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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晓珺有些发怔：“你说这些
……什么意思？”

“晓珺。”欧阳剑平静地看着她
说，“咱们俩一直在奔跑，是靠着惯性
走到这一步的，难道不应该停下来好
好想想吗？刚才你说的那些话……
晓珺，你到底是因为爱我才结婚的，
还是为了结婚才爱我的？”

顾晓珺被问住了，其实，此时连
她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

“我不想你是因为年龄到了才要
结婚，而我只是你的权宜之计，只是
一个适合结婚的对象。明白吗，晓
珺？”欧阳剑望着她说。

两人静默相对，再无人说话。

顾家里，老夫妻俩一大早看见小
闺女打扮一新出门，不像是要去上班
的样子。顾妈妈张嘴欲问，顾晓珺人
已经不见了。

老顾赶紧跑回房间，翻箱倒柜找
东西，边扒拉边问：“咱们的户口本儿呢？”

顾妈妈先是摇头，说自己没动：
“户口本儿和存折在一块儿呢……找
不着啦？”突然紧张道，“咱家是不是
进贼了？我得去银行挂失，存折上不
少钱呢！”

顾爸爸说：“你就惦记你那点儿
棺材本儿，我找的是户口本。这户口
本要是找不着了，你闺女也就离找不
着不远了！”

顾妈妈愣愣地看着老伴，突然反
应过来：“哎呀！你是说——晓珺拿户
口去……不行，我得找她去！”说着就
心急火燎地往外跑。

顾爸爸拦住她：“等你到了民政
局，人家都盖戳领证了！”

顾妈妈脸色煞白，支支吾吾地
说：“那……那怎么办啊？真让晓珺嫁
给那教授啊？你倒是想想办法啊！怎
么办啊？”说着就开始抹眼泪。

“你别……”老顾突然收住了话
头，改口说，“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
水，爱怎么着怎么着吧！晓珺年纪也
不小了，无论怎么样凑合着过吧。你
也别哭了，把她的衣裳什么的收拾收
拾……”

顾妈妈听了更是伤心不已，自言
自语地念叨：“我闺女条件那么好，真
让她嫁个老头？——就算嫁，也不是
这么嫁法儿啊，终身大事，得算日子
的！万一他将来对晓珺不好怎么办？
万一他欺负晓珺怎么办？人就见过两
面儿，都不了解就把闺女嫁给他了，

万一晓珺将来受苦……”老太太越说
越伤心。

顾爸爸架起二郎腿，说：“那也是
她活该！自己乐意！我又不是没拾掇
过她，你倒好，还老帮着她胡来。”

顾妈妈说：“再怎么说她也是你
闺女啊，你别说风凉话了，还不想想
办法！”

老顾拿腔拿式地说：“办法呢，不
是没有，不过咱得说好了，以后晓珺
的事你得听我的，百分之百服从我，
不管我是唱红脸还是唱白脸，打今儿
起你得明白我是领导！”

顾妈妈焦急地看着老伴儿，说：
“行行行！只要是为了咱闺女好，我什
么都听你的！”

顾爸爸狡黠地笑了笑，起身从裤
腰带底下拽出个旅行用的贴身防盗
钱包，煞有介事地拉开拉链，从里面
摸出张天蓝色的纸片晃了晃。

顾妈妈接过一看，愣了：“这——
这不是晓珺的那页户口嘛！”

顾爸爸一脸得意：“哼，知子莫若
父，我这当爹的跟她斗智斗勇三十多
年了，想先斩后奏偷偷把证儿领了，
就她那点儿心眼，还想跟我斗，门儿
都没有！”

