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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因为老狼唱了一首《同桌的你》，让
我想起了你。哦，原来我也曾有个“同桌
的你”。
那是比老狼歌里唱的语境还要久远

的我的童年时代，在上海南市区三牌楼
路小学南楼的小教室里，我有了一个“同
桌的你”。你圆圆的脸庞、花花的笑眼、哑
哑的嗓音、棒棒的功课，让我喜欢了你。
你没有“问我借半块橡皮”，我记得有抄
过你的作业。“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无忧
的童年握不住，“转眼就各奔东西”。没有
挥手，没有揖别。你我从此四十多个春秋
杳无音信。
以为你走出了我的视野，永远不再

回来，以为你我的生命轨迹，从此不会交
集。只是在我童年的心底，早已镌刻了一
个抹不去的名字———那是你啊！我同桌
的小姑娘。
亲爱的同桌亲爱的你，你像风儿我

像沙；你吹过我的童年扬起我的沙，你甜甜的笑靥兜不
住我的沙；我梦里松软起伏的沙地，从此留下了你的风
影。我不再抄同学的作业，我学会了独立完成老师布置
的作文……日月如梭，同桌的你现在在哪里？好想给你
看看我写的文章，我好想好想看看你！
时代的进步和发展，让我们这个蔚蓝色的星球变

成了一个地球村，山高水长，阻碍不了人们的交往，人
海茫茫，网络让彼此重续中断的讯息。
在微信群里，你我激活了同桌的记忆；在同学聚会

上，你我如期重逢。同学们已年届花甲，不再年轻，一些
阔别几十年的同学首次重聚，彼此擦拭岁月印痕，惊讶
得不敢相认。但我还是在同学群中一眼认出了你。你依
旧是我心里那个有着圆圆脸庞、花花笑眼、哑哑嗓音、
棒棒功课的同桌小姑娘！

往事越半世，我与同桌的你，昔日没有故事，没有
日记，没有相片；没有好奇“谁给你做的嫁衣”；今后我
也不会给你写信，不会有“谁把它丢在风里”；但今天，
我好想与你叙叙同窗之谊、同桌之情，好想与你拍一张
合影，记录五十年的沙漏！

哦，同桌的你，今天我与你的合影，是你我五十年
前的同窗补证，更是我们花甲之年健康快乐的印证。

呼唤急救行为回归
沈顺南

! ! ! !近日看电视新闻! 在一个城市里"

一名女子在夜间走斑马线过马路时被

一辆轿车撞倒" 轿车径直离开现场"一

分钟后倒在地上的女子遭二次碾压# 令

人痛心的是女子在第一次被撞后"还曾

挣扎着抬起头" 但多辆汽车和 !"多名

行人路过 "竟

冷若冰霜 "没

一个人伸出援

手" 致使女子

遭遇了另一辆

汽车的二次碾压而身亡#

设想一下"当时只要有一个

人站出来施以援手"紧急叫停后

面的车辆" 就不会发生二次碾

压# 过往的车辆"只要稍微用点

心"热心予以救助"悲剧就能避免# 然

而"这种看似举手之劳的事"却被人们

冷漠之心所埋没#

人生不是彩排"生命不能重来# 但

愿这起惨剧能唤醒某些人麻木的神经"

重拾守望相助"救死扶伤的义举# 也能

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大力宣传和弘

扬中华民族助人为乐" 见义勇为的美

德"谴责见死不救的不道德行为"努力

营造相互帮助" 紧急救护的社会风气#

更希望各地能出台相关法律法规"鼓励

和倡导民众参与紧急现场救助活动"推

动道德回归#

据悉"去年 #$月"上海就出台并正

式实施了 $上

海市急救医疗

服务条例%"明

确指出%紧急救

护行为受法律

保护"对患者造成损害的"依法

不承担法律责任& 在一定程度上

解决了社会热心人做好事的'后

顾之忧("被誉为)好人法(#

但目前这个条例的知晓率

还不高" 笔者询问了周围的许多人"

鲜有人得知#希望有关部门要加大这

部 *好人法 (的宣传普法力度 "并将

急救行为列入*见义勇为奖项(和*精

神文明好人好事(评选范围+ 让人们

在遇到突发事件"看到有人需要紧急

救助时都能敢于担当"勇于伸出援助

之手#

一一风荷举
赵妃蓉

! ! !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
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
上中学时需要背诵的课文
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
就是朱自清的这篇《荷塘
月色》，因为这篇课文我学
到了通感这一修辞手法，
也因为它，在心中对荷花
种下了无边的向往。
因种种原因，直到几
十年后的这个夏天，
才专程去西湖赏荷，
完成了多年的愿望。
虽然朱自清笔下的荷

