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望子成龙，盼女成凤，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对这一问题，任何为人父母

者无须唱任何事不关己的高调， 也无

须做任何羞羞答答的掩饰。然而，愿望

固然美好，心情尤为迫切，而成龙飞凤

的养育方法则至关重要。恰如园丁，欲

要花儿开得鲜艳，必得浇水施肥勤耘。

而一旦管护失当，浇硫酸，施盐碱，耘

伤根系，结果只会适得其反。现实生活

中，类此育养儿女者，可谓不少。

暑假里， 父亲携

8

岁的儿子出城

游玩，路过一山凹小村，见一农人赶着

一头驾车的小毛驴， 正扭断二股筋地

往山坡上拱。农人汗泼流水，连推车带

吆驴。毛驴四蹄抓地，呼哧带喘着拼命

用力。 车上的承载物因路面凹凸不时

从桶顶的罅隙里迸溅飞出， 把四围的

空气熏染得奇臭难闻。 父子俩几乎同

时说了声真臭， 并下意识地捂了下鼻

子。父亲说，儿子，瞧见没，这活是人干

的吗？又脏又累，拉一辈子这东西能有

啥出息？ 我给你说，如果不好好学习，

考不上大学，将来呀，就得跟他一样，

拉一辈子臭大粪，戳一辈子牛屁股眼，

修一辈子地球，混得像个灰土驴，不是

打一辈子光棍，连个媳妇也讨不上，就

是说个歪瓜裂枣拆烂污的窝囊一辈

子。 只有考上大学，才有幸福生活。 有

人说不考大学， 吾宁死！ 这话一百个

对， 儿子， 你可得记住……儿子点点

头，似乎恍然大悟。

7

岁的儿子哭着回家，很显然，他

受人欺负了。身上挂满灰土，是摔到地

上染的。 脸上一道血痕， 是被人抓挠

的。 头上一个硬包，是跌倒磕碰的。 母

亲问明来由，“啪啪”，朝儿子屁股上拍

下两掌，教训道：你个不中用的没成色

货，跟你爹一个球样，只会挨打受气，

没一点男人血性， 一对窝囊废。 他骂

你，你嘴里憋屎哩还是噙尿哩，咋不骂

他？ 他骂你一句，你得还他两句，才是

男爷们！他打你，你是手端豆腐哩还是

手抄在袖里暖和哩， 咋不还手？ 告诉

你， 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骑。 你记

住，从今往后，谁再骂你一句，你还他

两句。 谁敢打你一下，你打他十下。 这

样，树起门事，才不敢有人再欺负你，

听见了没有？记住了没有？两眼泪哗哗

的儿子频频点头，似乎明白了很多。

上二年级的女儿对父亲说， 老师

让每人做两件好事， 上午我见张奶奶

买菜回来， 帮她把沉腾腾的一篮子菜

提回家，算是一件，还差一件，去哪做

呢？ 父亲听罢，很老练地说，这还不好

办。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五毛钱递过去。

女儿不解，父亲说，把它交给老师，说

是街上捡的，不是一件好事？女儿犯难

了，说，这是咱家的钱，不是捡的。父亲

说，老师又不知道是咱家的钱，交给他

凑成一件好事得了，哪能恁认真。女儿

只好照父亲说的做了， 她受到了学校

的表扬。 没几天，女儿放学后，很高兴

地对父亲说，我捡了个钱包，里边装了

1000

元钱 ，明天交给老师 ，可是一件

大好事！ 父亲看着钱，心动了，他给人

家打临时工，干一个月，还挣不到这个