顾妈妈恍然大悟，埋怨老伴儿不
早说，让她刚才哭哭啼啼半天。

老顾甩她个脸色，说：“不给你点
儿教训你能长记性吗？你这人我太
了解了，墙头草两边倒，不定哪会儿
就叛变了。”顾爸爸从老伴儿手里拿

回那页纸，小心翼翼地折好，塞回小
包里。

3.拯救婚姻行动
黑暗中，客厅里传来窸窸窣窣的

声音。
睡在沙发上的任大伟迷迷糊糊

地醒来，眯着眼睛发现黑暗中有个人
影，他一个机灵清醒过来。顾晓岩坐
在对面，手里拿着把剪刀，像作手工
作业的小孩子似的在剪着相片。

任大伟一身冷汗坐起来，就看见
顾晓岩把任大伟从相片里剪掉了。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顾晓岩手里的剪
刀，也不敢再多说什么。

许久，顾晓岩起身打开灯。客厅
地板上摆着几个纸箱子，顾晓岩把任
大伟的东西一股脑儿全丢进箱子里，
用胶带封上，再利索地用水果刀把胶
带切断。封好最后一个箱子，顾晓岩
披头散发地坐在沙发上，看了看这一
地的东西，又冷漠地扫了一眼任大
伟，对着他的手腕，比画了一下水果
刀，又放下，转身进房间了。

顾晓珺坐在办公室里发呆，她也
不知道自己今天怎么了，竟然在欧阳
剑面前说了那么多本不该说的话。

手机响了，是顾晓岩打来的。顾
晓珺拿起手机，里面却没人说话，只有
喘气的声音。紧接着电话就挂了。顾
晓珺再拨回去，就一直是无人接听。

“糟了！”晓珺感觉不对头，她自
己这段时间一团乱，都差点忘了姐姐
家还僵着呢。她提起包，起身快步往
外走去。

顾晓珺心急火燎地跑到姐姐家
门口，不停地摁门铃，屋里一点儿动
静没有；再打电话，隔着门能听见手
机在响，可就是没人接。她边敲门边
喊道：“姐！姐你在里面吗？姐你开
门啊！你可别做傻事，为那王八蛋不
值得！”

她挥舞着拳头正要砸门，“吱呀”
一声，门突然开了，顾晓岩一脸憔悴地
站在门口，气息微弱地说：“进来吧。”

进了屋，顾晓珺先把她姐上上下
下检查了一番，又去厨房看了看煤
气，确认她没有伤害自己才松了口
气。再一看客厅地上的纸箱子，明白
了怎么回事儿了，说：“吓死我了你！
你这是要干吗啊？准备自己离家出
走啊，还是把任大伟扫地出门啊？”

顾晓岩只是用幽幽的眼神看着
自己的亲妹妹，没有说话。

“姐，这事儿，你到底是怎么想
的？无论如何，得有个决定啊。无论
你怎么想的，我都支持你。”

顾晓岩无力地说：“晓珺，我是个
没什么主见的人，你给我出出主意吧。”

顾晓珺定了定神，分析说：“姐，
这事儿吧我要是劝合，我怕任大伟那
王八蛋将来再干对不起你的事儿。
可我要是劝分，万一这事儿还有转
机，我不成千古罪人了！我最多把各
种后果给你分析清楚了，怎么选择还
得靠你自己，这是你的生活，你的家
庭，决定得你自己下。”

顾晓岩听着听着，眼泪就掉下来
了，哽咽着说：“我能怎么做？离婚，
乐乐怎么办？不离婚——他做出那
种事来，我现在看着他都觉得恶心。”

“姐，你先别想别人，先想想你自
己！乐乐是你儿子，你这个当妈的不
幸福，他能幸福吗？再不济还有咱爸
咱妈，有我这个小姨。”顾晓珺顿了
顿，拍了拍晓岩的肩膀说，“这事儿也
没什么为难的，要合，你就原谅他这
一次，让他赶紧把那小骚货辞了，以
后看紧点儿；要离，那就干脆
点儿断了，趁着乐乐还小，你
也年轻——”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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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身在异乡、各自打拼已有
十几年的好朋友，聚在一起吃饭。
每个人的父母亲，都在千里之外的
乡下生活着。

