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有点“水逆”，单位事情很多，青
春期儿子不省心，出租的房子漏水，结膜
炎犯了一个多月也没好，婆婆手臂骨折，
老爸小腿骨折……每天早上醒来，跟老
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切力，切力！老公
回我：切力，切力，切力！
午休的时候接到派出所民警的电

话。他问我，上星期三是不是把车停在
古北的一个停车场。我努力回想了一
下，嗯，有的。我和闺蜜在那儿约了下
午茶。民警说，你知道吗？你的车擦到
了另一辆车，人家查了监控后来派出所
报案了。这，我真不知道。我记得那晚
是儿子的家长会，离开的时候确实有点
着急。民警让我跟对方一起到派出所
来办理事故认定书，最后还补了一句
“你全责”。

对中年人来说，最好的祝福就是：关
关难过关关过。周末，老公陪我去派出
所，对方车主没来，来的是他委托的“朋
友”。“朋友”有点不客气，一上来就拉我看监控“小视
频”，说我是趁着夜色逃跑，责任很大。无奈又火大，我
便跟他解释了几句。他又拉着我去看车况，一条浅浅
的划痕，他硬是说要修三个面，要老价钱了。老公就回
说：“找保险公司赔。”我硬气地把责任书签好，大踏步
地走了。
半路上，老公突然想起来：“你买商业险了吗？”我

顿时有种要把大腿拍断的感觉。这车是辆老破旧，几
年没出过险，我自信非凡，从去年开始只买交强险，没
买商业险……这下可要遭殃了。
私下打听了对方这辆车的维修价格，保险公司的

报价是一个面2500元，三个面就是7500元。老公说，
赶紧找人家求个情吧，走“私了”。我说，你刚才那样的
口气，人家会搭理你啊？
晚上看娱乐新闻，一个男明星捧出来巨型鳄鱼皮

包包。他说最近的录影正是他的低潮期，销售通知订
了三年的包包到店了。他觉得这是上天安排，三年前
一个小小的决定，让他在此刻得到治愈。他形容这个
包包的出现是给他“止咳”。我一听，立刻心领神会到
这是一份什么样的意外礼物。
咳嗽是这样，咳起来没完没了，忍也忍不住，就如

人的“水逆”一旦开始，麻烦事好似看不到尽头一样，让
人心慌。这个阶段，我也很想要“止咳”。我跟老公说
要买之前看中的那块手表，他说，破财消灾吗？我说，
不，是时来运转。趁着618的最后一天，在天猫店里下
单了手表，荷包可以说是大出血。
第二天，带着最大的卑微，我给对方车主打电话，

对方说自己很忙，在宁波谈生意，全权交给“朋友”处
理，“我让他给你打电话吧，你们谈好就行，他是修车店
老板。”原来如此！
很快，我们和和气气地达成了一致，2500元私

了。一下子觉得自己的运气好起来，“止咳”礼物治愈
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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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民间故事里，东海
龙王三公主的红绸衣丢落，
龙王派蟹将去找，无功而
返。虾兵自告奋勇，等到农
历十五，海潮大涨把红绸衣
从礁石缝里顶上来了。虾
兵驮着红绸衣复命，龙王大
喜说，我封你为龙虾，赐你

金鞭一对，金甲一副。于是虾
兵摇身一变，成了大龙虾。
早年我们渔船在东海作

业，半个月一个航次，基本都能
捕获几头橘红色的大龙虾，那
时谁也不知道吃大龙虾，鱼市场卸
鱼也不收，便放生了。放生前，看
它两条如长鞭般前伸的触须，四对
斑纹绚丽、粗壮有力的步足，一身
坚硬的盔甲，在甲板上舞动起来威
风凛凛。它还能依靠尾部的肌肉，
“嚓嚓”地后退，气场十足。想象
中，它在海里应该是个强者。
某次，捕上来一条青莹莹的大

龙虾，大家都很稀罕。船上的小李
从水产学校毕业，喜制作标本。他
将龙虾煮得红彤彤的，用缝衣针将
雪白的虾肉剔出来，把虾壳放在机

舱顶上耸立的大烟囱边烘干，用细
网线把大龙虾的四对步足和尾部
钉在黄纸板上，让左右两根触须斜
着神气地竖起。返航回复兴岛渔
业公司，他跟我同坐77路公交车
回家，车上几个小姑娘围着他手中
弹眼落睛的大龙虾，问长问短，让
他觉得挺风光。

