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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虻》书上的泪痕

在迁徙中浮沉
! 李立民

! ! ! !我垂垂老矣，不免常常怀旧。孩提时
代在上海虹口区读小学的时候，因为没
钱，常到路边书摊白看小人书———连环
画，人家在看，我挨着沾光。直到书摊的瘸
腿老板用手推推我，我才悻悻地离开。那
是一个很吸引人的地方，那里的书摊打开
了我放眼世界的窗口。

记得有一天，妈妈给我买两个大饼的
早点钱，我买了一个大饼，用克扣下来的钱
到书摊去过瘾。我看到一本小人书封面上
画的人很可怕，他的前额和左颊有一条长
长的弯曲的刀伤疤痕，书名叫《牛虻》。我看
着看着，身体竟然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就
像书里那个叫牛虻的人激动得说不出话的
时候，脸上出现神经性的痉挛。牛虻的思想
和行为虽然我不十分理解，但我知道他不
顾个人安危，在为一种伟大而神圣的事业
而奋斗。看了不一会儿，我眼睛迷迷糊糊，

鼻子酸溜溜的了。当我看到牛虻被士兵押
到一棵巨大的无花果树下，站在挖好的土
坑边上的时候，我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中弹
的牛虻并没有死，他面对士兵，用残缺的手
抹去脸上的血。又开枪了，牛虻倒了下去，
他在地上扭动着挣扎着，拖了一条腿跪了
起来，面对士兵发笑：“又打歪了！再来一
下，看成不成……”我实在憋不住了，呜呜
地抽泣起来，把瘸腿老板愣住了。

牛虻那桀骜不驯的身影和我那仿佛
流不完的泪水，模糊了视线。我清清楚楚
地听见瘸腿老板带着同情的口气说：“这
小鬼真的发毛病了。”可我知道自己没有

什么毛病。我只觉得那个牛虻使我一下子
长大了，懂得了人生中过去不懂的事情。
我用衣袖使劲地抹去眼泪，对瘸腿老板笑
了笑，扭身奔回家去，我想自己一会儿哭，
一会儿笑，人家还真当我有病呢。

后来我在四川北路旧书店的书柜上找
到李俍民翻译的小说《牛虻》，一连几天半懂
不懂地站着看。店里的营业员老盯着我，开始
我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恍然大悟：人家
是做生意的，我怎么好意思老是白看呢？再后
来我在市北中学读初中，在图书馆借到这本
书，可以带回家痛痛快快地阅读了。尽管是第
三次看此书，但我内心还是很激动，眼泪忍不

住往下掉。在一旁织毛衣的妈妈听见我轻轻
的呜咽，再仔细一看我红红的眼睛，问我：“怎
么啦？哭什么啦？”我拿着洇着泪水的书本，急
忙走开，说：“没什么，你不懂……”

五六十年来，我读过不少书，但像《牛
虻》这样震撼我心灵的书不多。我有时候
想，如果有人看到当年留下我泪痕的《牛
虻》，也许觉得可笑。但他一定不知道，正
是《牛虻》影响我的成长、生活和进步。

我还想说，我这辈子能够做一个堂堂
正正的人，一定程度上正是牛虻那句经典
的话———“不管我活着还是死去，我都是
一只牛虻，快乐地飞来飞去。”

珍藏五十年的借书卡
! 顾存喜

!姚全兴

! ! ! !我珍藏着一张初中时的借书卡。这是一
张油墨手工印刷的硬卡片，泛黄的纸面上写
着“上海市敬业中学图书室”，下面借阅栏里
填满了当年阅读的书籍名称，用号码机打印
的借阅时间依然清晰可见：!"#$%&%'。这是我
读初三即将毕业离校前借阅的最后一册书的
日子。这张借书卡从 ()岁那年跟随着我，至
今已整整五十个年头了。

*")+年，我考入百年名校敬业中学。但
我甚至来不及高兴，不幸便接踵而至。这年夏
天，,"岁的父亲突然离世。时逢三年困难时
期，整个国家缺吃少穿。母亲深知读书的重
要，为了供儿子念书，她从早到晚帮邻居洗衣
服，冬天手指冻得像胡萝卜一般，裂开一道道
带血的口子。但她从不喊一声苦，只是一再叮
嘱我要好好念书。
家里依然难以按时缴纳一年 )元钱的书