也不知道是谁先起的头，说到
了一个“孝”字。

一个叫赵武的男人，先扯开
了。赵武说，当然是我最孝了，也就是
在几天前，我父母说，他们在家里打电
话很不方便，我毫不犹豫地就给我父母
汇去了钱，让他们各买了台最新款的智
能手机。我让他们随时把手机带在身
边，以方便联系，有什么事，就给我打
电话，千万别为我省，每个月打掉多少
钱，都告诉我，我会立刻把钱给他们打
过去。

一个叫王山的男人，接着说，你还
等到你父母说了才买，哪有我主动啊。
去年冬天特别冷，我在一家商场给自己
买了套羽绒服，突然就想到，父母在乡
下老家，肯定比这里更冷。我当即就去
了商场的中老年柜台，买了那里最贵的
两件羽绒服，当天我给他们快递了过
去。事后，父母给我打电话说，那两件
衣服，穿在身上可真暖和哩。

一个叫张石的男人，微微一笑，说，
你们那些，都是小孝。我有一天，突然就
想到，父母住的房屋，有一些年了，房也
破旧了，我就给他们汇了20万块钱，让
他们找人把原来的房给拆了，重新造了新
房。我上次回家，去看那房，真心是造得
不错，父母拉住我的手，再三说，多亏了

我那些钱，他们没白养育我。
……
大家都讲完了，只剩坐在角落里的

刘青，还什么都没说。赵武说，刘青，你
也说说呗。刘青说，我总觉得没什么可
说的，若说起“孝”，我做得还远远不够。
王山说，刘青，你就随便说几句吧。

刘青说，行，那我就说说，我这些年
春节买票的事吧。

刘青说，我记得我第一年春节回家，
我跑到火车站，排队买票的人真的是太多
了，一开始，我都不知道，到底该排在哪
里，一位好心的大叔说，小伙子，你就排我
身后吧。我说，好。我就排在了他的身
后。排了半天，大叔问我，小伙子，你带水
了吗？我摇摇头，说没有，大叔又问我，小
伙子，你带面包了吗？我摇摇头，说没有，
大叔笑了，说，小伙子，看来你是第一次排
队买票啊。大叔从他鼓囊囊的包里，掏出
了水和面包，递给我。我没要，大叔硬是
塞给了我。那一次，我排了一天一夜的
队，才买到回家的票，多亏了那位好心的
大叔，我不至于饿着渴着，坚持了下来。

刘青说，还有一年，我跑到火车站，
排队的人是创纪录的多，据说是因为北

方大雪、因为全国大面积冰冻，好多
车次都暂停售票了，以致积累了更
多的人。我排在完全望不到边际的
队伍后面，眼巴巴地瞅着。说实话，
我也打过退堂鼓，兴许我排了队，好
不容易到窗口，也不一定能买到
票。但我又看到了那么多的排队的
人，我又想，大家都在这里，只要路

况稍有好转，火车一定会开的。我还想
到了父母等我回家无限期盼的眼神，他
们一定会站在家门口，遥望县城火车站
的方向，等着他们唯一的儿子——我的
归来。这马上就成了我排队的精神支
柱。那一次，我整整排了三天三夜的队，
才买到回家的票。我手里紧紧攥着买到
的火车票，整个人都像是虚脱了。

刘青说，再有一年……
刘青是大家中间，唯一一个这十几

年，年年春节坚持回家陪伴父母的人。
再忙再有重要的事，刘青都会毫不犹豫
地选择推掉，毅然决然地回家。在座的，
有好几个人，都有三四年没回过家了。

刘青又说，我常常想，父母在家，我
却远足到了千里之外，平时也不能在家
照顾他们，尽尽我的孝心。唯一能做到
的，就是春节的时候，回去看看他们，陪
他们多说说话，唠唠嗑。所以，每个春
节，即便是再苦再难，我都是要回家的。

在座的每一个人的眼圈，莫名地都
红了。

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大家说，刘青，你
是我们中间，最“孝”的那个。当之无愧。

