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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安泄密遭教训
葛荔返回鲁家时，鲁宅后院

仍旧一片狼藉，地上丢着洋枪、刀
具等凶器及小阿飞们从库房里盗
出的大大小小包囊。

三个仆役皆被双手反绑，口
里塞着东西。挺举靠墙坐着，穴
位已经自行解开了。

看到一道白影从屋顶飘落，
在他几步远处站定，挺举本能地
摸到棍子，忽地站起。

“嘻嘻，”葛荔歪头望着他，
“这不是伍生员吗？看这架子，想
打架嗬！”

“是你！”挺举这也看清爽
了，表情愕然。

“伍生员，”葛荔不容他多
话，“大比在即，你不在家苦读
圣贤，却在此地……”朝地上瞥
一眼，“看这光景，像是打家劫
舍哩，不会是你吧？哦，对了，
想起来哩，你是讲过有人要来
打 劫 鲁 家 ，哪 能 没 见 劫 匪 哩 ？
不会是那几个人吧？啥人把他
们绑起来的……”

“小姐，”挺举打断她，不依
不饶，“你……快把齐伯交出来！”

“哟嗬，”葛荔缠上了，“你倒

是一口咬定了，我这跳进黄河也
洗不清哩！你凭啥一口咬定是我
掳走齐伯了？你们秀才就是这般
断事么？”

“我……”
“好了好了。”葛荔摆摆手，

显出不耐烦状，“夜半三更，本小
姐暂不与你纠缠这些，这要回家
做个好梦哩。”话音落处，嗖一声
飘然远去。

挺举认定是她了，追上几
步，冲她背影大叫：“姑娘，不把齐
伯送回来，我跟你没完！”

章虎等狼狈逃回关爷庙，个
个沮丧。

“阿哥，”阿青道，“怕是有人
走风了。”

“啥人？”
“跟齐伯肩并肩的是伍家那

个书呆子，想必是他告密的。”
章虎倒吸一口气：“你敢肯

定？”
“错不了。我跟他面对面交

手，看得清爽哩。那天在典当行，
也是他坏了事体。”

“嗯，明白了，定是那小子！”
章虎思索有顷，恍然悟道，“怪道
不肯来，原来他是心里有鬼呀！

奶奶个熊，竟敢耍我！阿青，去，
把姓甫的给我揪来！”

阿青带人闯到甫家，寻到顺
安，不由分说，将他拿到庙里。

“兄弟，”章虎瞟他一眼，“跪
下。”

“阿……阿哥……”顺安跪
下，故作无辜地看向章虎。

“看我做啥？看着他，就是
这尊泥像！”章虎指指关公泥塑。

阿青等人头戴面罩，一字儿
列在身后，无不面带怒容，气势
汹汹。

顺安心头一凛，抬眼看向
关公。

“关帝爷是啥人，兄弟晓得
不？”章虎冷冷问道。

顺安勾下头，不敢吱声。
“关帝爷是义字当头。你这

讲讲，你是哪能出卖大哥还有诸
位兄弟的？”

“我……我没……没有出卖
兄弟们呀，阿哥！”

“对关帝爷讲！”
顺安转向关帝像，叩道：“关

帝爷，我甫顺安向你起誓……我
没去鲁家告密！”

“ 没 去 鲁 家 ，就 是 去 别 家

了。”章虎应道，“讲吧，你去过啥
人的家？”

“我……”顺安急了，“我在
迎 黑 时 ，是 到 伍 家 来 着 。 我
…… 我 对 挺 举 阿 哥 讲 过 这 事
体，我……”

“为啥要对他讲？”
“我……不瞒阿哥，我从未

干过这种事体，心里打鼓，就……

就想找个人……商量商量。挺举
是我阿哥，跟我最要好，我……我
就去寻他了。”

“你是哪能对他讲的？”
“我……”顺安眼珠子急转

两转，“我啥也没讲，只是讲了一
个传闻，说是余姚那边有家大户
在开堂会时让人上门抢了。”

章虎几人互望一眼。
“唉，”章虎长叹一声，“兄弟

呀，我念你是个人才，好心邀你去
做大事体，你却……打退堂鼓也
就罢了，这又害我丢了刀枪，伤了
兄弟。”

众阿飞齐道：“大哥，不能便
宜这个鸟人！”

“章哥，”顺安连连磕头，
“我……我不是故意的，我没有
对……对不起你呀，章哥！”

