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这个城市的东部走到西部是我突

然生出的想法。 当时已近午夜，我有意看

了一下表， 是十一点三十分。 如若在平

常，我会打一个出租车。 但此时，我看着

灯火辉煌却行人寥落的大街， 忽然有了

走路回去的想法。 也许以散步的方式穿

过午夜的城市， 才能够真正地了解这个

喧嚣繁华城市的另一面， 也就能够真正

地了解这个城市。

其实这只是一个小城市。 如若想要

午夜走过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就真

得像是天方夜谭了。 在北京的一次经历

仍记忆犹新。 当时是晚上十点多，需要从

城市中心到达城市的东部自己住的旅

店，等待着公交车，焦急地想着如果没有

了公交车，自己该怎么办。 在那样的大城

市，步行回去是不可能的，而打车回去，

最少要七八十元，身上的钱已经不够。 幸

好后来公交车开过来。 北京的那一晚，就

像是冒险，但在这个城市，十一点多了，

我仍然可以心平气和。 虽然没有了公交

车，但我打的回去也只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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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钱；况且

我还可以步行。 而步行的想法就是此时

涌出的。 我想用脚步丈量这座可以属于

我的城市， 进一步确认它给我内心带来

的安全感。 北京显然是不属于我的。

这个城市的东部到我居住的西部某

个地方，是由一条主干道横贯的：这座城

市最主要的街道———解放路。 此刻它在

两边路灯的照耀下依然灯火辉煌， 就像

一个长长的舞台， 等着一个步行的人登

场。 是的，这次步行因为时间和长度的特

殊而似乎带有表演的性质。 那么谁是它

的观众呢？ 也许是道路两旁默默无语的

建筑， 也许是习惯了城市白天景象的人

们的梦。

一路走过来，真得都是熟悉的事物，

熟悉得无心再看它们。 似乎每一个在城

市里生活的人， 无法每天都对一座建筑

的独特外形保持兴趣。 况且这些建筑也

都大同小异。 偶尔一个更繁华或者更高

大的建筑出来，人们经过一次惊艳之后，

就会迅速适应它，然后在内心遗忘它。 除

非这座建筑与自己有关， 经济上， 情感

上，等等。 路过六号苑新大楼时，它仍然

很高，没有因为晚上就低许多。 但它的高

低与我无关， 楼里的超市开业与否也与

我无关。 一个朋友说过她家曾买过这里

的店铺门面房，但后来又给退了。 她走过

这座楼时，也许会记起。 而她也许会同样

记起这幢楼的故事： 它盖了好几年才盖

好。 然而这个故事与我无关，毕竟一个城

市里发生的故事太多。 但有关它的故事

间接地通过别人让我知道， 也与我间接

地发生了关系。 毕竟我与这个人之间的

关系，也是一个故事。 而它现在只是静静

地立在那里，仿佛与我无关。

走过燃气公司大厅门口， 我没有停

留片刻。 这里也与我无关，但是和一个朋

友在一起吃饭时他说过要缴煤气费，却

找不到地方。 那时我告诉他这个地方，但

他说不是这里，他用的是煤气卡，程序很

复杂，他们夫妻还引起了小小的争吵。 这

个大厅此刻大门紧锁，安静异常，仿佛不

知道曾经为缴燃气费而引起的矛盾。

几个酒店依然灯火辉煌。 在新亚细

亚大酒店前， 我曾见过一对男女在这里

拥抱。 男的高大，女的漂亮，很让人羡慕；

但这拥抱又稍显牵强， 让人猜想其中的

故事。 但此刻，这里空无一人。 山阳建国

饭店我曾进去过几次， 一次是去看在这

里举办的古玩收藏鉴赏活动， 但因为有

事，没有开始就走了；还有一次是和一个

女记者去吃自助餐， 她说这餐券是一次

新闻采访后经理给的。 而三维戴斯酒店

则是许多朋友开玩笑说让谁请客吃饭的

首选地点。 它算是这个城市最高档的酒

店了吧。 此刻它仍然那么高大，楼顶不断

变幻的激光束， 像在探照这个城市里是

否有在空中飞的幽灵。

而在街道一侧， 一个流浪汉正安然

入睡。 他就那样侧身躺在街边的水泥路

上，把头缩进自己的衣服里。 如果路人不

仔细看，还以为这个人没有头。 他的确把

头缩进了自己的衣服里， 也许这样他就

能躲避外面的世界。 在这个大街上，他唯

一能拥有的自己的空间， 就是这能蒙住

头的衣服。 有了这一点点空间， 车来车

往，人来人往，争吵，拥抱，偷盗，斗殴，都

已与他无关。 而我的路过也与他无关。

路过他， 走没多远就可以看到另一

个流浪汉。 他经常在一家店铺的门前休

息，高出人行道几级台阶。 这个高度比横

卧街边显得更加安全一些， 而且这里还

能遮雨避风。 他在硬硬的瓷砖上面铺上

厚厚的褥子，自己躺在上面，显得无比安

详。 每一次路过这里，都能看到他舒服地

躺在上面。 白天这里顾客盈门，台阶上不

知留下多少人的脚印， 晚上这里只属于

他。 这就像是他与这个城市达成的协议，

白天的喧嚣与他无关， 他只在乎这夜晚

的静谧与安详。

我徒步走过城市大街的午夜， 似乎

想要证明它可以是属于我的， 但却证明

我只是它的过客， 它也不属于白天那些

拥挤忙碌的人和事。 真正拥有这夜晚的

是这两个流浪汉。 他们与这城市大街的

夜晚如此亲密， 就像它的白天与我们的

亲密一样。 在这个城市里，夜晚与白昼是

分裂的，它属于两种不同的人，有着完全

不同的表情，不同的故事。 作为这个故事

的观众， 我只能在诗中写道：“我在到达

终点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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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评