籍课本费。敬业中学破例允许我使用哥哥读

过的旧课本而不买新书。从 *$岁进入初中，
我身无分文，一贫如洗。但学校图书室向我免
费敞开大门，那张借书卡便是我的引路人！凭
着这张借书卡，我得以进入文学殿堂，一头扎
进书山，如饥似渴阅读当时所能接触的一切
书籍。到了初二，新来了一位老师，他把俄语
从课本上教到课本外，一下子引起了我对俄
罗斯文学的极大兴趣，我用这张借书卡阅读
了学校图书室大量的俄罗斯经典名著。这张
借书卡明白无误地记录了五十年前，我几近
疯狂的阅读状况。借书卡本身是初三下学期
补发的，原先的那张已不够用了，老师在借书
卡右上角写了个大大的“补”字，借书卡正反
两面 $-行都被我用稚嫩的笔填满了俄罗斯
名著。这种阅读疯狂一直延续到 !").年。
毫无疑问，阅读经典，使我懂得了人间的

真善美；懂得了人的价值和尊严，也启迪了我
的智慧。

! !———读道格·桑德斯《落脚城市》

! ! ! !十多年前，我住在江苏无锡西南部城郊
结合部一个叫西园里的地方。那是一个小小
的十字路口，周边散布着一些小饭馆和小商
店。夏天的夜晚，昏黄的路灯照射着上世纪
&+年代的乡村矮房，日用杂货就从这些屋内
一直摆到街上；光着膀子的打工仔在马路上
散步，三轮车夫在街口大声谈笑招揽生意，间
或有开过的汽车扬起扑面的尘土。这样的情
景下，我所在的白色五层楼舍区简直就是鹤
立鸡群。
这样的地方，就是道格·桑德斯笔下的《落

脚城市》，讲述的是人类从农村到城市的迁徙
趋势。在世界各地，它有各种各样的名称：贫民
窟、城中村、中国城、小印度、移民社区、少数民
族聚居区，等等。
这样的落脚城市，在世界各地都有着多

舛的命运。由于它往往带来贫穷、混乱、肮脏
和暴力，很多政府都采取“阻止、消除、隔离、
漠视”等措施。概而言之，这些脏乱的落脚城
市都被认为是“健康都市的不良增生物”。
但是，落脚城市真的就是城市疮疤吗？
道格·桑德斯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他以

一名调查记者的身份，搜集了世界各地落脚城
市的发展轨迹，阐述了“运作良好的落脚城市”
可以消除贫穷落后，并“创造新兴中产阶级”的
观点。在他看来，要让落脚城市成为进入主流
社会之前的“接待厅”，就必须为乡村移民提供
向上流动的管道。比如能够简单容易地经营小
商铺，可以自由买卖落脚城市的房产；甚至，可
以对乡村移民自行占用的土地进行确权。他认
为，只要移民可以通过管道实现阶层的向上流
动，那这样的落脚城市再贫穷也不可怕，因为
它的移民始终有进有出，成功的移民能够离开
落脚城市。而如果没有这些管道，这样的落脚
城市才是可怕的，因为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落脚城市”，而是真正绝望的“贫民窟”。

十多年前，我曾到西园里看望一个喜欢
文学的打工仔。在一只垂下来的黄色灯泡下

面，他的脸从一群观摩牌局的光膀子中间扬
起来。我还记得，在公司做杂务的苏北姑娘小
杨，生完孩子以后还想来影视城做临时工，得
到同意后一定要塞给我两条烟。如今，西园里
的十字路口已经是开发区的高楼大厦，他们
应该都通过自己的努力如愿扎根了吧？因为
那里已经如桑德斯所说成了“新的中产阶级
聚居地”。
但我知道，他们这样的人群迁居城市的

过程并不会顺利。桑德斯在他的书里一再呼
吁，要给落脚城市的移民提供更多的空间，包
括工作机会、社会协助、公共住宅、就学设施
等等。这些乡村移民，每每比土生土长的城市
居民拥有更加高远的志向、更加坚忍不拔的
精神，他们受过教育的后代，其表现也往往会
胜过本地居民。尽管他们现在还往返于城市
和乡村之间，但终有一天，他们或者他们的第
二代、第三代，会彻底离开乡村。
只是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常在主观臆断

中偏离乡村移民的实际需求。最常见的误区，
就是把落脚城市改建成整齐匀称、美观大方
的现代化城区，有大而无当的广场、高耸气派
的公寓、分割整齐的绿化，并且严格划分出工
作、居住、娱乐等不同区域。但这种外表光鲜
的城区恰恰扼杀了它成为真正城市的可能
性，因为低密度和分区域不利于乡村居民的
工作机会和社会交往。而没有自然生长的商
业活动来联结和滋养，落脚城市只会走向荒
凉和冷清。
更为严重的当然是对迁徙的禁止，目前

