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抢红包（小小说）

! 高晓春

身为“潜水界”翘楚的常进
财近来收入不菲，频传红包财。

一日中午，常进财与阿弥
陀佛群的几名网友吃饭。觥筹
交错之余，他瞧见身旁的网友
朝阳不时地发着数额可观的红包，便故意欹侧身
子，乜了一眼。他倏地站起来，端着酒杯，露出一
丝不易察觉的狡黠笑容。说，兄弟，带我玩玩啊！

朝阳脸颊泛红，腼腆地回了句，没事、没事，
我加你微信！说着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常进财没有像往常一
样陪妻子散步，而是径直进房间，悄悄地关上房
门，双膝盘坐在床上，掏出手机，快速刷屏。此时
此刻，阿弥陀佛群的网友正在相互发红包取乐
呢。

“红包，太好了！”常进财眼明手快地点击红
包，心怀觊觎地刷屏，口中念念有词。忽然，他低
首蹙眉，映入眼帘的红包赫然注有“学佛修行”字
样。

“学佛修行，哼，我只管修财。”常进财翕动嘴
巴，得意地嘟哝着。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刷，十元；
再刷，三十元。常进财兴奋得摇头晃脑，抖动两
髀。

“呀，有来无往非礼也。”常进财眨巴眼，挠挠

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遂从
手机相册中找了张自己曾和某
位老总握手言欢的照片，发到
群中试图提升自己的名望。

这招果然奏效。不消两分
钟，网友春风主动与他搭讪；紧接着美女彩云还
和他进入了私聊模式。

这可把常进财乐坏了，手舞足蹈地在床上
跳起来，也不知道他跳的是哪家舞蹈。他忘情地
跳着、跳着，不禁唱道：“今天是个好日子……”

突然，咔嚓一声，常进财猝不及防摔倒在地。
他贪图便宜买的劣质床板断裂了。

常进财连忙擦拭鼻子上的血迹，瘸着发麻
的腿踉跄着，找到飞出几米外的手机，上面清晰
地写着一行字：阿弥陀佛，本群主见你贪心未改，
见财起意，故踢出此群。阿弥陀佛，善哉……

常进财铁青着脸，愁眉苦恼地说：“我的酒钱
还没有捞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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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无龄感"

! 姚正安

第一次看到“无龄感”这个
词，大约是一个月前一位七十多
岁的朋友发给我的。凭着望文生
义，我以为无龄感，就是没有年龄
的概念，所指对象应该是老龄人。

后来到百度搜索，无龄感方面的内容很多。它
源自一个丛书名。因为契合了一部分人的心理，故
而流传很快，不长时间内，就成了网络热词。

所谓无龄感，是指老龄人不为年龄所累，心态
年轻，心理健康，勇于进取，热爱生活。

无龄感是一种生活态度，是对自己保有信心
的能力，也是超越自我、战胜自我的精神状态。

我曾见过两位年龄相同的男性教授。一位觉
得自己已经老得不行了，懒得出行，懒得接触网络
等新生事物，懒得从事一切有益有趣的活动，动作
迟缓，语音沉闷，整天将头缩在脖子里。另一位教
授精神勃发，活灵活现，说失去的时间太多太多
了，要抓紧时间学习、娱乐，讲课、科研、旅游，整天
像一条小鱼游弋在浩瀚的大海里。那一年他俩都
是四十九岁。

人的年龄如同树之年轮、牛之牙口，表明的是
生物生长的阶段，并不妨碍其生长。无垠大地，千
年古树多的是。

什么样的态度，注定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
生活，注定什么样的人生。

拥有无龄感，不一定能成就轰轰烈烈、顶天立
地的人生，但一定可能使老龄生活轻松、愉悦。

一位美国人说过，四十岁人生刚刚起步。这是
典型的无龄感生活态度。从某个角度看，此言得
矣。四十岁，有学历，有阅历，有失败的教训，也有
成功的经验，而且大都过了结婚生子期，从事工作
是不是更加精力充沛，得心应手啊。

一个月来，一再玩味，如同口含橄榄，余味不
绝。

无龄感无疑是一个新词，但最早践行者，古已
有之。 在我的认知范围内，孔老夫子是最富无龄
感的人。

有一天，叶公向子路了解孔子的情况，子路没
有回答。孔子知道后，对子路说：你怎么不说，他的
为人啊，发愤起来忘记了吃饭，欢乐起来忘记了忧
愁，不知道衰老即将来临。

这可不是我在编故事，《论语》里有确切的记
载。《论语·述而》云：“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
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
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孔子晚年，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教育学生、整理
文献上，哪还有时间感叹“齿牙摇落”之衰败。