一部华丽而充实的

历史性著作

□

王晓斌

有一种历史研究者， 他们立足

于客观史料而又不落窠臼， 他们像

说评书一般， 将历史事件向我们徐

徐展开， 让我们身临其境般感受历

史、了解历史。 著名作家马伯庸与汗

青无疑是这类历史研究者中的佼佼

者。 他们埋头于史料四余载，给世人

呈现了一部华丽而又充实的历史性

著作：《

1592~1598

中日决战朝鲜》。

该书以全新的语言和视角 ， 诠释

1592

年到

1598

年明王朝抗日援朝

这一历史事件。 读此书，仿佛自身就

是这一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战

争的各个场景盘旋于脑海中， 久久

不能散去。

《

1592~1598

中日决战朝鲜》是

一部华丽而充实的历史性著作，其

华丽与充实交相辉映， 绽放出历史

的耀眼光芒。 那么，此书为何具有如

此之魅力？

该书的魅力毫无疑问首先体现

在语言方面。语言是思想的外壳。历

史研究讲求严肃论证，基于此，很多

历史性著作和论文在语言方面也就

表现出刻板化倾向， 其读者范围也

就容易局限于历史研究者一小部分

人群。 恰恰相反，该书以说书评的方

式给我们展现了一幅真实的历史画

面。 其语言平白浅易、诙谐风趣而又

不失严肃，对人物的刻画形象生动，

对战争场面的描述更是跃然纸上。

读此书，时而不禁捧腹大笑，时而又

肃然起敬，让读者仿佛置身其中。 假

若没有深厚的语言文字功底， 断然

不会写出这样华丽而又充实的历史

性著作。

其次是史料运用方面。 历史研

究要求尊重客观史实， 在对其史料

进行分析与甄别的基础上， 无限还

原历史的本来面貌。 作者在创作该

书时，搜集了大量历史文献，尤其是

对日本和朝鲜历史资料的搜集与分

析，使得书中内容真实而客观。 只有

在各方面史料的支撑下， 作者才能

从对比与分析中探求到历史的本来

面目。 尤其是对每场战争中各方伤

亡情况的分析，做到了真实客观。 整

部著作以细致的研究， 对部分史料

中的记载进行去伪存真， 这不仅使

得本书具备充实的魅力， 也使得我

们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认识更加清

晰，使读者更加贴近历史真相。 只有

这样， 读者才能够用心体会到四百

余年东北亚局势的风云变幻， 也才

能够带给读者身临其境般的感受。

第三是该书融入了作者的真情

实感。 众所周知，无论是研究还是记

述历史， 其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客观

真实。 尽管如此，无论是中国还是日

本与朝鲜的历史学家， 出于这样或

者那样的原因， 对其历史事件的记

载与研究总会有失偏颇， 附带主观

意识， 这也正是历史研究很难做到

完全客观的原因之一。 本书在对三

方史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其对历

史事件的分析当然做到了客观真

实。 另一方面，当作者在翻阅史料、

触摸到历史真相的同时， 将其真情

实感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书中。 例如，

当朝鲜朝廷在明军面临严重缺少后

勤补给、饿殍遍野的情况下，一味敦

促明军出战，甚至恶言攻击。 面对这

样的历史真相， 作者在书中表现了

极大的愤慨。 正如作者所言，面对历

史，我们无力改变，但是我们却可以

让后人知道历史真相， 让他们知道

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读此书，我

们不禁为中华民族的光荣历史而骄

傲，为历史上那些英勇奋战、为民族

赢得荣誉的英雄而自豪。 这也是我

认为该书最为耀眼的地方所在。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我依稀

看见在朝鲜战场上奋勇杀敌、 浴血

奋战的大明勇士们。 他们为我们赢

得了中华民族应有的荣誉， 值得我

们后人尊敬。 时至今日，侵略成性的

大和民族依然不知悔改， 不断上演

着大规模议员参拜靖国神社的丑

剧。 作为一名中华儿女， 请牢记历

史，铭记民族的荣耀与耻辱。 只有这

样，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才不会是一句空话。

（书名：《

1592~1598

中日决战

朝鲜》，作者

:

马伯庸、 汗青，出版社

:

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3

年

10

月）

有一个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孟子幼

时，曾就墓、临市、近屠而居。 孟子见样学

样， 整日嬉戏， 其母遂三迁而居学宫之

旁，孟子以进退朝堂规矩为游戏，终于学

成六艺，成为一代圣贤。

这个故事就是成语“孟母三迁”的出

处。 如今世易时移，好像不应再唯读书为

上， 排斥其他成功之道， 但孟母三迁其

地， 其用心良苦地为子女营造一个良好

教育环境，时至今日仍可镜鉴。

只不过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 很多

诱惑总是在不经意间出现着， 很多变化

也总是在不经意间就发生了， 是那么的

令人触不及防， 甚或是一朝觉察却已积

重难返。 如此算来，昔日孟母能够见微知

著，可谓有着教子的大智慧。 后来，这一

故事在古时的训蒙读物《三字经》中，被

进一步演绎深化为：“昔孟母，择邻处。 子

不学，断机杼。 ”其中深意更是说到了孩

子教育必然面临诱惑， 更不能半途而废

的真理。

说起当下子女成长面临的诱惑，记

不清从何时起，我发现了一个小秘密：在

小儿眼里， 电脑就是一个用来玩的游戏

机。 即使再三向他解释，电脑是我处理工

作的必须工具，也无济于事。

每次你一打开电脑， 他总会凑上来

商量，让他挂上

QQ

，或是去当时风靡的

农场种菜收菜。 这时我才意识到，开着电

脑对于小儿来说， 无疑是一种无穷无尽

的诱惑。 再到后来，小儿读了小学，有了

相互交流的玩伴，偶尔去小朋友家里时，

也会“观摩”一下令人眼花缭乱的电脑游

戏。 而此后，这种诱惑的负面效果更是显

现。

游戏之于孩子，仿佛是无师自通。 只

要打开电脑， 他总能通过各种渠道准确

地找到网络小游戏的页面，并投入其中，

相当老练。 这一点，真的令我这个游戏盲

汗颜不已。 但亦深知事已至此， 抱怨无

益，毕竟孩子成长的环境我们无法改变，

能做的只能是用一种习惯代替另一种习

惯。

为了证明电脑只是一个工具， 平时

我总是努力克制自己， 尽量在家不去动

电脑。 同时每当他有疑问，也总是引导他

自己去用电脑搜索， 找到自己想要的答

案。 虽然这一过程漫长，好在效果不错，

如今的电脑已成了他一个专用的无所不

知的大百科全书。

如此斗智斗勇还算轻松， 而与电脑

相比，还有一个事物则更为复杂。 那就是

早已融入我们生活的电视。 本来嘛，你说

老爹老娘在单位工作太累了， 回家只想

消遣休闲一下，可孩子却不这么想。 你又

说， 哪个孩子不爱看动画片呢？ 但问题

是，一旦打开电视，无论是动画片，还是

青春偶像、抗日军旅，甚或是家长里短的

肥皂剧，他都来之不拒，不到困不可支或

是你暴力关掉，绝不罢休。 常常是一番斗

争一番苦，最终不得不在你不甘心、他不

开心的郁闷中收场。

同样的场景无数次地反复出现，让

我深刻理解了“身教重于言教”这句话的

内涵。 毕竟，诱惑是鲜活的现实存在，而

环境却是一种气场和氛围， 你不摆出样

子来，总是难以服人。 此时，你就是给他

说一百遍类似“非圣书，屏勿视。 敝聪明，

坏心志”这种《弟子规》里的圣人箴言，他

心里也是那句话 ：“你们大人可以看电

视，我们小孩为啥就不行？ ”