父母在
崔 立

屈原的《天问》，首创诗文问话体之先，十分奇特，在中
外文学史上，以问题联珠（全诗 172个问题）构成诗篇巨制
者，实属罕见。作者只问不答，发人深思。郭沫若赞美说：

“《天问》以四字为句，四句为节的板滞格调，而问得参差历
落，奇矫活突，毫无板滞的神气，简直可以惊为神工。”

屈原之后，陶渊明、王绩、李白、皇甫冉、王安石、苏轼等
都曾有过问话体诗传世。

陶渊明爱菊嗜酒是出了名的。他自称“偶有名酒，无夕
不饮”（《饮酒诗序》），他的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即见于《饮酒》一诗中。因而他对菊、酒情钟如命，志向似
令，不可移替。诗人在外乡写有一首怀念家园的诗《问来
使》，以连问的形式，表达了他情志菊酒、理趣心脾的况味。
诗曰：

尔从山中来，早晚发天目？
我屋南窗下，今生几丛菊？
蔷薇叶已抽，秋兰气当馥？
归去来山中，山中酒应熟？
一问一韵，韵韵相叠；叠叠相继，奥妙无穷。“清淡烟云

梦尤深”的意趣由急问渲染得几乎忽闪摇动而来，使人禁不
住也深吸入肺了。

皇甫冉写有四句全为问句的一首诗《问李二司直》，更
有意味，全诗只问不答，答案全在意中留：

门前水流何处？天边树绕谁家？
山绝东西多少？朝朝几度云遮？
此诗问始问终，很有特色，如把诗写作：“门外水流如梦，

天边树绕人家，东西数峰隔绝，朝朝时时云遮”，诗原来的韵
味就会丧失殆尽。这就是反常道反增趣，貌似诡奇却有味。

皇甫冉此诗寄托不远，与王安石的问话体诗《勘会贺兰
山主》相比，略逊一筹，诗曰：

贺兰山上几株松？南北东西共几峰？
买得住来今几日？寻常谁与坐从容？
这首诗也是四句四问，因为是“勘会”贺兰山主，所以便

问山上有多少松，多少峰，来了多少日，交游些什么人。这
位贺兰山主实为隐居于贺兰山中的一位高人，诗人为了表
现他隽永闲逸的情怀，以问语相继的形式，追索答案一泻直
下，文笔所到，令读者神思飞腾，任意翱翔。诗意早已超乎

“松”、“峰”、“客”、“居”之外，诗行千里之外，意由何处来
呢？读者朋友自会领略其中佳妙的了。

诗问与诗韵
付秀宏

农历五月十三,过去郑州农村多把此日称作下
雨的“好儿”，是个吉利日。民间俗语有“大旱小
旱不过五月十三”、“五月十三关公磨刀斩小妖”
的说法。关公，即三国时的关羽，字云长，后人
把他神化后，通称关帝、关公或关老爷。传说关
公英灵升天后，玉帝封其为“三星都督”，由民间

“万世人杰”升华为天庭中的“神中之神”。关公
在南天庭就职后，时常到下界体察民间疾苦，因
而各地纷纷建起关帝庙，受到民间众百姓的虔诚
供奉，也因此招致了南海一妖龙的妒忌。有一年
正值夏粮作物旺长时，妖龙趁关公外出巡察不在
天庭时，便张开血盆大口吸干了江河之水，致使
大地庄稼干旱枯萎，农民便到关帝庙祈祷求雨。
当关公回到南天庭听到百姓的诉求哭讨声时，便
俯瞰下界，见赤地千里，旱情严重，于是便启奏
玉帝，请旨擒服妖龙为民除害。玉帝准奏，定于
五月十三日吉时，在南天门外磨刀出征，当时所
用磨刀之水洒向凡间形成微雨。而后，关公与众
天将一起降服了妖龙，逼其吐出腹中水，解除了
人间旱情，恢复了风调雨顺的景象。从此以后，
人们把五月十三日视为关公磨刀斩妖和下雨的吉
日。

