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几天

,

湖北武汉的冷梅姐在电话

里给我讲了一件发生在她身边的故

事。

还是

2009

年的盛夏，武汉一所大

学，在一次学校组织的舞会上

,

有一个

叫成的男孩， 认识了自己的老乡———

李倩。 在后来一次次的接触中，唐成渐

渐喜欢上了这一个冰清玉洁的女孩。

也许是心有灵犀吧， 唐成的质朴和善

良也打动了她那颗柔嫩的心。 两年后，

他们满怀着对未来的憧憬踏出了象牙

塔。 经过了一系列艰难的求职，最后他

们双双如愿以偿地在同一家大的广告

公司找到了一份自己的位置。 那个时

刻，他们都幸福得要窒息了，繁花似锦

的景象似乎在向这对年轻的恋人频频

招手。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一场灾难悄

悄降临到唐成的身上。

2012

年的春天，

唐成一直感到腿部关节疼痛， 在倩的

劝告下， 他走进了医院……他最终被

确诊为红斑狼疮。 当诊断书拿到他们

手中刹那，他们仿佛跌进了万花纷谢、

落叶萧萧的暮秋……

不幸的消息接踵而来， 当倩的父

母知晓成的病情后， 就联合所有的亲

戚朋友向倩施加压力，让她离开成。 倩

死活不肯，在一次和父亲的争执中，她

的父亲突发脑溢血离开了人世。 倩当

时真的崩溃了，面临着亲友们的指责，

无奈之中只好选择了和成断绝关系。

一年后，倩在一位大姐的帮助下，

又认识了新的男友。 半年后， 倩结婚

了。 此时，万念俱灰的成看到自己昔日

的女友和别人携手走向红地毯时，第

二天，便辞去了在广告公司的工作，告

别了这个曾经给他欢乐， 而现在写满

忧伤的城市。

一周之后， 一男青年在深圳坠楼

而亡，死时，只给人们留下了一封未发

出的电子邮件，邮件的接收者是倩。 那

个男青年就是成。

本人很不善于描述， 也许大家在

这里看到的只是我平静地叙述， 但是

冷梅姐在电话里很是悲伤， 因为成和

倩就在她的广告公司。 成就这样离开

了人世，只留下了他孤苦伶仃的母亲。

只到现在， 人们还一直对这位老人隐

瞒着事情的真相。 冷梅姐说，成的确很

优秀， 但为了一份失去的恋情就选择

这种极端的方式，也真的很让人失望。

难道他就不能对自己慈悲一点吗，至

少也得对自己的母亲慈悲啊……

我无语， 面对爱情， 谁也不是智

者———想到了另外一个女人的爱情。

曾经

,

她和他特别相爱。 相爱到离

开半步就要想念， 他亦对她说了很多

海誓山盟， 但这一切没有挡住他那双

变心的翅膀。 他还是厌倦了，提出了离

婚。她哭了又哭

,

求了又求

,

但是

,

男人的

一颗心没有回来

,

她不许他放弃，于是

与他死缠烂打，就是不离婚，抱着鱼死

网破的决心。 于是，他常常不回家，回

家亦和她形同陌路。 十年，他们过了十

年无性的婚姻。

终于，她心死了，她终于放弃了。

以为自己不会再爱了， 最好的青春在

等待和折磨中过去了， 多么的不甘心

啊！ 可是不久她遇到一个特别爱她的

男人， 她才知道， 自己虚度了多少光

阴，爱情再来的时候，她简直不相信自

己还可以这样光彩夺目， 还可以像从

前一样开朗、神采奕奕……

重新找回到爱情的她， 事业和爱

情一样又辉煌了。 她接着出唱片开演

唱会做太太口服液代言人， 她那么大

度地笑，开心地讲自己的故事。 她后悔

死了，早知如此，何苦把十年光阴赌在

一个人身上呢，不值啊！ 憔悴了青春，

憔悴了心，把光阴酿成了一杯苦酒，其

实，她完全可以把爱情调成蜜糖。 一个

经历过婚姻风雨的女人， 一个把自己

沉溺了十年的女人， 又见到了自己的

彩虹。

她就是蔡琴，一个不管是歌声，还

是容貌都堪称极品的女人， 一个令千

百万人为之欢呼、为之倾倒的女人。

我是在 《读者》 上看到这个故事

的，读过以后，感慨万千。 如果当你面

对一分无望的感情， 当你无力挽回自

己的爱情时，你该怎样选择？ 是选择死

缠烂打，到头来两败俱伤；是独自啜饮

相思的苦酒，憔悴以致疯狂；还是来个

华丽的转身，挥挥衣袖，昂首走向下一

个春天！

但是无论做何种选择， 你都要学

会对自己慈悲！

对自己慈悲

□

樊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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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管见

