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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关注“夜光杯”时 尚

七夕会

明朝的于谦是杭州人，但对
我这个浙江人来说，对他的亲切
感主要还是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
读书人。如今真正的读书人不
多，为了高考拼命读书，为了当公
务员拼命做题，为了能够拼凑一篇
领导青睐的文章拼命做功课……总
之，读书求知、求名、求用、求功。人
们总是要问，读书有用吗？这其实
是一个伪命题，因为读书是人类文
明存在的最基本形态，它是无用而
大用，大木无用，但它是生态表征，
是社树大用，可以庇荫人间几百
年。人贵有语，语贵有书，书贵有
意，读书可以意会，可以观照，可以
憧憬。书中自有颜如玉，并
不是书中有个美人来相会，
只是阅读过程的憧憬，是人
类的精神生活。正因为人类
有了这种独特的精神需求，
才形成了人类文明的基本形态。写
书、读书都是人类精神活动。人类
精神生活的主要特征是由动而静，
自外而内，因人及我，顺时而新。
看到于谦《观书》一诗，特别亲

切，原来看书的本心是求静。大多
数人都知道于谦，他的清白人生，他
的刚正性格和忠勇精神，这些其实
都是形，真正的力量源泉是读书学
习中得到的静定，一心定而天地正，

一心定而万物服，以读书充于胸府，
以虚静推于天地，这才是后人对于
谦的知心。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

相亲”，于谦的读书生活是生命组成
部分，把书卷当故人，把读书当相
亲，他求静，不是因为躲避一个躁的
环境，而是因为进取，进取到一个静
的心境，这是一个无忧的心境，叫作
天乐，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累，无规

则，唯有书香，唯有知音。
“眼前直下三千字，胸

次全无一点尘”，阅读的喜
悦带有轻快的节奏感，胸有
浊气的人看书在字里行间

打困，胸有清气的人看书如行云流
水。做人也是一样，牵累多了寸步
难行，无忧是因为无尘，无尘是动静
有时，尘世无足以挠心，才是真正意
义上的静，无尘就是天清。
于谦读书求天乐，取天清，但更

为重要的是丰富和逐时新，“活水源
头随处满，东风花柳逐时新”，读书
是生动而意趣的生活，活水源头，灵
动，东风花柳，生动，“随处”、“逐时”

就是无躁。但是，更深层次的解
读，于谦的读书，是开源，为有活
水盈满；是创新，再随东风逐时。
向历史学习，向先贤学习，向自然
学习，使自己能够跟上时代融入

未来，一个人老去其实是知识旧，一
个人年轻是逐时新。学习不是自
虐，学习是天放，于谦对于读书的理
解已经超越了自身生活方式的需
要，是赋予生命进程以特殊意义。
“金鞍玉勒寻芳客，未信我庐别

有春”，无论你在还是不在，无论你
信还是不信，我已经融入芳草地，融
入花海书香的春天里，我已是书林
一叶，我已经无我，静而与阴同德，动
而与阳同波，书的天空，任我飞、任我
行，谁能想到，读书是无我的天行。
在市场经济逐物功能强大的经

济活动中，现代读书人可能很难达
到于谦追求的无忧无尘无躁无我的
境界；于谦的读书是生活方式和生
命进程的复合，而我们的读书观一
般还是停留在存在方式和发展形态
的改观，求用大于修身。如何读好书
应另辟新径：商业化很强的书少读，
无实践意义的书少读，自娱自乐自名
自显的书少读。要读的书主要是：
中西方人文类、全球化市场规则类、
现今新时代思政类，真正体现“活水
源头随处满，东风花柳逐时新”。

一 得

活水源头随处满
看到“夜光杯”上写

“女儿国”的文章，突然就
想到了我在“男儿国”里的
往事。
男儿国，在哪里？
1965年7月初，我有

幸参加成昆铁路建设，到
峨边新林筑路指挥部报
到。指挥部领导唐区长盯
着我看又声色俱厉地问：
谁叫你来的？我
们这里只要男不
要女！简直是乱
弹琴，来给我们
添麻烦！唐区长
刀子嘴豆腐心，说完急忙
解决第一麻烦：住，叫财务
主管韦社长把会计室让我
住；第二个麻烦——专为
我在男子汉们用的通天大
粪坑旁用草席圈了个专用
的女茅坑，头顶青天脚踏
两根枯木，一不小心就掉
下坑，比平衡木还惊险！
指挥部来了个小女