人们把五月十三视为下雨的吉日，只是一种
心理上的期望。按农时节令，这时正处在“芒
种”与“夏至”之间，在正常的气候条件下，都
会有降雨的过程。此日若是下雨，人们则会说关
公在磨刀，磨刀水从天而降，下的是吉雨，预示
当年必将雨水均匀，五谷丰登。若是此日前后无
雨又有严重旱情，那该如何呢？民间也有招数，
那就是把关老爷的塑像抬出庙外放在阳光下，这
叫“晒驾”。如果再不下雨，接下来便举行盛大的
祈雨仪式，新中国成立前这种祈雨活动在郑州农
村很是流行。下雨和关公联系起来，使他具有了
一定的“雨水神”属性。祈雨也多是群众自发的
一种求雨形式，在那靠天吃饭的当时，人们在无
法与天抗争的情况下，借助关公的神力和天斗，
也算是一种无奈之举，从中反映的则是人民大众
纯朴、善良的本质。

有关五月十三祭关公的说法很多，有说此日
是关公的生日，有说是关公单刀赴会的日子，再
就是磨刀斩妖下雨的吉日。其实在民间五至十月
有三天为关公纪念日：即五月十三磨刀日，六月
二十四诞辰日和十月遇害的“神日”。五月十三关
公斩妖除害，民众感其恩德，则把这天作为“关
公救生日”来进行祭祀纪念。这里虽有迷信色彩
的成分，但仍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民间信仰。

2006年，济南市已把五月十三作为“祭天习
俗日”申报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五月十三下雨天
连德林

2002 年，李健创作并演唱了一首歌
曲《传奇》，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仅在他的
粉丝中间传唱。但在2010年的春节晚会
上，由著名歌手王菲演唱后，很快走红全
国。究其原因，当然与中央电视台“春
晚”的品牌效应分不开，但王菲作为已经
为广大民众接受的著名歌星，慧眼识珠，
大胆地把它送上“春晚”的舞台，其明星
效应，也功不可没。

但是，我还有一个疑问，那就是这么
一首优秀的歌曲为什么默默无闻达八年
之久？

这就有一个被伯乐发现的问题。
不知道是谁说过，生活中并不缺少

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
在中国，可以说，几乎没有人不知道

杜甫的诗。如果我问你，杜甫的诗美不
美，你肯定会说，这个问题还用回答吗？
确实，杜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高峰，
后世几乎难以逾越。可是，如果回到杜
甫生活的唐代中期，在许多名气很大的
诗人眼里，杜诗顶多也就是中等偏上水
平，没有人觉得如何了不得，更没有人去
关心诗人的死活。

元和五年（810），即杜甫去世40年之
后，一位当过宰相的诗人元稹，受杜甫之
孙杜嗣业之请，为杜甫撰写了《唐故工部
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并序》。在详细论述
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之后，元稹
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
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
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昔

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
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
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
元稹一反盛唐以来长期冷落杜甫、忽视
杜诗的社会潮流，第一个勇敢地站出来
发出了赞美杜诗的最高音。由于元稹的
名望，元稹对杜甫和杜诗的评价不仅为
史家所接受，而且也为全社会所接受，奠
定了杜甫在中国古典诗词中的“诗圣”地
位。

元稹对于杜甫、杜诗，其贡献是挽救
性的，虽然不能说“无元稹就无杜甫”，但
无元稹杜甫啥时能走上圣坛则当另论。

发现，这里说的主要是有一定意义
的发现，一般来说有两种，一种是类似于
科学家发现新原理、新定律，探矿工程师
发现新矿藏之类。这类发现对人类社会
的发展和进步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特别
是一些科学原理，一些紧缺的矿藏，如果
发现得早，就能够使之早日为人类造福；
反过来，如果发现得晚，虽然在某种程度
上会影响人类的发展、进步，但对于那些
矿藏，特别是对于那些科学原理本身来
说，由于它们是已经定型的没有生命的
东西，其受到的影响至多不过是在人们
的发现之外多待一些年头，损失不是很
大。就像李健的歌曲《传奇》与杜诗，都
属于这一类。但另一种发现不同，尽管
它们的发现对社会也是很有意义的，但
其发现类似于农妇拔野菜时的发现。在
一大片草地里，把野菜同野草区别开来，
这个发现对于野菜本身来说意义更大。