上世纪90年代，几乎同时，城
市风行起吃大龙虾与小龙虾。它
们各擅胜场：前者价格比较昂贵，
适宜圆台面宴请宾客，体面隆重，
口感弹牙，舌蕾香甜；后者比较便
宜，适合小情侣就着冰镇啤酒大快
朵颐，满口生津。从外表上看，小
龙虾是大龙虾的迷你版，仔细区
分，大龙虾有一对触须，小龙虾则
是一对钳子般的螯足；从称呼上
看，大龙虾与小龙虾，好像猫与虎
一样同源，其实不然，大、小龙虾一
个海水的、龙虾科，一个淡水的、螯

虾科。对工薪族来说，他们可能还
有“吃不起”和“吃得起”的问题。
去年流传过一个视频，说是一

只标价799元的帝王蟹吃了同一
个鱼缸里养着的999元的波士顿
龙虾，人们开玩笑说这只帝王蟹可
以值1798元了。让我想起20年前
有人告诉过我，某观赏鱼鱼店，一
只大龙虾被同鱼缸的石斑鱼咬
去大半个头，竟然还活了几个
月，只是从此主人喂它哪怕快
断气的鱼，它也要胆怯地看上
半天才敢吃。此时我才知道，

大龙虾原来是“银样镴枪头”。
说实话，我吃大龙虾次数极

少，记忆中虾肉确实细腻。倒是
十余年前到《拔根芦柴花》民歌的
起源地江都县（今扬州市江都区）
采风，吃过一顿来自清澈的邵伯
湖的小龙虾，白水煮的，较
之上海小店里油氽后加上
香辣浓烈的调料、重口味
的十三香小龙虾，真的是
“芙蓉出清水，天然去雕
饰”，鲜嫩多汁，醇厚清香，
迄今犹记。

王坚忍

大龙虾与小龙虾

和朋友去某地游玩，午餐时
分找了家网评5分、排名第一的餐
馆，价格不菲，味道一般。傍晚在
街上随意转悠，走进一家小店，点
了软兜鳝鱼、文思豆腐、蟹粉狮子
头、大煮干丝……真材实料，口感
极佳，价格低廉，服务周全，饭后
想给店家来个好评，一看这家店
的评分才3.7分，令人大跌眼镜。
浊醪粗饭赢得赞誉，雕蚶镂

蛤却未得褒扬。同行的老谷说，
有次去餐厅，结账时服务员送来
一碟水果，随后拿起他的手机，两
分钟搞定了百字带图好评。广告
法中，禁止使用“最好”“最佳”“第
一”等词语，给标榜吹擂、欺世盗
名者设置了一道警示的鸿沟，虽
有偷摸跨越的，但为常人所不
为。靠吹嘘膨胀起来的东西经不
起触碰。网上一边倒的好评，让
人心里不免犯嘀咕，而在踩雷之
后，更是要远远地躲离“第一”。
自古以来，好自我标榜的不

少，但直白自夸的并不多。如战
国宋玉借道邻家美女，“眉如翠
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
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
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
也”，用反衬手法旁敲侧击，显示
自己不凡的风度。又如清朝王

尔烈先抑后扬，“天下文章数三
江，三江文章数吾乡。吾乡文章
数吾弟，吾为吾弟改文章”，用归
纳法拐弯抹角地证明自己文章天
下第一。放在今天，如果哪家店
铺有此诙谐，倒也让人高看一眼。

20世纪80年
代，“蛤蟆镜”从港
澳地区传入内地，
镜框下端有指甲
般大小的贴纸商
标，佩戴者宁愿遮
挡部分视线，也绝不能撕掉。与
此类似，进口的帽子、西装等上
面缀饰的标识，也成为一种炫
示。但当商标被我们称为Logo

之后，慢慢发现价格越贵的商
品、奢侈品，商标隐藏得越好，甚
至完全没有Logo。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他的自传
中写道，他房间没有什么家具，只
有一块垫子，一张桌子，上面摆着
一个十字架和一本书，有一把让我
坐的凳子，壁炉上方是一幅画。为
什么要写此场景？富兰克林说：
“我将它作为又一个例证，说明维
持一个人的生命和健康所需要的
微乎其微。”一个人的精力有限，
追求张扬炫耀，必被其累。而成
大事者，内敛言简，守静天宁。

