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到人生理想，一位仁兄的回答很简洁：金钱美

女。我说那就读书去，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

如玉。有一本书，百读不厌。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让

我们了解了一位与众不同的中国知识分子。

苏轼年少时才华已经显现，二十岁考中进士，加入

了公务员的行列。刚到徐州上任洪水泛滥，大款们纷

纷逃难，苏轼在城门劝回他们，稳住人心。亲自指挥，

奋战45天保住全城。在杭州广州为官时兴修水利，建

立孤儿院，全力救济饥荒，为减免贫民的赋税而向国务

院恳求。当他因与当权者政见不同而被中纪委双规

时，杭州百姓沿街设立香案，为他祈祷平安。苏轼为官

不是碰碰酒杯，苏轼为官不是读读文件，是一位有公仆

意识的官，是一位注重官德修养的公务员。

苏轼才德兼备，年终考评却被定为不称职，几次免

职流放，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愤世嫉俗、郁郁寡欢。忧患

来临，一笑置之。苏轼被弹劾待审时，动身前全家恸

哭，他以一首打油诗逗乐了家人。苏轼心中有块田是

为家人开垦的。思念远方的弟弟，他写下中秋词《水调

歌头》；妻子去世十年后，他写下《江城子》以示纪念。

苏轼一生也被亲情温暖着。弟弟与他志趣相投，妻子

王氏知书达理。即使流放到荒芜之地，也有家人不离

不弃。玉树地震后，一位叫江巴的女孩感悟道：“我们

都是幸运的人，从此之后我不再追求物质，而是天天开

开心心的跟家人在一起。”苏轼也是幸运的，亲情增强

了他调味人生的能力。

苏东坡享受生活，无时不在。他在流放地与百姓

一起酿酒，品尝东坡肉。苏轼把清贫的日子过得有滋

有味。而现代人是活得越来越复杂了。得到很多享

受，却并不幸福，拥有很多便利，却并不自由。

读《苏东坡传》，也许你看到了仕途漩涡，也许你看

到了人生百态，而我读到了：别人并没有义务让你快

乐，你是唯一能让自己幸福快乐的人，你可以为自己的

人生多加点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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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冬林选文人做老公