记得我曾专门做了一个试验， 让小

儿在卧室的书桌前写作业， 我们坐在客

厅看电视。 而他总会寻找喝水、上卫生间

等各种借口和机会， 晃出来瞄上两眼电

视屏幕。 那种恋恋之情，令人忍俊不已之

余，却也知道，面对这样的诱惑，你根本

无法也无权考验孩子的定力。 因为坦率

地说，自己也做不到两耳不闻电视事，一

心只读圣贤书。

此外，谁让咱老祖先还有这句老话：

“其身不正 ，虽令不行 ；其身正 ，不令而

行。 ”看来，我只能写一幅“少开电视多看

书”的大字挂在电视旁。 要看，我就在周

末陪小儿一起看个天昏地暗；要不看，我

就拿本书陪你小子死磕到底， 只要不把

书拿颠倒了， 相信读书总会成为咱共同

的一个生活状态。 直到每天，无书不欢。

文化管见

说诱惑

辞书讲，加塞儿一词的本义是：为

了取巧而不守秩序， 插进排好的队列

里。 朋友老贾，有这专长。 凡需排队办

的事， 他多能以巧嘴八哥的微妙方式

将排在前边的某位“收买”后，悄没声

息地插进去，把事情先办了。 显然，如

此加塞儿，着实能讨些眼前利益。譬如

购买火车票， 不管车票多紧， 排队多

长， 老贾一个点头哈腰， 三句附耳软

语， 排位靠前的人便乐意让他插到前

边。 当半夜就来排队买票的人只得空

手而归时，天大亮才踅来的他，却拿着

车票上了火车。再如高速路堵车，不管

堵多远，只要有点缝隙，哪怕是生命通

道，他一凭憨胆大，二靠车技高，硬着

头皮瞎挤猛钻， 直到车头顶屁股全线

卡死，才会停下。 如此见缝插针，放行

后，常能提前十分八分、甚至二三十分

钟摆脱困局，减少堵心的折磨，多少赶

出些路程。不过，也有抓瞎时。一次，加

塞儿买票过多，他被警察疑为捣票“黄

牛”，弄进派出所审查半天，不仅收走

全部车票， 还误掉一天行程。 一次挤

车，因抢占生命通道，车被交警扣住，

罚款

200

元。他喟叹说，可算大粪倒进

葱地———不上算（蒜）。但说归说，一旦

再有加塞儿机会 ， 依然是外甥打灯

笼———照旧（舅）。

人生亦如此，常有加塞儿者。只是

相对于本义的加塞儿来说， 人生加塞

儿的形式更宽泛，内容更复杂，涉及的

人数怕也更多。

张甲快愁死了。孩子复读了两年，

分数还够不上三本。读专科吧，老不甘

心。 一日，散步困了，见地上斜歪一张

小报，正要捡起垫屁股，却瞥见喜讯：

上二本，缴费

5

万元。 上一本，缴费

8

万元。 上京城一本缴费

10

万元。 保办

保成，办不成全额退款。 张甲很高兴，

当即拨打小报上的电话。三言两语，话

很投机， 他放下电话拎上钱， 便去报

名。 是啊，专科与本科，一个若是独木

桥，一个则是阳关道，花钱挤进一本行

列，插足人生快车道，值老鼻疙瘩了。

他慷慨缴上

10

万元，抱着人家以甜言

蜜语编织的如意算盘， 高兴地恭候着

佳音。 一等三个月， 新生录取早已结

束，却不见儿子的入学通知。他前去询

问， 已然人去屋空———那是一个诈骗

团伙，早被连窝端掉。可为儿子加塞儿

的

10

万元钱，该问谁要？

王乙本是“深山俊鸟”，贫家女儿，

被打工潮卷进城里后，先打零工，老实

本分，凭苦力挣钱。 因容颜姣好，常被

老板拉去应酬门面，一来二去，她为灯

红酒绿所惑， 不再甘于一身臭汗的劳

作。 听说当小姐省心又赚钱， 便去坐

台。凭着出众的姿色，她结识了一些老

板和政要。其中一处长，见她馋得嘴水

横流。 她不失时机，极尽投怀送抱、纵

欲煽情之能势，很快将其俘获。成了专

职情人后，她又蹬鼻子上脸，想当公务

员，要进国家机关。 处长有权，说只要

不是上天摘星辰，啥事都好办。随着学

历、档案造假完成，她摇身“考”成了公