子！这事马上传出去了，
山上男儿傍晚收工后就滑
下山来看，冲进会计室围
着我笑嘻嘻地问这问那。
有的找我借书，有的盯着
我看……好心的李大队长
进来一声吼：统统给我滚
出去！以后晚上不准再
来！吓得他们爬山回去
了。李大队长叮嘱我：以

后晚上把门关好，不要让
他们进来。于是，我每晚
遵嘱。其实根本关不住，
门一脚就可踢开，窗户是
纸糊的一指就戳破。我还
在门口放盆水，窗口放把
算盘，现在想起来都好笑。
为了不添麻烦，我努

力学习新工作，清早还锻炼
身体，感动了李大队长，他

对男儿们大吼：你们几个大
懒鬼，还不如个小女娃！以
后不准睡懒觉，统统给我起
来跑！从此荒山清晨一二
一、一二一，又跑又跳，欢
声笑语，朝气蓬勃，有时还
来个男女比赛谁跑得快。
男儿们对我非常友

好，年长的把我当小妹妹
保护。一次下班前清点现
金，少了200元！吓得我
眼泪汪汪报告韦社长。他
问了一天来领钱的人后，
疑点锁定山上某中队来领
钱的事务长，立马叫上三
男子汉护送我爬山追公
款。天黑了，我们高一脚
低一脚，跌跌撞撞，好不容
易爬到中队部，还好，事务
长笑着承认是喝了酒糊涂

多领了。韦社长批评他：
你把她吓得饭都没吃……
欢欢喜喜滑下山，我从没
黑夜走过山路，幸好四大
金刚保护，平安无事。
还有一次，我们到小

镇上办事，要过河，事务长
说河水太冷要背我，我说
我自己走，结果伸手一摸，
河水果然冰冷，只好让他

背过河。在小镇
上，我们惊喜地
买到五角钱一包
的盐炒花生米，
是当时最好吃的

食品了。后来事务长到小
镇办事前就问我：要不要
帮你买包花生米？我巴不
得！以后他每次去办事都
帮我买我在男儿国最好的
也是唯一的美食。
一天，我看到男儿们

高兴地围着一位高大英俊
的男子热情交谈，原来是
总指挥长来视察。我静静
地站在边上，他锐利的目
光发现了“万绿丛中一点
红”，审视着我问：你从哪
里来？我答：省气象局。
他若有所思叹道：你真是
从天上到了地下！一男儿
笑着对他说：她会左右开
弓（我在练习左手写字打
算盘）！他立马考察我：左
手打算盘。我没料到，开始
有点紧张，打得慢，他报的
数字越来越长越快，我也
越打越快，他严肃的脸上
终于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后来，一位穿着最朴

素的石姓男同志，家中遇
到困难，我这个在男儿国
工资最低的小女子也给他
捐了钱，他和男儿们都很
感动。生产办公室
主任说：你应该到
我们办公室来，我
们正好需要绘画员
（我在气象局工作
内容之一是填图）。韦社
长一句话就让他哑了：她
刚来时分给你们，你们都
不要，现在休想！
那年元旦，李大队长

要带指挥部男儿去慰问最
辛苦的筑路工友，他看看
我说：你就不用去了。其
实我知道他很想我去为工
友们唱歌。我一咬牙：
去！因为曾晕车吐得一塌
糊涂，我不敢吃喝，饿着爬
上了去慰问的大卡车，七
弯八拐天黑才到工地。辛
苦的工人们围坐在熊熊燃
烧的篝火旁热情欢迎我
们。我激动地站在天地大

舞台中，飞舞的火焰是灯
光，美妙的山泉来伴奏，工
人兄弟们热烈的掌声笑声
欢呼声此起彼伏，我满怀
深情对他们说：我为你们
唱毛主席的《长征》。我先
尽量大声朗诵了一遍，然
后全身心满怀豪情高唱：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
山只等闲……最后我用最
强音高唱：三军过后尽开
颜！我似乎听到高山雄伟
的回声、工人兄弟热情的