“兄弟，”章虎应道，“对起对
不起，就只有你自己晓得了。大
哥是走江湖的，江湖自有江湖的
规矩。你做下这桩肮脏事体，大
哥包庇不得，只能予以惩戒。兄
弟们，剁下他一根无名指！”黑起
脸，背手走向一边。

顺安扑前一步，死死抱住他
的一条腿，声泪俱下：“大哥，大

哥，大哥啊——”
“唉，”章虎顿住脚，看他一

眼，摇头长叹，“好吧，念起你我往
昔交情，权且寄下这根指头。你
是嘴上惹的祸，就自己掌掴三十
下。兄弟们，数着！”

顺安松开章虎裤角，一边哭
泣，一边掌嘴。

伍家失火
听说有人抢劫，戏台顿时乱

了，看戏的人们一窝蜂地涌出马
家，四散而去。鲁俊逸安顿好马
家，带着众仆役急急返家。

伍中和夫妇与甫光达夫妇
随着人流走在最后，隐隐听到有
人在喊：“失火喽，失火喽，快来救
火哟。”

“天哪，”甫韩氏惊道，“是咱
家方向！”

几人皆吃一惊，改往火光处
跑去。

“他……他爸，”伍傅氏是小
脚，跑不快，气喘吁吁道，“不……
不会烧到咱……咱家吧？囡囡
……天哪，囡囡还在家里！”

伍中和飞跑起来。
着火的正是伍家。在他们

说话时，大火已经蔓延开去，整幢

房子全部燃起。
火是章虎放的。
章虎引人扭开伍家门锁，亲

手点燃西厢的柴垛。顷刻之间，
火苗四下乱蹿，不一会儿就烧到
主房。

主 房 是 木 结 构 ，怕 的 就
是火。

火光熊熊，映红半片天空。
屋 里 时 断 时 续 地 传 出 淑

贞的哭叫声：“阿爸，姆妈，阿
哥……”

门窗皆在燃烧，闻讯赶到的
救火者望着大火，没有谁敢闯进
屋里救人。

在伍中和、甫光达赶到时，
淑贞的呼救声渐渐减弱，几乎听
不到了：“……阿爸……”

“囡囡——”伍中和不由分
说，一头扎入火海。

甫光达没能扯住他，冲火海
里大叫：“伍老爷，使不得呀，伍老
爷，你快出来！”

“囡囡……囡囡……”房子
里传出伍中和的断续叫声。

时光凝滞。
所有目光尽皆盯向火

海，众人甚至忘记了泼水。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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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走，欣赏啊！
柴清玉

“慢慢走，欣赏啊！”是我国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
生1932年在《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中对青年人的寄
语。之所以这样叮嘱，是因为先生看到“许多人在这
车如流水马如龙的世界过活，恰如在阿尔卑斯山谷
中乘汽车兜风，匆匆忙忙地急驰而过，无暇回首流连
风景，于是这丰富华丽的世界便成为一个了无生趣
的囚牢”。这是一件多么惋惜的事啊！

中国人对“慢”并不陌生，“慢”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一部分。我们从小就会经常听到：“你慢走”，“慢
慢来、不着急”，“请慢用”等诸如此类的关心和问
候。现在开车出门，父母和朋友也总会嘱咐：“慢慢
开啊！”可见，“慢”文化是深入人心的，或者可以说

“慢”是调解人际关系、传情达意、秩序和谐的一种表
征，是幸福生活的基础之一。

如今的世界，更浮躁，更喧嚣，更车水马龙。快
餐、快食面、快车道、高压锅、高速公路、速成班……

“快”已经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先生80多年前的
叮嘱，不仅年轻人，上了年纪的人也应该细心品读。

“慢慢走，欣赏啊！”是在告诉人们要学会生活，学会
欣赏，学会用寻找美、发现美的眼光去看待周围的事
物。人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同一件事物，从

同一扇窗户望出去，却会因心境不同、视角不同、喜
恶不同带来不同的审美感受，甚至是完全不同的感
受。心灵越平静、越丰富，看到的美好就越多，生活
也会幸福愉悦。

欣赏是一种心境，更是一种能力，而欣赏需要平
静，需要慢下来。尤其是在遭遇坎坷的逆境中、压力
下，依然能够保持欣赏的心境更需要一种能力。当
代社会各层次的人，都会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入
学、就业、住房、养老、疾病、职务升迁、人际关系、社
会竞争……青年人似乎压力更多、更大，对于国家、
家庭、子女责任的背负，美好的梦想与“骨感”的现实
之间的冲突，职业选择的彷徨和困难，事业初创的艰
辛和风险，爱情友情的挫折和误解等等。

