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苑撷英

又是一年毕业时

□

王肃楠

(

河南理工大学

)

“姗儿，现在有时间吗？哥哥在湖

边听雨 ， 水面上开出了很多百合

花。 ”逸晨刚挂断了电话，望着烟雨

朦胧的世界， 他似乎真的有些陶醉

了。 一把淡紫色的女式雨伞停在半

空中，任风儿吹拂。 艾姗勉强睁开困

乏的双眼，“哥，你……在哪儿呢？ ”

“听雨林旁边的湖边。 ”艾姗心里咯

噔一下，立刻神志清醒地蹦下床，很

快整理好自己， 带着那把妈妈送的

小花伞， 大步流星地冲出了宿舍楼

恨不能立刻出现在哥哥的面前。 “难

道他和雨欣姐……”她告诉自己不能

这样想， 也不要这样想，“不会的，不

会的，哥那么爱她……”于是，她使劲

地摇了摇头。 一辆轿车飞驰而过，溅

了艾姗一身的水， 真是透心地凉呀！

忽然，她忆起了那个午后，逸晨曾多

次讲给她听的一个故事：一个女孩被

迎面而来的卡车溅满了泥水，不知所

措地站在雨里发呆， 男孩恰巧经过，

迅速地取出纸巾放在女孩的手里，正

要离开，女孩哭得更加伤心了。“我要

参加钢琴演奏的。 ”“时间紧，恐怕来

不及回去了！ ”“上车，有办法了。 ”女

孩半信半疑的侧坐着，紧紧地抓着男

孩的衣衫，任他骑得飞快。“下车吧！”

逸晨带着女孩来到校园树林旁边的

湖岸，拿下护腕，用清水打湿，微笑着

“用清澈的湖水擦去身上的泥点吧。”

女孩点点头，笑了，很快就让泥消失

了。逸晨又将她带到了演奏大厅的楼

下，顺便问了句：“你演出的曲子是什

么？ ”“《雨中漫步》。 ”

“傻丫头，想什么呢？ 怎么都湿

透了？”“没事啦，汽车跑得太快，我没

来得及躲啊，你不是要请我和你‘雨

中漫步’吗？ 艾姗笑嘻嘻地望着高她

一头的哥哥，扶在她肩上的手臂突然

滑落了，逸晨仍然笑着“对了，我们马

上就要毕业了，哥最后一次陪你了！”

姗儿想到这儿， 混着刚才记起的经

历，鼻子一酸，泪珠稀里哗啦地落下

了， 逸晨顿时手忙脚乱，“妹子不哭，

哥带你去看燕百桥。 ”“哥，雨欣姐是

不是……”逸晨有些感伤，他没落的

眼神遇到姗儿亮晶晶的大眼睛，皱皱

眉梢“她要去英国学习音乐，哥哥要

回老家， 我们暂时分开……”“小丫

头，在学校里闯祸了要告诉哥，定期

回报你的表现，哥才能放心！”“哥，雨

欣姐什么时候回来？”“恩，这个，也许

永远都不回来了吧！”燕百桥的这头，

连着听雨林， 另一头通向湖岸的尽

头，绕了一个圈就能回到原点。

雨势渐稀，柳枝摇曳着袅娜的身

姿，她和哥哥在湖边渐行渐远，艾姗

讲着大学里和哥哥经历的故事，笑容

又若隐若现的浮在逸晨的脸上。艾姗

儿觉得自己很幸福，有一个世界上最

好的哥哥， 尽管他们没有血缘关系。

“哥，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呢？”“傻丫

头，因为你是我的妹妹呀！ 我有一个

和你一样可爱的妹妹，在老家大伯家

生活。 每年我都回去看她几次，发誓

一定要接她离开。 ”“哥，你毕业了，

我相信你可以接妹妹离开， 过着幸

福的生活！ 我们一起努力哦！ ”她用

力地击了一下哥哥的手掌。 逸晨从

她的身上永远都能感觉到一种力

量，阳光的力量，即使再难过，再绝

望，她都会像一颗温暖的向日葵，让

他有种冲破阴霾的勇气和魄力。

不知不觉地，他们来到了雨欣的

宿舍楼下，停住脚步，“哥，你想雨欣

姐吗？ 要不要……”逸晨使劲拉着姗

儿的手离开，艾姗无意间回头，看见

了雨欣站在茂盛的梧桐树下，一袭白

色的长裙 ， 悠悠飘动的长发……

“哥，雨……”“丫头，你不听话，哥回

去了， 今天你跟哥待在一起的时间

已经不多了，不让哥请你吃饭了？ ”

