。

但我不急于把这些图像出
手，免得有人不理解我的动机，
到法院告我“侵犯个人肖像
权”。怎么办呢？我说服了妻
子和孩子，首先把自己的家庭
图像公布了出去。小区门口的

电子显示屏上，出现了我与家
人的生动笑脸。我们挥着手，
向小区的全体居民致意，告知
我们的全家福。

效果很不错。当天，就有
几户居民找到我，请我把他们
的全家福搬上大屏幕。我这才
知道，他们是小区的居民代表，
小区的很多事情，是由他们出
面协调的。

就这样，我跨上了打破坚
冰的第一个平台，给这几个家
庭拍摄了全家福，挂到了大屏
幕上。于是，从大门进进出出
的人，都能看见这几个家庭的
笑脸了。我相信，要不了多久，
许多家庭都会来找我拍摄全家
福的，挂到小区的门口，让全体
居民记住他们。

可是，前来找我拍照的居
民并不踊跃。许多人一看见我
拿着照相机，撒腿就跑。有人
找到我，义正词严地指出，不得
透漏他们的家庭信息。经居民
代表点拨，我才知道，有的家庭
正在闹离婚，有的家庭正在为
房产打官司，有的家庭住房是
张冠李戴……

这么复杂啊。我陷入了沉
思。

物业公司派人悄悄地取下
了我和几位居民代表的全家
福，不再展示了。

我找到几位居民代表商
量，问他们有什么办法摆脱这
种尴尬的局面？

一位居民代表安慰我说：
“您别急，办法总是有的！办法
总比困难多！”

另一位居民代表郁闷地
说：“过去，人和人之间是没有
距离的，是互相关心、互相信任
的。怎么现在，动不动就讲距
离美、讲隐私了？”

第三位居民代表认真地
说：“这事儿，还得依靠组织。
我们的组织是谁？就是社区
呀，社区领导着小区！”

……
居民代表们议论纷纷，决

定一块去找社区。我们有了问
题，不找组织找谁呢？

社区主任笑眯眯地接待了
我们。听我们叙说了原委，社
区主任当即表态说：“这是个好
事呀，我们支持！”又说，“看我
们的吧！”

第二天，社区就在小区的
门口贴出了安民告示，说下月
初，社区将举办“新家庭摄影作
品大赛”，望小区居民以家庭为
单元，积极参加，月底截稿。

许多人都看见了告示，有
人还把奖项读了出来：“一等
奖，伍佰元；二等奖，二百元；三
等奖，一百元；入围奖，纪念
品。”

我作为大赛的评委，去了
社区开会。我真不知道，社区
除了发告示之外，还做了哪些
工作，如何发动居民们参加？

月底的时候，社区收到了
数百件参赛作品。仅我所在的
小区，就有一百多件。

社区主任神秘地告诉我：
“一等奖空缺。记住我的话，不
会错。”

影展开幕那天，展厅里来
了很多人，有上级领导，也有来
自各小区的群众。这些人谈笑
风生，指指点点，评论着摄影作
品，发表着观赏见解。

看来，这真的不是我们一
个小区的事儿了。

评奖的结果出来了。一等
奖空缺，二等奖、三等奖、入围
奖都有我们小区的份儿。更多
的人，拿的是入围奖，一本证书
和一个钢精锅。

每天，我们小区门口的大
屏幕上，都显示着“新家庭摄影
作品大赛”的信息，图文并茂。
画面上的人，全都喜气洋洋，举
着证书和奖品。

来请我拍照全家福的人，
渐渐多了起来。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
我行走在金水河畔，一排排杨柳迎风摇曳，一

片片杏花如彤霞一般洇红了天地。
我偏爱杏花。
当大地寒意尚浓，春风依然料峭的时候，迎春

花、玉兰花就耐不住寂寞了。她们慌慌张张地跑
出来，仔细一看，才发觉春天还没有真正来到，但
事已至此，便只能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了。相比之
下，杏花却很淡定、很矜持。等春风的脚步声已经
听得很清楚的时候，特别是一场淅淅沥沥的春雨
跟她咬过了耳朵之后，杏花才沉稳地撩开朦胧的
面纱。杏花是中庸之花，不爱张扬，也没有高调。
她的节奏是自自然然、潇潇洒洒的。她既不和谁
争宠，也不看谁的脸色行事，她只在对的时间里开
放：不早不晚，不前不后，不紧不慢，不慌不忙。如
果说，对着款款而来的杏花，你就真认为她是一个
超然物外的冷美人，那你就错了。事实上，杏花是
一个外冷内热的奇女子。她的内心不仅一团火
热，而且骨子里还有几分狂野，几分自信。就是
说，一旦她感受到春意的火候足了，不开则罢，一
开就开得一树繁华，开得轰轰烈烈，开得漫山遍
野。

