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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时下流行的抖音，略有了解，但
不精通。我认为抖音是时代发展不可忽视
的一种文化现象。那些抖音网红具有深广
的影响力。有些知名作家的影响力，似乎不
敌一个知名网红。我以为，只要在道德和法
律的框架下，似乎也没什么不可。任何时代
都有自己的流行色调，人们因为喜欢而接
受。比如，汪曾祺是一个著名作家，小说写
得好，散文质量高，但一个知名的网红似乎
也有可能拥有同等的影响力。抖音的时代，
网红成为社会生活的代言人。也许，他们能
够反映时代发展中的一些迫切诉求，带动舆
论的节奏。即使如此，也许并不能诠释时代
的文化，也不一定真实地反映时代文化特
征。网红的一些作品，虽然社会关注度高，
但文化的含金量不一定高，并不能反映当代
文化追求。但是，面对抖音潮流冲击，传统
媒体感到了无奈。特别是那些纯文学，在微
信抖音的时代浪潮中，已经被冲击到岸边。

抖音具有积极的正面意义。比较真实
地反映社会各界的形态，展示社会方方面面
的真实状况，反映老百姓真实诉求，鞭策一
些不良社会形象。这都是值得称赞的。比
如，在中国某地寺庙存放日本战犯的灵位，
就是由某个抖音号发现并及时公布的，激发
起多数中国人的关注。抖音也许是当今社
会不可或缺的良药。

抖音中有不少是介绍中国文史知识和
文化习俗的。或典籍，或名胜，或古迹，或探
究，或品鉴，或猎奇，或美食，等等。它们都
较好地展示了宏大的历史背景，呈现相关地
域特色，具有客观的呈现，让人受益颇多。
还有诸多的风景推介，展示祖国山河壮丽风
光，描写生动，令人神往。还有不少的探险
纪实，让人敬佩，让人震撼。还有一些抖音
展示生活中的小细节，令人感动、感叹，从中
受到教益。可以说，抖音世界，既是真实的
现实世界，也是超越现实的艺术世界，让人
兴奋，让人震惊，让人顿悟。抖音的窗口，丰
富精彩，让人神往。抖音或许是人们不可或
缺的精神食粮之一。

许多名人大腕也是抖音的实践者。像
冯巩、张宏民、金海峰等等。他们的抖音作
品机智幽默，博学多才，充满了正能量，往往
能让人会心一笑，我十分钦佩他们选材的精
准和解析的深刻。抖音的世界十分丰富，那
些成功的抖音网红，往往是社会热门话题的
引领者，社会现象的洞察者，时尚文化的实
践者。他们关注社会动态，关注民生，为百
姓代言。抖音或许是时代不可或缺的锣鼓。

许多草根也能成为抖音网红。他们凭
借自己的一技之长，赢得大量的粉丝。他们
有的唱歌好，有的舞姿美，有的形象俏，有的
摄影好，有的学识丰，这些都是吸引粉丝的

亮点。抖音是一个无限广阔的舞台，足够容
纳各类网红。旅行者，骑手，探险者，渔夫，
养犬者，农人……大凡有某种专长的用心
者、勇敢者都能在抖音里畅游。知名度高
了，影响大了，有人就直播带货，赚钱既多又
快。抖音或许是助力草根成长的一方沃土。

大多数人玩抖音都是生活方式的一种
选择。自娱自乐，自我展示，并没有多少功
利的追求。抖音的丰富和实用，的确也给人
们带来乐趣和成就感。一段小视频获得成
百上千甚至数万人的点赞，其成就不亚于一
篇大作在较高平台上发表。从某种程度上
说，抖音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质态，提升了生
活品位。我认识一位友人，以前十分拘谨和
木讷，自从学会抖音后，判若两人，自信满
满，几乎每天都发抖音，展示自己的舞姿。
抖音里好评如潮，广受称赞。抖音或许是大
众最简捷的表达方式。

抖音是大众展示自我的平台。自媒体
的发展给每一个人提供了自我表现和话语
的机遇，但抖音的快速成长也不可避免泥沙
俱下，鱼龙混杂。我个人认为有这几种现象
应该加以关注和改进。一是虚假。假唱假
跳的现象比较普遍，助长了不恰当的虚荣。
二是粗俗。常常会看到一些不雅的现象，格
调不高，甚至以丑为美。三是商业气息过于
浓厚，让人眼花缭乱。这需要在发展中治理
和净化。抖音更需要真善美。

抖音是一种新生的文化现象，正在逐步
发展成为新的业态，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抖
音的天地无限广阔，几乎成为全民参与的舞
台。不难看出，抖音的创新性、丰富性和大
众性正契合了时代的潮流。