逸晨做了个鬼脸跑开了， 姗儿叫着

“不行，我肚子饿了，跑不动了，你欺

负人！ ”逸晨回过来拽着她一起跑，

仿佛他们正在奔向那个理想的世

界，这里的一切都不属于他们似的，

他们跑过的地方， 路边开出了亮晶

晶的花瓣，又在瞬间消失了，阳光从

乌云的背面斜穿过来， 一会儿又藏

到了山峰的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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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评选，上月最佳原创作品是郭建平的《向往

星空》（见

5

月

30

日本版）。 以下是评委韩达对该

作品的点评：

如果说山水乃无字之书， 那么天地则可称之

谓有韵之“心经”。“磊落星月高，苍茫云雾浮”是唐

人杜工部夜过秦州时写下的佳句。而我们在《向往

星空》里，分明也感觉到作者童年的星空，无处不

飘荡着妙曼的音符， 不绝如缕地回响在美丽的天

穹下———古人曾以京剧喻文曰：诗宜生角，而词是

旦角唱的。 从这一点

上讲，《向往星空 》一

文的字里行间虽然充

满了时过境迁的伤

感，但可入词境。

上月点评

社会需要有血有肉的城市化

□

杜 君

近日，由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城市化研究

所创作完成的 《未来三十年的中国梦———顺德北滘的

再城市化》一书终于面世了。 初读此书，感触良多。

城市发展不等于城市化

本书虽然对顺德北滘通过“工业设计”撬动产业转

型提升和开启再城市化探索投入了不少笔墨， 但在字

里行间却有种“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味道，感觉“工业设

计” 充其量只是北滘从工业重镇转向魅力小城的药引

子，背后是以既有“物”又包括“人”的全面系统改革探

索作为支撑的。

城市化不意味着“去乡村化”

书中记述了北滘的“美化家园”工程，通过对乡村

环境的整治，现代服务功能的植入、村民兴趣活动的组

织，北滘的乡村并没有因为城市的滋长蔓延而衰落，反

而焕发了新的生机活力。 这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城与

乡的关系： 城与乡之间不应该是简单的此消彼长的过

程，我们不仅要在价值观上将两者平等看待，更应在实

践中使他们达到“和谐共生、和而不同”状态。

城市化需要异质性的共生

“广东工业设计城”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为北滘

这个工业重镇植入了一个多元化的场域， 它对于本地

发展的意义不仅在于产业提升方面， 还在于对原有社

会结构和社会生态潜移默化的影响。 也许从异质性共

生的逻辑推论， 城市化就是一个充满博弈和磨合的社

会变迁过程。

王大妈进城

□

张海虹

(

中燃公司

)