务员。两年后，又提拔为副科长。然而，

正当春风得意时， 处长却因失职渎职

犯案被囚， 王乙加塞儿的真相随之暴

露无遗。她不仅被清理出国家机关，还

因制买假文凭、假档案领刑入狱。本是

贫家朴素女，终因加塞儿成囚徒。

赵丙才学平庸， 表现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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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几了，还是普通一员。 而一齐入伍者，

不少人都做了科长处长。他干扯急，热

没门。在外，朋友讥刺嘲讽，回家，热脸

常遇老婆的冷屁股。 有人说 “光干不

送，原地不动”。 他误认为自己败在没

送礼上，便给处长拿去

1

万元。处长不

仅没要，还好一顿训斥，说好好工作，

该是你的，跑不了。 不好好工作，靠钱

加塞儿，门都没有。 赵丙吃了闭门羹，

灰心丧气， 一连几年没敢再提升职一

事。 后，老处长退职，听说新处长有些

“胃口”，他试探着带上

3

万元，战兢兢

送上门，含糊着说罢来意后，处长连座

也没让，说走吧。 出得门来，心想若能

提拔还算可以，若不能，岂不白蚀“一

把米”？ 可算冤大了！ 不久，调整干部，

尽管他口碑不佳，按常理根本轮不上，

但因

3

万元垫底，到底加塞儿成功，当

了副科长。两年后，还想送礼加塞儿正

科长时，处长被双规了，罪行之一就是

收了他送的

3

万元 。 他不仅被 “双

开”，还因行贿罪被取保候审。

综上可知， 人生路上， 凡投机钻

营、 谋取不当利益者都是钻头不顾屁

股的加塞儿人。他们为了一己之私，可

以置他人、 集体、 甚至国家利益于不

顾，随意扰乱正常的规则秩序，甚至不

惜触犯国家法律。就个案看，加塞儿确

能谋取既得利益，令人欢心于一时，并

由此生出饵料效应， 诱使更多人仿而

效之。但要知道，人生加塞儿得利不过

一时，不能一世。正如饮鸩或能止渴于

一时，却终将付出生命的代价一样，任

何靠加塞儿获取的不当得利， 都是致

命的鸩酒，一时的欣喜满足里，潜藏着

吞噬人生的毒虫。

为此， 谨套用鲁迅先生的一段话

作为结语：加塞儿有术，也有效，然而

有限，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没有。 以此

自毁人生者，古今不可胜数！

一个夕阳西下、倦鸟归巢的傍晚，在

太行山农家自助游的我， 徜徉于青石板

铺砌的蜿蜒小巷中， 古老拙朴的石头房

子和树木蓊郁的村落，在晚霞的余晖中，

如诗如画、静谧安详。 信步投足时，有清

脆的童声传来，循声望去，在小巷的拐角

处，一蓬盛开的晚饭花旁，一位手摇蒲扇

的老奶奶正开心地逗弄着怀里的小男

孩。 轻步前趋，侧耳细听，那身着红肚兜

的娃娃正鹦鹉学舌地一句句学童谣：“月

婆婆，明晃晃，开开后门洗衣裳。 洗得白，

浆得光，打发哥哥上学堂。 二更睡，五更

起，好好读书状元郎……”孩子纯净空灵

的声音，一下子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那

些曾经唱过的童谣汹涌而至。

我出生于上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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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初的豫

