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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了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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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然后然后”何时休》一文颇有
同感，忍不住要再附议几句。
我们的耳朵由于“然后”的折磨遭

罪久矣，而且还在不由自主地继续接受
这种语言的污染。“然后”已经
成为了不少人特别是年轻人的
口头禅，说话间时不时地莫名
其妙地来上一句“然后”，接着
又是“然后”，极致状态是一句
一个“然后”，“然后”成为了语
句之间万能连接词，上下句之
间不管是转折还是递进，无论
是连接还是感叹一律用“然
后”，我们丰富多彩的语言文字
忽然间显得如此乏味，语句之
间由于“然后”这个逗号的存
在，没有了抑扬顿挫的感觉，有
的只是平铺直叙。还有人觉得光用“然
后”这个口头禅、过渡句还不够有劲道，
于是将“然后”与“……的话”这个口头
语嫁接在一起，变成了“然后的话……”
似乎这样才更富有语言的强调性。
我曾经试图纠正有的年轻人的这种

糟蹋听者耳朵的表述方式，让其该省略
时就省略，该用转折句时就用转折句，该
用递进句就用递进句，结果这年轻人竟
然前言搭不上后语，不会讲话了。糟糕
的是很多人滥用“然后”而并不自觉。
出现这种语言现象的原因在哪里

呢？我想第一个原因是表达时思维不连
贯，出现卡顿时自然而然地用“然后”过
渡一下，有时候讲话人还需要拉长或加
重语气说出“然后”，给自己一点思考的
时间，激发自己去思考后面的话。第二

个原因是当今社会存在的简化偏好，一
些人不注意或不屑于训练自己的表达
能力，不在意自己语言的严谨性，用一
个“然后”就把语句之间的所有连接关
系都解决了，何其随意、简单。第三个
原因是受外来语的潜移默化，英语口
语中喜欢用“and”过渡，在我们这里就
变成了“然后”。

古往今来，我们在学校的
语文教学中都受到过专门的训
练，严格的老师在小学阶段就
不断地纠正孩子们的遣词造句
中的缺点和错误。大家都知道
这样一个掌故，有个学生作文
中使用“而”字不恰当，老师几
次纠正无果，于是老师在批语
中写道“当而不而，不而而而，
而今而后，而而而已”。如今我
们实在不愿看到年轻人说话只
是“然后”而已。
我们应该自觉地纠正这种

“然后”的滥用，首先是学校里的老师
发现孩子说话时有这种滥用的情况就
要及时指出，不能让其沿袭成习惯。我
们的学校里要多组织一些演讲之类的
比赛，启迪孩子们用丰富多彩的语言文
字表述事情和情感的追求及兴趣，有意
识地训练学生们的思维和语言的严谨
性。我们在学校里要加强语文的教学，
尤其是语法的训练，对于一些有语法错
误的表述要及时指正，以免以讹传讹。
中国的语言文字是很唯美的，丰富

多彩的语言文字赋予了国人生动表达的
种种可能。当今的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
应该为之骄傲自豪，并且将其传承好并
加以发扬光大。如果我们无视“然后”之
类的滥用，我们美好的语言文字也许真
的就很少有然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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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新落成的徐家汇书院里，一
座由读者归还的书码成并缀以灯光的书塔
引人注目，那是源自三年前徐汇区图书馆因
闭馆修缮而策划的“把徐图带回家”活动，约
定读者可以一次性借阅100本书，开馆后归
还。从“小别离”到“小团圆”，书与人的相伴
又会发生多少有意思的故事！
当时我们都被这个创意惊艳了。一位

友人得知后，第二天就驱车前往，在闭馆前精
挑细选了一大箱书带回家。这位友人是沪上
第一批外企首代，后下海自己开公司，曾做得
风生水起。某天他做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
决定，在40多岁事业上升的黄金期，悄然放弃
了光鲜的职场，回归家庭。日复一日，为耄耋
之年的双亲煮饭，陪伴他们聊天、散步。在风
轻云淡的日子里，他发现博尔赫斯心目中天
堂的模样，确实美妙无比。附近的图书馆成
了他的圣地，每周挑选几本心仪的书籍，在侍
奉双亲的间隙细细品读。偶尔外出放松几
天，旅行箱里书和红酒成了最佳搭档。十余
年光阴倏然而逝，他依然住在简朴的老房子
里，增添的除了两鬓的银丝，还有眼神中的
睿智与沉静。陪伴与阅读，为平常的日子镀
上了金色。也许他错过了很多风景，未曾错
过的是陪伴生命的每个晨昏。