等到杏花开放的时候，大地已是春意融融
了。人们走出户外，走进公园，走到郊区，走向农
村，游春赏春。一些敏感的诗人此时就会带着矫
情的口吻问，哪里的春光最美，哪里的春意最浓？
杏花好像拤准了他们的心思似的，就笑吟吟地悄
悄“挑逗”他们玩。你看，她这里来一个“一梢斜路
曲墙边”，那里来一个“杏花墙外一枝横”，忽然间
又搞出一个“一枝红杏出墙来”。于是，那些诗人
被撩拨得、鼓荡得招架不住了，就大呼小叫，“红杏
枝头春意闹”！啊，原来，占尽春光是杏花！他们
为杏花的美丽，同时也为自己的发现而惊喜，而激
动，而诗兴大发！一不小心，一些描写杏花传神的
佼佼者竟然获得了以“杏花”冠名的雅号，例如，宋
祁——“红杏尚书”，管水初——“管杏花”，等等。
杏花是十二花神中的二月花，还是“花族”中的变
色花。当杏花刚露出胎苞的时候，她的容颜是艳
红艳红的。可是，随着春风的轻拂，春雨的滋润，
胎苞儿逐渐睁开了惺忪的睡眼，并一点点长大，红
中带粉，像极了贵妃醉酒的意境。接着，她东张西
望，寻找属于自己的彩衣，借助春风缓缓展开五片
红红的花瓣，浓艳瑰丽，臻于极致。此后，她的红
晕儿一点点消退，色彩由浓变淡、变白，而到她飘
零谢落时，就成了雪白一片。啊，好一副缱绻的意
态，好一种媚人的风情！

我更偏爱雨后的杏花。白居易笔下的“梨花
一枝春带雨”，似乎带有无尽的忧伤，是一副佳人
泪流满面的悲戚相。但“杏花一枝春带雨”绝对是
另一番景象，它让你体味到的，是自若、祥和和镇
定。南宋天台国清寺住持志南禅师的《绝句》给予
我们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景象：“古木荫中系短篷，
杖藜扶我过桥东。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
柳风。”大儒朱熹读后禁不住感叹：“予深爱之！”我
也是一位老人，也历尽了无数岁月沧桑，更是“深
爱之”！要说，我在金水河畔行走，已经远不是一
两个春天了。多少次杨柳轻摇，杏花披身；多少次

“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其间，想打
伞就打一把破伞，不想打伞就任细细的雨雾裹
着。走过了一座桥，又走过了一座桥；朦胧烟雨中
还有杏花朦胧。脑子闲适到愿想就想或漫想，不
愿想就不想的境地，轻松又自由，可谓物我两忘，
悠然自得。特别到了傍晚的时候，雨慢慢地停了
下来，忽然间，夕阳的光辉穿过云彩，照在我那稀
疏银发与雪白杏花互映的头顶上，便有了温庭筠

“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的意境，真美！
杏花其实是人奋斗一生的浓缩和写照。年轻

时可以灿烂辉煌，娇艳欲滴，抢人眼球；而到老的
时候，离去的时候，洗去一身铅华，清清白白，自自
然然，回归生我养我的土地！

我有一个博客，去年打理过，后来工作一忙
就顾不上去了，一晃儿快一年过去了。那天突
然想起来，像疏远了某位亲友或朋友似的内心
里很是愧疚。正好写了一篇文章，想贴上去。
但是博客的“名字”记得，登录密码却忘记了。

一般情况下，遇到此类情况都是用一个个
疑似密码去试。我脑子里能想到的密码都试过
了，可都不对。我实在想不到曾经还用过什么
密码。按理说，一个博客的密码，我没必要弄
得那么复杂，但连试十几次、几十次都点不
开，人家说“点石成金”，我却连门都开不了。

更为让人头疼的是，这一年，我一个常用
的邮箱也换了，那是收费邮箱，用着挺好。一
月8元，也不贵。但中国作协为会员办了一件
好事，每位会员可以申请一个由中国作协统一
管理的邮箱，我试着注册了，幸运的是，中国
作协会员里叫我这名儿的目前就我一个人，因
此，我没费周折就注册了一个简单易记的邮
箱。有了“新欢”，就有点嫌弃“旧爱”。三五月
不用老邮箱，索性退了。