数，这钱是捡的，又不是偷的，干吗一

定要交呢？ 他便对女儿说， 这钱不能

交。女儿问为啥。他说，交个块儿八角，

说是拾的，老师相信。 交

1000

元钱，说

是拾的，老师不会相信，说不定还会怀

疑是偷的。 所以，这钱宁可咱用了，也

不能交给老师。女儿点着头，似乎听得

很懂。

班里竞选班长，

10

岁的儿子不知

道该不该参加，便把问题带回家。当科

长的父亲和当股长的母亲一听， 不约

而同地说，哎哟，傻蛋儿子，当然要竞

聘了，还犹豫个啥。 于是，父母便现身

说法， 用自己当官名利双收的好处来

启发儿子，说，人都说赖好当个官，强

似卖水烟。当了官就有权，有权说话就

算数，就有人围着你转，为你服务，就

能落好处得实惠。再说，大官都是由小

官当大的， 不当小官， 难成大官。 所

以，从小就要有当官意识。有人说当官

要从娃娃抓起，这话很对，从娃娃抓起

就是要从小学生抓起， 你现在正有了

机遇，说啥都得抓住。 儿子说，班里比

我表现好的同学有很多，即便竞聘，怕

也难成功。 父母说，这不用担心，事在

人为嘛。 这样，从现在起，你就和同学

们拉关系，套近乎，到时让他们投你的

票。儿子说咋套近乎呀？父母说，这样，

你每天请七八个同学出来吃饭， 五六

天把同学请一遍，爸爸给你安排饭店。

至于班主任那里，你别管了，我们请他

吃顿饭， 再给他

3000

元钱购物卡，保

管水到渠成， 竞选一准成功。 儿子听

了，很有信心地点了点头。

……

如此教育， 对于成龙飞凤心切的

父母来说， 无异于缘木求鱼， 南辕北

辙，其结果，必将与美好的初衷相距十

万八千里，以致会贻误、甚至断送孩子

的一生。 一旦若此，悔之将晚！

呜呼！ 如此教育，当休，当早休，休

得越早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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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评

这次的话题缘自一次公交车上的偶

遇。 那是一个冬日下班时，天色已然有些

暗，匆匆登上了一辆公交车，尽管车上人

很少，但我还是习惯地走向车尾。

刚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就看

到一对母子静静地坐在过道对面两个并

排的座位上。 由于孩子看起来与小儿一

般大小，不由多看了一眼，与孩子母亲目

光相遇的一刹那，感觉很是眼熟。 稍定片

刻，想起正是小儿的班主任郑老师，估计

是放学后像我一样坐车返家。 只不过，一

个是从老城到新区， 一个是从新区返老

城，恰好由于一段环线不期而遇了。

坦率地说， 小儿在班级里是那种不

拔尖，亦不落尾的学生。 如今虽已读小学

三年，平日里与老师见面的机会并不多，

也只是偶尔有闲去接小儿放学时， 匆匆

见过几面打过招呼罢了。 相互问候之后，

郑老师说：“下午孩子的妈妈去学校了。 ”

“怎么了？ ”害怕小儿闯祸，我心很是不

安。 郑老师笑了笑，一指身边文文静静的

孩子说：“你放心，咱们的孩子一样，都是

平时管得太严 ， 绝干不出捅破天的事

来。 ”

