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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花》是一篇只有一千多字的微型
小说，没有复杂曲折的故事情节，没有激烈
的矛盾冲突，没有花前月下的缠绵与情爱，
没有信誓旦旦的海誓山盟，也没有那种皆大
欢喜的大团圆结局，让读者不免感到淡淡的
遗憾。它的语言，带有一种散文诗的味道，
平淡之中有情致，耐人咀嚼。

汪曽祺《昙花·鹤和鬼火》里的主人公是
李小龙，《晩饭花》里的主人公也是李小龙。

《晚饭花》开门见山地介绍：“李小龙的
家住在李家巷。这是一条南北向的巷子，相
当宽，可以并排走两辆黄包车，但是不长，巷
子里只有几户人家。”我是高邮东大街上的
人，一看就知道，汪老笔下的李家巷即科甲
巷，李小龙即汪曾祺。是的，科甲巷在东大
街上算是比较宽的一条巷子，北端与东大街
相接，巷子南首就是螺蛳坝，拐角第一家就
是《鱼》中的厐（唐）家肉案，螺蛳坝西边的河
叫臭河边，坝的东边则叫越塘。

巷首陈家“有好几棵大石榴，比房檐还
高，开花的时候，一院子都是红通通的。结
的石榴很大，垂在树枝上，一直到过年下雪
时才剪下来。陈家往南，直到巷子的南口，
都是李家的房子。”说明李家的地盘大，房子
多，几乎占了巷子的半边。东大街一带像汪
宅这样的大户不多。汪曾祺《我的家》的描
述也印证了这一点：“我们的那个家是不算
小的，我的家大门在科甲巷……而在西边的
竺家巷有一个后门。我的家即在这两条巷

子之间。临街是铺面。我们的家在这些店
铺后面，占地多少平方米我不知道，但总是
不小的。”

晚饭花就是野茉莉。因为是在黄昏时
开花，晚饭前后开得最为热闹，故又名晚饭
花。晚饭花，一个富有诗意的花名，做了汪
曾祺这篇微型小说的题目，于是这篇散文化
的小说也就有了诗意，有了别样的情致，令
人回味无穷。

小说的情节很简单，也只写了两个人
物：李小龙和王玉英。他们住在同一个巷子
里。李小龙暗恋着王玉英。每天放学，他都
要经过王玉英家的大门外。“他都看见王玉
英”，看看傍晚开得很旺盛的晚饭花，看看

“坐在晚饭花前做针线”的王玉英。“这是李
小龙的黄昏，要是没有王玉英，黄昏就不成
为黄昏了。”“李小龙很喜欢看王玉英，因为
王玉英好看。王玉英长得很黑，但是两只眼
睛很亮，牙很白。王玉英有一个很好看的身
子。红花、绿叶、黑黑的脸、明亮的眼睛、洁
白的牙，这是李小龙天天看的一张画。”可
见，李小龙对于男女的情爱已经有了朦胧的
下意识的感觉，他喜欢玉英，暗恋玉英，遗憾
的是他的这种单恋并不执着，并不热烈，既
没有语言上的表白或者暗示，也没有付诸任
何的行动，他只是每天放学路过时看看那静
坐在天井里的他喜欢的女孩子，若无其事地
默默地度过一个又一个黄昏。他们门不当、
户不对，李小龙身为李家的大少爷，而玉英

出生卑微，自然是走不到一起的，这一点李
小龙也十分地清楚，但爱美之心，人皆有
之。李小龙只是喜欢玉英的“好看”而已，注
定不会碰擦出火花来。

被暗恋的王玉英呢，她丝毫也未察觉日
日从她门前经过的男孩的心事，也只是日复
一日地做着针线，在晚饭花前打发着平静的
一成不变的生活。她知道自己“已经许了人
家，她的未婚夫是钱老五”。她明明知道钱
老五名声不好，人家的议论也传到了她的耳
朵里，“连李小龙也都听说了嘛”，可她没有
表示反抗，而是默许了这门亲事，她“相信她
嫁过去，他就会改好的”。“有一天，一顶花轿
把王玉英抬走了。”结婚后，钱老五并没有变
好，她只得自食其果。她似乎是平静地接受
了命运的安排。