《爸爸去哪儿》不如《让爱住我家》

□

付凯明

春节期间，一部名为《爸爸去哪儿》

的电影在全国范围内热映，许多父母带

着孩子到电影院观赏，享受春节期间的

这道“文化大餐”，体验着电影中那浓浓

的亲情与父爱，尽享幸福快乐。然而，就

在这部电影上映前的一个多星期，安徽

一位

9

岁留守男孩听到母亲不回家过

年的消息后自缢身亡。

这起悲剧并不是个例 ：

2008

年的

时候， 安徽一个

12

岁少年在祠堂边自

缢身亡。

2010

年的时候，陕西有

5

个小

学生喝农药自杀 ，

4

个是留守儿童 。

2011

年，西安有一名

10

岁的留守儿童

喝农药自杀。这样的极端案例虽然是极

少数概率，但不能忽视的是，我国有最

少

6100

万的留守儿童基数， 这几乎占

了全国儿童的五分之一。

农村留守儿童， 在这个名称的背

后，是一个脆弱的群体，一种酸楚的生

活状态。 当他们最需要父母拥抱的时

候，父母却为了生活，远离家乡，一年到

头只能见上一两次面。 父母的外出，使

留守儿童无法得到细致的照料与关怀，

面临着成长风险和安全隐患。正是由于

这些留守儿童没有得到很好的监护，安

全教育缺位等问题严重，因此才导致悲

剧不断上演。

一年一度的春节，留守儿童不应成

为节日氛围中被忽视的群体。对于很多

农村留守儿童来说，没有回家过年的爸

爸妈妈显得如此遥远； 一些人的回家

梦、团圆梦，因此多了一份心酸，甚至是

锥心之痛。那些不能回家与子女团聚的

农民工们， 也许是因为迫于工作需要、

车票难求、路途遥远等原因，还有一些

留守儿童， 跋涉千里进城与父母团聚，

可有部分进城探亲的留守儿童是独自

上路，面临被拐卖等危险。

儿童承载着未来，庞大的农村留守

儿童群体同样如此， 他们需要保护，更

需要温情与关爱。 很多农民工因为户

籍、房价等原因，并不打算在城市定居

安家， 带孩子到城市也面临上学难、上

学贵等问题。那些不能带孩子一起进城

的农民工只能忍痛割爱，把自己的孩子

留在农村，一年相聚一两次，有的甚至

几年不见一面

,

孩子的心理难免会抹上

一层厚厚的阴影。

留守儿童之殇，是我们整个社会都

没法逃避的问题。在中国过去经济发展

的过程中，我们很大程度是依仗着人口

红利而前进，这其中农村外出务工人员

的贡献居功至伟。 而时至如今，还有多

少打工者因为不舍春节的加班工资，或

者是纠结于回家的路费，而选择不与孩

子过年。 然而，对于几乎没有什么物质

欲望的留守儿童来说，这堪比压垮骆驼

的最后一根稻草。

春节过后， 很多父母再次背起外出

打工的行囊， 却忽略了身后孩子不舍的

目光。父母要改善家庭经济状况，而孩子

正需要亲情的抚慰成长，这是个矛盾，也

是不少农村家庭中的一场博弈。 笔者认

为，万家团圆时，不是“爸爸去哪”，而是

能够“让爱住我家”，希望那些外出打工

的父母能够多给孩子一些时间和温暖，

停下脚步多陪一陪他们， 这才是父母给

孩子最宝贵、最暖心的新春礼物。

选择北上广还是回乡？

□

岳 静

选择北上广还是选择回乡，这是个

老生常谈的话题，也是当代年轻人做的

最多的选择题。每年都有无数的毕业生

背起行囊， 义无反顾走向大城市打拼，

也有很多年轻人， 选择回到了家乡，回

到父母身边，过着踏实安稳的生活。

日前，知乎网上有位网友提出如下

问题：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大都愿意

来北上广深打拼， 即使过的异常艰苦，

远离亲人，仍然义无反顾，在家踏实过

日子难道不好吗，听说有些城市的年轻

人基本都走光了，是不是这个社会体制

的原因使大家的价值观都扭曲了，才会

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一位署名王远城的回答瞬间博得

了成百上千个赞同。他用自己的亲身体

验，讲述了在大城市打拼时，虽然苦，却

干劲十足。 不得已回到家乡后，虽然生

活富足，却处处格格不入。 文末，他说：

那些放弃了家乡富足生活去一线城市