想想也是，如果孔子有很强烈的年龄概念，而
且将其摆在脸上，体现在行动上，一定整天唉声叹
气，老气横秋，还能与他的学生相处甚欢，以至经

常与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坐下来谈
理想、论人生吗？他与学生的年龄
差距太大了，最大的相差四十来
岁，按说师生之间横亘着几条代
沟了。正因为孔子心态年轻，积极

作为，平等交流，所以跨越了年龄鸿沟，没有一个
学生说老师老了，甚至嫌弃他老了。有一天，孔子
与几个学生讨论人生志向，学生们都不开口。孔子
启发说，虽然我的年龄比你们长些，但不要拘束，
谈谈将来想做什么。子路、冉有、公西华先后发言，
孔子或笑或默不作声，唯独曾晳言之一出，立即得
到孔子的赞同。曾晳说，暮春三月，已经穿上了春
装，邀上五六个成年人，带上六七个小孩子，在沂
水里沐浴，到雩台上乘凉，唱着歌回家。可见，孔子
的心态多么年轻，生活情趣何等高雅。

这个故事就是《论语·先进》里著名的《子路、
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

《论语》里的孔子始终是年轻的、阳光的、进取
的，也是率真可爱的。

孔子的经历是一个传奇，孔子思想的影响是
一个传奇，孔子的寿命也是一个传奇。

史料显示，孔子生活的年代，人的平均寿命在
30至 40岁。《史记·世家》曰：“十六年壬戌四月己
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鲁城北泗上。”孔子的寿
命差不多是一般人的两倍。现代医学研究表明，影
响人寿命长短的主要有三个因素：遗传、保健、心
理，而心理因素的影响几乎是前两者之和。不排除
孔子的遗传基因好，也不排除他老人家讲究饮食
在内的保健，但心理健康、心情愉快是至关重要
的。这一点也不是本人的臆测，有史实作证。

孔子曾几度带着他的学生周游列国。有一次
在陈蔡之间绝粮，跟随的学生们都病得起不来，性
急的子路都发火了。可老人家很乐观，很从容，无
忧无虑，保持着君子的品行。没有足够的心
力，没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如何能做到。

《论语·卫灵公》是这样记载这个故事的：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
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
矣。’”

那一年，孔子已经六十三岁。
人有寿夭，草有枯荣，万物皆有生死，此

乃自然之理也。一个人一味地将年轮套在脖
子上，只能越收越紧。倒不如，忘了年龄这个
劳什子，行止有方乐生活，率性而为不逾矩。
如果能做到像孔子那样“发愤忘食，乐而忘
忧”就更好了。

不要太把年龄当回事，年龄只是一个时
间概念，怎么活、活出怎样的人生，与年龄无
关，是人自身的思想行为决定的。

故而，我非常认同“无龄感”。

葡萄泪
! 王三宝

我每次回老家，都要到菜地上
看看那棵葡萄树。

这棵葡萄树已生长五年了。刚
植下去的时候只有一尺多高，由于
没有重视，菜地里的蔬菜抢了她的
雨露阳光，生长缓慢。为此，我还写了一篇《一
棵葡萄给我的启示》。我的眼里，葡萄如人，你
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给她一点阳光，她
就灿烂。

前年，葡萄长势良好。葡萄架上，独特的
立体的风景，给我的生活增添无限的情趣。一
串一串青色的葡萄，就像一个个绿色的水晶
灯笼，丰满地、灿烂地、骄傲地悬挂在葡萄架
上，似乎在倾听大地的心音，倾听小鸟的呢
喃，倾听星月的细语，倾听蔬菜生长的节律。
那段时间，上班前或下班后，我都喜欢在葡萄
架下，放一张小凳，拿一本书，一边赏葡萄的
蓬勃生机，一边朗诵诗文。我的女儿见状“咔
嚓”一声，我和那棵葡萄浑然一体，定格成永
恒。那年葡萄丰收，邻里朋友都品尝了葡萄的
香甜，我还做了两小坛葡萄酒，让葡萄的美丽
和芳醇在我心田慢慢弥散。

去年，我来到城里工作，与葡萄亲密的时
间越来越少，久而久之便漠不关心了。也许是
前年结果太多的缘故；也许是照顾不周关心
太少的缘故；抑或是葡萄通人性，思念主人太
多的缘故，葡萄只长了几串，而且果实很小，
我们连一粒葡萄都没有尝过。每每想到这些，
我的心有些怅然。

