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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都看向我，二位老师
也看向我，我的眼眸迅即又恢复
了棕黑色。我一时忘记了自己的
问题了。

艾子琼的自我介绍，将我们
之间的差距拉开了。她竟然已经
有了考学前拍过二部电视连续剧
的经历了。对她羡慕的同时，同学
们的内心有点泛酸。郑典不知为
何狂放地笑翻了，她的尖锐有时
让人吃不消。

“不会是当群众演员吧？这
么说，我也拍过好几部戏了。”她
的小麦色皮肤像绸缎似的，细胳
膊和细脖子美得不可理喻。

“不是。我演的是主角。”艾
子琼平淡地说，一丝冷笑擦伤了
郑典的丝绸皮肤。

郑典和艾子琼为此打下了
死结。青春年岁，连回避都不会，
迎面碰上就发生了。

郑典除了自我介绍的那部
分，还有另外的一部分是不能示人
的，她高中毕业之后，在老家的酒
吧驻唱了一年，才考上电影学院。

顾青青是班上年龄最小的，
这倒是完全没有想到。她发育良
好的高耸乳房和性感红唇，早先

就在我的脑海留下成熟印记。在未
满十八岁年龄的映衬之下，我无法
不想到“过度发育”这几个字。

至于班上另外的同学，也各
有各的特色。

黑小撅和我很投缘，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韩非针对我俩名字的
非议恰巧变成了助力。反正他惯
常凝重的表情，在面对我的一刻
就消散了厚厚云层，看上去澄明
清朗了不少。黑小撅为了向我明
示我在他的心目中，和别的同学
的地位不同，私下告诉了我一个
他个人的秘密。那是有关他撅屁
股的问题。

“是直肠的压迫导致的。我
原来也想不通。”黑小撅对我说。

“会不会是个子高的原因
呢？”我问。

“绝对不是，个高的人多着
呢。已经被诊断了，正在治疗呢。”
然后他对我讲了一串中药方子里
的名词，看来治疗他这个病和泥
土、花、草茎等有着些关联。

表演系有四门主修课程：表
演课、台词课、声乐课、形体课。这
四门课在一周的课程中轮番出现，

一开始还真有些应接不暇，当然还
有些别的课程，如艺术修养、英语、
化妆、体育等等。除这些之外，还有
一个似课非课、似学且乐的每周二
次的规律性观摩活动——其实就
是看电影啦，周二看两部外国片，
周三看两部中国片。这个活动特别
受到各系同学的欢迎。

出了学院后门，是一条幽长
的小径。我尤其喜爱这条小径，不
知道是从哪一天开始的，叶路凡走
到了我的身旁。他是高我一届的表
演系学生，也是我第一天晨练侧斜
着撞上的男生，这还是在他后来的
提示中我想起来的。这青春的一
撞，缺少特殊性，年轻男女时有发
生，我不觉得有什么稀奇。

叶路凡是北京人，偶尔会从
五楼宿舍跑到四楼的女生宿舍串
门，因为早入电影学院一年，他对
学院的生活已经了如指掌。很长
一段时间，叶路凡对于我是一个
很好的陪伴。反之也是。

看完两部电影，这时时间往
往是晚上九点多。叶路凡和我一
起往原路返回。我们有时拖沓着
走得尽可能的慢，不知道是不是

害怕回到面貌单一的宿舍的缘
故，还是舍不得虚幻的那部分迅
速地退潮。看着同学们渐渐地在
路上散尽，北京电影厂前面的那
条马路和拐进去的那条小径就成
为我们的天下。我们坐在马路牙
子上，黄色的面的从我们眼前飞
驰而过，车尾灯和路灯为夜晚的
马路营造出一个电影的场景，我

们像这个场景里的演员，望着尘
埃的飞旋和路途的无限延伸，跌
入青春无涯的虚妄之中。

光影中的脸
辛苦是个摄影系的男生，他

在暮色中向黑小撅走去，他的个头
和黑小撅不分上下，但看着比黑小
撅还要高些，这是因为他颀长俊雅
的姿态决定的。不仅如此，他还披
散着一头披肩长发，垂直度姣好，
潇潇洒洒地在脸庞两边自然晃动。
辛苦的容貌和他的名字一样在暮
色中难以理清头绪，却具有遽然而
至的震撼力。他走到公共窗台边，
站在侧坐着的黑小撅的身旁。