星期天， 王大妈天不亮就起来

把自己从头到脚收拾了个妥妥当

当 ， 还特意擦了平时不用的雪花

膏，穿了平日不穿的黑皮鞋。 老伴

儿骑人力三轮把王大妈送到了进

城的

3

路公交车上。 其实村离车站

半里地，这短短的半里，搁平时，王

大妈一路小跑自己都去了。 但今天

不一样，与王大妈一起要上车进城

的，还有满满一大编织袋王大妈自

种的蔬菜。

春天来了， 菠菜蒜苗儿晒着太

阳，特别是喝足了水的，绿油油地卯

着劲儿长，一天一个样儿。 王大妈勤

快， 干啥活都舍掏力， 别人家菜地

10

天浇一次 ， 王大妈隔天就要去

浇。

王大妈不小气，她种的菜，街坊

邻里都吃过，王大妈乐呵呵地说：那

算个啥，大地长的，拔吧拔吧，摘吧

摘吧……

这一次，是住在村西头，在城里

帮人家开货车的小二，回来说：王大

妈，你种的菜，要是运城里卖，那就

是城市人稀罕的无公害绿色食品，

你扎成小捆，一把能卖一块钱。

这话要是说在往常， 王大妈指

定会说：庄稼人种菜为吃，哪兴卖？

可这次，王大妈动心了。 王大妈

六岁的小孙子年前肠里长个东西，

光手术费花了

2

万， 儿子欠了一屁

股债，小孙子也怪可怜的，小小年纪

上手术台，王大妈一想就掉泪，光想

给孙子塞零花钱，买零嘴，恨不得使

了劲地疼， 可她一年到头种这一亩

三分地，也没啥收入。

坐上

3

路车的王大妈心里想 ，

二十捆菠菜，二十捆香菜，二十捆蒜

苗，二十捆韭菜……按小二的说法，

今天收入五十元没有问题。

带着这些美滋滋的 “小算盘”，

下车的王大妈抡起大编织袋就扛上

了肩， 甩开膀子朝车站就近的一个

市场快步走去。

对，王大妈知道，那个早市

9

时

以后就收摊，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

她要争分夺秒在一小时的时间里，

想方设法把自己的菜换成

50

元目

标。

王大妈找了个有利地形， 把自

己的东西铺摆好。 小二说的不错，不

用招缆，一会工夫，王大妈的菜卖掉

了三分之二还多。

43

、

44

……

50

元目标，正在一步

一步接近。 想到这些， 王大妈真高

兴，感觉城里人的钱真好挣。

分针一圈一圈循环， 眼看就要

到

9

时，王大妈开始急了……可急

也没用 ，菜还有十来捆 ，再背回去

肯定不是本意。

真是情急之下能发挥人的潜能，

第一次做生意的王大妈也吆喝了起

来：青菜便宜了，青菜便宜了……

来了个漂亮媳妇 ， 王大妈说 ：

“你如果都要，就给

5

块钱”。 人家挑

了一堆毛病很不屑地走了。

又来了一个俏丽媳妇， 这次王

大妈更痛快：你要都要，

4

块。 甚至

王大妈看着抵头捡菜那位俏丽媳

妇，后话都想好了：给

1

块都卖，还

有，只要她要，送她也行。

只是后面的话还没等出口 ，俏

丽媳妇就抬起头问： 我没零钱，

100

块你要能找开我就都要了？

能，能，能……王大妈激动地把

“能”一连说了三遍。

王大妈急急忙忙翻口袋， 查零

钱，核对了两遍。

送走最后一位顾客， 握着手里

的百元大钞， 王大妈心里别提有多

美。 王大妈仿佛此时才真正注意到

城市的楼真高，路真宽，车真多。

路过一个胡同口， 王大妈用手

里的所有零钱给孙子买了一把玩具

手枪。 然后直奔车站。

王大妈的崩溃是在上车以后 ，

准确地说，是在买票以后。 售票员冷

冷地对王大妈说：你这是假钱。

王大妈瞪直了眼睛， 痴痴地愣

怔了半天，然后才哭出了。

司机同情王大妈，没让她买票。

汽车走后， 远处驶来一辆人力

小三轮，车里坐着的小男孩，老远就

在高喊：奶奶，奶奶……

那声音回荡在一望无际的麦

田……

打工进天堂

□

许保金（中站区）

我终于死了。 当我闭上我已睁

了

70

年的最后一眼， 呼出我已呼

了

70

年的最后一口气后， 我心中

舒服了，我是在舒舒服服的感觉中

死去的。我之所以认为自己是舒服

地死去的，是因为我死了，我的孩

子们就再也不用缴高的能吓死人

的医疗费了。 孩子们孝顺，虽然他

们已债台高筑，但还是在拼命地工

作， 为的就是让我能多活一些日

子。 唉！ 多活几天少活几天又有何

用呢？走吧，趁进火炉烧成灰前，我

的灵魂已脱离了躯壳，飘飘然然向

天堂飞去。

我飞呀飞呀， 不知飞了多久，

我发现通往天堂之路上的灵魂越

来越多， 男女老少各色人等都有。

他们在驻足、在观望、在期盼，一脸

的无奈。我在灵魂的队伍里竟然发

现了邻居老刘，他可是死去已整整

十年了。

我问老刘：“老刘，你死了十年

了，怎么还没进天堂？ ”