北农村。 那时，没有电灯、电视，更没有电

脑。 夏夜里农家人星空下乘凉，大人们，

不是侃山精树怪、三国水浒，就是教孩子

们唱段童谣。

我最喜欢的童谣是一首 《扯白话

儿》：“半岁娃儿会唱歌， 碾大石头滚上

坡。 赶集看见牛下蛋，下田发现驴垒窝。

洋槐树上泥鳅叫，麦秸垛上鱼做窝。 老鼠

撵猫无处藏，鸡牵黄狗去巡逻……”现实

中种种荒诞不经的事， 在童谣里却成了

绮丽可爱的景象， 让我们忍俊不禁。 而

《十二月歌》 却把一年四季里最好的风

物、 最美的事物表现出来；“正月敲鼓舞

龙灯， 二月扯线放风筝。 三月插柳清明

祭，四月牡丹花正红。 五月河坝龙舟赛，

六月蒲扇送凉风。 七月牛郎会织女，八月

桂花伴月饼。 九月重阳登高远，十月御寒

棉衣行。 冬月冰冻围火盆，腊月杀猪新年

迎。 ”唱着这首歌谣，仿佛眼前展开了十

二幅多姿多彩的民俗画卷。

那时的童谣可以说多如田间陌旁的

花草， 即便是三岁小儿也能开口唱诵：

“小老鼠上灯台，偷吃油下不来。 喵喵喵，

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而我们这些

小丫头，却最爱“筛、筛、筛麦糠，琉璃圪

棒打丁当，你卖胭脂我卖粉，咱俩打个琉

璃滚。 ”边唱边对着脸四手相扣、双臂相

摇地舞蹈，极其开心。 那些小子们，则喜

欢手握纸叠的手枪或者木制的大刀，豪

气干云地喊：“学习李向阳，坚决不投降，

敌人来抓我，我就上高墙，高墙不顶用，

我就钻地洞，地洞有枪声，消灭日本兵。 ”