两个男生默默无语，望着楼
下来来往往的人流。

辛苦从裤兜里掏出一包最
便宜的香烟，抽出一支默默地吸
着。他没有递烟给黑小撅。

烟雾袅袅地升腾，像黄昏的
炊烟袅袅升腾。烟雾也像一道逶
迤的光线，照亮与遮蔽着什么。

窗外相同的风景，投射到他们
的心头，产生了不同的底色和风景。

两个男生就是两个世界。
校园里出现了周教授，他也

是资深电影人，他穿着白色高领

毛衣，外面套着英式亚麻西服，一
条红围巾随意地搭在胸前。有时
他还会戴上那顶呢格子的鸭舌
帽，那顶鸭舌帽一出场，课堂上的
男女学生内心都会尖叫着处于眩
晕状态。周教授的银色头发迎风
招展，如同隽永的银丝线勾拨着
蓝蓝的天空。周教授教授电影剪
辑课程，还有“电影时空结构中的
声音”等专业性论述的公开课，表
演系没有安排周教授的小课，黑
小撅混迹在导演系学生的队伍里
亲近周教授的课堂声音。

黑小撅看着周教授站定在大
操场前面的空地上，若有所思地想
着些什么，然后拐了一个弯往表导
楼的方向走去。黑小撅和身旁的辛
苦交换了一个眼神，辛苦朝着周教
授的背影展开浅浅的笑容。

一个瘦长瓜子脸、分不清她
是老师还是学生的女子，格外引起
黑小撅的注意。她看上去比学生成
熟太多，与老师比又显得稚嫩了
些。她只是昂着小脑袋，穿着紧身
黑裤子，窄窄的上衣，既骄傲又不
屑于骄傲地穿梭而过。有一次，她
猛然间抬起头仰望上方，差点和黑
小撅俯视的眼神像搭扣般扣上，黑

小撅及时地退缩了，躲过了那个他
不敢接住的眼神。过后，等到他惊
魂难安地慢慢探出头去时，她的身
影早已掠走了。黑小撅后来始终认
为这个女子是他性启蒙的对象，让
他几欲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

辛苦是转校生，原来在政法
学院经济系学习，半个学期下来
做了很多出格的事，关于他的传
闻是在他和黑小撅认识不久才慢
慢从校区外部传播进来的。对于
黑小撅的询问，辛苦从不道出事
实真相，紧闭尊口。

辛苦的名气在校园里不知
不觉地变得广阔。他的黑色套头
毛衣，拉扯出很多个小线头，竟然
成为校园时尚。辛苦的脸庞真正
地清晰起来——他的俊美看似平
滑，其实疑点多多，就像毛衣表面
上的小线头似的，繁杂而茂盛。那
是一张怎样的脸庞啊，黑小撅盯
着他看了很多次，一次比一次感
到由衷的惭愧。如果黑小撅和辛
苦的专业来个互换，那会让黑小
撅安心很多。辛苦完全是该进表
演系的，却在摄影系里耽搁光阴，
就像黑小撅在表演系耽
误光阴一样。 2

连连 载载

那时候，他们在一个公司上班，她坐在
门边，旁边有一盆栀子花，花儿谢了，只留
下碧绿的叶子，让人怜爱。

工作的时候，他老是走神，呆呆地看着
她的背影出神，她骄傲得像一只天鹅，走路
目不斜视，一笑脸蛋上还有两个深深的酒
窝，很可爱，听说公司里有很多勇敢的男士
都被她拒绝过，自己凭什么喜欢她？

别人问他，你呆呆地看什么呢？他醒转
过来，满脸通红，像被人捅漏了心事，张口
结舌地说，我看花儿呢，栀子花。大家都笑，
说他不老实，花儿有什么好看的呢？他红着
脸，低下头。

有一天下班的时候，外面下起了雨，她皱
着眉头，看着被滞留在一楼大厅里的人们，他
也没走，站在离她不远的地方，可是他的手里
有伞。她非常主动地说，你送我去坐公车吧？
他意外地惊喜，点了点头。

去坐公车，也不过2分钟的路程，两个人在
一把伞下，彼此离得那么近，不由得心跳加快。

雨似乎越下越大，而伞整个倾斜在她一
边，她的身上没淋湿一点，可是他的衣服几乎
湿透了。他却问她，你没有被淋湿吧？她掩住
嘴笑，说，自己都淋湿了，却问我？

后来她把这件事当成笑话讲给同事听，大
家都笑，说，真的有这样的呆子？

有一次公司组织秋游，去郊外爬山。下山
的途中，她不小心崴了脚，疼得眼泪都流下来
了，赖在地上不肯起来，他自告奋勇背她下
山，她皱着眉头勉强同意了，伏在他宽厚温暖
的背上，大约忘记了疼，伸手去摘树上的叶
子，本来就心慌意乱的他，脚下一滑，摔倒在
地上。