郑老师的话，确有所指。 因为同为老

师的妻子平日里对小儿确实过于严厉了

些。 记得小儿还在上幼儿园时，老师就曾

专门交代，小儿过于文静与胆小，平时在

家里应多一些赏识教育， 以增强孩子的

自信。 初为人父的我，那是第一次听说并

开始关注“赏识”这个概念。

随后的一番搜索， 却又令人茫然无

措———赏识教育竟然早已成为了一种教

育理念， 大有一朝揭示教育之真谛的趋

势。 但与此同时，也有很多人会说，开始

赏识的时候还有用，过了一段时间，赏识

就没效果了。 更有诸多所谓专家指出，在

赏识教育的实践当中， 也会出现一些问

题或误区，比如简单地把赏识当成表扬，

把赏识归于不批评， 甚或是认为赏识就

是时时的物质激励、 毫无原则的随口称

赞。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尽管现代教育理论详尽如此， 但其

中细节与度的把握却不易权衡。 而于我

仍固执地认为， 虽然父慈子孝式的家庭

伦理在我国传承千年， 必然有着一定的

道理。但《三字经》中“子不教，父之过。教

不严，师之惰”的话，至于今日仍有着概

莫能外的意义。

在《论语》中，记载着孔鲤所讲的这

样一个故事：一个春日的清晨，夜卧早起

的孔老夫子刚刚于庭院中披发缓行之

后，正独立于庭以使志生，儿子孔鲤连忙

袖手低头、 碎步疾行， 想偷偷地溜出门

去，却被夫子叫住：“学《诗》了吗？ ”孔鲤

答：“没有。 ”夫子说：“不学诗，就不能形

象而准确地说话。 ”孔鲤退而学诗。 又一

日，此景再现。 夫子又问：“学《礼》了吗？

孔鲤答：“没有。 ”夫子说：“不学礼，就不

懂得怎样立身。 ”孔鲤退而学礼。

孔鲤的每次快步走过庭前， 除了表

示对父亲的恭敬之外， 是否也存有恐父

问教的畏惧之心？ 如今，趋庭、鲤对、庭对

诸词已作为典故， 特指子女接受父亲的

教诲。 可惜的是， 社会发展到了今天，

“趋”步见父亲、老师的人越来越少，其中

缘由，令人深思。

车行两站路，郑老师母子到站下车，

孩子礼貌地向我道别：“叔叔再见。 ”那童

声稚气，依然的不愠不躁。

回到家里，和妻子说起这事儿，整日

里与学生泡在一起的妻子说， 赏识教育

本没有错， 但遗憾的是很多人错误地将

赏识作为一种教育方法来用了。 而赏识

更应该是一种心态， 与孩子一起敞开心

扉，包容不足，真诚付出，雪中送炭。

文化管见

说赏识

如此教育，当休！

□

基 民

跳出“鲁迅”看鲁迅

———评《私想鲁迅》

□

龙敏飞

一直以来， 我们对鲁迅有个固

定印象———思想者想象。 无论是教

科书的插画还是网上搜索到的鲁

迅， 几乎都是不苟言笑、 相当严肃

的， 眼神中似乎充满了忧国忧民的

情怀， 很少流露出美丽的笑容。 再

加上鲁迅的文字与思想， 没有点知

识储备的确看不透彻， 鲁迅便成为

一个文化符号走上神坛。 我们知道

鲁迅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作家里排名

第一： “鲁郭茅巴老曹” 的通俗说

法 ， 就是对鲁迅价值的一种肯定 。

在神坛之上的鲁迅， 是那么的高高

在上， 尽管我们很敬畏， 但总有几

分距离感。

一直以来 ， 研究鲁迅的文字 ，

可谓汗牛充栋； 关于或褒或贬鲁迅

的新闻， 更是数不胜数。 即便在现

代社会， 我们很难去读鲁迅， 但我

们几乎每天都在消费鲁迅。 出来个

什么才子， 也要冠之以“现代鲁迅”

的称号， 至于对鲁迅精神与文字解

读的书，更是罄竹难书。 尽管我们未

必懂鲁迅， 但我们知道鲁迅的文化

价值摆在那，便进行着过度的消费，

一切不为名只为利， 因为鲁迅的金

字招牌一出来， 那就是白花花的银

子啊。

而在画家刘春杰这本 《私想鲁

迅 》 中 ，却和时下的鲁迅热有所区

别。 一者， 这是一本用木刻插画和

散文向鲁迅致敬的书， 一般的书很

少用木刻插画来诠释鲁迅， 而散文

与木刻插画的动静结合， 更为此书

增添了几分色彩———文字信马由

缰 ， 是为动 ； 木刻插画静如处子 ，

是为静。 二者， 这本书让鲁迅变得

有血有肉 ， 作者左一句 “小老头

儿”， 右一句 “豫才”， 说的都是鲁

迅， 但这样的称谓， 显然增添了更

多的亲切感， 而且， 也不容易让人

联想起鲁迅的思想者形象， 至于作

者的木刻插画， 更是画了鲁迅笑的

图片，看似鲁迅形象“尽毁”，但其实

是“其中有深意”。

正如序言中陈丹青所言：“过去

二十年， 一个大致清晰而中肯的民

国研究给出了鲁迅的全背景， 在包

括胡适和所有鲁迅论敌的大背景

中，鲁迅终于不再是个符号，而有可

能成为他自己，至少，逐渐归复他的

复杂感。 ”鲁迅的一生波澜起伏，但

在本书中，你看到的更多的是轻松，

如写鲁迅的原配朱安和正式的妻子

许广平，鲁迅没有和朱安离婚，却和

许广平同居了， 按着现在的法理常

识， 是重婚罪无疑， 但在作者的笔

下，沉重的故事有了新鲜的表达，而

这种表达的方式， 不过是作者在本

书中的“九牛一毛”而已。

对于本书中的数十篇短文 ，被

鲁迅研究专家孙郁评为“散点透视，

而精神暗合”。 诚如斯言，尽管作者

在写作手法上显得很灵活， 如鲁迅

是如何懂事当大哥的， 周作人又是

如何沦为汉奸的， 许广平在鲁迅身

后又是如何接济鲁迅母亲和原配朱

安的，似乎作者就生活在旁边，穿越

了时空在一旁审视着， 真实得令人

害怕。 而这种真实，显然是基于对鲁

迅的了解和领悟之上的。 木刻是鲁

迅生前比较推崇的一种艺术，那“以

鲁迅生前推崇的艺术形式来表现鲁

迅的思想与生平， 无疑具有特别的

意义。 ”