作为出版人，可谓阅书无数，有一本朴
素得近乎寒碜的“书”却令我难忘。那是老
同事相赠的“人生之书”，记载着他从小到大
的人生历程。小学成绩单，事业转折期的工
作报告，单位分房通知书……他以独特的方
式，收藏了人生的点滴。老同事一家三代曾
居住在棚户区，逼仄拥挤不说，暴雨天还会
水漫金山。即使条件艰苦，他收藏的兴趣不
减，编辑部来稿的信封上经常会开“小窗”，

除了集邮，景点门票等各种但凡有点意义的
物件他都视若珍宝，乐在其中。很难想象，
当年身处陋室的他，是如何小心翼翼地呵护
这些收藏。看来收藏不仅是一种习惯，更是
源自内心对生活的珍视。日积月累的收藏
串起人生轨迹，沉淀下生活的甘醇回味。时
间的沙漏永不停歇，倘若心怀珍惜，岁月的
馈赠是如此丰厚。
数十年编辑生涯中，曾有位作者的人生

遭际，触动我为其写过两篇文章。这位作者
的姓氏联系着中国近代史上的好几位显赫

人物，他是曾任上海道台的聂缉槼的曾孙。
荣耀的家族，让他的童年生活无忧无虑。青
年时代他却被无情地卷入时代的洪流，打成
了反革命，妻离子散。囹圄中他凭着技术革
新以及画画的特长，苦熬七年。平反后本以
为苦尽甘来，不料第二任妻子罹患尿毒症。
为贴补家用，只在画室学过几个月的他，重新
拿起画笔。晚年他在崇明岛自己绘制设计图
纸，建造了一栋简朴的乡村别墅，圆多年之
梦。拱形窗边的外墙上，他妙笔画上了几只
栖息在枝条上的鸟雀，平添了几分生机，又在
屋后小河边搭建了一个钓鱼台。平时他虽独
自居住，却丝毫不感到孤寂。写作、画画、木
雕、书法，莳花弄草，忙得不亦乐乎。他把自
己的乡村别墅称为桑菲尔德庄园，虽然没有
简·爱，却有着无尽浪漫和晚晴风景。
如今，物质的丰赡以及互联网的发达，

为人们追求品质生活带来无限可能，去网红
地打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不出国门
欣赏到世界顶级的展览……无论选择怎样

的生活方式，找到属于
自己的灯塔，生命的航
道总会被照亮。

陈 苏

属于你的灯塔

这个春天，万物都在复苏。朋
友圈一眼望去，不少人在故乡和远
方。一种久违的舒畅，让景点入口
的长龙变得生动，让车站门口的杂
乱变得可爱。这个春节，我们一家
也开启了久违的跨省旅游。虽然只
是去到距离不足二百公里的杭州，
但可以不用顾忌学校的报备要求肆
无忌惮去远行，怎不令人兴奋？
疫情这三年，许多高校教

师被叫停了各种考察活动和国
际会议，有些老师甚至三年没
回老家，因为教育系统是防疫的
重中之重，大家自觉责任重大。老师
们不能流动的同时，学生们也憋屈了
太久。建军来自安徽黄山，之所以报
考上海高校，一大半原因是冲着这座
城市。他喜欢看展观剧，而上海是艺
术之都，是浪漫者的天堂。2022年，
因为各种原因，他没有看过一个展、
一场剧，抽屉里留存的仍是2021年
的票根。王军来自四川雅安。2022

年上半年，因为疫情，研三的他没能
返校，最终在成都找到工作。没能
和相伴三年的老师同学当面道别，
只能在朋友圈里惆怅“夜夜思君不见
君，共饮一江水”。前两天他还问我，
老师，学校门口的闸机撤了吗？
寒假最后几天，学校发布了开

学工作要求，其中提到认真落实“乙
类乙管”要求，进出校门不再查验核

酸、抗原和健康码。但校门口的闸
机还是没有撤去，这就意味着外来
人员进入学校仍然需要申报。这让
所有人都略感遗憾。
在我的印象中，大学之大，是

没有围墙的大。曾几何时，师大的
讲座、研讨会、毕业汇报演出总能
吸引外校学生、社区居民的身影。

一位校友毕业多年仍在师大附近租
房居住。用他的话说，可以蹭吃蹭
喝蹭讲座的生活多么美好。曾几何
时，师大的操场上总有着锻炼身体
的老年人和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夫
妇。满地撒欢的孩子们或许不
知道，这是父母在让他们提前
感受大学的书香满溢。曾几
何时，在美食App上还能搜到
各大高校的网红小馆，只要你
想去，大学就对你敞开大门。可如
今，即使校友想回母校走走，也只
能悻悻而归。
虽然无法随意进入校园，但终