“晚饭花还在开着。李小龙放学回家，路
过臭河边，看见王玉英在钱老五家门前的河
边淘米，只看见一个背影，她头上戴着红花。

“李小龙觉得王玉英不该出嫁，不该嫁
给钱老五。”

“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原来的王玉英了。”
这个结尾写出了李小龙的行动和心理

感受，也写王玉英，玉英默默承受；李小龙
“很气愤”，为玉英惋惜。

这篇微型小说，言近旨远，辞约意丰。
汪老虽然淡化了情节，其主题却具有深厚的
底蕴。

鲁迅小说有“我”，汪曾祺小说也有
“我”——“李小龙”，都是引领读者进入作品
的一个视角切入点。这个“我”，有作者的影
子，又不完全等同作者。汪老的“我”个人印
记太强烈，几乎就是少年汪。汪老的“我”比
起鲁迅的“我”更贴近自己。

读《晚饭花》
□ 姚维儒

初夏，应邀从南京去江西赣州参加朋友聚
会。飞机从南昌中转。晨喝长江水，午饮赣州
茶。武夷山的贡水，大庾岭的章水，合流后称赣
江。赣州市位于贡、章二水交汇处。此处有八境
台，又称八景台，为三层六角古典建筑，位于赣州
城东北角城墙上，前可览赣州市景，后可赏贡章
二水汇合后的滚滚波涛，雄伟壮观。友人十分热
情，中餐是地道的岭南风味，辛辣而味美。赣州
地处南国，虽是初夏，街上男女行人，已是短袖长
裙，而我仍穿羊毛衫，明显不合时宜。路过一家
苦瓜酒的专卖店，主人介绍此酒是赣州特产，我
也进店观光……友人又说，赣州唐时地处江南西
道，简称江西，隶属扬州府，自然景观、人文景观
堪称双绝，尤其是通天岩不可不去。于是，次日
在主人陪同下拜访了通天岩。

通天岩位于赣州市城区西北约10公里。这
是一处以丹霞地貌的石窟艺术而称雄东南的风
景区。

通天岩又名太和山，海拔192米，面积两平方
公里，风景十分秀丽。从外表看，山上山下皆为
郁郁苍苍的马尾松、油茶、杜鹃、枣树等灌木覆
盖；走进山体，那岩深谷邃，石窍玲珑，赤壁凌空，
更使人惊心动魄。尤其是深藏千年古洞中的众
多的摩崖造像和摩崖石刻交相辉映，文物古迹和
风物传奇俯拾皆是，使人犹如步入一座神奇的东
方艺术殿堂。

自唐朝末年在通天岩开创石窟寺以来已有
一千多年历史，历代众多书法大师在这里留下他
们的艺术真迹，历代繁星般的诗人留下大量诗
词佳作，来此游览的达官显要更是数不胜数。
通天岩石窟中的石刻，除1947年国民党军队在
龙虎岩修筑弹药库，炸毁题刻21品外，至今仍完
整保留有北宋至民国时期摩崖题刻128品。文
字最多的为宋朝嘉定年间一篇游记406字，不计
落款、文字最少的正文仅一个字，为南宋进士陈
党题刻的三米见方的“寿”字。篇幅最小的题刻
位于忘归岩洞壁上，高0.53米，宽0.55米，刊刻
着“二七・七・七・同济露营纪念”10个字。这
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同济大学迁址赣州，于
民国27年7月7日师生露营通天岩所刻。篇幅
最大的题刻，是南宋辛弃疾至交李大正的游记，
共36个字，这品高3.5米、宽2.3米的巨幅题刻，
字大如斗，镌刻于数十米高的绝壁上，气势恢
宏，如日月行空。

通天岩中另外一绝是358尊唐宋时期的摩崖
造像。这些造像摆脱了千佛一面的僵化格式，人
物形象栩栩如生，个性十分鲜明。北宋苏东坡赞
誉这里的玉岩石像为“无人所有，有人所无”。在
禅宗思想的影响下，宋代的佛教造像日渐脱离了
早期造像的神秘和贵族气氛，因此所造形象更接
近于现实生活中的芸芸众生。

通天岩石窟不仅是一座集历代摩崖石刻、书
法、石雕于一体的艺术宝库，由于生态环境、植被
生长良好，还是有名的避暑胜地。此值夏初，骄
阳当空，当我们进入大山门，在树荫中曲折而行，
再从悬有岭南派书法大师黎雄才题写的“云横天
际山”的二山门拾级而上，便有凉风扑面而来。
众多岩洞中皆是阴凉宜人，在忘归岩还有石床可
供游人休息。