其实， 每一个喜爱鲁迅的人眼

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鲁迅，而对

于鲁迅的各种叙说， 也应是不尽相

同的。 每个人都有很多面，那么鲁迅

便不可能是单一的思想者形象。 如

今这《私想鲁迅 》一书 ，其最大的价

值，无疑是让我们跳出 “鲁迅 ”看鲁

迅，前一个“鲁迅 ”是指作为文化符

号的鲁迅， 而后一个鲁迅则是真实

的鲁迅。 只有允许对鲁迅有不同的

评价了， 我们这个社会才会更加多

元化，也只有这样，自由思考与独立

精神，才不至于沦为钱学森之问，而

会从梦想照进现实。

（书名：《私想鲁迅》，作者：刘春

杰，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出版日期：

2013

年

9

月）

原创文学

冬天的公园

□

张艳庭

这是一个关于善良的故事。

他是一位已年过花甲的老人， 在一

所幼儿园当门卫， 还负责打扫这所幼儿

园的卫生。 像很多这个年龄的老年人一

样， 这位面庞清瘦的老人对自己的工作

很认真， 每天

6

时准时会到自己的岗位

上，打扫里里外外的卫生、擦洗带有孩子

们痕迹的花花绿绿的玩具……日子虽然

平平淡淡， 但他依旧每天都挂着浅浅的

笑容， 迎来每一轮朝阳， 送走每一个日

暮。

如果不是那一天， 这座城市的晚报

封面上的一张大大的照片， 很多人也不

会记起他这样一位老人。

因为他朴实得就像乡间小路旁边开

过就败的野花，不妖冶，不解风情。 那张

图片是这座城市的一位女士用自己的手

机拍摄的， 照片中的老人弯着腰半蹲在

马路上，左手扶着自行车，右手捡着玻璃

碴儿……照片上边是 “这是一位可敬的

老人！ 他经常在马路上捡拾碎玻璃，为的

是过往车辆不被扎爆胎”，由于老人左手

正好挡着脸，所以看不清楚他的面容。 也

许是社会上缺乏这样温暖人心的故事，

也许是大家太想了解这张照片背后隐藏

的秘密吧，照片刊登后，“他是谁？ ”顿时

成了这个城市几天来关注的热点。 幸亏

这座内陆城市不大， 晚报记者根据热心

读者提供的线索， 第二天便在幼儿园里

找到了他。

大大的太阳下， 老人正在擦洗孩子

们的玩具， 即使记者的到来也没有让他

停下手里的活儿，在阳光下，经过擦洗的

玩具泛着五颜六色的光。 不曾想，捡拾玻

璃碴竟然是这位老人严守了

7

年的秘

密。

7

年前，他在上班的路上，自行车轮胎

被玻璃碴儿扎烂了，他差点儿摔倒。 “玻

璃碴儿太坑人了，不仅会扎车胎，还可能

扎着孩子。 ”他这样想。从此，他就开始了

捡玻璃碴儿的行动。

7

年间， 老人只要忙完自己的工作，

便骑上自行车到马路上捡玻璃碴儿，风

雨无阻。 捡到后，他还会用广告纸将它们

包好， 扔到环卫工人的垃圾车里。 就这

样，这些路上的环卫工人都认识他了。 但

是除了环卫工， 这件事他给谁也没有讲

过，包括他的家人。 “都是些小事，没啥可

说的。 ”他朴实地对年轻的记者说。 就连

晚报上刊登出自己的图片， 他也很是意

外。

他就是陈华章，故事的发生地就是

我们的城市。

捡拾玻璃碴儿，对于陈华章来说，劳

神费力，还没有任何利益上的回报，为何

他能坚持

7

年？ “做事要对得起自己的良

心。 ”不善言辞的他这样表白。

良心，就是善良之心吧。 善良是生命

的黄金，是人心中最美好的情感。 法国作

家雨果说得好：“善良的人几乎优于伟大

的人。 ”可见，一个人拥有一颗善良的心

多么宝贵。

10

多年前， 在一本杂志的刊首语中

读到过一则小故事：一场暴风雨过后，成

千上万条鱼被卷到一个海滩上， 一个小

男孩每捡到一条便送到大海里， 他不厌

其烦地捡着。 一位恰好路过的老人对他

说：“你一天也捡不了几条。 ”小男孩一边