究可以毫无负担地走出校园了。上
学期末，作为毕业生的晓彤和建军
没有急着返乡。即使顶着40摄氏
度的高烧，他们还是兴奋不已地向

我描述着：“老师，可以不用惦记做
核酸，可以不看绿码地进出公共场
所，那感觉实在太棒了！”“老师，上
博的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展启动
了。阳康后，我要去打卡我的2023

年第一展。”小周、玉源和小云是
2022年入学的新研究生。整整一
个学期，他们难得走出校园。防疫
“新十条”开始执行时正值学期
末，他们又急着返乡。这个春
节过后，他们都摩拳擦掌地返
沪开启新学期。玉源还没去过
上海迪士尼，小云想去看东滩

的飞鸟和芦苇荡，小周则对长江口
二号古船更感兴趣。而我已经想
好，这学期我一定要带他们走走上
海的老弄堂，看看上海的石库门，让
小店里飘出的生煎香气，告诉他们

什么才是上海市井的味道。
记得多年前，我们还在

教室里而不是线上讲《上海
史》。我告诉学生们，近代
上海腾飞的奥秘可以归结

为两个“外”字——外国人、外地
人，没有流动就没有上海。如今，
无论是纵横交错的大数据，还是
2022年最后一天外滩的人山人海，
无不向我们证明，万物互联是这座
城市迭代繁荣的基因，是永恒不变
的魅力。当春风吹起，我们要飞出
校园去相遇。

姚 霏

飞出校园去相遇

若干年前的一个深
秋，我来到了河北张家口，
群山苍茫，凉风萧瑟，环顾
大镜门长城及其标志性的
“大好河山”匾额，我拍了
几张照片上传朋友圈。友
人看后留言：“再出去就是
口外了。”他说得没错，也
让我想起了那首著名的山
西民歌《走西口》。
所谓口外，指的是河

北、山西、陕西北部的长城
上各个关口以外的内蒙古
地区。清朝初期，激增的
人口给可耕地造成巨大压
力。而山西一带的土地贫
瘠，生态脆弱，加之连年灾
荒，迫使许多人背井离乡，
跑到口外谋生，也就是走西

口。严格来说，真正的西口
在山西右玉县境内的长城
关口——杀虎口，与之相对
应的东口就是河北张家
口。大部分的山西人正是
通过杀虎口走西口的。
那首哀婉悲伤的山

西民歌《走西口》就是在
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
实在难留，手拉着哥哥的
手，送哥送到大门口……”
打工者跑到口外的内蒙古
谋生，不知何年哪月才能
返回故乡，痴情的妻子或
者恋人只能望眼欲穿，苦
苦期盼，一曲《走西口》唱
出了男女生离死别的悲
情，令听者闻之动容。
那么，山西人走西口

究竟跑到了内蒙古的哪些
地方呢？打开地图不难发
现，走西口的落脚点就在
河套地区。河套的周边，
西面是贺兰山，北面是阴
山，东面是吕梁山。黄河
经过宁夏的银川，向北流
到内蒙古的巴彦淖尔一

带，遇阴山阻隔，折向东
边，流过包头等地，进入山
西地界便掉头朝南，流往
保德、河曲。它们呈几字
形的走向，宛如一个套子，
把沿途地区套在里面，所以
叫河套。常言道：“黄河百
害，唯富一套。”历史上黄
河中下游地区由于泥沙沉
积，导致河床抬高，河水容
易泛滥，给两岸人民带来了
莫大的灾难。而黄河上游
流经的河套地区却孕育出
三块水草丰美、宜耕宜牧的
绿洲，即银川平原，巴彦淖
尔平原，以及土默川平原，
它们被誉为“塞北江南”，
是走西口的首选。
河套地区由此成为匈

奴民族的发祥地，也是他们
南下侵扰劫掠的前进基地
和跳板。有汉一代，经文景
之治，西汉国力大增，兵强
马壮，筹谋已久的汉武帝果
断发起战略反击，其中的一
个重要目标便是夺取河套
地区。公元前127年，卫
青率领大军出击匈奴，他