打拼的， 都是有理想有希望的孩子，他

们才是这个国家各个领域改变的希望，

而与那些小城市里每天混吃混喝溜须

拍马的事业单位相比，到底是谁才是价

值扭曲的？！

在多达几十万的转发背后，是留给

年轻人更多的思考。是选择在年轻时热

血一把，投身到一线城市，拼出一片天

地？ 还是放弃危机与机遇共存的大城

市，回到家乡，三线甚至四线城市，过着

看似安稳，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生

活？

大城市机会多， 小城镇人情厚；大

城市成本高，小城镇习气陋……掰指头

一数，各有利弊。 光比较大城市和小城

镇的优劣，并不足以理性决策。 关键还

在于，你的梦想是什么，在哪里能找到

抓手？ 选择适合自己的，才是正确的。

逆袭要成功，关键还在定位。有技能

有想法，能在大城市站住脚跟的，不妨抓

住机会。在很多城市，合格技工的年薪比

一般白领更高， 家政人员月薪万元也很

常见。如果小城镇更适合自己的特点，照

样有前途，能够打拼出一片天地。

每个人都有追逐梦想的权利，实现

梦想的方式有很多，走向成功的道路也

各不相同。 只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水土，

梦想才能开花结果。

不该有的宽容

□

马允安

东莞对色情行业表现出不可思议

的宽容甚至是纵容。尽管各种扫黄打非

行动时常进行，但最后的结果，是从业

人员号称不怕警察怕记者，平日里招摇

过市、肆无忌惮……这样的情况，在其

他一些地方也或多或少地存在。在有些

管理者心里，是有个“小算盘”的，公开

场合不讲，私底下并不否认；嘴上不说，

手里在做。 似乎只要地方经济发展好

了，色情赌博之类，好像算不上什么大

事儿。 （据《人民日报》）

众所周知，万恶淫为首。 易导致社

会风气败坏， 引起各种各样的社会犯

罪，损害身心健康。 连日来，央视记者

暗访东莞的违法卖淫嫖娼场所， 揭露

该地色情业泛滥，质疑权力的不作为，

进而引发东莞扫黄行动。 面对此事，群

众本该拍手称快， 有人却表现出了可

怕的 “宽容 ”、纵容 ，甚至歪曲央视报

道，被说成是仇视性工作者、剥夺公民

性权力，还有网民在网上吆喝“东莞挺

住”。挺住什么？违法挺住？警察不作为

挺住？

做人要宽容，这是古圣贤的谆谆教

导，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但时下

一些人的所谓“宽容”甚至是纵容令人

心痛。 影视剧中，我们常看到这样的镜

头： 位高权重或势力强大者欺凌弱小，

周边的人肚里都分明窝着火，面子上却

几乎都“宽容”地任人摆布、任人宰割。

如果有人要站出来理论一番，反而会有

好几个以“宽容”劝之。 在我们生活当

中，这样的场面虽不像影视剧中这么典

型夸张，但只要我们稍加留意，却也随

处可见。当今社会，虽少见欺行霸市、恃

强凌弱的现象，但损公肥私、短斤少两、

制假售假等违法乱纪行为却也屡见不

鲜。面对这些，又有多少人挺正气之身，

发正义之威，“该出手时就出手”呢？ 更

多的则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麻木

“宽容”。 此风不扭，到头来恶化的将是

整个社会和我们的生存环境，受害的还

不是“宽容”者自己？如此“宽容”与纵容

违法犯罪有何区别？

有句老掉牙的俗话告诉我们：“过

街老鼠，人人喊打！”但从央视的报道中

我们看到， 东莞的色情业泛滥已非一

日，虽是“过街老鼠”横行无忌，却听不

到“喊打”之声，着实令人心痛。 古往今

来，凡是纵容恶，便是围剿善，到头来后

果只有一个：“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宽容”者最终自食其果。面对黄赌毒等

社会丑恶现象，希望我们丢掉“宽容”，

群起而攻之，形成万钧雷霆正义凛然之

势，看谁还敢再冒天下之大不韪？！

青年时评

青年书房

守住我们的“底线”