那段路刚好是下坡，由于惯性的作用，他
一下子甩出去老远。他爬起来，急忙抓住她的
手，紧张地问，你有没有摔疼？有没有受伤？
都是我不好，脚下一软就摔倒了。说到后来，
他几乎是很小的声音在嘀咕。她先是吃惊地看
着他，而后忍不住大笑起来，笑得抑制不住，
弯了腰。

她抓住他的手说，我在你的背上，有你这
个海绵垫子，怎么会受伤，怪不得别人都说你

呆，果然不假，你看看你的手，都渗出血了，
你看看你的裤子，磕破了一个大窟窿，倒在这
里关心我受没受伤，你怎么这么傻啊？

他低下头，不好意思地笑了。
回到办公室里，她把这件事情当成笑话讲给

大家听，一个年龄较大的大姐用过来人的口吻对
她说，傻丫头，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傻吗？是因为
那个傻小子喜欢你，所以才会变得这么傻。

她没心没肺的取笑戛然而止，傻傻地立在
那儿，是了，因为她坐在门边，所以他是办公
室里最勤快的人，一趟一趟地去关门，怕她
冷。因为她不爱吃正餐，所以，她办公室的抽
屉里总是有巧克力，怕她胃寒。因为她总是喜
欢穿高跟鞋，有一天她竟然发现桌子底下有一
双绵软的布鞋，是他特地为她准备的。

爱一个人爱到极致就会变傻，思维就会短
路。她的脸上漾出幸福的笑容，低下头，看着
身后的那盆栀子花。

后来他们结婚了，喜宴上，别人出难题，
让他们共同咬一只苹果，他几乎没有加思索地
就把苹果叼在嘴，嘴里塞得满满的，还在傻傻
地笑，她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放下苹果，
附在她耳边说，怕你出丑呗！

她捂着嘴吃吃地笑，笑着笑着，不知怎么
眼泪就落下来了，她说，你怎么那么傻呢？

听到一个破镜重圆的故事。
朋友捡到了一部手机，怎么联系

失主呢？朋友在手机通讯录里翻找，
希望找到一个适宜的人，比如失主的
家人，然后将手机还回去。通讯录里
有个人的名字很奇怪，叫“亲爱的”，朋
友想，这一定是失主最亲的人，找到他
（或她），就能轻而易举地找到失主
了。于是，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是个
女的，一点不客气，“你还打我电话干
什么？”显然是把朋友当成手机的主人
了，朋友赶紧问她，你认不认识这个号
码的主人？女的听出是陌生的口音，
迟疑了一下，回答说，认识，但我们已
经离婚了。问，你怎么会有他的手
机？朋友解释说，手机是我捡到的。
女的说，那你应该直接还给他，为什么
打我的电话？朋友笑笑，是这样的，你
的号码在他的手机里存储的名字是

“亲爱的”，我想，你应该是他最亲的
人。所以，我就拨打了你的电话。

女的一下子沉默了。过了半晌，
女的柔声问，你刚才说，在他的手机里
我的名字是“亲爱的”，这是真的吗？

朋友郑重地点点头，是的。
女的哭了。
失主很快联系上了。然而故事并

没有完。将手机还给失主的时候，失
主告诉朋友，接电话的那个“亲爱的”，
是他的前妻，他们的感情一直很好，但
半年多前，因为一件琐事，两个人闹翻
了，谁也不肯让步，最后，竟至离了
婚。离婚之后，他就后悔了，但他磨不
开脸，所以，一直也没有主动找过她。
他将手机里她的名字，由原来的“老
婆”，改成了“亲爱的”。

故事仍然没有完。离婚之后，她
也很懊悔，但她也不好意思退一步。
直到得知在他的手机里，她的名字叫

“亲爱的”，她再也控制不住，主动联系
上他。两个人相拥而泣，破镜重圆。

在我们的手机里，都存储了很多
电话号码和名字，亲人、朋友、同学、战
友、同事以及诸多偶尔联系过的人。
在存储他们的电话号码时，你会用什
么名字？亲人和亲戚，一般都会直接
用称呼，比如“爸爸”“妈妈”“老公”“老
婆”“儿子”“舅舅”“姨妈”等等，其他的
大多用真名。但也有人，会别出心裁
地为每个人取一个特殊的名字，住在
手机里的人名，因而也五花八门，十分
有趣。