呵呵，俨然一个机智勇敢的红小鬼！

到了腊月， 关于过年的童谣更是整

天挂在了嘴上：“小孩小孩你别馋， 过了

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转眼到了

二十三。 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

子；二十五，炸豆腐；二十六，炖肉肉；二

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

馒头；三十儿晚上，闹一宿；大年初一，扭

一扭。 ”把人们渴盼新年和追求美好生活

的心情表现的淋漓尽致。

如今，随着乡村城镇化，古朴纯净的

乡村，天真烂漫的童趣，质朴诗意的童谣

都已渐行渐远。 我庆幸，自己能有一个缀

满童谣的童年。 身处闹市之中， 时时回

味、咀嚼那一首首来自田园、天籁般的童

谣，让我的内心澄静、空旷而丰盈！

人生莫加塞儿

□

基 民

原创文学

那些唱过的童谣

□

刘晓燕

二婶挨打了！ 打她的竟然是她亲生

的儿子！ 随后她就再次中风了！

二婶人高马大的，无论家里地里，都

是村里数一数二泼辣能干的女人， 只要

是挣钱的事，绝对少不了她。 编草席，卖

鞋袜，倒腾山药，加工零配件，啥挣钱就

干啥。 在她的领导下，二叔成年在外地打

工，儿子大宝、二宝初中没念完就都被二

婶撵出去打工了。

二婶不舍得花钱也是出了名的，平

日打个酱油也不舍，别人笑她抠门，她说

她的钱要用在刀刃上。 后来，她给俩儿子

分别盖了三层小洋楼的宅院，娶了媳妇，

生了孩子，可二婶脸上依旧没有笑模样。

为啥？ 因为她去年突然轻度中风，日

日买药花钱就像割她的肉， 后来中风好

了，她却干不了力气活。 挣不了钱让她感

觉生不如死。 于是，二婶天天琢磨新的赚

钱门路。

二婶娘家侄女海霞的出现， 让她兴

奋不已。 海霞如今可不得了了，家里盖了

小洋楼，新近买了小轿车。 海霞每日打扮

的时髦光鲜，就靠一张嘴，钞票就源源不

断地往她兜里钻。 二婶眼馋死了，心想自

己当年号称王熙凤，嘴巴、心眼、手脚样

样出色，凭啥我就不能动动嘴收钱哩？ 可

人家海霞似乎就没有带二婶一起致富的

想法，左一个理由，右一个理由，反复强

调这样的好事不是人人都能干的， 把二

婶的胃口吊得越来越高， 就差给侄女作

揖了，海霞才答应带领二婶一起致富，但

前提是，入门要缴

4

万块钱，这钱是入股

的集资款，只要缴了钱，二婶以后就可以

坐在家里数钱了，每天

200

块，只会多，

不会少。

一说缴钱，二婶就心疼，害怕上当。

海霞生气地说：“这好事不是谁想干就让

他干的，咱是实根根的亲人，你又反复求

我，我才让你干的，你怕我骗你，就不要

干了。 ”后来，海霞开着桑塔纳，带着二婶

去了娘家村， 让二婶亲眼看看跟着她干

的人的现状。

走进海霞的堂哥家， 只见一群人围

在一起打麻将，旁边放着小酒小菜，欢声

笑语不断。 海霞的堂哥介绍说，开始时自

己每天挣

200

块，如今培养的人多了，自

己不用出门，一天就挣上千块，日子过得

美着哩。 现在，七大姑、八大姨上赶着要

跟他干，他还得一一考察，没本事的想干

还不让干哩……

二婶下定了决心，回家筹钱。

4

万块钱对于二婶家来说可不是小

数目，盖楼、娶媳妇、生孩子、礼俗来往，

样样花钱如流水，虽说她精明能干，至今

也没有攒几个闲钱。 于是，二婶就瞄上俩

儿子的小金库， 非要俩儿子一人出

2

万

块，支持她这一聚宝盆一样的生钱事业。

俩儿子习惯听当妈的指挥， 一言不

发，大宝媳妇天性懦弱，不敢言语；二宝

媳妇生性泼辣，不亚于二婶当年，她上网

查看，认定这就是传销，三说两说竟然把

大宝二宝都说得明白了， 死活不给二婶

拿这笔钱。

日子一天天过去，海霞催得紧，二婶

干着急凑不到钱。

终于，二婶恼了，召集全家开会。 会

上，二宝媳妇费尽口舌也说不动二婶，拉

二婶看电脑时，二婶猛一撤身，竟然闪得

二宝媳妇摔了一跤， 偏巧磕破了二宝媳

妇的额头。 二宝见了，推开二婶，去拉媳

妇，不想二婶身子不便，竟然跌倒了。 二

婶恼了，大骂：“娶了媳妇就忘了娘，你敢

打你妈？！ ”顺手捞个小板凳，砸向二宝。

大宝和大宝媳妇急忙上前拦阻， 不料二

婶开始抓狂，乱打乱骂开来。 大宝媳妇的

脸在混乱中被抓破了， 渗出鲜红的血珠

儿。 心疼媳妇的大宝见状， 突然就发狂

了，冲着二婶的脸就是一个大巴掌！

二婶傻了片刻，号啕起来：“天杀的！

敢打你妈？！ 你们都给我滚出去！ 这楼房

是我盖的，我这就把它卖了，我就不信凑

不出这

4

万块钱！ 滚！ 滚！ ”

这时，二婶的电话响了。 二婶想这一

定是海霞打过来的，顾不得撒泼，赶紧拿

出电话接听， 电话那端却是海霞他爹哆

嗦的声音：“你赶快凑点钱救救海霞吧，

她被公安局抓了，说是组织传销……”

二婶眼珠一翻，再次中风了！

二婶中风

□

闫趁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