———评王蒙新作《守住中国人的底线》

□

孙小波

“底线”曾几何时，距离我们日常的

生活起居很远很远， 这个词几乎不会在

我们的脑中停留。 但是面对近来食品安

全、空气质量、边缘道德、贪污腐败等一

系列的问题络绎不绝地砸到我们每一个

人的面前时，我们才豁然发现，“底线”这

个词原来已经不知不觉间存在我们的意

识里很久很久了。它又重新崛起了，焕然

一新了。用著名作家王蒙的话说，这不是

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笔者无意去挑拨人们的神经线，只

是被一件一件匪夷所思的荒诞事给震蒙

了，给吓住了。 当你悠闲地走在马路上，

突然无意识地和另外一个人发生碰撞，

你自己都分不清楚到底是谁先撞了谁的

时候，人的底线在哪里？当自己走在天桥

或者电梯里，发现摔倒的一位老者，分不

清楚他是故意摔倒还是意外发生并为此

犹豫不决的时候，人的底线在哪里？ 《孟

子·梁惠王章句上》有云：“不为者与不能

者之形何以异？ 曰：‘挟太山以超北海’，

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

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

也。 ”

“底线”二字皆在“不能”与“不为”之

间。 王蒙在新作《守住中国人的底线》里

也有深刻独到的见解，可谓一针见血，引

人发醒。 王蒙，

1934

年

10

月生于北京。

《礼记·王制》中有云：“八十杖於朝。 ”谓

八十岁可拄杖出入朝廷。 王蒙先生已入

“杖朝”之年，八十年的人生经验，依然坚

守着知识分子的那片已经渐渐被侵蚀的

净土。

19

岁发表的处女作《青春万岁》依

然不断改版。

22

岁发表的《组织部新来

的年轻人》，始终在被最新的青年热捧拜

读。这说明王蒙是接地气的一位作家，他

说，他在写《守住中国人的底线》的时候，

心中一直旋绕的句子， 就是要让这本书

对现代社会有一种直接介入， 要给时代

留下点什么， 要给当代的青年提个醒。

“也许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有大贡献、

大创造、大德行、大智慧，但是我们至少

可以尽量少做那种连常识都违背了的坏

事与蠢事。 ”

其实，坚守“底线”已经是人性阵地

的最后一隅， 正如攻坚战中人们脚下的

最后一块地盘。“底线”再丢掉，那我们就

所剩无几了，或者说就已经一无所有了，

尽管有些人依然拥有财富， 依然享有豪

宅，依然占据高位，依然手握大权，依然

可以站在光怪陆离的花花世界里。 如果

没有“底线”，现代社会会是一个怎样的

社会？ 不可想象， 正如历史不容假设一

样。 王蒙在新作里还对德国、日本、苏联

等国家有过一番游历和思考， 一个是被

腰斩的国家，一个是需要反省的民族，而

我们这些人呢？是不是也需要做点什么？

怎么坚守“底线”？作家自己的话，看

似朴实，却也真实。 “我们不可能建议人

人成为炸碉堡的烈士， 就像不能建议人

人成为赚大钱的企业家； 我们无法建议

人人都去搞发明创造， 就像无法建议人

人都去当一辈子老黄牛。 但是我们至少

可以建议他们不要去做什么， 不要去做

蠢事、坏事，不要去做愚而诈的事，不要

去做逞一己之私愤而置后果于不顾的不

负责任的事，等等。 ”