后来，菜地上的佛手瓜像疯了似的牵上
来了，丝瓜藤如狼似虎爬上来了，扁豆也不甘
示弱缠上来了。他们相互扯皮，相互比拼，相
互厮打。一个个你不让我，我不让你，抢占属

于葡萄的天空。我们见了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丝毫没有考虑到葡
萄的感受。佛手瓜悬挂在葡萄架
下，如合拢的双手，祈祷前程的宽
广；丝瓜像一个个青色铃铛，炫耀

生命里美妙的乐章；那开着紫白色的小花，结
一串串紫色生命的扁豆，似弯弯的月亮，闪烁
生活中动人的华光。

一场轰轰烈烈的生命展示运动，如一场
凶狠的沙尘暴，重重地伤害了葡萄的神经，葡
萄承受来自各方的纠缠和负重，任凭时光的
剥蚀，默默地等待又一个春天的来临。

今年，清明前夕，我回老家祭祖，再次看
一看那棵葡萄树。经过一冬的雨雪寒霜，葡萄
架上的瓜藤，干瘪枯黄。几个悬挂在空中的丝
瓜囊，似一个个没有灵魂的躯壳，散发萧索的
气息，我的心情一下子黯淡下来。我不能再让
这些残藤乱叶败坏春光的明媚；不能再让他
们像蛇一样缠绕葡萄的身躯。我推开其他事
务，把这些乱糟糟的心情取下来，丢到垃圾箱
里去。就在我清理他们的时候，我突然听到

“咯哒”的断枝声，循声而望，那是葡萄没有血
色的枝。我用手扳一下其它的枝，还是一扳就
断，莫非葡萄没有了生命？我的心一下子紧张
起来。我来到葡萄的主干旁，仔细端详。突然
一根枝桠上，两个隆起的绿意，一对希望的明
眸，缀着晶莹的雨珠，我一下子激动起来。可
兴奋之余，我忽然觉得，那两颗晶莹的雨珠，
像是葡萄心酸的泪。她好像在向人间诉说 ：
主人，你怎么这么现实啊。我才一年不结果，
为了眼前的利益，你就让他们肆无忌惮地欺
负我。

我的心一阵酸楚。

樟叶落在春天里
! 淖 柳

春风拂在脸上，暖
和，舒服。

春天，是叶子疯长的
季节。然而，樟树叶子却
无声无息地离去；有时不
得已也弄出点动静来，撵着、跟着风走，席卷着、
叠颤着、嬉闹着，哗哗地响成一片，为新叶舞蹈，
为鲜花点赞。

早春朝前走着，菜叶、柳叶、桃叶、榆叶等，
一个比一个挤眉、翠绿、鲜亮、摇曳。樟树的叶
子，则暗淡、变黄、发枯、变脆。叶子们多数纷落
在秋季，樟叶却反季节飘落在春天里。樟叶，大
概是完成“公干”，给冬季留过生命的绿意；可能
是累了，与寒风熬战了一个冬天；也许是隐退
吧，给后来者腾出空间。轻风吹来，樟叶从头上、
身上滑过，我接住几片樟叶，轻轻的、脆脆的、香
香的。拿捏着历经沧桑的樟叶，一种欣然、坦然、
怅然的感觉，油然而生。樟叶落了，新叶登枝了；
樟叶落了，世界开始慢慢地换上夏装了；樟叶落
了，孕育和收获的季节即将来临。

樟叶涣落的清晨，一批批保洁员、学生、上
班族走进面店，一碗面、一个蛋，有的再来一碗
豆浆，吃得满身发热，精力充沛，迎接新的一天。
樟叶静落的黄昏，晚练的人们，在运河大堤上小
跑，在音乐广场舞蹈。路灯下，樟叶飞舞，我常常
看到女儿推着轮椅中的母亲，款款地走着、看
着、谈着、笑着，仿佛是一对新旧樟叶，从我面前

漾过，真是一幅流动之春
的好风景。我目送她俩好
远好远。安宁、和谐的春
之小城，生动得让人怦然
心颤。

二十多年前，在樟叶纷落的季节，各地实施
了大规模的企业改制，体制转换，改革闯关，也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有着几十年工龄的集体或
全民职工，拿到不足万元的补偿金，买断下岗
了。在市场经济不健全、社会就业和社会保障不
充分的条件下，单下岗或双下岗，对一个家庭来
说，意味着轰然崩塌的压力啊。大道理好说，小
日子要过。那些下岗工人告别熟悉的岗位，重新
扬起生活的风帆，在生活的泥淖里摸爬滚打，就
业创业，付出了超过常人的数倍劳力和辛酸。

市场是一个大熔炉，那么多下岗工人涅槃
般地挺过来了，光荣地走过来了，重新绽放自己
的新生活。黄昏之后是早晨，落叶之后是新春；
周而复始的世界，叶落叶绽的更替，总会给未来
带来希望、生机和活力，总会给人们带来绿色、
新意和信心。