塘月色是在清华园，我赏
荷是在杭州西湖边，且是
日光最强烈的时候，但这
种美感完全是相通的，朱
自清的美文写于!"#$年$

月，距今已经整整隔了九
十年。我在杭州西湖边徜
徉，从曲院风荷到北山再
到郭庄，面对西湖荷花的
盛景再一次诵读了《荷塘
月色》，向大师致敬！西湖
十景中有个著名的景点就
是“曲院风荷”，而实际上
荷花分布在西湖的各个角
落，只是曲院风荷中的荷
花从品种到规模为最盛。
李渔称荷花“有风既

作飘摇之态，无风亦呈袅
娜之姿”，此描述和周邦彦
的“水面清圆，一一风荷
举”相比似乎还略逊一筹，
前者凸显了荷花的婀娜姿
态，后者呈现的则是荷花
轻盈圆润又饱满张扬的生
命力。而将荷花荷叶之间
相得益彰的美感写得最浅
白晓畅的无疑是李商隐的
《赠荷花》———“世间花叶
不相伦，花入金盆叶作尘。
惟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
合任天真。”荷叶之于荷花
不是衬托，而是长久地互
相交映，共同进退，因此，
荷花的美才更显得卓尔不
群，值得玩味。
那日我到曲院风荷时

已临近中午，沿着南山路
而行，一路走过净慈寺，遥
想当年杨万里晓出净慈寺
送林子方的风雅之举，正
是在这首诗中作者写下了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
花别样红”的诗句，这是所
有描写荷花的诗句中流传
最广的。按诗人当日出发
的时间，西湖的荷花应当
是带着露珠的，清晨，晶莹
剔透的露珠如大珠小珠般
滚落在碧绿的荷叶上，想

必会给荷花带来灵动之气
吧。诗人从荷叶的翻飞舞
动中接收到的是天地的灵
气，而科学家却因为露珠
在荷叶上滚动却并不渗透
入荷叶得到启发，分析出
荷叶表面有许多肉眼看不
见的小颗粒，从而依照仿
生学的原理制造出了不沾
水不沾油的仿生荷叶膜，
广泛应用于需要耐脏的产
品上，想来这也是颇有意
趣的事呢。

曲院风荷原本名为
“粬院荷风”，因南
宋时有官家在洪春
桥畔制粬酿酒，此
地夏日里多莲荷清
香而得名，后康熙
帝改“粬院”为“曲院”，“荷
风”为“风荷”，则成“曲院
风荷”。资料上说康熙帝御
题之时，曲院不过是一处
木架草舍的庭院，院前湖
面里生长着些许荷花而
已，现在拓展整修后的景
观倒是很符合这个名称，
既有成片的荷花满淀，又
有曲折的水榭连廊，“风
荷”比“荷风”更有了虚实
相生之感。园中的木椅正
对着湖面，我在湖边小坐，
赏荷听蝉，近处有高柳垂
阴，远处则有色彩饱和到
仿佛要溢出来的蓝天白
云，水面的潋滟波光映射
到荷叶的底部，闪耀着灼
灼的光芒。因为艳阳高照，
我没能见到“鱼戏莲叶中”
的情景，但却意外地看到
了在荷叶的遮蔽下悠闲觅
食的水鸭，也领略了“穿花

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
款飞”的景致……
在曲院风荷赏荷花有

一种自然的野趣，但人与
花在空间上是有距离感
的，那一刻真想成为采莲
女，能驾着小舟在莲花丛
中穿梭逡巡；在附近的郭
庄栽种的荷花则多了
不少人工布局的痕
迹，但好处是能让人
非常近距离地欣赏荷
花，清晰到每一片荷

叶的脉络，在那儿，我第一
次那么切近地欣赏到荷花
初初绽放时花蕊上嫩黄色
的小莲蓬，它们在白色或粉
色或玫红色碗状花瓣的映
衬下是那么地惹人怜爱，和
成熟后莲蓬的壮硕感似乎
毫无关联，但日后它们会蓬
勃而生，待到熟透后花瓣
花蕊萎落成泥，来年又幻
化出一池新的碧玉。
在西湖湖畔我买到了

一份有意思的文创用
品———一套荷叶书签，是

由美院的教授专门
设计的，六张书签
由不锈钢制成，可
自由弯曲，它用金
属的光泽呈现了荷

花从含苞待放到莲蓬成熟
的生命过程。因为现在正
值荷花盛放的时节，回家
后便挑了张最应景的书
签，夹在最近在看的蒋勋
先生的《舍得、舍不得》之
中，颇具禅意。
生命总是容易在舍得