捡着一边说道：“起码我捡到的鱼， 它们

得到了新的生命。 ”一时间，老人为之语

塞。

比较陈华章老人和这个男孩的故

事，你会发现，善良其实很简单。 在这个

世界上，几乎所有人都有其善良的一面，

包括那些被视为十恶不赦的坏蛋。 善良

的行为也每天都以不同形式上演着，不

过是我们的眼睛被“浮云”遮蔽，看不到

来来往往的风景罢了。

看，善良就在弯下腰的一刹那啊！ 尽

管看起来多么微小，但足够美好，能装点

我们每一颗心。

善良就在弯下腰的一刹那

□

樊树林

继中烹协、 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之

后， 中国饭店协会

12

月

23

日也发表了

致国家工商总局的公开信，明确表示“禁

止自带酒水不属于餐饮企业侵犯消费者

合法权益”。 记者了解到，虽然有餐饮企

业对治理霸王条款提出异议， 但是也有

餐饮企业鼓励顾客自带酒水， 如便宜坊

集团旗下各店、 晋阳饭庄都欢迎消费者

自带酒水。 便宜坊集团营运部负责人说，

自带酒水并没有影响到其店内销售额，

反倒增加了客流量。

（据《北京晚报》）

餐饮企业能否要求消费者禁带酒水

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前几年甚至成为

舆论的焦点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那为

何最近中国饭店协会会就此问题致信国

家工商总局呢？ 无非是因为在中央禁令

之下，餐饮业大环境不景气，许多高档饭

店经营惨淡， 想利用以往的这个 “潜规

则”重新获得高额利润。 不过，笔者认为，

面对严峻的市场消费氛围， 餐饮企业应

该找准市场定位，积极谋求转型，回归大

众消费行列，重新赢得市场，而不该要求

政府部门把“禁止自带酒水”作为行业规

定来获取垄断利润。

自去年中央发出八项规定以来，类

似于高档酒店倒闭的风潮不断， 以往主

要依附政府消费的行业纷纷遭遇 “滑铁

卢”，最近中央又发出了“节俭令”，更是

令不少企业雪上加霜， 台挂历退单潮的

出现就是个例子。

缘何会出现如此情况呢？ 首先是因

为这些行业的市场不健康， 做生意的对

象不是普通的消费大众， 而全都集中在

了三公消费这一块儿， 一旦没有了政府

消费，又没有普通消费者的支持，倒闭自

然迫在眉睫。 其次是因为没有积极转型，

既然不能依附政府消费了， 就应该转变

思路，重新定位，争取新的消费者。

而中国饭店协会不去呼吁会员改变

经营策略，反而“上书”国家工商总局，陈

述顾客自带酒水消费会影响餐饮企业的

经营和座位的正常周转时间。与此相反的

是， 不少餐饮企业不但废除禁止自带酒

水、开瓶费、包间最低消费等规定，而且主

动赠送酒水、降低菜品的价格，主动吸引

顾客的消费并且取得了不错的业绩。

餐饮企业特别是高档酒店要想在目

前节之风下生存，就得回归市场本位，老

百姓是最稳定的客源， 只有抓住他们的

消费心理，才能让酒店获得可靠的利润。

酒店餐饮回归大众消费，才是生存王道。

新闻时评

回归大众消费才是生存王道

□

张 冬

从公交车上下来，我选择了步行。 走

在这个冬天的城市， 看到街道上树木好

似一片片叶子枯黄的叶脉， 而在这冷清

的季节，叶子早已化作无形。 我背着自己

的包走在大街上， 旁边的车在我身旁飞

驰而过。 我顺着汽车走不到的方向拐进

了月季公园，这里的空气更加冷清，三三

两两的人们就像嵌在这空气上的图画。

而我也想过像他们一样在这里散步，在

这里打羽毛球，在这里玩卡丁车，在这里

用粉笔在地上写字， 在这里把风筝放得

很高很高。只是我很长时间没来过了。上

一次是和一个人早上六点过来跑步，不

过也没有坚持下来。 这之后的六点钟都

