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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木春回家看看

直言耿语

王玉佩亲民知县李兆洛

耿志国

中午我们在机场的出口处等她。

二十多年没见了，我担心还能不能认出

来。人流一下子都向出口涌来，我有点

紧张，怕她找不到我们。忽然一个着装

朴实，戴着时尚墨镜的中年女子径直向

我走来，到我面前把手中的行李放下立

即给了我一个拥抱，我顿时醒悟是她，

她从大西洋彼岸回来了。墨镜背后我

看到的竟是饱含泪水的双眼。

几天后，我们看她时差已经倒得差

不多了，就约她到一家很徽州味的茶馆

喝茶。她一进茶楼很兴奋，上上下下看

了个够。大家明白她为离家二十多年

的合肥发生的变化感到新奇。就拿茶

楼来说，合肥过去基本没有，现在高档

的茶楼和咖啡馆比比皆是，生意红火。

生活的巨变，使休闲不再是奢侈。

她是我们的朋友晓红，二十多年

前随夫君移民美国，然后从一个中国的

国家干部一下子变成了美利坚的打工

者。为了夫君的事业她牺牲了自己的

所学和工作，在美国又生了两个孩子。

当孩子们能上学后，她在家里很寂寞，

就外出打工。多年没有工作，学得专业

美国人又不认可，只好到校园食堂洗盘

子。好在中国人都是吃苦耐劳惯了，人

又是典型的东方美女，很快就成了学校

的洗盘西施。

茶楼里轻轻地播放着歌曲，当一首

“常回家看看”响起时，她渐渐从流泪到

泣不成声，我们几个没有心理准备，相

互看着，任由她的情感随歌声宣泄。这

首歌结束了很久，她开始平静下来，看

到我们几个茫然的样子有些脸红。

“对不起。”她开口了。

“你们不知道我们在海外的人真得

好想家，想父母。那年春晚唱了这首

歌，我们那些在美国一起看节目过年三

十的人个个都哭背了气。离家的头几

年还没有这么深的感受，这么多年了心

里总感到有一种惦念，这首歌一下子把

我们所有心中情结都唱出来了，我恨我

自己说要常回家看看，但是却一拖再

拖，所以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会抑制不

住内心的情感，要哭出来。”

她品了一口黄山毛峰，接着又说：

“在美国生活时间久了，才体会到文化

间的差异。就说喝水，国外都是喝凉

水，经历了一天劳作回到家还是喝凉

水，多少次想到的是回家就有一杯这样

的热茶该多美，像中国人的亲情一样暖

暖的。到美国后看中国文化才感到厚

重得如同中华民族的魂，五千多年谁都

摧不垮。”

“常回家看看有中国文化的伦理

和血浓于水的亲情。在美国时我也带

孩子到欧洲转过，孩子们看了欧洲文化

说了句很震撼，我就说什么时候你们回

到祖国，再和我谈‘震撼’这个词。我和

他们讲中国以前有很凶悍的契丹族和

经常骚扰边境的匈奴最后为什么都不

存在了，实际上是没有自己的文化而消

亡了。中华民族能存在五千年归根结

底就是亘古不变的文化，所以今后也要

带你们常回家看看。”

天色渐晚，透过茶楼的窗子，天际

的残阳抹着害羞的红正在褪去，点点的

华灯已经在酒楼、商场和银行门前闪

烁，常回家看看的音乐又响了起来。

不要瞧不上那个猪八戒。他

丑是丑了些，却正如那个台湾丑

星唱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

柔”。尤其是对女生，那种温柔，

是极易打动天性温柔的女生的；

其强大的杀伤力，一点儿也不弱

于唐僧的俊美，甚至是会有过之

而无不及。因为，貌美，愉悦的是

女人们的眼睛；温柔，打动的是女

人们的柔软的心房。

八戒很能干。一个人干起活

儿来，抵得上好几个人。这一点

很重要。因为，在落后的农耕社

会，一个好劳动力，那就是一个家

庭生计的靠山。你唐僧俊美有什

么用？仁爱忠贞又怎样？能当得

饭吃，还是能当得衣穿？

八戒很易于知足。他的最大

的理想，就是能到高老庄去做上

门女婿，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有

吃有喝乐悠悠！这有错吗？一个

普通人最普通的生活愿望而已。

欲望无止境的男人，对于普通的

女人来说，是很可怕的，是靠不住

的；靠不住的男人，女人会选择他

来做老公吗？

八戒很有自知之明。他知道

自身条件不好，知道相亲时要把

长嘴藏起来。正是因为他知道自

己的条件有限，挑选的余地很小，

甚至几乎没有挑选的可能，所以，

他采取的是“拾到篮子里就是菜”