老邮箱跟了我十几年，我的很多“蛛丝马
迹”都用老邮箱“链”着，比如当时注册这个博客
所留的“案底”邮箱，便是老邮箱。老邮箱停了，
靠老邮箱找回密码的方式显然也用不成了。

博客网还有“一手”，就是“提问”，“回
答”，答对了，也可以重新设置密码。我设置
的问题居然是“你最亲密的朋友是谁？”我在
大脑中仔细搜寻、回忆——的确，我有很多朋
友，很多朋友关系都很好，有的交往了十几年，
二十几年。但一个“最”字困住了我。这数十
个、近百个朋友中，谁是我“最”亲近的朋友？我
一时想不起来。想不起来的原因是我觉得朋友
没有亲近与否，只有是否合适。合适了就交往，
一来二往，几十年。不合适，见一次面，两次面，
就分道扬镳，再也不见。我一个个朋友试了过
去，朋友们的名字我记得很牢固，决不会打错字
的。可惜，一个都不对。

我在回忆的时光隧道中穿梭，最后，我把父
亲、母亲、弟弟、妻子、女儿的名字都一个个输入
进去，也都提示回答错误。

我开始怀疑，当时我只是随意点了一下某
个问题，随意键入了几个字母就关闭了页面。
随意，造成了现在的结果。

接下来的申请，我不知道还能不能进行下
去——你看，老邮箱停用了，问题回答不出，而
博客的注册名字，用的也不是真名。只有博文
是真的，属于自己的，但要证明在网络上公布的
某些文章是我的，而不是我抄袭的、盗取的，还
是要做很多工作的。

网络这个东西都说随意得很。其实，因为
感觉随意也就没那么重视。比如博客，你今天
注册了信马由缰，明天注册了心灵北疆，随你的
意。但有没有人看，阅读，回应，就是网络背后
看客们的事儿了，你急也好，不急也好，不起什
么作用。

所以那些网络作家作品创造的点击率，一
般没什么水分。要不你一下一下点，点几个亿
试试？指头都得断几回。

密码与友情的连接与制约，是网络时代的
一大特色。

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
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
路展览时说：“现在，大家都在
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
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现
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
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
标。”

一个人要有梦想，没有梦
想的人，浑浑噩噩，难成大器；
一个民族也要有梦想，没有梦
想的民族，庸庸碌碌，行之不
远。“我的梦”与“中国梦”息息
相关，“中国梦”包含亿万中国
人的“我的梦”，而无数中国人
的“我的梦”的总和，就是伟大
的“中国梦”。

这两天，央视记者以“你有
什么梦想？”为题采访了许多
人，答案丰富多彩，各具特色。
留守儿童的梦想是和爸爸妈妈
在一起，享受家庭温暖；退休老

人的梦想是多发退休金，“健康
活到 120 岁”；年轻打工者的梦
想是早日买房、买车、娶老婆；
中学老师的梦想是自己的学生
都考上大学，都有出息；话剧演
员的梦想是活得自如自在，塑
造成功角色；街头小贩的梦想
是多赚点钱，回家创业；科研人
员的梦想是多出成果，国家更
强大……

两会代表的梦想也很有意
思。全国人大代表李连成的梦
想是，农民要就近上好学、就近
看好病、就近找好工作；政协委
员陈凯歌的梦想是根治大气污
染，还北京碧水蓝天；政协委员
赵本山的梦想是建设“穿得暖，
吃得饱，能医病，能养老，有房
住，有领导”的美丽乡村；环卫
工人、全国人大代表谢智波的
梦想是“大家都把城市当作自
己的家，共同爱护环境，少吐一
口痰、少丢一张纸”。

这些“我的梦”里的收入增
加，身体健康，事业有成，家庭
和谐，环境优美，国富民强等内
容，综合起来，其实就是伟大的

“中国梦”的主要内容。“中国
梦”的实现就建立在无数的工
人、农民、军人、干部、知识分子
实现“我的梦”的基础之上，就
像农民代表李连成所言，农民
有许多迫切想圆的梦想，“农民
梦”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
分，只有农民圆了梦，才能圆满
实现“中国梦”。

“中国梦”如同摩天大厦，
“我的梦”则好比一砖一石；“中
国梦”如同参天大树，“我的梦”
则好比一枝一叶。国家兴旺，
匹夫有责。要圆伟大的“中国
梦”，同样是人人有责，责无旁
贷。只有每个中国人都各司其
职，奋发有为，努力工作，埋头
苦干，才能好梦成真，实现我们
的理想境界。具体来说，要实