数月前，老同事谢兄的女儿
参加真人秀节目，因为相貌平
平，开始只是“重在参与”，不料
一曲《挥着翅膀的女孩》，黄莺出
谷，赢得满堂喝彩，后来连闯数
关，名列前茅。平心而论，老谢

女儿的获胜不是
歌唱得如何好，而
是普通相貌和天
籁歌喉两相碰撞
的结果。经典的
电影编剧理论“人

物弧光”认为：一个人最能打动
人心的时刻，是在他身上发生剧
情反转，观众看到人物超越事实
的情景。如果是一个人风姿绰
约、仪态万方地站在台上，你唱
得好，大家会觉得理所当
然；但看起来普通，唱得
却极好，大家会感到你坚
持不懈，殊为不易。没有
高分的颜值，收获高分的
青睐，这也是生活的辩证法。
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曾告诫

同学们不要只把精力过多地花
在提高考试成绩上。因为原生
态学生考试一般有七八十分，而
要想得100分，需要付出几倍的
努力，兀兀穷年，才能不出小错，
但在此浪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容易磨灭学生的创造力。业界
有一个“第10名现象”，即第10

名前后的学生，在后来的工作中
表现得出人意料的出色，更有可
能成为栋梁型人才。相反，那些
当年备受老师宠爱、成绩数一数
二的优秀学生，长大后往往淡出
优秀行列，甚至在就业、生活方
面屡屡受挫。
英国诗人兰德晚年写过一

首小诗《生与死》，其中两句是，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
屑”，表达了他淡泊名利、毫不张
扬的高雅和甘于寂寞的志趣。
老子则进一步说，“夫唯不争，故
天下莫能与之争”，不与客观对
垒，不去角逐名利，而是按照规

律做事，当你的实力积累
到一定程度，自然会获得
相应的地位，赢得人们的
认可。前两天看到一篇写
老一辈画家的文章，他们

“大多脸皮很薄，或者不是脸皮
的问题，而是他们的审美，不允
许他们参与到厚颜无耻和自我
吹捧中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
们已被淘汰”，阅读至此，深为感
慨。问君胡能然，待以不争耳。
这样的画家，其实已经被历史授
予了金光闪闪的勋章。

肖振华

不 争

初到东台，
方知一千年前，
东台与范仲淹有
一段不解之缘。
如果把范仲淹一
生仕途比作千里之行，那
么他在西溪盐仓监管闲事
提出筑堰修堤的建议，任
兴化县令做实事不畏挫折
地具体落实，奠定了他今
后的基调。
北宋天禧五年（1021

年），三十三岁意气风发的
范仲淹被调任专职收盐税
的泰州西溪盐课司盐仓
监。东台古名为西溪，归
泰州管辖。任命刚来时，
他的兄弟朋友极力劝阻，
认为西溪盐课司这地方官
微地偏，凭你满腹经纶也
难施展兼济天下的雄伟抱
负。进士出身踏上仕途没
几年的范仲淹则不这样认
为，他明白这虽是个芝麻
官，但只要踏实做事，同样
可以实现仕途理想。在
《至西溪感赋》中，他自信
写道：谁道西溪小，西溪出
大才，参知两丞相，曾向此

间来。
赴任后，范仲淹不是

静等升迁混几年太平官，
而是踏实做事爱管闲事。
收税之余经常走出衙门体
察民情，有心的他发现，西
溪位于黄海之滨，唐代修
筑的旧海堤（捍海堰）历经
岁月沧桑，年久失修破旧
不堪，多处溃决海
潮倒灌，淹没良田
毁坏盐灶，田农盐
民苦难深重。他思
忖怎么办，该不该
管，怎么管，正好他刚写了
《西溪书事》抒发了这样的
情怀：卑栖曾未托椅梧，敢
议雄心万里途。
想通了决定了，要实

现兼济天下的雄愿，一步
一步先从身边事眼前事做
起吧。于是，他义无反顾
管起闲事，上书江淮漕运
张纶，恳陈海堤安危之利

害，建议朝廷夯
实沿海堰堤重修
捍海堰。张纶也
算尽职转奏朝
廷，天 圣三年

（1025年）朝廷以谁建议
谁落实，谁主张谁负责为
由，任命范仲淹为兴化（辖
及现东台一带）县令，主持
修复捍海堰。
管闲事提建议的旁观

者，转眼成了分内事执行
官。范仲淹征集海、通、
泰、楚四州民夫四万余人

开工修建，筑堰修
堤工程刚刚开始，
出师不利，遭遇一
场罕见的海啸，海
水肆虐冲毁修建堰

堤，死亡工程民夫百余人，
伤者更不计其数，人们见
之纷纷逃离，官吏无力制
止。范仲淹亲临现场，神
情淡定给大家分析利弊，
惊慌失措的民夫们心情稍
定。殊不知又谣言四起，
传说死者多达上千人。
谣言传至朝廷，朝廷