人生苦短，百年一瞬，可以让人“何

以解忧，唯有杜康”，也可以让人寻找“人

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 当他回首往事的

时候，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

恨，也不会因为为人卑鄙、生活庸俗而愧

疚”的人生价值。 正如书中王蒙说言，我

们无法要求大家都有一样的成就， 却可

以希望人人都不把生命和精力， 把有限

的时间放在最不应该有的行为上。 没有

这些本应该没有的行为， 没有这些劣迹

和笑柄，没有这些罪过和低级下作，即使

你的成就极有限，起码你还是正直地、正

确地、 正常地从而是心安理得地度过了

一生。你回忆起自己的一切的时候，至少

不必那样惭愧、那样羞耻、那样懊悔。

一个人的一生， 应该从正面要求自

己达到这个，做到那个，得到这个，感到

那个等。同时，也许更重要的是树立反面

的界限，即不可这样，不得那样，摆脱这

样，脱离那样。 如此这般，也许你的人生

反而更清晰、更明朗了，你将得到更多的

光明与智慧，离开黑暗与愚蠢的苦海。

读完此书，再次翻看封面，有着“大

师的高度， 百姓的视角， 知识分子的情

怀”几个大字。 其实应当是三种视角，三

种身份，但却是一种感受。借用别人的一

句话，作者在此书中，似乎就是为了让你

看清自己，认知他人。 当信仰开始瓦解，

道德渐入膏肓，人性逐步溃烂，著名作家

王蒙就是要告诉我们“底线”在哪里……

真的就是吃个饭

□

安晓斯

白云飘飘是在博客上认识雨中情

的。

现在大凡懂点文字的都有自己的

博客，都有自己的网名。 圈里的人都懂

的，这叫做“玩博”。 虽然大家都相互没

见过面，但在博客上联系多了 ，就都是

熟人了。

雨中情是最早关注白云飘飘，并发

出好友邀请的。

白云飘飘是写情感美文的，每篇文

章都配上伤感的音乐，还有自己请好友

拍摄的千姿百态的图片，真的是文美人

美，情真意切。

写诗的雨中情读了白云飘飘的博

文，就用诗的语言发评论。 读飘飘的美

文，如痴如醉。 此文只应天上有，人间哪

得几回品。 白云飘飘看了，就回复，还是

哥的诗好，给人无尽的遐想。

其实 ，写博的人心里都清楚 ，博友

的回复大都是以“捧”为主，真真假假不

必太在意。

可偏偏这两人就都很在意对方的

评论。 每天，他们都会更新自己的博客，

发上新写的博文 ， 相互发出各自的评

论。 时间长了，就有了一种很神秘的向

往。 见面，见面。 他们都想到了这两个

字。 但很快又都否定了，如果见面，就是

一个很俗套的故事的开头。 他们不想俗

套，就仍然每天去看对方的博客。

有一天， 白云飘飘终于忍不住了。

就发了纸条给雨中情。 我们居住的城市

离的不远，哪天见个面，吃个饭。 很快收

到回复。 对，见个面，吃个饭。 说归说，到

底没见面 。 他们都不想自己变得那么

俗，去玩网友见面的老套游戏。 毕竟，他

们都是成年人了，又都是略有成就的文

学爱好者。 怎么会那样呢？ 他们都这么

想。

写诗的人得有激情。 这一点，雨中

情比谁都清楚。 每天，雨中情就想着白

云飘飘写诗。 细心的博友就感觉到了，

这家伙的情诗是写得越来越细腻，越来

越深情了。 当然，白云飘飘更是能感受

到那种扑面而来的热浪。 有时就会想，

要是早几年，就这些诗就会让她那颗少

女的芳心为之倾倒的。 可毕竟是过来人

了，读了再好的诗 ，也都是醉醉地幸福

一会儿，末了还得去买菜做饭 ，还得去

洗洗涮涮。

搞写作的人都懂得心境和心情。 白

云飘飘是写青春美文的，对此更是体会

颇深。 写作时间长了，对电脑的依赖程

度就会增加，一天不摸键盘手指就会发

痒，就会心慌火燎。 有了写作的心情就

赶紧坐到电脑前 ， 哒哒哒一阵键盘响

声，就会有一长串优美动人的文字显示

在屏幕上，写到得意时 ，自己读起来都

会飘飘欲仙。 其时，心境也会很开阔，思

路也会很清晰，写到动情处 ，不自觉地

就会有泪水溢出，更有一种欲罢不能的

神秘感觉。 时间长了，白云飘飘的美文

写得是愈发感人。

雨中情总是在第一时间读到白云

飘飘的美文，白云飘飘总是在第一时间

读到雨中情的诗。 当然，第一就意味着

最关注，最关注就意味着最在意 ，最在

意就意味着最想念。

终于有一天，雨中情就忍不住发了

纸条给白云飘飘。 真的不能再等了，再

等这世界都凝固了。 见个面吧。 真的就

是见个面。 白云飘飘看到纸条后，第一

时间就回复，见个面，见个面，真的不能

再等了。 雨中情就说，你是女的出去不

方便，就定在你所在的城市吧。 见面地

点你决定。 白云飘飘想了想就回复，那

你来吧， 就在汽车站旁边的幸福路上，

有一家叫做“天天星期七 ”的快捷酒店

门前吧。

那一天忽然就下起了雨。 雨中情赶

到“天天星期七”的时候，雨更大了。 大

雨中，雨中情就看见一把淡蓝色的雨伞

下， 静静地站着一位秀丽婉约的女人。

她没有在酒店的门厅下躲雨，她是站在

瓢泼一样的雨中。 那一刻，雨中情倏地

就想起了诗人戴望舒的那首著名的诗

篇《雨巷》和那丁香一样的姑娘。

他们选择了汽车站旁边的“李先生

牛肉面”。 面对面坐在这家快餐店里，他

们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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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一份的 “李先生牛肉面”套