的战术，不挑不捡，是个女人就

行。这依旧是眼下农村很多青年

人婚姻状况的真实写照——即使

是在《西游记》若干若干了多少年

后的今天。

因此，毫无疑问，猪八戒是

《西游记》中最具人性光彩的形

象。在他的身上，我们几乎都能

感受到真实的自我，几乎每个人

都能寻得到自己的影子，也就是

说，猪八戒的身上，有着我们每个

人的影子！

不是吗？

除了上述的优点，八戒的缺

点更是突出：好吃懒做，爱财好

色，欺软怕硬，贪生怕死，爱打小

报告，爱耍小聪明，等等，不胜枚

举。

这些缺点，难道不是我们人

类共有的吗？

人类正是因为有了上述的优

点与缺点，才会使得人类自身得

以发展，社会得以进步，生活得以

丰富多彩；八戒正因为有了上述

的优点与缺点，才使得他这个艺

术形象，熠熠生辉，令人们报之以

会心的一笑。

在安徽省凤台县民间，至今还

流传着“翰林当知县，屈死大老爷

了”为李兆洛鸣不平的话。李兆洛，

清代江苏阳湖（今江苏武进市）人，

字申耆，晚年号“养一老人”，嘉庆十

年第五名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

他才华横溢，是清代著名的地理学

家、阳湖派文学家。因他秉性耿直，

不善逢迎拍马，得罪了上峰，被改派

到安徽凤台县当知县。但李兆洛是

个有远大抱负的人，并没有因此而

消沉。他在嘉庆十三年冬到任后，

就亲笔写了“栽花携得蓬莱种，买犊

教成渤海耕”一副楹联，挂在住所，

由此开始了他长达七年的亲民执

政。

凤台县紧靠淮河，水旱灾害频

发，地广人稀，匪盗横行，当时又是

与寿州（今寿县）同城治理，是有名

的贫困难治之县。这对寒窗苦读的

李兆洛来说，是个极大的考验。李

兆洛到任之后，对凤台县的政情、社

情、民情、地情、山水情等，进行深入

调查。

在兴修水利上，他首先选择治

理当时受水患最严重的焦岗湖。从

嘉庆十四年，也就是从他到任的第

二年开始，对焦岗湖及县境内的沟

渠与低洼地进行了多次疏浚和治

理。他的第一项重点工程，就是调

集全县民工，沿焦岗湖修建了一条

环湖大堤，使湖边万亩田地避免在

淮水上涨时受淹。为了降低湖面水

位，扩大耕种面积，李兆洛还对近湖

的催粮沟旧道进行了疏通。

但这种治理仍是局部的。为了

解决焦岗湖流域的水患，李兆洛想

方设法，动员湖域村民集谷二千石，

在湖东南靠近淮河一里路的地方，

修建一座条石结构、木制闸门、人工

开启的节制闸，取名“丰庆闸”，并疏

浚了新沟。这座节制闸的修建，不

仅可以防止淮河洪水倒灌，而且在

湖水高于淮河水位时，可以向淮河

排水，消除了湖境的水害，减少了环

焦岗湖水系的成灾面积，使沿湖百

姓得到了实惠。接着，李兆洛还对

凤台县境的湿泥、黑壕、裔沟进行了

加宽疏浚，修建了小口沟、鲁村湾、

二里坝等节制闸，大大改善了全县

的水利条件。

在兴修水利中，李兆洛还开创

了与邻县联合治水的先河，不搞“地

方保护主义”，在当时传为美谈。李

兆洛在治水中，十分重视利用所掌

握的地理学知识，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工程规划。现今凤台县境堤坝、

大沟、涵闸等水利设施的建设，有不

少地方仍沿用当年李兆洛所勘测的

路线选址，可见他对凤台县的水利

兴修目光远大，匠心独具。

嘉庆十九年四月，李兆洛父亲

病故，他丁忧离职，从此再也没有出

来做官。他在凤台为政清廉，关爱

百姓。每逢他的生日，百姓络绎不

绝，用“只鸡斗酒”前往祝贺。

夕阳拉长的影子，是我无限的寂寞。就那样突兀地出现，漫长的寂寞铺天盖地地将我笼罩。耳边的喧嚣逐渐淡去，而心中的孤独却在此

时越加明晰起来。浓重的悲伤，如海水涨潮般一波一波地冲蚀着我的心脏，到处弥漫着咸咸的苦涩。

我，是一座孤岛。孤立无援地处在海的中央，再无人烟，再无喧哗，伴随的，只是日复一日的，不会改变的寂寞。——摘自 幻梦《孤岛》

八戒的
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