赣州行
□ 佟道庆

小时候家里经常停电，即使有电时那灯也
不明亮，总是晕黄的一片。可是，没电时点的罩
子灯就更昏暗了，而且那小小灯芯处的一点心
形的蓝色火焰，还不时地闪动着跳跃着，总得努
力低头，在这一点不安稳的亮光下，把作业写
完。

罩子灯，家里用的都是煤油的，组件和构成
很巧妙，还有转动的小圆环，可以调节亮度。现
在想想，对于小孩子也挺危险的，因为玻璃罩和
灯身易碎，而火就在那里。可那至少是黑夜里的
一束光，小孩子可以写作业、看书，大人可以做家
务。

夏日晚上，偶尔有家在附近的两三位同学伴
着月光来玩，如果还没有上床睡觉，就大家围坐
方桌，让罩子灯默默守护着，聊天，讲一些开心的
话。如果爸爸买的一堆西瓜还有，妈妈就会切一
个送来，更增添一份聊天的快乐。罩子灯一点一
点燃烧着煤油，直到快耗尽时，拧开灯身厚实的
半截瓶子，把小口的煤油瓶也拿来拧开盖子，小
心往里添加。不知是否心理暗示，灯比刚才更亮
了。

这罩子灯所用的煤油是有专门的玻璃瓶子
盛放的，虽然没有危险品的意识，但一般都会放

在家里某个角落里，而且确保不会随随便便地碰
倒，或是不小心踢到。煤油是要去供销社打的，
店员拿一个长长的铁柄的舀子，小孩子眼中总觉
得跟卖油端子用的工具挺像的。先拿一个漏斗
插进瓶口，按打几角钱的分量从黑乎乎、脏兮兮
的大铁桶里来舀几勺，最后拧紧瓶盖。都是小镇
街坊邻居一样的熟人，会提醒着回家路上小心
拿。只是拿了煤油瓶回家后，手上总有煤油味，
用香皂努力多洗几遍，觉得味还在。

刚买回来的罩子灯总是最亮的，可用了没几
天，玻璃罩上就会有火焰熏过的黑脏。小心地把
罩子取下，先用报纸里里外外地擦一遍，再用卫
生纸来擦。擦完安放回原处。这事都是爸爸做
得多，我和妹妹喜欢看着，偶尔也上上手，怕玻璃
罩子太容易滚动了。

后来，停电的时间越来越少，罩子灯也使用
得更少，直到消失在小镇每户人家，消失在历史
的尘埃里。

罩子灯
□ 王晔

一提起马拉松，地球人都知道，而说
起“牛拉松”，恐只有高邮人才知道。高邮
跑友不仅热爱马拉松，还特别钟爱“牛拉
松”。

这“牛拉松”是咋回事？原来，在大运
河高邮西堤往北11公里马棚湾，有一头
铁牛静静地安卧在那里，牛眼大大的，一
眨不眨地注视着前方。高邮人对铁牛有
一种特殊的情结，笃信它能镇水而保一方
安宁。这两三年来，由于受疫情影响，外
地马拉松赛几乎都按下了“暂停键”，热爱
马拉松的高邮跑友只能望“马”兴叹。然
而，天无绝人之路。不知是高邮哪位跑友
出的主意，说，咱“马”跑不成，就跑“牛”如
何？想不到，竟然一呼百应，大家说跑就
跑，今朝你一拨人跑“牛”，明早他一拨人
跑“牛”，跑来跑去，铁牛竟成了高邮跑友
竞相“朝拜”的偶像，让孤独的它很快“牛

气冲天”。因为跑一个“牛”来回，就是一
个半程，有人建议干脆就叫半程“牛拉松”
得了。这，就是“牛拉松”的由来。

打那以后，不管外地办不办马拉松
赛，高邮跑友的“牛拉松”照样跑个不停。

周六是高邮市跑步协会祥和汽贸队
“每周驿跑”的日子，方队长三天前就在队
长微信工作群相约，请大家接龙参加“每
周驿跑”的“牛拉松”活动。约跑一发出，
就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不少男女跑友
从四面八方赶到运河西岸大石头集中，等
待6：10出发时间的到来。为了这次活
动，“东道主”方队长凌晨就起床了，在家
煮了满满一面盆草鸡蛋，作为送给参加