采取迂回侧击的战术，绕
到匈奴后方，切断河套与
匈奴王庭的联系；随即飞
兵南下，一举击败河套地
区的匈奴军队，成功占领
了河套。汉武帝下令在此
筑城移民，屯垦驻兵。从
此，汉军节节胜利，连续收
复阴山以南的多座城池。
河套东北部的土默川

平原人们也许比较陌生，
但它的另一个名字敕勒
川，你一定耳熟能详。南
北朝时期著名的民歌《敕
勒歌》——“敕勒川，阴山
下。天似穹庐，笼盖四
野。天苍苍，野茫茫。风
吹草低见牛羊”，歌唱的就
是那里粗犷壮美的风光。
它的首唱者是北朝将领斛
律金。公元546年，东魏权
臣高欢率军与西魏大战于
玉壁，苦战五十天，东魏军
队遭遇惨败，损失七万兵
力，无奈退兵。高欢忧郁
成疾，军心动摇。为稳定
人心，他召集将军大臣们
宴聚一堂。席间，斛律金
见气氛沉闷，便唱起了这
首《敕勒歌》。高欢闻声而
和，热泪盈眶。也许是歌
声释放情感与压力，军心
因此神奇般地得到稳定。

刘 蔚

走西口与敕勒川

永别了！我亲爱的右上排倒数第
三颗牙齿。随着某医院口腔科一位慈
眉善目的牙医手中钳子用力一拔，我
的这颗已伴随了我几十年的牙齿，就
这样在一瞬间，离开了我的牙床。
我无力地瘫倒在治疗椅上，突然，

我发现那牙医正漫不经心地准备将我
的这颗牙齿扔向废物筒，“住手”，我噌
地一下子从治疗椅上跃起，语音颤抖
地拉着牙医的手言辞恳切说道：“这牙
齿不能扔掉，请还给我，我要收藏的。”

“什么，你要收藏这牙齿？你当这是象牙啊！”那
位牙医瞪大着双眼，惊诧地望着我。
我颓然摆了摆手，没有回答牙医的疑问，

只是默默地从他手中一把夺过那颗牙齿，小心
翼翼地用餐巾纸包好后放入口袋。然后，怅然
若失地走出医院的大门。
坦率地说，鄙人虽没有一双明眸，但一口

皓齿却是绝对的。我一直为我的牙齿而骄傲，
什么蛀牙、龋牙、四环素牙，没有一“牙”和我搭
界。然而，想不到就在有一天，当本人“张牙舞
爪”地大口吃着晚饭时，突然间听得“咯噔”一
声，牙齿间顿时产生一阵疼痛。原来是一不小
心，竟咬到了一块混在米饭里的石块。由于对
自己牙齿的功能及强度与力度一直充满着自
信，一粒小小的石块岂能撼我“巍巍牙山”？忍
着疼痛，我依旧是“伶牙俐齿”，谈笑风生。
可是，第二天、第三天牙齿还是痛。这真是牙疼不

是病，可疼起来却是要你命。无奈之下，只得上医院求
助于牙医。牙医认真地检查了我的牙齿后，说牙根已
松动。我问，能否治愈。牙医摇了一下头叹道：“基础
不牢，地动山摇，要治也是治标不治本，而且你还要多
次往返医院。”
“那有没有一次性治本的良方？”
“有啊，拔掉！”牙医的回答干脆利索。而我的回答

则更加毫不犹豫：“一次次跑医院太麻烦了，医生你干
脆现在就替我把这颗牙拔了算了。”
尽管对于拔掉的那颗有点松动的牙齿，我有着万

般的不舍，但想到斩草除根，省去了一次又一次跑医院
排队挂号、就诊的“痛苦”，心里也就十分舒畅。谁知，几
天后，一个在牙防所工作的朋友得知我轻易将牙拔掉
后，大声喝道：“兄弟，你太轻率了，牙齿是不能随便拔
的，懂吗！它将影响你以后的生活质量。其实，你这颗
牙齿只是牙根松动，我完全可以帮你加固治愈的。”
他神色严肃地说道：“据科学测定，人类来自牙齿

的疼痛和来自肢体的疼痛的比例，其实是差不多的，但
你会因为肢体疼痛而轻率地作出截肢的决定吗？”

听朋友这么一说，我如
梦初醒。如今，我虽“以牙还
牙”装了一颗假牙，但相比逝
去的真牙，始终遗憾，挥就此
文，以祭我牙。并郑重告诫
各位朋友：拔牙请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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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刻 施鹤平

什么是“裸装商
店”？为何能风靡全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