妻子偶遇到当年的学

生，在他们的盛情邀请下，我

俩来到汤池。一到汤池，在

那等候的学生们便围了上来

抢着问：我是谁？我是谁？

离开他们30多年，妻子一个

也没认错，他们同声赞叹：老

师的记性真好。

这次他们不仅邀请镇上

的同学，还将在县城、省城合

肥的同学也邀来。妻子带去

唯一的，也是最珍贵的礼品，

即是当年班级的毕业照。早

已步入中年的学生们，一个个像孩子

似的争先恐后，你推我搡，在这方寸

的黑白照片上寻觅自己的踪影，有的

看到自己，怎么也不敢相信：这就是

我！

聚餐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20

多人一桌围，不准分开，分桌不仅不

热闹，也影响感情交流。开始一个个

恭恭敬敬老师，连我也在一旁沾光，

接着就是敬他们邀来的当年的老

师。事后，就是他们同学之间吵啊闹

的，攀谈拼比，几乎忘了我们的存

在。当年的老校长说得好：他们是借

这个难得的机会聚到一起，平时哪有

这时间？

还有一次，我们俩去合肥办事，

巧遇她的学生也在合肥。听说老师

要来，他们便将在合肥工作的同学统

统邀来，他们中间有大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报社编辑，还有千万家产的

公司老板。同汤池相聚相比人少一

些，也文雅了许多，说什么讲什么都

能听得清楚。多次相聚，讲得最多的

也是难忘却的即：那时，正值读书无

用论横流的教育界，但妻子和她的同

事们总是劝导学生，有时近乎偷偷

地：好好读书，任何时候书是有用的，

为吸引学生好好读书学习，特地买了

本当时不多的课外读物之一《新来的

小石柱》，每天放学前读给学生们听，

书中的小石柱自我拼搏，深深吸引了

他们，更加重他们读书学习的自信，

这批学生随后都以优异的成绩考进

高中，多数如愿考取大学、中考，现在

分布全国各地。前不久北京、成都的

学生均打来电话，邀请她去观光游

览。

如今的汤池镇上高楼林立，有

山有水环境优美。真是天变地变，

但是悠悠师生情一如既往始终未

变。他们异口同声的是：老师的教

育，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在这里，

我还想多说一句：这些学生，都是

“三农”的后代。

悠悠师生情
程小艺

故乡的小街总是令人心驰神

往，那里镌刻下的是永不磨灭的记

忆和思念，秋风萧瑟的时候，所有

的故事都在那里珍藏，经过了岁月

的交替，风雨沧桑，却让人无不沉

醉于她的清纯宁静与从容淡雅。

此刻我的心灵窗口正牵系着故乡

的那些人和事，秋去了秋再来，穿

过了时空的隧道，抵达一方心灵，

在一脉相承的血液里漾伏，每一个

黎明的日子，每一声清亮的乡音，

那都是故乡熟悉的声音，浸透在字

里行间浓浓的故乡情。

那个年月，在小街老巷里，最

热闹繁华当数五牌里菜市场了，清

晨，男女老少提着菜篮子悠闲自得

的购物，鱼虾肉蛋、新鲜蔬菜、百货

杂货，应有尽有，吆喝声、喧哗声连

成一片，菜农们大多是自产自销，

由于热闹、人多，小城里旧闻趣事

都在这里汇聚，记得五牌里附近有

户“哑吧卤菜”摊，招牌很响亮，生

意挺红火，夫妻双方无工作单位，

加之妻子又是哑吧，为了谋生、为

了养家糊口，在家门口开了个“哑

吧卤菜”摊，由于色香味佳、纯正可

口、原汁原味、价廉物美，小城里的

人们不管远的、近的，都前来摊点

购买。后来小城里的少数生意人

为了招揽顾客，打着“哑吧卤菜”的

字牌，但是缺少纯正感，味道欠佳，

因此，名副其实的“哑吧卤菜”成了

小城里家喻户晓的焦点。

在小街三道巷，有位受人尊敬

的长者——史大爷，活了九十来

岁，身体挺硬朗的，花白的鬓须见

证了他人生的风霜和阅历，同时，

他也是小街老巷几十年历史沧桑

的见证人，小字辈们总爱围坐在他

的身边，听他讲一些小街老巷里的

旧闻趣事，老人心灵深处的坦然，

豁达、阅历，让晚辈们耳濡目染，获

益良多。

故乡的小街，依着连绵俊秀的

丘陵，牵着一望无际的原野，枕着

碧波荡漾的小河，年复一年地演绎

着平凡而又平凡的小街风情，小街

上的人们没有过多的奢望，他们只

求随遇而安，悠闲自在，只有在小

街老巷生活过，才能亲身体验生命

的真实存在和人心的踏实，感受到

什么是日子。我觉得我们真应说

多多回味一下已经消失了的故乡

的小街老巷，让它时时成为永不磨

灭永恒的记忆。

故乡小街
李伟寻老公，最好还是寻个读书人比较安

稳，在金融危机这样的不测风云面前，忽然

觉得，商人的饭碗也不甚牢靠。那么寻谁

呢？唐李白，宋苏试……聪明的你，把绣球

砸给哪一位青衫先生呢？

李白杜甫这样的大才子，似乎很抢眼，

他们身上有着大唐那个时代男人所共有的

特点——谈理想，便是银河九天；谈现实，便

是胸怀天下苍生。这样的男人，心太宽阔，

跑马场一样的，但是一落实到具体的生活细

节中去，他们就显得拙了，少了点过小生活

的情调。更别提他还是个世间头号大酒鬼，

真要一起过日子，真是难缠。不嫁！杜甫家

的小儿子是饿死的，也别提他了。

宋代的苏东坡似乎很不错，贯来很招女

人喜。一手好厨艺，都能发明出东坡肉，千

百年过去，女人男人都还没吃腻。又还是个

情种，前妻死了十多年，他还不思量，自难

忘，情深深相顾无言泪千行。但是，且慢，不

要嫁他！他一生四次被贬，从黄州到惠州，

辛苦辗转而生活，也不是我们鲁迅先生

提倡的活法。想想，像苏东坡这

样的学生被皇帝老师拉

到教室外面罚站

这 么 多

次，那么这个学生本身一定问题也不少吧？

他就是没脑筋，跟改革派不玩到一起来，也

不肯充当保守派的拉拉队，不是鸟也不是

兽，那就做只偷盐吃的黑蝙蝠吧，凄惶惶地

在黑暗里飞，难民一样。你愿意做难民妻

吗？

明清时期已经和我们现在近啦，那些小

说家们和咱们一样，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写

《红楼梦》的曹先生，还是贵族子孙呢，靠着

上辈子残留下的一点家底，日子都没混过

来，甚至到了举家吃粥赊酒喝的程度。写狐

狸精和鬼故事的蒲松龄，貌似老总，其实不

过在大路口搭个棚子卖几碗茶，常常收不回

来茶钱的，用茶水抵人家提供的素材信息费

了。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明清的小

文人们太穷太穷！谁愿意赴

汤蹈火来献身？

眼看着一条繁华的西大街已经走到尽

头来，可是，可以做老公的文人一个也没淘

到呢。别急，别急。近来翻翻《世说新语》，

看见一批魏晋文人都还不错。一个故事里

说华歆与王朗一道坐船去避难，路遇一人想

搭乘他们的船，华歆当时表示为难不愿意，

王朗却接受了，理由是船还算宽敞，为什么

不顺便带着呢。后来贼寇追上来，王朗竟要

抛弃那位搭船的人。华歆阻止了，继续带着

这个人一道赶路。华歆说：刚才我所以迟

疑、犹豫，正是这个原因，不过，既然已经接

纳人家上船托身，怎么能够因为情况危急就

抛弃人家呢？

华歆能够老早预见问题存在，比苏东坡

有脑筋；他能够中途不弃人家，比李白更有

人情味，也比关汉卿更能做到始终如一；他

后来还在曹魏政权下官儿做到司徒一职，日

子应该不穷。所以，我想来想去，华歆做老

公，一定是个不错的人选，有智慧，有情义，

日子也很小康。虽然说华歆是文人中不太

出名的，传世的作品似乎只有《止战疏》，但

是人家综合得分高，人品，才气，国家高

级公务员的收入加到一起来，可

以托付终身的。矮个里面

选将军，魏晋文人算

不错了。

人生滋味自己调
任小玲

很多杰出的人，很早就停止上学，但这些人没停止学习，他们改去更广大的社会学校，向更厉害的人学习，你若有这种胆识，也

尽可如此。但请不要误以为这些人，是因为早早停止上学而变杰出的，就像以为拿破仑是因为个子矮才杰出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