四月的早晨，我漫步在大街上，小心拾起一
些我喜爱的樟叶。

暗红、深黄、发黑、枯萎的樟叶们，你们的纷
落，会碾作尘泥肥沃土；你们的纷落，会孕育着
新叶、花蕾和果实；你们的纷落，会在一个个青
枝绿叶的春天里获得永生。

糜饭饼
! 赵新

要不是读了汪曾祺《梦故乡》中
《故里杂记·李三》一文，大概我很难
记起糜饭饼的模样和味道了。“糜饭
饼子是米粥捣成糜，发酵后在一个平
锅上烙成的，一面焦黄，一面是白的，
有点酸酸的甜味。”读到这里，勾起了我的回忆。
汪曾祺老先生记述的“糜饭饼子”，正是我们经
常说的“粮饼子”，不过老先生的说法更贴切一
些。

我家住在东台巷，往西百十米就是北门大
街，再往西直对过的是坛坡子，通往运河边。而
往东通到傅公桥，中间有座牛集桥，汪家大院就
在牛集桥东北上。我曾经在东台巷里见过汪曾
祺老先生，算是一面之缘，他当然不知道我是
谁，也不知道我会读到他写的文章。

东台巷原本不是我的家。我老家在高邮东
乡，也就是城上人所说的“下河落子”的地方。因
为想娶城上的老婆，必须要有房。就为这，我父
母东拼西凑并托人在城里买了这处只有二十多
点平方的小屋，作为我的婚房，女儿就在这里出
生了，直到九岁才离开这个地方。尽管小而简
陋，但女儿在搬家的那天还是哭了一大会儿，甚
至现在女儿还在梦里经常回到那个家。不管怎
么说，这里是我们的第一个家，是女儿人生的起
点。

为了照顾刚出生的女儿，经人说情疏通，我
从乡下的一名国家干部调到城里当起普通工人，
妻子每每说到这些，总过意不去，说是误了我的前
程，而我总是轻描谈写地回道：也许在乡下当干部
倒犯了事，还是吃过苦的工人日子安稳。

我所在的工厂是一家县属大集体企业。尽
管我是厂里唯一的大专毕业生，但工资仍按核
定的工人级别发放，记得净发数 150元都不到，
就这份工资要养活三口之家，实在有点捉襟见
肘，不得不靠双方家庭的接济，才勉强维持着城

里人的生活，真有点“死要面子活受
罪”的窘迫。然而就是这段日子，让我
过得有滋有味而终生受益难忘。

清苦的日子，饭桌上就很少有
“大鱼大肉”了。妻子上菜场，总是左

右为难。为了有“荤”上桌，只能买些当时便宜且
很少有人买的“泥鳅”“虎头呆子”“小龙虾”之类
的杂食，尽可能地改善伙食，而如今这些已成为
餐桌上贵重的大菜了，我不知道是当时人不识
货还是现在人口味变“刁”了。就像这样的午餐，
我们家一个星期也只能“改善”一顿，其余的都
是瓜果蔬菜果腹。

糜饭饼子是女儿自己会吃饭后，妻子难得
买来改善女儿早餐的得意之作。早上起床后，妻
子开炉生火煮粥，然后跑到巷子口的北门大街，
十字路口有一家炊食店，除打烧饼、炸油条、蒸包
子外，还用个平锅摊糜饭饼子。汪曾祺老先生说
的是老式做法，而我看到的是用碎米粉拌上馊
粥，放上白糖或糖精，调成稀糊状，用勺子挖上两
小沰放在平板锅上，盖上盖子，大约几分钟的光
景，两只连成一副的糜饭饼子就成功了。一锅约
十副左右，用小铲子一起，白的与白的一面合起
来，朝外的两面都是微微的焦黄，米香味趁着热
气钻进了鼻孔，很是诱人，也有往中间夹上一根
现炸的油条或刚出油锅的麻团，咬上一口，既有
糜饭饼的香、甜、酸，也有油条的脆、酥或是麻团
的糯、韧，妙不可言；但价钱不贵，一副糜饭饼八
分钱，油条五分钱，一角三分钱吃了一顿早饭；如
果把油条换成麻团，再加二分钱，也只有一角五
分钱。也正因为如此，才成为女儿的早餐美食。

糜饭饼子也许是我们当地所特有的一种食
品，尽管很廉价，但它是智慧、勤劳、节俭的高邮
人化腐朽为神奇的杰作，滋养着小城的家家户
户。以至于多少年以后，成为汪曾祺流着口水的
乡愁，走进每个游子的梦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