在如此多、如此大的压力下，如何做到平静、学
会欣赏呢？吾以为重要的是要使心境走出喧嚣，走
向山野，仰望蓝天，面向大海。看到一则小故事耐人
寻味：

一智者德高望重。他的一个小徒虽天资聪慧，
但常因一些琐碎小事怨天尤人，总认为自己不幸福、
不愉快。智者见状，让他去取一些盐放到一碗水中
搅拌然后喝下，问其味道如何，徒弟答曰：苦涩难

耐！智者又命徒弟取来一罐盐，一同来到碧波荡漾
的湖边，将盐倒入湖中，让徒弟掬一捧湖水喝下后又
问味道如何，徒弟说，很清爽啊！智者说，人生的许
多事情就好比这罐盐，放到一碗水中尝到的是苦涩，
而放到一湖水中尝到的是甘爽。

故事告诉我们，不能让自己的心境局限在一个
狭小的空间、一件具体的事情，视野开阔，心如大海，
就不会再为一时一地的琐事和困难所累。

增强欣赏的能力，还需要我们在欣赏与批评、个
性张扬与理解宽容中寻找到一个平衡点。社会是由
形形色色的人组成的，你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不做
自己不喜欢的事，也可以对自己看到的、认为的“不
合理”和“不如意”的事发表意见、进行批评，但你绝
不能让所有人都认同你的爱好和标准。社会需要理
解、宽容，才能和谐。

人，要明白自己只是社会的一分子，要“刚而无
虐，简而无傲”，不能让刚正走向暴戾的极端，不能让
简洁明快变为妄自尊大，保持负责的立场、平静的心
态、宽容的胸怀、温和的表达，就能使自己在人生的
路上从容而行。

“慢慢走，欣赏啊！”

新书架

《顾中一说：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吃》

毛昆仑

我们越来越注意身体健康，貌似精通很多养生知
识，但有一些“养生小窍门”怎么想都觉得不靠谱。

合理饮食是一个人健康的基础，现在网络信息很
发达，大家能够接收到太多的健康信息。但因为这些
信息的碎片化，不能够很好地指导一个人的饮食健康
管理。顾中一的这本书非常通俗地给大家讲明白了如
何安排饮食、如何辨别网络上的健康流言。

影视谈

诚意的结晶
——电影《狼图腾》观后

每逢元旦、春节，总有不少“贺岁
大片”上演，但本人很少感兴趣。这倒
不是自己不爱看电影，而是每次因受
广告所惑，花几十块钱看一场电影，往
往是乘兴而去，扫兴而归。

春节期间，女儿推荐我去看一部
电影大片——《狼图腾》，她读过同名
原著，是姜戎写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到内蒙古插队时，亲身经历的关于牧
民与狼相处、搏斗的故事，十分神奇和
惊险，也很真实，寓意也比较深刻。这
部电影是法国一位大师级导演改编执
导的，想必也很值得一看。经不住女
儿的反复鼓动，我便和老伴随同女儿
走进了影院。

原本就没什么期待，不料这部电
影一开始，就紧紧抓住了我们的心。
3D银幕上，不时出现的广阔草原、蓝
天白云、奔驰的骏马、大片的羊群，令
人目不暇接。最夺人眼球的，还是那
些凶相毕露的草原野狼，特别是当故
事的主角遭遇狼群时，双方对峙、剑拔
弩张的场面，还有牧民与野狼共存，以
及与狼激烈搏斗的场景，看得人心惊
胆战，如临其境。

散场之后听到不少观众议论，觉
得这部影片无论是主题，还是故事情
节、主角演技、拍摄实景，都达到了
相当高度，可说是近年来少有的好
电影。

我觉得这部电影之所以受到好
评，并非偶然。据阿诺导演讲，2008
年当他读法文版的《狼图腾》时，便对
这一题材爱不释手，当即决定放弃正
在执导的另一部影片，接拍了《狼图
腾》。此后，他用了 5年时间打造，深
入背景地调研，与作者商讨修改剧本，
寻找选择拍摄场景。特别是确定用草
原野狼作为影片主角，并非一件易
事。观众从银幕上看到的那些蒙古野
狼，无不野性十足、龇牙咧嘴，但也像
是训练有素，与导演和演员配合默
契。在影片的几个场景中，如在风雪
之夜狼群围剿军马、狼群深夜越墙袭
击羊圈等情节，狼们表现优秀。这些