因为你发现了它，它就是菜；你没有发现
它，它就是草。这种发现的意义，不仅使
被发现者有了质的改变（由草变成了
菜），改变了它的命运，而且这种改变在
很大程度上具有唯一性。因为它是活
物，它的生命非常短，机遇有限，错过了
这一次，从理论上说也许还会有第二次，
甚至第三次，但仅仅是也许而已，一般而
言，它很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就会庸庸碌
碌地老死一生。许多人才的被发现、使
用就属于这一种。例如乒乓奇才邓亚
萍，当年曾因个子低，被注重“科学选材”
的某乒乓球队拒之门外。但庆幸的是，
邓亚萍还有第二次。后来国家队的教练
眼光深邃，思想解放，发现、接纳了这个
貌不惊人的小个子，才有了乒乓球的邓
亚萍时代。试想，如果再耽延三五年，邓
亚萍也就人老珠黄了，她耽误不起呀。

歌曲《传奇》里有一句“宁愿用这一
生等你发现”，它表达的是忠于爱情的态
度——海枯石烂心不移。但用在发现人
才上就不一定合适了，因为人才就和“野
菜”一样，其生命真是太短暂了，老天没
有给他们足够长的等待时间。所以，从
这一点出发，“野菜”们还真不能消积地、
傻傻地等待，而应该努力地争取。就像
歌曲最后的那句“我一直在你身边，从未
走远”一样，发出“积极等待”的强烈的信
号。

睁开你们的火眼金睛吧，有话语权、
有“气场”的伯乐们，我一直在你身边，等
你发现呢。

等你发现
宋宗祧

鲁迅（国画） 黄河人

台湾地理位置特殊，历经大航海时代，国际贸易发达，
17 世纪曾被荷兰、西班牙统治；明郑败亡后，纳入清朝版
图，政权变动频仍，文化发展多元。

《被误解的台湾史》以历史主题为纵轴，以近四百年时
间为横轴，立体架构真实的台湾面貌；以生动故事叙述方
式，配合精彩图片说明，完整呈现三百多年来的台湾真相。

你以为“唐山过台湾”是不得已的悲情选择，事实是汉
人觉得台湾机会无限，纷纷渡海而来；你以为郑成功靠强
势武力打败荷兰人，事实是透过经济封锁瘫痪荷兰人的贸
易；你以为妈祖庙全台是民间信仰的自然发展，事实是妈
祖信仰普及化是清朝统治的操作手段，郑成功时代，台湾
人不信奉妈祖。

十三篇精彩翻案，让你重新认识台湾的真正历史。错
综复杂、浩如烟海的历史，多少是道听途说，哪些被颠倒黑
白，与事实不符的偏见与误写，造成了历史的歪曲与误解。

《被误解的台湾史》带你拨开史实的层层迷雾，认识台
湾的真面目。

《被误解的台湾史》
李 娆

我用高高扬起的生命之帆
眺望着遥远的地平线
老人孩子和女人
母鸡奶羊和雏犬
在我看着船舷掀起的浪花时
一一映现在眼前
那遥远的地平线有一个村庄
在夕阳西下的时刻
应该升起一片片幸福的炊烟
村头弯弯的小河边
我和一个女人
无数次坐过的石头上焐出的体温
时时会温暖着我的心间
大地、村庄、农舍、田园
都是我梦中的碧海蓝天
尤其是那个女人哟
只要想起她来，我便归心似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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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小小

书架新新

笔随随 撷英文苑文苑

民俗中州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