我 看 抖 音
□ 王俊坤

今年夏天连续高温，冷饮成了人们降温袪暑
的选择。现在的冷饮五花八门，过去我们眼中的
冷饮基本就是棒冰，有时候棒冰就是冷饮的代名
词。

小时候生活条件有限，夏天能吃上三分钱一
支的果汁棒冰算是挺开心、挺满足的美事。偶尔
改善一下，大人给买一支四分钱的赤豆棒冰，便
觉有点奢侈。我那时理解，棒冰之所以叫棒冰，
大概是每支棒冰都是由一根小小的木棒支撑。
我一直对木棒是怎么插进冰块的很好奇，觉得是
件挺蹊跷的事。记得那时每次吃完棒冰，我们还
将剩下的木棒收集起来，玩一种挑木棒的游戏。
拿一把木棒往地上一撒，再用一根木棒把叠加在
一起的木棒轻轻挑开，前提是只能挑一根，其它
木棒不能动。先从容易的挑起，挑一根，拿一根，
如此往复，谁挑得最多便是赢家。

刚上初中那年的暑假，父亲让我去姐夫所在
的棒冰厂打临工，说是参与社会锻炼，培养劳动
情操。这家棒冰厂其实就是县食品厂的一个车
间，就在县人武部向北边，坐西朝东。姐夫是这
家国营棒冰厂的负责人，特意把我安排在厂里的
保管室给车间配料，活不重挺轻松，但遇到原料
用完的时候，得拉着板车去中市口那边拖货，要
经过县府街。我十分不情愿拖着板车在大街上
走，怕给同学看见笑话，后来硬是要求去库房干
活。库房是储存棒冰的地方，温度正常都在零下
十度左右，大夏天得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进入，
活自然比保管室苦累许多，但这里不需要外出拉
板车，所以我是累并快乐着。库房工作的主要任
务是将刚生产制作好的棒冰按时间有序入库，负
责给前来提货的小商小贩按单发货。记得那年
夏天城区人民公园的防震电影院放映戏曲片《红
楼梦》，观众人山人海。为满足市民观看需求，放
映的排片表一直排到夜间十一点，场场爆满。因
为正值高温季节，在电影院那边卖棒冰的小商小
贩们不停地来棒冰厂拿货。记得有位姓黄的妇
女一天最高峰的时候卖了六百多支棒冰，一棒一
棒地敲木箱，一声一声地吆喝，头上汗珠滚滚，脚
下热浪阵阵，现在想想还真不容易。即便这样，
那时厂里还规定每个商贩每天拿货不得超过四
百支，完全的计划经济。姓黄的商贩嘴皮子利
索，见人满脸笑，又有生意经，姑娘又在厂里上
班，自然每次都能比别人多拿一点货。那时果汁
棒冰批发价二分五一支，卖三分，赤豆棒冰批发
价三分一支，卖四分，赚点钱都是手不停、脚不
住、声不断。我至今还记得那位姓黄的商贩模
样，皮肤是那种健康的古铜色，一双眼睛乌溜溜
的，声音有点沙哑，每次看见她都是精神抖擞的
样子。现在想想，那时候的商贩赚点小钱真的不
容易。有时候上午晴空万里，推着自行车来厂里
拿货，中午饭刚吃完，一场雷阵雨，棒冰立马卖不
动，存在木箱里时间长了就要融化。那个年代没
有冰柜，只有几家国营冷饮店有冷冻设备，商贩
们只得拿到厂里来存库，存库的费用得几毛钱，
都是为了生计。我那时虽然还是孩子，但看见那
些特别困难的商贩，都偷偷地不收他们存库交费
的单子，让他们留着下次再用。

在棒冰厂库房上班时，关于棒冰上的小木棒
是如何插进冰块的谜底得以揭晓。库房和棒冰
生产车间留有一个窗户，方便制作好的棒冰装箱
入库。闲下来的时候，我便坐在窗户前，看一支
支棒冰慢慢成型。制作棒冰有个特制的模具，模
具呈长方形，一个模具一般可制作二十支棒冰，
工人将熬制好的棒冰熟料按比例投放到模具中，
而后将模具放入零下十八度的盐水池冷却，模具
随盐水在池中不停地流动，在模具内的熟料即将
冻结前，工人们将一根根木棒迅速插入。因为模
具是流动的，所以动作要既快又准，稍有怠慢，棒
子便不在最佳位置，东倒西歪。我们有时候买到
的棒冰棒子歪了的，便是没有掌握好技巧。流动
的模具在盐水泛起的涟漪里不停向前，工人们手
拿木棒也随之流动，争分夺秒瞄准插棒，看上去
热火朝天。小小的木棒既有点像音乐家的指挥
棒，还有点像演奏家敲击琴弦的棒，那场景像一
场音乐的交响。待模具内的棒冰完全冻结，再将
一个个模具从冷却的盐水池中取出放入清水池，
将一支支成型的棒冰拔出，传给下一道的包装工
序，包装好的棒冰装箱后入库，整个工序结束。
那时棒冰的品种虽然单一，但果汁棒冰天然爽
口，赤豆棒冰甘甜酥润，味道十分纯正，没有任何
添加剂。后来县食品厂还请来上海师傅开发了
雪糕、冰砖等新产品，但果汁、赤豆棒冰依然深受
消费者青睐。