“将近四分之三的发展中国家政府仍然认为，
应该限制乡村至都市的人口迁徙活动”。中国
就有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离开乡村进入城市
打拼。但世界银行的统计告诉我们，削减贫穷
和促进经济成长的办法，就是鼓励大规模的
迁徙和城市化。让乡村人口迁徙到都市，更为
高效地利用自然资源，这是我们不可逆转的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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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拂 去 时
光的尘垢，回
忆看过的书
籍，那一个个
鲜活的形象
仿佛还在眼
前。突然想起
一个名字，不
禁会心一笑：
鲁滨逊。

认识他的
时候我还很
小，在结识了
阿里巴巴、林
黛玉、张无忌、
诸葛亮、基督
山伯爵一干人
等后，活在自
己光怪陆离的
世界里。偶有

一天发现这个家伙，感觉遇到了知
音。原因之一，这人独自占岛为王，
有山有海，天大地大唯我独尊，颇是
我向往的生活。原因之二，这人是个
实干家，我那时也正搜集各种种子，
琢磨着在自己家的花盆里种点稻
子、果树之类的。只是想不通：这鲁
滨逊为何不死心，老想着要回到人
堆中，既不自在，也荒废了他的心
血。

我越长越大，世界也越来越
大。古老的帝国船坚炮利，在浩瀚
的洋面上逡巡掠夺，不断地发现新
的陆地，不断地扩张自己的版图。
那些开拓者身上背负着基督徒殉
道的荆棘，在新大陆上勤劳地耕
种，为生存不断地斗争，这些斗争
可以灭亡一个民族，也会产生新的
国家。殖民的行为也为蛮荒社会点
燃了现代文明的火种。旧世界的格
局就此打破。这些波澜壮阔的景象
一幕幕在眼前展开，我也终于开始
有些明白鲁滨逊远离文明，独处蛮
荒的孤单与恐惧，这或许是开荒者
的普遍心理，他们不得不在这样的
情况下以性命相搏！鲁滨逊有趣的
经历，眨眼间变成孤立无助和对家
乡的深深思念。鲁滨逊最终回到了
故土，但侵略者、冒险家、探索者的
灵魂已经被点燃，安逸富足的生活
再也不能使他平静，仿佛是那个时
代人们的宿命。
令我诧异的是有越来越多的人

仿效鲁滨逊的荒岛求生，《鲁滨逊漂
流记》这本生存手册也进化成了各
种各样的 /0，他们携带更少的生活
用品，在摄像镜头前展示自己的生
存技能，在这种挑战中重新领悟人
类与大自然的关系。是因为厌倦了
现代化的生活了么？还是要警告我
们远离自然太久了，因为这种来自
自然的严酷考验仍可能随时降临在
我们身上？
生存并不只是为了活下去。这

个时代给了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实
现自己梦想的机会，这是新的竞技
场，需要开拓的是理念、思想、技
术……笛福的生命寄托在鲁滨逊
身上，存在于字里行间，已成经典，
永恒不灭，恰如给思考者的一盏导
航明灯。

!︱
︱︱
读
︽
鲁
滨
逊
漂
流
记
︾

!"#$

%&'()

*+,-(./0

12345678

! ! ! !上海市振兴中华读书指

导委员会! 上海市总工会!

新民晚报社主办

一等奖 (3名)

《〈牛虻〉书上的泪痕》 姚全兴

《在迁徙中浮沉》 李立民

《漂流的生命》 曹隽

二等奖（6名）

《怀念老张》 刘宝华

《从一本书开始》（河北）魏东侠
《珍藏五十年的借书卡》 顾存喜

《因为读书》（安徽）鲁传江
《〈怎么办？〉引领我创业》 张磊

《在阅读中成长》 邵岚

三等奖（9名）

《读书使我改变了人生观》戴晓川
《给生命留下更多余地》 陈俊

《读书讲故事，妙趣乐其中》李溪溪
《张开心灵的眼睛》 周丽

《茶香相伴》 刘敏

《学习做合格的家长》 陆娟

《都去看〈红岩〉》 邓安华

《激流三部曲》 严芳

《读书四品》 洪云钢

优胜奖（20名）

吴娟娟!陈仁溪!姚玉龙!

栗盛玖!姚辉华!曹素芬!盛苗!

徐汉祥!田士威!沈珍!章苏!徐

芸!张岑远!唐建平!刘金龙!朱

柏松!华贤!司呈帅!于国良!刘

渝杰

优秀组织奖（10名）

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
金山区总工会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工会
上海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机
关工会
松江区社区学院
申通地铁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铁路工人文化宫
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工会
静安区曹家渡街道
锦江之星旅馆有限公司工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