“主角”在屏幕上的出色表现，无疑是
驯兽师们长期训练的结果。据报道，
这应归功于来自加拿大的驯兽师安德
鲁·辛普森，他几乎花了 3年时间，集
中训练了 100只野狼，最后才选出 20
只出类拔萃者参加了拍摄。这其中的
艰难困苦，实在是常人莫及的。

看罢电影，我从一些报刊上看到，
这部影片的阿诺导演，被人称作“不急
的导演”，虽然他在国际上已是久负盛
名，但他拍片从不急于求成，而是反复
磨炼，精益求精，每部作品都不惜耗时
费力。这部影片的拍摄，他竟然花费
了整整 5年时间，可谓“5年磨一剑”。
如果加上前期预备工作，几乎用了 7
年时间。因为他创作态度非常认真，
他的敬业和执着精神，他执导的每一
部影片，无不赢得良好口碑；他的一部
部作品，都能给观众带来艺术享受，足
以让同行侧目。

近年来常听到人们抱怨国产电影
缺少精品，有的说是“创作环境不宽
松”，有的感叹“缺少资金”，或者归咎
于演员“片酬过高”等等；相反，却耗费
巨资拍摄那些假、大、空或者形式主义
的影片；有些人把目光紧盯在票房上，
一切以追求高票房为宗旨，一味迎合
市场，虽说影片数量不少，票房收入不
菲，但产品质量平庸。如此下去，别说
我们这些老年人，就是中青年一代，也
难免会视觉疲劳，不愿再去电影院了。

一部优秀影片，需要制作者的认
真和诚意，需要把艺术创作和观众放
在第一位。所以，从影片《狼图腾》中，
你会看到，只有认真对待观众，观众才
会真诚对待影片。

慎廷凯

小小说

孝顺
侯发山

年关过后，天气暖和了，老张和老
贵两个老伙计凑到一起晒暖儿。

说着说着，又扯到了子女们的身
上。老贵祖上积德，五男二女，都在城
里混。老张羡慕不已，常说老贵有福
气。老贵说，人模狗样的，有啥可炫耀
的。老贵有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嫌疑，他
说话的时候，掩饰不住满脸的得意。

老张说，老贵，今年过年儿女们都
给你弄的啥？哪个儿子孝顺？

都不赖。老贵咧嘴一笑。
老张说，说说嘛，老哥又不抢你的。
老贵说，大儿子在单位值班，没有

回来，给我寄了两千块。
老张点点头：你过年花不完。老二

呢？
老贵说，老二打了电话，说年关正

是做好生意的时候，不能回来。给打了
五千块。

老张说，不孬，老二平时也没少给
你打钱。老三呢？

老贵说，老三带着一家三口去海南
旅游了。今年的年货都是他给办的，吃
的喝的拉了半汽车。呵呵，孙子在微信
里给我磕头呢。龟孙子，逗着呢。

老张说，年轻人嘛，爱耍。老四呢？
老贵说，老四也忙，没有回来。年

前回来一趟，屁股没暖热就走了。给我
买了一个按摩椅，据说好几千块呢。

老张说，听说那玩意不错。有病治
病，没病健身。我给儿子要了几次，他
也没给我买。

老贵说，我家不是有吗？不用买。
我还没拆封呢，你啥时想按啥时去。老
伙计了，跟我客气个啥？！

老张说，中，中，中。
老贵说，两个闺女年前回来一趟，

一人给了我一千。
老张说，也不少。老五孩呢？他给

买的啥？给了多少？
提到老五，老贵的鼻子眼睛都溢出

了笑，说老五啥也没给买，家里啥都有，
也不缺啥；也没给我钱，不是他不给，是
我不要……他今年回来陪我过年了。
这个孩子年年回来陪我过年。

哦。老张似乎有点失望。
老贵觉察到了老张的失望，补充

道，老哥儿，我觉得，在这几个孩子当
中，老五最孝顺。为啥这样说呢，钱我
不稀罕，东西我也不稀罕……我稀罕的
是人。老五给我洗洗脚，剪剪脚指甲、
手指甲……说着，老贵拿袖子去抹眼
角，好像那里有什么似的。

知味

炸带鱼
此 木

高中几个哥们儿要来我家里聚会，
提前几天就在群里吵吵着吃什么菜喝
什么酒，最后突然有人冒一句：“姐姐，
能不吃炸带鱼吗？”