大合唱……
据报道，成昆

铁路约有30万军
民参建，2000多人
牺牲，沿线建有22

座烈士陵园。这是一条英
雄铁路！我永远记得晴朗
的那一天：那天，随男儿们
乘解放牌大卡车转了不知
多少圈多少弯，晕得不知
东西南北，只听他们说：哪
里又有车翻下万丈深渊；
说：开惯了北方一马平川
的司机都怕我们这里悬崖
峭壁弯连弯、又陡又窄险
中险……几次急转弯我都
紧张得以为要下悬崖了。
终于平安到最高险峰蓑衣
岭，一览众山小，奇山异景
尽收眼底。在一座大山上，
镶嵌着英雄的铁道兵镌刻
的“胸怀祖国 放眼世界”！

晓 亚

男儿国里舞青春

我情商低，结婚40多年，很
少表达对妻子的爱。妻子为了
家付出太多，现在想想也愧疚。
我家住棚户区，妻子是从“新天
地”嫁过来的。她在市百一店工
作，孩子要喂奶，每天抱着孩子
挤18路公交车上班。当时，我晚
上读高中，读大学，经常不在
家。我想妻子得有三头六臂才
行。一晃多年，搬了家，我进了
机关工作。家有贤妻才能人丁
兴旺，对妻子的辛劳，想犒劳一
下，以表达我对她的爱，成了我
的心事。表达有这么难吗？
提起给妻子过生日，妻子总

说：“忘记生日，糊里糊涂过日子
才好。”
一次，路过皇家玫瑰园，与

花店老板聊起我的心愿。“送花
呀！你有什
么想法花

都能表达。”
第一次出手给妻子买鲜花，

想给她一个惊喜。急切地盼生
日的到来，结果那天却吵了一
场，妻子要回娘家去，我坚决不
让，最后妥协让儿子一个人去。
屋里的空气凝固了，两人互不说
话。咚咚咚，轻
轻敲门声。“请
问，这里是601

吗？”衣着整洁
的二女一男，手
捧鲜花，彬彬有礼。妻子头发蓬
松，围着饭兜，看到这架势，“这
不是我们家订的。”随手关上了
门。再问：“你是陈某某吗？”“是
呀。”“祝你生日快乐！”“谢谢。”
妻子惊奇地接过花，放在了方桌
上，带笑说，“还送什么花，全家
可以大吃一顿了。”家又暖和了。
第二次给妻子献花是在安

亭。那天妻子乘11号线送孙子
到静安区的幼儿园，回程到了马
陆给我打电话，想在外面吃饭。
为啥？我看手机，25日，顿时大
悟，是妻子65岁生日。迅速穿戴
干净，呼哧呼哧地赶路。沪蝶餐
馆满字高悬，没有座。我头大了起

来，“我要包间！”
声音响，几乎
喊。“已经满了。”
“不不不！今天
是我老婆生日，

你们一定得想办法成全一下，谢
谢！”嚷嚷声惊动了经理过来。她
看了看时间：“7点以后你再过来
好吗？等前面撤了，就给你留一
间包房。”我急切地说：“我还要去
买鲜花，买蛋糕。”经理说：“你去
接夫人吧，我们都会办好的。”
雨淅淅沥沥地下，我在斑马

线上看到了妻子。她在那头静

静 地 站
着，灯泛
着红光，湿漉漉地面，倒影显现；
我在这头，白色的斑马线一条
条，一杠杠像枕木一样地延伸过
来。她穿着黑色绣花圆领汗衫，
飘逸的长裤，显瘦，显高，恢复了
姑娘时的苗条，中规中矩地从斑
马线的中间走过来，一脸无尘的
样子，我喜欢她这样！百年修得
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我们
白头偕老，共度余生。
包房宽敞明亮，窗外灯火阑

珊。蛋糕送来了，服务员点燃蜡
烛。“祝你生日快乐！”妻子惊讶
地站起来，不住地低头感谢。经
理又捧起鲜花给我，我双手虔诚
地递给妻子，庄重地说：“祝你生
日快乐！我爱你！”“抱一抱，抱
一抱！”女服务员起哄，我把妻子
紧紧拥在怀里。

董颂三

给妻子献花

花生应该是最接地气的坚果品种
了。盐水卤花生，鲜甜可口，油炸花生
米，金黄酥脆，都是极佳的下酒小菜。
花生米还可以与淮盐、花椒等佐料搭
配，变化出各种风味，满足唇齿之间咬
嚼的快感，也刺激舌尖味蕾津津有味。
父亲老家是客家山区，盛产花生和