如今的棒冰花色繁多，还融入许多创意，包
装漂亮，味道可人，但当年老棒冰的那种滋味却
永远留在味蕾，抹不掉。

棒 冰
□ 黄士民

中国传统的婚礼上，最耀眼、最惊艳、最
喜气的颜色就是中国红。

今年9月26日，我参加了外甥女草坪上
的婚礼。

时值金秋，镇江一泉迎宾馆外草坪青
青，蔚蓝的天空下，没有南归的大雁，只有缓
慢飘动的白云，这些白云凝成一朵朵素洁的
花在空中盘旋、逗留，仿佛和我一道观看外
甥女在草坪上举行的婚礼。

婚礼现场由两部分组成。东边是主场
区，西边是娱乐区。主场区四根一人多高的
白色立柱罩着透明的白纱，给婚礼现场增添
几分朦胧的美意。几簇白紫相间的花点缀
在白色的立柱上，一种素静、淡雅、浪漫的气
息油然而生。婚礼台前几十张小凳上飘动
着白色、黄色、绿色的气球，像迎宾的手，欢
迎嘉宾的到来。主场区与娱乐区，由几块白
色漏空的板相隔，同样缀着白紫相间的花
儿，还有蓬勃勃向上的绿叶的陪衬。娱乐
区，可以玩游戏，可以套圈圈，可以喝奶茶，

可以吃蛋糕，还可以扎气球。一块白色墙板
上，白、紫、黄、绿的气球点缀其上，一针扎
去，如燃放的爆竹发出“哔啪”的声响，给婚
礼现场带来几分热闹的喜趣。

婚礼现场传来了电子吉他伴奏的英文
歌曲，内容我虽听不懂，但那柔和的旋律如
秋天丝丝的凉风叩击我的心弦，那么地温
柔，那么地美好。

当我的妹夫拉着女儿的手，把她交给女
婿的时候，我发现他那张带着微笑的脸微微
颤动了一下，眼眶有些湿润。我忽然想起我
女儿出嫁时的情景，不觉眼泪溢出眼眶。生
活在一起二十多年的孩子，在亲朋好友的祝
福声中，就这样离开了父母的身边，组成了
新的家庭，开始了新的生活。女儿离开时的
复杂情感，只有做父母的才会有深切的体
验。

婚礼台上，一对新人的表白，如潺潺流
水清澈澄明。“感谢你容忍我的小打小闹，从
今天开始我要承担起做妻子的责任……”外

甥女的这段话让我忽然觉得她长大了，成熟
了，知道有责任担当了。爱情有浪漫，也有
风雨。对于一对新人来说，结婚是人生大喜
的日子，更是承担责任的日子，他们要挑起
生活的重担，携手走向美好的未来。我们解
下小凳上的气球，在主持人带有磁性的祝福
声中，一起放飞心中的希望。气球飘向天
空，如一只只闪亮的精灵。

这样的婚礼现场，以前在电视中经常见
到，现在，我身临其中，领略西式婚礼中的另
一种境界，内心透出丝丝的舒坦与愉悦。尽
管如此，我还是觉得缺少点什么。婚礼现
场，我没有寻找到一丁点儿的中国红。也许
西方人追求的是自由、淡雅、浪漫的情怀，故
而他们喜欢纯洁的白；而中国人追求的是欢
欣、愉悦、热闹的喜气，所以深深爱上中国
红。年轻人追求西方婚礼仪式无可厚非，但
不能丢掉中国传统的婚嫁习俗。