三指宽的带鱼，切段抹盐，15 分钟
后裹面油炸，关火捞出后再次回锅炸
酥。这就是我小时候最期待的美味
了。可是我老妈最讨厌做鱼，所以它出
现在餐桌上的概率少之又少。越吃不
到就越向往，我对炸带鱼的热爱随着年
龄与日俱增。

高三那年我开始接受正规的美术
培训。要在一年内从零基础达到艺术
专业考生水平，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没办法我偏科太严重，完全没路
可退。所以那一年，本菜鸟低头拼了
命地画……偶尔抬头的时候，我跟大
李和小王就非常默契地爬墙出校园找
吃的，这种搭伙觅食的习惯一直保留
到现在。

大李是个富二代，有钱。每每我们
吃几顿烧饼米线之后，他都会带着我俩
下馆子叫俩炒菜。每次我都点炸带鱼，
幸福地啃着。时间长了，大李小王看见
炸带鱼就想撞墙，而本姑娘依然满脸幸

福地啃啃啃。高三的日子特别难熬。
回忆起来，现在能记得的就是那些脏兮
兮的水桶、五颜六色的颜料盒、堆成山
的卷子和一盘金灿灿的炸带鱼……

之后大学、工作、结婚生子。等我终
于有了自己厨房的时候，炸带鱼便经常
出现在餐桌上了。娃她爹不明白为什么
我那么爱吃这个，但他还是为此常备了
一桶专门炸带鱼的油。工作忙碌在外解
决三餐时也常点一盘给我啃。渐渐的，
炸带鱼成了日常菜，那种稀缺时的偏执
嗜好也归于平静。像极了爱情——初识
不能常伴左右时抓心挠肺的绕指柔情、
长相厮守后每日相对的安静平淡。没变
的是带鱼，变了的是生活。

某姑娘登高一呼，弟兄们又聚在饭
店。等菜一上，大家都笑了：炸带鱼。

分筷子的大李：“放此木那儿！”转
桌子的鹤爷：“又是炸带鱼。”迟到的老
齐：“都夹她碗里！”他媳妇一挥手，全夹
我盘子里了。然后她笑眯眯地：“虽然
不知道为什么，但他们都让夹给你。”

呵呵，好幸福。
生活就是这样，一块带鱼也能让你

心满意足，多好，一切都刚刚好。

商都钟鼓

舌尖期待安全
高玉成

前不久，一位从国外回来的朋友说：外国人对中国人
买他们的奶粉，很鄙视。我感到奇怪：怎么会鄙视？中国
人帮他们刺激消费，赚取外汇，不领情倒也罢了，何至于鄙
视呢？朋友说：你有所不知，现在有人出国，疯狂地采购奶
粉，再加上移居国外的一些人也帮着亲友买奶粉往国内
寄，甚至往国内倒卖，把人家的奶粉都买空了，影响了人家
国内的奶粉供应。

哦，既然如此，那我倒认为受鄙视的不该是买奶粉的
中国人，而是制作伪劣奶粉的中国商人！他们搞得国人对
国货信心全无，跑到国外疯抢奶粉。中国的某些商家爱钱
爱到没底线、没了社会责任感。害得咱老百姓上街不是看
什么好吃，而是看什么要命；不是看什么有营养，而是看什
么有毒害！

“民以食为天”，舌尖上的安全是民生最大的安全。
大家都在用自己的舌尖认识社会，又用自己的认识影响
社会。如果大家总在担心吃什么伤身，喝什么害命，他们
带给社会的，就会有愤怒、不满、悲观、失望；反映到外国
人那里，就是鄙视。

食品安全这个事儿在我们老百姓看，并不复杂，只要
严肃制度、严格监管、严厉打击，就一定有效。但据说问题
没那么简单，因为这中间还有各种各样的“利益链”，管得
紧、管得严了，“利益链”上就没有“利益”了；坦率地说，正
是某些管理者和商家一样钱迷心窍，姑息纵容，从中渔利，
才导致问题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

新形势带来了新希望。十八大以后，党中央剑指腐
败，老虎苍蝇一齐打，全国为之震动，风气为之一新。点赞
之余，我们也期待这把利剑能早日指向食品安全问题，“横
扫千军如卷席”，让孩子喝上放心奶，让群众吃上踏实饭，
让老百姓过上更有质量、有尊严的生活！

开泰图 清郎世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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