任命胡令仪为钦差大臣，

好在胡令仪是个务实有担
当的汉子，支持范仲淹继
续筑堰修堤，并直接参与
工程管理。工程再度开
始，朝廷没有及时下拨经
费，范仲淹拿出自己的俸
禄垫上。后来范母去世，
范仲淹为尽孝离职守丧，
临走留书给张纶，恳请他
继续筑堰修堤工程。尽孝

守丧不忘筑堰修堤感动了
张纶，奏请朝廷让自己直
接兼任负责直至完成。朝
廷褒奖张纶和胡令仪，但
人们更记住的是提议并组
织筑堰修堤的范仲淹，把
重修好的总长数百公里的
堰堤称为“范公堤”。当地
百姓还建三贤祠，后人习
惯称之为宋公祠。

有了西溪盐仓监和兴
化县令经历的磨炼，范仲
淹开始思考如何做到居庙
堂为民解忧，处江湖为国
分忧。无论身处何方，身
临何境，告诫自己勉励自
己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天下之乐而乐。过了若干
年，范仲淹终于写就传颂
千年的《岳阳楼记》。

吴永耀

千里之行始于修堤

复兴中路285弄瑞华坊9号
的亭子间，是我成家的见证，也记
录了我们婚后满满的幸福。20世
纪70年代中期，我住在瑞华坊那
亭子间，足有十多年之久。
我曾是住在“下只角”杨浦区

的穷教师，哪能搬到“上只角”，在
靠近淮海路的瑞华坊亭子间建立
爱巢的呢？当时，已是而立之年
的我，万事俱备只欠婚房。我们
符合困难住房申请条件，按当时
规定房子跟女方走，她家住卢湾
合肥路的光明村，所以吉安房管
所受理了我们的申请。那时的房
源稀缺，粥少僧多，等待婚房的青
年排长队，即使有空房也是鸡头
鸡脚。我要相对安静的，晚间好备课的
房间。一年来，女友为婚房奔波的辛苦
“天晓得”，皇天不负有心人，那天一早
她接到房管所电话，说瑞华坊有一亭子
间，必须立即拍板。一听瑞华坊，女友
怕夜长梦多，看了一下房子，拍
板拿下。
瑞华坊建于1923年，是上海

第三代石库门，也是老卢湾太平
桥地区代表性建筑，三层楼，属于
上档次的弄堂房。从9号底楼灶披间进
去，转弯上楼，这间二楼亭子间真正气，
有近13平方米，四周刚刷过淡奶黄色的
涂料，水泥地面打磨得光亮，门框窗框都
油漆一新。我看了有点蒙，莫不是老天

也眷顾阿拉这位教书匠。后来才
知道，此亭子间真是刚装修好的
婚房，由于产权处理上产生矛盾，
只能把房子上交处理，才成了房
源。我们略加整饬，36只脚（一套
家具）摆得适适意意。在蜗居年
代，能得到这样好的亭子间，简直
就是抽得上上签，引来许多羡慕
声。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内人的睿
智和果断。
住在一门关刹的亭子间，朝

北有两扇大窗，整个房间亮亮
的。由于一楼灶间成了居委会的
仓库，没有烟火气上蹿的烦恼，三
楼也是亭子间，就免去了晒台炙
烤的苦楚。难怪中文系同学对我

的婚房亭子间格外青睐，他们时不时来
寒舍小坐，话题离不开“亭子间的文化
现象”。鲁迅在亭子间写过许多文章，
其中就有著名的《且介亭杂文》，“租界”
其半曰“且介”，遂叫“且介亭”。1933

年，瞿秋白也在东照里12号亭
子间住过，住在附近大陆新村的
鲁迅几乎每天去看他，与他结成
了深厚的革命友谊。那个年代，
还出现不少描写亭子间生活的

文学作品，如郭沫若的《亭子间中》、梁
实秋的《亭子间生涯》、周天籁的《亭子
间嫂嫂》。同学们说，希望坐拥亭子间
的我，也能沾些亭子间的仙气，写点东
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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