“牛拉松”跑友的“见面礼”，还准备了途中
的水果等补给。大家吃上方队长带着温
度的草鸡蛋，心里热乎乎、暖洋洋的。按
照老习惯，拍完集体照，一声令下，跑友们
就争先恐后往北奔跑，纷纷到铁牛那里打
卡去了。

“牛拉松”跑道上，跑友们一路欢声笑
语，一路你追我赶，他们的步伐是那样的
铿锵有力。

“牛拉松”
□ 曹明

工作生活中，我们常常用俗语“金无足
赤，人无完人”评价人事。

人无完人，既不是个人放低做人标准，
也不是为某一个人开脱责任，而是对世人人
格状况的总体把握和准确概括。

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就看到了
这一点。且看《论语·宪问第十》中的一章。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
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
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
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
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子路是孔子的早期弟子，出身低微，自
进孔门，一心追随孔子，为人刚直，且志向远
大，与孔子亦师亦友，深爱孔子的信任和器
重。孔子曾说，我的主张行不通，我想坐个
木筏到海外去，跟随我的恐怕只有仲由吧。
（原文：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
其由与？”《论语·公冶长篇第五》）

有一天，子路向老师讨教，什么样的人才
能称得上是德才兼备的完人。孔子回答：像
臧武仲那样明智、孟公绰那样廉洁、卞庄子那
样勇猛、冉求那样多才多艺，再用礼乐加以文
饰，也能算是德才兼备的完人了。

成人就是完人。臧武仲、孟公绰是鲁国
大夫，分别以多智和廉洁闻名。卞庄子是鲁
国卞邑大夫，是有名的勇士，曾以徒手搏虎，
而为时人称道。冉求是孔子的学生，以政事
列孔门十哲，带兵打仗，财务管理，无所不通。

孔子说，同时具备四个人身上的优点，
而且以礼乐规范制约，可以算是一个完人。

我们可以想一想，孔子为什么不列举历史
上或当时某一个完人，让子路效仿，而是分别
列出四个人的优点，并且还有附加条件，拼凑
成一个完人。世界上有这样的人吗？孔子当
然知道，世界上根本没有这样一个人。

就拿子路最亲近的同学冉求来说，虽然
多才多艺，但也不是没有缺点。冉求想方设
法为主人季康子敛财，违背道义，而使孔子
发怒，发动学生征讨冉求，意欲将其逐出师
门。（《论语·先进篇第十一》：季氏富于周公，
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
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孟公绰是孔子
敬重的人物之一，但也是廉静寡欲而短于才
智。

谈话如果到这里就结束，对于子路这个
脑子不会转弯的人，一方面是个打击，另一
方面也会产生误导，以为老师让他放弃完人

追求。
孔子向来主张“与其进，不与其退”，鼓

励别人上进，而不鼓励别人后退。对于子路
的秉性，孔子再熟悉不过了。

接着，孔子又说：见到利益就能想到大义，
遇到危险就能献出生命，相隔很久不忘记过去
的诺言，也能算是德才兼备的完人了。

有人说，孔子为了子路故意降低了完人
标准。绝对不是，只能说孔子是面对现实，作
出的权变之答。既然十全十美做不到，也不
可能做到，又必须为子路以及世人建立一个
完人的标准，那么，提出三条基本要求。

这三条要求低吗？我以为一个人真的
能够如此，不是完人，离完人也不远了。

试想，如果一个公职人员，在物质、美
色、权力面前，坚守原则，恪守底线，毫不动
心，在危急关头，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直至生
命，从不忘记对组织、对社会、对民众作出的
承诺，也就是现在常说的不忘初心，几十年
如一日踔厉为之，这样的公职人员还不是优
秀、杰出的吗？

子路听了老师的一番话，作出何种反
应，史书上没有记载，但对子路的为人行事
一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子路终其一生，肩
道义，敢担当，最终，在卫国内乱中殉职。如
果拿知、廉、勇、艺以及文以礼乐的标准衡
量，子路确实不是完人，但他倒在了追求完
人的道路上。

子路的人生历程告诉我们，世无完人，
并不妨碍我们对完美人格的追求。

世无完人
□ 姚正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