柚子。老家姑妈们每次给我们捎上家
乡土产，总是少不了这两样。花生可以
用盐水煮熟，剥开热腾腾深棕壳，花生
仁软糯香甜。也可以晒干成为咸干花
生，壳子拧巴而内容坚韧，细细咬嚼齿
间生津。还有一种是咸脆花生，剥壳声
音清脆，花生仁应齿而碎，爽快之至。

如果说耐吃，还是咸干花生。老家来人，父亲会冲上一
壶茶，拿出两斤咸干花生待客，一边剥花生，一边“聊”
（客家话音调是去声）家乡风土人情，家长里短。

现在父亲年事已高，牙齿松脱。已经很久没有和
他一起剥花生。但还记得高考之后的那个夏天，我买
了一包咸脆花生，还有一瓶菠萝啤，在租书铺子里租了
一整套的《天龙八部》，午后展卷，看到乔峰在聚贤庄与
天下英雄割席，改名萧峰，带着心爱的姑娘阿朱杀出一
条血路。此时应举杯，于是我豪饮菠萝啤一大口，然后
剥开花生。爸爸此时下班回家，开门看到坐在沙发上

热泪盈眶、手举菠萝啤的
我，又看看桌面一片狼藉的
花生壳，诧异地问：“怎么回
事啊？”我哈哈一笑，放下菠
萝啤，和爸爸说：“一起剥花
生啦，好好味呀！”

黄

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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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榻前庄浜里老宅基
院落，西侧一幢三开间两
层楼里，住着一对老邻居，
女主叫梅宝，其夫君是上
门女婿，均比我长十多岁，
生育三个女儿，分别叫雪
珍、备珍、玲珍，均已成家
立业。
梅宝长着一张黝黑淳

朴的脸，笑起来露出两颗
大门牙，让人过目难忘。
梅宝与她老公守着老屋，
享有小城镇月薪待遇，平
时还在家宅附近拾掇几分
菜地，四季享用着新鲜果
蔬，日子不算富有，却也过
得悠闲自在。我每次返

乡，总不忘兜过弄堂，串门
到梅宝那打个照面，唠唠
家长里短。梅宝很热情，
总会在屋檐下那只自制的
风炉上用柴爿烧一壶开
水，沏一杯热茶，递放在那
张有些年代、呈古铜色的

八仙桌上说：“吃杯热茶。”
然后便与我一五一十地讲
起近一段时间，村上的家
长里短，什么哪位老人作
古了，什么哪家又添孙辈
了……有时还拿出自家腌
制的菜苋、酱瓜、酥豆之类
款待，让我享用到商榻阿
婆茶的情趣意味。梅宝笑
嘻嘻地说着朴实的话语，
而我则饶有兴致地听着，
言谈间倒让我仰慕起梅宝
那种不紧不慢过日脚的生
活来。
俗话说：“年少时，逃

离的；年长后，又回眸。”人
就是这样，小时候，拼命想
逃离乡村去城市生活，年
岁大了，往往又会常常回
故乡走走逛逛，向往那种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
山”的恬静生活。
那天上午我踏进悬挂

祖辈、父辈遗像的堂屋，从
香筒里抽了三支香，想焚
香祭拜，突然想起忘带了
打火机，再遍寻自家灶屋
间，也未见到点火工具，无

奈之下，只好隔着弄堂叫
唤老邻居梅宝。她笑吟吟
地迎出屋，问我怎么啦？
我说想点香却找不到火
柴、打火机了。梅宝转身
从自家灶间找来打火机递
给我说：“哦，要的，要的。
阿爸姆妈养侬到这个世界
上，也就是这点点事体
哉。”“是呀，是呀。”我点头
应诺道。
事毕我走进梅宝家，

奉还打火机并致谢。梅宝
笑着问道：“今朝来，还有
啥事体？”我说：“今天是当
兵出去45周年纪念日，回
乡来同当年老战友在商榻
欢聚一下。”梅宝笑呵呵地
说：“哦，蛮好，蛮好。”她侧
过身，指着风炉上即将烧
开的水说：“一道吃杯茶
吧。”她一副诚恳相，我只
有“恭敬不如从命”了。我
隔着八仙桌与她对坐下，
慢慢地呷一口茶，只见她
的话匣子又打开了……
临近晌午，我起身辞

别梅宝，离开了前庄浜里，
可老邻居和那只黑黝黝风
炉的影像，却始终在我眼
前晃动着，浮现着……

许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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