正当我的遗憾快要跳出胸口的时候，
忽然想起上午从婚车上走下来的一个可
爱的小男孩。他的手上拎着一只小巧玲
珑的“子孙桶”，像一只充满喜气的灯笼。

“子孙桶”上除了上下两道金色的嵌边，都
是纯正的中国红，那么耀眼，那么惊艳，那
么喜气。

寻 找 中 国 红
□ 王三宝

小站留给我的记忆总是那么清晰。
上世纪90年代初正是小站的黄金时

代。每天凌晨五点开始，陆续发车开往上
海、南京的班车司机和售票员要在小站吃饭
住宿，母亲便带着年幼的我一起搬进了车站
宿舍。一排青砖灰瓦的小屋，东面有三间宿
舍，我和母亲住中间，两边分别住着驾驶员
和乘务员。西边是售票处、旅客休息区、车
辆存放处，门口可以停两三辆大客车。屋后
是一大片农田，从初夏到秋初，几乎每天都
能听到大自然交响乐——蛙鼓、蝉鸣、鸟语，
好不热闹。可每天似乎又是很冷清的，周围
就两户人家——老开楼夫妇和吉老师一
家。到了晚上，安顿好驾驶员和乘务员，我
常拉着母亲去吉老师家看他慢悠悠地萝卜
干就酒，听他天南海北地高谈阔论。第二天
天还没亮，母亲便起床忙碌起来，高邮班、扬
州班、南京班、上海班，买票、检票、发车，如
此循环。没有假期，节假日只会更忙，寒来
暑往，周而复始。简单乏味的工作并没有消
磨母亲对这份工作的热情，因为那时的我每
天都能看到母亲脸上的微笑。

小站除了为驾乘人员提供安宁舒适的
休息环境，更方便了出行的广大旅客。寒风
里，酷暑下，晨曦中，路灯旁，小站就是温馨
的“家”。那时候，车站里几乎每天都坐了不
少人，男女老少背着大包小包，拿着车票排
队等上车。行李多、路途远的，通常提前一
天把东西存放在这里。让我印象最深的一

次，一位老人在途中弄丢了钱包，身无分
文。他不停地叹息，焦急地张望，眼巴巴地
看着车走了一辆又一辆，想着实在不行的话
就走回去。母亲了解情况后，二话不说，不
但请他吃饭，还帮他垫付了回家的路费，老
人感动得老泪纵横，直念叨自己遇到了好
人，并向母亲表示深深地感谢。母亲就是这
样一个热心负责的人。

到了九十年代后期，交通运输行业也兴
起承包责任制。小站只承担上海班的售票
工作。一辆车四五十个座位，汤庄、沙堰、甸
垛、汉留四个乡镇平均每个乡镇十来个座
位。逢年过节加车加班，除了大年初一也没
有假期。好在我长大了，有时妈妈有事外
出，也能帮她顶上一两天班。我学着妈妈的
样子把木票盒在腋窝一夹，向着人群大喊：

“来，来，来，没买票的请主动把票买一下，”
然后依次买票、检票、发车，经常有人叫我

“小小售票员”。有一年春节后的一个晚上，
妈妈不在家，我住在空荡荡的小站，睡到半
夜，好像听到了不一样的声响。我害怕地蜷
缩到床角，想到白天听人说起春节期间一群
要饭花子在我们这边活动的事情更是害
怕。响声继续，老半天，我忐忑的心才渐渐

恢复平静，鼓足了勇气，拿了一把剪刀，光着
脚丫，迅速打开了门，发现竟是风吹着半粘
在门上的春联发出的啪啪声，虚惊一场！下
半夜睡意全无。从那以后，妈妈几乎再也没
有出过远门。

2002年，因乡镇规划和交通运输业形
势发展的需要，小站改造成了五间商铺和一
间大停车场，周围搬来了好几户人家，一下
子热闹了许多。只是来小站买票候车的人
逐年减少，只有逢年过节时客流量才会回
升。就拿上海班近五年的营业情况来说，一
个月的售票数由原先900多张减少到后来
的300多张。这一数据的变化也让我的母
亲失落并欣慰着，失落的是操劳了近二十年
的职业日渐萧条，欣慰的是社会的飞速发展
催生了交通方式的日趋多元化。私家车的
剧增、出租车的营运、顺风打车的问世、高铁
的通车，方便了人们的出行，也冷落了曾经
喧闹的小站，但作为一名普通售票员，我们
很荣幸地目睹了祖国交通运输业翻天覆地
的变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2022年，小站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
命，停止营业。如今映入眼帘的是一块蓝底
白字的公交站牌，站牌下偶尔会有人等车，
几乎无人提及这个曾经的小站。时代的车
轮滚滚向前，小站留给我的不只是历久弥新
的记忆，更是一种情怀，一份曾经的使命担
当。它记录着母亲奋斗的岁月，见证着时代
的发展与变迁。

小 站
□ 华桂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