老刘无奈地摇了摇头 ， 叹息

道：“进不了，我挣不够天币，买不

来天位。 ”

我诧异地问道：“什么天币、天

位？ ”

没等老刘回答，一个天使即时

地飞到我的面前，说道：“尊敬的灵

魂，你是想进天堂吗？ ”“废话，不进

天堂我到这干什么？ ”我生气地说

道。“太好了，尊敬的灵魂。”天使继

续说道，“想进天堂就得购买天堂

里的天位， 一个灵魂一个天位，没

有天位，你在天堂里就没有立足之

地，你也别想进天堂。 ”“一个天位

多少天币？ ”我问道。 “那得看你愿

意购买哪个级别的天位了，有豪华

型和普通型的。 豪华型的天位华丽

壮观，位置又好，离上帝近，一千万

天币一个。 普通型天位就逊色多

了 ，低矮简陋 ，位置偏远 ，远离上

帝，一百万天币一个。 不知尊敬的

灵魂是想购买豪华型的还是普通

型的？ ”天使是个不错的推销员。

我摊开双手对天使说道 ：“我

没有天币，如何购买？ ”

天使说道：“你可以打工挣天

币呀！ ”“怎样打工？ ”我问道。 天使

又说：“其他工作都有人干了，只有

打扫天堂之路的工作还没人干，你

就负责打扫天堂之路上的卫生

吧。 ”我别无选择，只有答应。

我又问老刘 ： “你打的什么

工？ ”老刘回答道：“我负责给天使

之路两侧的鲜花浇水。 ”

一晃

3

年过去了， 我打扫了

3

年天堂之路，终于等到了发工资的

日子， 因为天堂是

3

年结一次账。

天使对我说：“你干了

3

年，工资是

十个天币。 扣除你十分之三的个人

所得税， 十分之三的天路建设基

金，十分之三的占路费，因为你不

打扫天路的时候， 还得站在天路

上，所以就得收占路费，你应得的

工资就剩下一个天币了。 ”

“天呀！ 天堂太不讲理了，上帝

太不公平了， 你们太会做生意了，

那有这样剥削我们灵魂的？ 我要等

到何年何月才能买到一个普通型

的天位呢？ ”我对天使吼道，“老子

不干了，我不进天堂，我下地狱。 ”

老刘急忙把我拉到一旁，小声

对我说道：“你千万别下地狱。 ”我

问道：“为什么？ 大家都不愿下地

狱，地狱里一定不要钱。 我豁出去

了，我能忍受地狱的煎熬。 ”“你恰

恰想错了。 ”老刘说道，“因为天位

收费太高， 现在大家都愿下地狱

了，这样一来，下地狱的人比上天

堂的人还多。 我排队等了

10

年才

挂上号，可是竟是排到几百年以后

了。 况且地狱也规划有了‘狱位’，

也开始收费了， 价格和天位一样。

所以我只好从地狱又回来了，还是

在这里老老实实打工吧。 ”

我气坏了 ， 对着天堂大声吼

道：“老子既不进天堂， 也不下地

狱。 老子回阳间进坟墓，孩子们一

定给我买有坟墓。 ”

于是，我飘飘然然又飞回了阳

间。 但是，在阳间我找不到属于自

己的坟墓。我一想，明白了。阳间墓

地的价格比活人住的房价还贵，怪

不得我没有坟墓呢，孩子们实在是

拿不出买墓地的钱了。

我成了无所栖身的孤魂野鬼，

无奈，我只好重返天堂之路。 我长

长叹息道：“我活了

70

岁， 死了还

得打工进天堂！ ”