餐。 该说的话早就说过许多了，只用了

十分钟时间，他们就已经像认识了许多

年一样的熟悉了。

雨中情说 ，你真美 ，是我想象中的

那种美。 白云飘飘的脸上就泛起了淡淡

的红晕。 你也一样，是我心中的那种帅。

可我们还是俗了，还是跌进了网友

见面的俗套。 雨中情禁不住感慨。 俗就

俗吧。 今生如果不见面，会遗憾一辈子。

白云飘飘一副很深情的样子。

坐了一个小时了。 他们走出饭店，

走进雨中。 那时候雨小多了，那把淡蓝

色的雨伞下，两人深情地对望着。 雨中

情就说要走了，天还早呵能赶回去。

雨中情走出雨伞的时候，白云飘飘

就叫他。 真的就是吃个饭？ 她清晰地看

见雨中情在雨中向她招了招手，只那么

一瞬间就消失在雨中了。

雨还在下。 白云飘飘就走近路旁一

个浅绿色的垃圾箱，从那精致的小包里

掏出一个小盒子，静静地扔了进去。 在

家里，她是不用这种东西的。

真的就是吃个饭？ 好久了，白云飘

飘还在那把淡蓝色的雨伞下懵懂着。

原创文学

大年初六， 小妹带女儿过来小住，

十岁的小儿有了一个很好的玩伴。

说是玩伴，其实也就是一个刚刚八

个月大的小女孩，还不会说话，更不会

陪他玩耍，但孩子自有孩子的快乐与幸

福。 一会儿弹琴给她听，一会儿又拉着

她嫩嫩的小手说话，小儿几乎拿出了自

己喜欢的所有玩偶， 来逗小妹妹开心。

说来也怪， 小妹妹天生一副恬静摸样，

可以整晌地坐在床上静观大家的逗弄，

不哭不闹，不言不笑，只是偶尔会报以

甜甜的莞尔一笑， 让小儿兴奋不已，却

又难得酣畅淋漓， 故昵称她为 “淡定

妹”。

尽管如此，那几日还是成了小儿快

乐的时光。 只不过，幸福的时光总是短

暂，转眼到了小妹返程的时刻。 随着车

窗关上，车轮前行，小儿依偎在妈妈身

上红了眼圈，流下眼泪。

多情自古伤别离。 那一日，我看到

了小儿心中浓浓的亲情。 小儿多情，我

自认为与他从小的经历和教育有关。小

儿两岁时，长他四岁的小表姐为就学方

便，来到家里共同生活，在两个孩子共

同成长的六年时光里，小儿听到最多的

就是“姐姐离开爸爸妈妈在咱家，一定

要让着她”。再加上从小儿四岁开始，姐

弟两个就诵读 《三字经》、 践行 《弟子

规》，“首孝悌，次见闻。兄则友，弟则恭”

的言之教，以及“香九龄，能温席。 融四

岁，能让梨”的行之教，可谓深入其心。

按理说，人老而多情。 那是因为老人经

历的多了，见得多了，故而对生命和亲

情有了更深的了解和看法，懂得珍惜生

命脆弱和感慨真情宝贵，也就自然多了

一分怜悯之心和血脉亲情。如此多情对

一个孩子来说，是否太过沉重？

其实， 这种多情更像是一分情根深

种。 中国人特别是中原人大都有着一分

浓浓的血脉亲情，无论离家多远，总会对

那个被我们称作故乡的地方， 而魂牵梦

绕，而牵挂依恋。 如此恋家情愫，更像是

一种口传心授的记忆传承， 把我们对家

的想念和对父母兄弟姐妹的牵念变成了

一种记忆， 深深地烙在心底， 或挥之不

去、抹之弥新，或深深埋藏、等待唤醒。

既然这分多情早晚有一天会重新

浮现，交织着、申辩着、迷失着我们或痛

苦，或幸福的人生记忆，何不在自己的

人生路上， 从始至终就做一个多情的

人，肆意表达，尽情流泪。 免得有一天，

当我们白发苍苍，夕阳有限时，再去做

那个慨叹“人老多情”唏嘘者。

那天晚饭时， 小妹打来电话报平

安， 小儿再次泛起了分别时的伤感情

绪。 妻子轻轻揽过他说：“现在的离别，

是为了以后更好的相聚

!

” 小儿默然

点头，似有所思。

说多情

小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