我有个同事，给亲人存储的称谓
前，都加了一个“阿”字，如“阿老爸”

“阿宝宝”“阿老婆”“阿外婆”等。为什
么要多出这么一个“阿”字？同事笑着
说，加了一个“阿”字后，他们的名字在
通讯录里就都是排在前面的，这样，找
他们的号码打电话时，就方便快捷
了。手机通讯录里的名字，都是根据
第一个字的英文字母排序的，这样一

“阿”，不但显得亲切，而且也确实都排
在了前面。同事真是一个有心人。

有个“气管炎”，老婆偏偏又喜欢
翻他的手机，没办法，为了避嫌，他就
把所有的女同学、女同事以及带有女
性化的名字，一律都改了，如“霞”替换
成“侠”，“菲”替换成“飞”，“丹”替换成

“单”，“蓉”替换成“荣”。相比之下，另
一个有点花花肠子的朋友显得更狡
黠，他有几个红颜知己，但在手机里，
一个叫“王科长”，一个叫“赵经理”，还
有一个叫“黄总”。

住在你手机里的人，你都给他们
取了个怎样的名字？那是一个窗口，
照见的是你内心的一个角落。

据说，有居民小区的地方就有中国大妈，
有大妈的地方就有广场舞。

这话并不夸张，广场舞已成为丰富群众文
化生活的一个重要阵地。社会生活潮起潮落，
多姿多彩。不知从何时起，这种中老年健身舞
蹈，忽如一夜春风来，以一种全新而便捷的艺
术姿态，横空出世，亮丽炫目，很快席卷了城
市的社区广场、街头巷尾、车站码头、公园湖
滨。和着昂扬明快的节拍，扭动丰腴健美的臀
与腰，广场舞欢乐着大妈，感染着市民，美丽
着生活，传递着不服老的精神，释放着热辣、
奔放、激情、柔美的情怀，张扬着蓬勃律动、
激情四射的生命活力。

投身广场舞的人数，据说全国达一亿之
众，多么壮观的队伍！

广场舞起于民间，主力军是身姿已不那么
婀娜，但却人老心不老、精神焕发的大妈们。
有人将这一喜乐现象，称为“大妈的崛起”。
只要有一片空地，有一支“神曲”，有一群老
姐妹，便可随时布阵、翩翩起舞。广场舞发轫
之初，大妈们真的很业余，舞步不那么雅驯，
有的还不上路、像下饺子，表情早失芙蓉面，
乱踩节拍难为情，带出几丝少女的羞涩。没人
把她们太当一回事。可她们并不气馁。曾经沧
海难为水，没有大妈们过不去的火焰山，“崛
起”终归势不可当。持之以恒，几经历练，百
折不挠，愈舞愈健，而今，大妈虽还是大妈，
广场舞早已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了。她们鲜衣

丽服，轻点绛唇，天然样、淡淡妆，生就的汉
家女模样，一笑百媚，翩若惊鸿，舞技舞姿更
加炉火纯青、出神入化。不仅跳出了规模与韵
味、气势与感觉，渐成气候后还强势出击，问
鼎“春晚”，甚至走出国门，独步江湖“攻城
略地”了。难怪连外国人也五味杂陈、惊诧莫
名，直呼“中国大妈的广场舞来了”！

广场舞的确是中国大妈们的艺术创造，让
人刮目相看。说是生话景观也罢，说是文化现
象也罢，终究透射的是文明进步、时代风尚，
展现的是老年人的精神风貌。在快节奏的都市
生活中，铿锵舞步演绎的则是消闲的变奏曲，
自娱自乐、强身健体、自我宣泄、积极向上，
是大妈广场舞的应有之义。别看大妈们风华不
再，也说不上“舞生金莲步，歌啭玉堂春”，但
那精气神，绝对不输当年。潇洒舞一回的大妈
们，只要乐曲一响，便英姿勃发、魅力再现，
仿佛有了“穿越感”与“成功感”，面对逝去
的难以释怀的青葱岁月，终于又找回了人生的
自信。