新调来的局长

□

刘 爱（博爱）

雯这下子完了，最少要罚她

30

元。

如果真要罚

30

元， 在这单位来

说还真不算多， 还有罚

200

元的例

子。 不过这

30

元雯也得干三天。

雯下了岗，想干点生意吧手头又

没资金，只能托熟人介绍，在离家七

十里开外的景区找了一份临时工，保

洁员，一天

10

元钱。

干保洁工作其实很累，卫生责任

路段足有两千米，往往是这边打扫干

净了那边又脏了，那边打扫干净了这

边又脏了。就这样每天没遍没数来回

地扫，到了晚上雯就腰酸腿疼，但两

年多来雯一直坚持着， 从不叫苦叫

累，不甘心落后，并因此经常受到点

名表扬。

今年十一黄金周也不例外。

这不，雯刚刚打扫完一遍，在自

己的责任区旁水泥凳子上坐下了还

不到五分钟， 一个同事匆匆跑过来

说：“雯，快点！ 你现在快去宾馆门前

打扫，新局长在宾馆前站着，我过来

时看见他了， 那垃圾箱旁有好多烟

头、 冰糕纸还有乱七八糟的东西，你

快去那里扫扫，先不要管这了，要是

被局长发现，罚不死你，你快去。 ”同

事说完就走了。

雯应了一声赶紧站起来 ， 快步

走向宾馆。

雯想， 真倒霉， 刚扫完还没十

分钟。

雯想起新调来的局长就害怕。

据说，新局长特厉害，要求特严。

现专抓卫生管理，刚规定：路面不能

有任何垃圾，如发现一个烟头罚款五

元，一张冰糕纸罚款五元等。 责任到

人，照章办事，该罚谁罚谁，该多少就

多少！

雯不敢再往大了想， 罚多罚少

看样子是罚定了。

雯跑到离宾馆还有十几米就已

经看到新局长那张严肃的脸了。

雯的视线一直盯着局长， 生怕

局长看到那些废弃物。

只见局长左手端着一杯水边喝

边下台阶， 眼不停地环视来往的游

客， 看样子局长并不在意那些垃圾。

突然， 局长的视线移到了那些

垃圾处。

“这是谁的责任区？ 人呢？ 跑

干什么啦！ 这么多垃圾重罚！” 雯是

这样想的， 一般领导都这样说。

雯紧盯着局长， 做好既挨训又

挨罚的打算。

雯看着局长环视了一下四周，便

弯下了腰，左手端着水，右手将烟头、

冰糕纸等垃圾捡起来一一放进了垃

圾箱。

雯愣住了， 万万没想到咋会是

这样的结果。

雯打心眼里佩服这位新局长 ，

原来： 优秀的领导并非要做出感天

动地的事情， 只是在没人发觉时弯

了一下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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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细节读真切的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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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而化之的党史似乎谁都能说上几句， 但谈到细

处，人们则往往语焉不详。然而，历史是由细节串成的，

只有知道了细节，才算是知道了历史。这正是人民出版

社推出《党史细节》一书的价值所在。

著名党史学者罗平汉教授，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为读者展开了一幅鲜活而生动的党史画卷。 中共创始

人之一的李大钊，

1914

年

9

月

8

日入日本早稻田大学

后，也经常不去上课，只不过他不去上课是去参加了留

日学生的反袁斗争。 由于他总不上课，

1916

年

2

月

2

日被校方以“长期欠席”为由予以除名。 另一位创始人

陈独秀， 为自己兼任校长的预科大学争取到了一笔款

子修建校舍，担心一旦离开广州，款子就可能泡汤，因

此放弃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陈公博倒是参加了一大，

而且还带去了新婚的妻子， 后旅社隔壁房间发生了枪

杀案， 他竟不待大会闭幕便落荒而走……这些细微之

处生动地再现了这些党史人物的性格， 并或多或少地

预示了其未来的人生轨迹。

历史研究的价值， 就在于保留人类真实的记忆。

愿《党史细节》一书，能让你感觉中共

90

年的漫长历

史，仿佛在眼前。

素食主义的猫和老鼠相遇的故事

□

村上春树

Tamaru

轻轻地清了声嗓子：“哎，

你知道素食主义的猫和老鼠相遇的故

事吗？ ”