现伟大的“中国梦”，就是要像
袁隆平那样，为国为民，殚精竭
虑，苦心孤诣,孜孜矻矻，宵衣
旰食；要像罗阳那样，拼命工
作，只争朝夕，鞠躬尽瘁，死而
后已；要像郭明义那样，急公好
义，扶危济贫，热情服务他人，
努力奉献社会；要像杨善洲那
样，赤胆忠心，无私奉献，忘我
工作，一心为民，归结一句话就
是要“实干兴邦”。

圆梦，是个光荣而艰巨的
接力赛，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
人共同为之努力，每年的两
会，其实就是为实现“中国梦”
而召开的总结会、交流会、动员
会、誓师会，通过两会，统一思
想，振奋精神，集思广益，群策
群力，国家充分包容支持每个
国人的“我的梦”，个人则自觉
地把“我的梦”与“中国梦”紧紧
联系在一起，以更精神饱满地
踏上新的圆梦之旅。这样，经
过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共同努
力，我们必将收获成功的喜悦，
实现今天制定的伟大奋斗目
标，把“中国梦”的绚丽梦想变
为现实，把我们的国家建成万
紫千红的美丽中国，建成幸福
美满的人间天堂。

书架新新

《老舍五则》
李丽铮

《老舍五则》由老舍之子舒乙先生推介，遴
选了老舍先生最独特的五个短篇小说《柳家大
院》《也是三角》《断魂枪》《上任》《兔》。五个短
篇与其中的人物虽然各自独立、并无直接的关
联，但其笔意与气质则体现了老舍透过对庞杂
社会中各色人物的描写而反映出来作家对人类
生存状态的哲学思考。

《柳家大院》讲述了受尽公公、丈夫和小姑
子欺凌的倒霉媳妇悬梁自尽的悲剧；《也是三
角》挖掘了一对当兵的拜把子兄弟共娶一个媳
妇的心理挣扎；《断魂枪》则隐喻了文化的失传，
由于洋枪、火车的发明致使功夫、镖局失去了其
存在的价值；《上任》以戏谑的手法，呈现了曾混
迹黑社会的头人成为治安官后与以前同党的纷
争；《兔》是一首悲歌，上演了一个男戏子与包养者之
间的同志之恋。

五个故事都设定在北平，以现代戏剧的表
现手法串成了一部多角度反映老北京市井人生
的悲喜剧，人物对白京味儿十足，充分体现了老
北京语言艺术的独特魅力。

密码与友情
许 锋

春光占尽是杏花
宋宗祧

无欲（中国画) 徐久伟

“中国梦”与“我的梦”
齐 人

全家福
秦德龙

蛇在民间被列为“五毒虫”之
首,在所有的吉祥物中是找不到蛇
的。民间常用“蛇蝎之心”来形容
恶人，“一朝经蛇咬，十年怕井绳”，
描绘出人们对蛇的恐惧心理。成语

“杯弓蛇影”、“牛鬼蛇神”、“佛口蛇心”
等等都是对蛇的贬义用语。

人们虽然感到蛇的神秘可怕，
但又认为蛇每蜕一次皮，就获得一
次新生，它具有很强的生存能力，
是长寿的象征。蛇除肉可以食用
外，在民间治病的单方或验方
中，蛇胆、蛇毒和蛇蜕都可入
药。对蛇正面表现的当数民间传
说故亊《白蛇传》,把白蛇人格化,
寄托了人们对忠贞爱情及美好生
活的追求与向往。还有神话传说
中造人、补天的女娲氏,她人首蛇
身,据传是母系氏族社会中蛇图腾
的首领祖先。后来与龙图腾的伏
羲氏合婚,龙蛇合一,转化为一个

“龙族”大部落,因而民间也总把蛇
称为“小龙”。

民间有个传说,一牧羊少年,早
晨在村头河边看见一条小蛇在吸
一只硕大的青蛙。蛇用力伸脖张
口,蛙使劲收腮鼓肚,二则相持相僵
各使绝招,看上去既惊险可悲,又滑
稽可笑。少年出于对二者的保护,
用鞕杆子将它们挑开各分东西。
少年则即兴顺口编了几句小曲儿,
一边走一边唱:

清晨红日映彩霞,
赶着羊儿去南洼。
出了家们抬头望,
迎面喜鹊叫喳喳。
村头河边洗个脸,
观见小蛇吸大蛙。
蛇脖细,蛙肚大,
一吸一鼓两招架,
蛇戏蛙,钱财发,
年年季季发!发!发!
在民间戏曲小唱和装饰美术

画稿中,常有这个题材和内容的作
品,人们把希望寄托在蛇年,愿蛇年
财源广进,事业大发。

蛇的民俗文化
连德林

晴秋飞瀑（国画） 姜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