在一片惊羡的目光中，广场舞也面临着与
生俱来的尴尬与纠结，那就是噪音扰民。

想想也是。晨曦初露，回笼觉正甜，广场
舞的乐声却弥散开来，搅得上班族、晚睡者清
梦难续。晚上更别说了，尘嚣甫落，市声渐
隐，广场舞曲便又四处响起，有的分贝简直

“爆表”。消闲的人们自可当风景一般看，可有
老弱病人、习课学生的人家，哪能不心生烦

忧、叫苦不迭？于是交涉、反映、抗议，反复
协商、沟通、解释。怎奈各有立场、各持己
见，龃龉不断，难以达成共识。是开心还是闹
心？是支持还是反对？围绕着广场舞的争论，
一直众说纷纭，夹缠不清，莫衷一是。其实，
大妈们还是深明大义、通情达理的。据说高考
期间，为了孩子们的前程，大妈们就自觉“休
舞”三天，偃旗息鼓，阒寂无声。

那么，怎样才能找到照顾各方利益、满足
不同诉求，使舞照跳、觉照睡，两全其美呢？
俗云好饭不怕晚，好消息来了。前不久的九月
六日，文化部等四部委联合发声，要求将广场
舞纳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并针对社会关心的
广场舞噪声扰民、活动场地缺乏、管理不规范
等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具体措施。最大亮点
是，明确要求各级政府要为广场舞创造良好条
件，确保硬件设施到位。作为一项惠民夕阳工
程，终于找到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皆大
欢喜的结合点。看来，心系民生，真正作为，
办法总比困难多，问题并不难解决。

起于草莽的广场舞，自我管理的大妈们，这
下算是找到了“组织”，终于“扶正”。大妈们
笑了。

以欢乐旷达、身心双修为精神追求，以与
众不同的文化自觉、健朗心态大火的广场舞，
以昂扬热情、满怀信心拥抱这个世界的大妈
们，一定能精益求精，跳出最炫的“文明风”。

大妈们的广场舞，玩得越来越high了！

“大妈”们的广场舞
宋子牛

先说《兰亭序》及其作者王羲之。
王羲之，东晋书法泰斗。自幼苦练书法，

日久，用于清洗毛笔的池塘水都变成了墨色。
他广采众长，备精诸体，自成一家，其风格自
然平和，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世人常借
用曹植《洛神赋》“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
曜秋菊，华茂青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
飘兮若流风之回雪。”来赞美王羲之的书法之
美，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书苑文人。在书法
史上，他与其子王献之合称为“二王”，而被
后人尊为“书圣”，其代表作有《兰亭序》等。

《兰亭序》，又名《兰亭宴集序》《临河
集》《禊（音 xi）帖》。东晋穆帝永和九年
（公元 353年）三月三日，居住在会稽山阴的
文人雅士，诸如谢安、孙绰、支遁、王羲之等
41 人，云集于兰亭举行“修禊”之典。会上
纷纷推杯换盏，饮酒赋诗，即兴写下了许多名
章佳篇，后将其汇编成集。《兰亭序》，就是
王羲之受命为这一诗集写下的序文。全文共
28 行 324 字。这是他 50 岁时写下的得意之
作，造诣很高，独树一帜。后人对此评赞道：

“右军字体，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
然，故古今以为师法。”到唐代，其真迹被一
个叫辩才的和尚收藏。

唐太宗李世民喜好书法，尤对《兰亭序》
崇尚有加。为获得这一书法珍品，李世民绞尽
脑汁，在强取不成后，便派监察御史萧翼装扮
一书生与辩才和尚亲近，经过多方周折，终以
智谋骗取了《兰亭序》真迹。之后，唐太宗便
敕许侍臣赵模、冯承素二人精心摹制一些摹本
分赐给一些皇族与宠臣。据说《兰亭序》的真
迹，在李世民死时作为殉葬品陪伴唐太宗永绝
于世。但是，五代耀州刺史温韬将李世民的昭
陵盗窃后，却没有发现《兰亭序》。有人猜
测，《兰亭序》十有八九藏在乾陵武则天的陵
墓里。其根据是在乾陵一带的民间，早就有

《兰亭序》陪葬武则天一说。后来流传于世的
《兰亭序》多是赵模、冯承素的摹本。此摹本
摹写精细，笔法、墨气、行款、神韵、纸张
等，均几近真迹，可以乱真，是公认的最好
摹本。

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在《兰亭序》中已臻完
美，达到最高境界。作者的气度、神韵、襟
怀、情愫，在作品《兰亭序》中均得以充分
体现。

李世民与《兰亭序》
程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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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爱而傻
积雪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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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
手机里的人

孙道荣

笔随随

桃溪浅处不胜舟（国画）陈 华

梅（国画）吴洪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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