“不知道。 ”

“想不想听？ ”

“很想。 ”

“一只老鼠在天棚上遇到一只很

大的公猫。 老鼠被逼到了无路可逃的

角落，吓得浑身颤抖，说：‘猫大人，求

求您。 求您不要吃我。

我一定得回到家人身边去。 孩子

们都饿着肚子在等我。 求求您放了我

吧。’猫说：‘不用担心。我不会吃你的。

老实跟你说———这话不能大声说———

我是个素食主义者，根本不吃肉。你遇

到我，可是太幸运了。’老鼠叹道：‘啊，

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天！ 我是多么幸运

的老鼠！

居然遇到了一只素食主义的猫！’

但就在这一瞬间，猫猛然扑向老鼠，用

爪子牢牢按住老鼠的身体， 锋利的牙

齿咬进了它的喉咙。 老鼠痛苦地使出

最后的力气问猫：‘你不是说， 你是素

食主义者，根本不吃肉吗？那难道是谎

言？’猫舔着嘴唇说：‘是啊，我不吃肉。

这并不是谎话。所以我要把你叼回去，

换生菜吃。 ”’青豆想了一下。 “这个故

事的要点是什么？ ”

“并没有特别的要点。刚才说起幸

运的话题，我偶然想到了这段故事。仅

此而已 。 当然 ， 寻找要点是你的自

由。 ”

“温暖人心的故事。 ”

（节选自村上春树小说《

1Q84

》）

一个小镇奇特的“产业转型”

□

韩 寒

一开始 ，亭林镇 “经济唱戏 ”

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觉得自己

可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 但是因

为“唱戏”没唱好 ，所以招商来的

全都是一些被其他地方所摒弃的

重污染化工企业， 但当地人转念

一想， 算了， 污染严重点就严重

点，体面的工作是没有了，但是人

家吸毒还得花钱， 咱们这里免费

就能吸毒。 虽然我们的家园被污

染了，但钱留住了。

开满了化工企业后， 这里的

环境果然出现了问题，河流虽然流

走了，但物种都变异了，人们惊奇

地发现，这里的小龙虾长到了普通

小龙虾的三倍大，人家非常惶恐，

但劳动人民的智慧很快被发挥了，

这不就是澳洲大龙虾吗？ 后来经

过当地见过世面的村民反映，这个

要冒充澳洲大龙虾还是难了一点，

估计要再被污染五年才行，但是不

要紧，澳洲还有小青龙，我们这冒

充澳洲小青龙拿去市场上卖。

但山寨的道路是任重道远的，

很快，人们发现澳洲小青龙是青色

的， 但亭林变异龙虾是红色的，无

奈，抓到这种龙虾的人们一致对外

宣称，真是几内亚大虾。 选择几内

亚的原因是捕虾者要选择一个国

家，翻开资料，几内亚因为起首字

的笔画最少而排在第一位。

当然， 几内亚大虾是这几天

事情， 左小龙也是为数不多的留

在这里的青年人。 当地人的工作

梦想还没到一年， 大量的外来打

工者找到了这里， 他们比当地人

更能吃苦，更能耐劳 ，更能吸毒 ，

而且只要求一半多的薪水，很快，

当地人纷纷失业。

他们的愤怒还没有来得及宣

泄的时候， 当地其他的产业崛起

了， 那就是服务外来务工人员的

行业，面对突然拥来的几万人口，

当地的几千人走了一大半以后 ，

剩下的突然想到， 我们可以赚外

来务工人员的钱， 老人可以把房

子租出去， 年轻人开始开各种店

来满足这些人的日常生活生理需

要。就这样，这个镇子暂时和谐了

下来。

（节选自韩寒小说《他的国》）

原创小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