是我浮在睡眠和醒来的冰之上的时刻。

这两者之间隔着透明的冰， 我却无法在

那个时刻将彼此看透。 而那一次，我们在

湖边大声喊叫， 我跑着跑着也要大叫一

声， 仿佛潜意识中淤积的事物可以在这

清晨的沉睡中抒发出来， 然后自己才会

真正醒来。

我看着这公园里熟悉的一切，看到熟

悉的韩愈雕像后面的碑刻上有着几个跑

酷的人。这个小城市该出现的事物都出现

了。乐队、跑酷，都会从大城市中一股脑地

涌来。我停下来看着他们从一块碑跳到另

一块碑上，然后再跳到另一个有些远的石

头旁。而那碑上的铭文是《师说》：“师不必

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韩愈的

铜像闪闪发亮，无数敬仰、膜拜或无心 、

好奇的手都在它上面抚摸过。 而他依然

坐在那里， 旁边的李商隐像一个最普通

不过的布衣老汉，弯着腰站着。 后面的石

头上也有诗：“身无彩凤双飞翼， 心有灵

犀一点通。 ”

我仍然背着自己的包， 走到那面湖

的面前， 看着它在冬天像是一面落满了

灰尘的镜子， 周围的树也像是一只眼睛

不再年轻的睫毛。 只是它仍然一眨不眨

地盯着天空，看见云落在里面，看见冬天

的苍老是那样的平静。 周围的草地都干

枯了，我走在上面，再也感觉不到青草划

破鞋子，让我的脚感到舒服的轻刺。 踩在

上面，就像踩着大地冷淡的表情。 我坐在

湖边，在石凳上垫了一本书，又在手边放

上另一本书， 让我的眼睛不再和湖水对

视，去看文字所带来的故事。 面前不时走

过一个个人。 我看见年轻的人帅气的鞋

子， 看见一家三口去寻找一个雕塑的名

字， 看见小孩子把炮丢进湖水里溅出的

眼泪的响声。 冬天，草地上也响起了枯草

们炮鸣般的叫喊。 直到他们走远，小孩子

手中拿着的时间的引线和火焰走远。 一

个老人在我面前走过， 我也看到了他的

鞋子，比年轻人的要苍老，再抬头看一下

他的背影，仿佛倒映在湖中的船。 他也回

望我看书的姿势。 书上记载了一个故事。

它的编写者为迟子建，名字叫《世界上所

有的夜晚》。 我一直看到故事的末尾夜晚

落在了那些字迹上。 湖仍然睁着眼睛，望

着夜晚慢慢落下来， 把它似乎有些白内

障的眼睛变得黑起来。 周围更冷了，一只

小船在水面上不停地静着。 我起身，把黑

暗从身边驱赶走，把书放进书包里，把别

人走过的路再走一遍。 看着旁边那些雕

塑仿佛不知道夜晚将要来临， 仍然把自

己定格在白天的某一个姿势中。

我纵身单双杠之上，又下来，感到身

体的弹簧在这个冬天也有些生锈。 然后

继续走在被冻得没有一丝灰尘的路上。

旋转木马也被冻住了， 没有童年的音乐

在上面响起。 树们仍然无声地生长，而它

们的声音就是那些曾经翠绿的叶子。

大街上仍然车来车往， 我走在这个

被季节变得新鲜的街道上， 看到两个小

孩子打架。 我把他们劝开，看到他们气鼓

鼓的样子，一个还流下了鼻涕和眼泪。 他

们多像我的童年， 只是我被时光拉开和

童年的那一架时，就再也不再那样矮小。

没有人可以再拉开我和青春的

这一架。我们把彼此打得头破血

流，比童年要残酷得多。 只是今

晚，华灯初上的城市掩

盖了一切 ， 我走在其

中，仿佛只是自己在自

己体内跋涉。需要我解

决的问题仿佛都会被

我解决掉，就像红灯变

为绿灯，然后我走过去。

来到住处，我打开电暖气，这仿佛是

家和我之间唯一的纽带， 它把温暖源源

不断地从那里输送给我。 而电饭锅是我

和生活之间的纽带，打开音乐，这是一个

陌生的歌者和我之间的纽带。 写下这些

文字，又想起《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在这

一刻，我的夜晚也包括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