与舍不得之间错杂犹疑，
荷花应该也是如此吧，难
得荷花是在绚烂之时都能

保持自己清幽之境的花
朵，娉娉婷婷地开放，安安
静静地一片片花瓣渐次飘
落，可是，荷花哪里就舍得
放下如此千娇百媚的身姿
呢？因为不舍，它在渐渐打
开花苞时，果实就已初具
雏形，然后从嫩黄渐渐变
成嫩绿，再成碧绿色，待最
后一片花瓣飘零后，莲蓬
也就脆生生地挺立在枝头
了，生命以另一种姿态呈
现在世间了，这样的绽放
和凝结蕴含着让人感动的
生命的力量。千万种的不
舍最终都将化作舍得，和
光同尘，以自己的方式和
自然融为一体，荷花如此，
人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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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钟点工小阮学习
蓝 山

! ! ! !搬到所谓的连体别墅几年
后，我就开始后悔了，上班逛街
离家远不说，就是在家里，为少
跑一趟楼梯，每天上楼前要想
好带上楼去的东西就烦人，有

时候想好了手也不够用了：胳膊夹着电脑，手
指勾着杯子还捧着几本书，经常肩上还搭
着晾干的床单衣服。我的经验，家里没有可
以叫叫的“帮我把这个拿上去，把这个拿下
来”的阿姨，还是平层最好。假如哪天做个
打扫家务活，三层下来，就只有残喘吁吁
了。也因为此，钟点工小阮就成了我家不可
或缺的人物了，她负责每周来三次打扫卫生。
这一做，就是十年。
小阮之前有个小杨，小巧机灵。我每次在

电脑前工作，她会站在后面看，说也想学打字，
很好学的样子，我也想哪天有空教教她，有理
想总是好的。后来某一天突然就失踪不来了，
听说抛下老公儿子跟一个包工头私奔了。
就这样小阮来了。粗粗黑黑的，不太识字

也就算了，还很笨。比如，清扫书橱打蜡后，那

些书再放回去不是反的就是倒的；擦好写字
台，手提电脑上就整整齐齐归拢压放了零碎
东西；厨房间打扫后，煤气灶头就移位点不上
火了……总之，她的摆法都是反向的。
但是，我还是越来越喜欢小阮了。当然小

阮干活是很勤快的，东西叠放乱码，那是因为

她每次把桌上每一样大小物品都要擦一擦，
包括一个眼镜盒一个小玻璃瓶。她的目标责
任只有一个，干净。家里只要她来过后，就是
窗明几净四个字。
小阮做了我家前后左右有七八家，说起

她，公认评价就是她的老实，不管家里有没有
人，她绝不会趁机偷懒少做一时半会，家里稍
微值钱的东西都不用藏起来。好几次临时回
家，我看到过了钟点的小阮还在做，还说自己

手脚慢，她不计较。
今年夏天大热，我终于下定决心，“断舍

离”清理出几大包多年不穿也不舍得扔掉的
多余衣物，问小阮要不要，她看了开心地说，
一家子可以三年不买衣服了。
做了这么多年，小阮有两年回老家过年，
邻居们见面打招呼说的话也是：小阮什么
时候回来呀？小阮大概差不多要回来了吧。
小阮回来了。看到大家没有另外再找，她不
太会说话，只说大家真好，还等她给她留着
活干。其实，不说现在要找一个这样的钟点
工不容易，这十来年，除了家务活靠她，我

还真从小阮身上看到学到了不少东西呢。
从农村来到城市，没有眼花缭乱心比天

高了，还能安分守己做人，勤恳踏实做事，知
道自己几斤几两又不精于算计的，即便是读
过书的，又有多少人能做到？

所以，我喜欢小阮，“断舍离”的衣物倒不
是帮了她什么的，这个动作，大概也多少是受
了不求虚多的小阮影响的，还有小阮对这些旧
东西的不嫌弃也是值得我学习并感谢她的。

我眼里的可园
孙卫东

我专程到东莞游访了号称广东四大名
园之一，岭南园林代表作的可园。工行老同
事老友老许听闻来问我，想知道她的典故。
正是他的提问激发了我把我对可园的解读
写出来与亲们交流分享的念头。
典故我不叙述了，网上很容易找到。但，

游览过她的旅者感受、感悟等收获文字却
少。这，值得我一写。感悟林林总总不少，归
纳起来总体有三：
一是古代武将多有一颗文士心。修

园的主人张敬修，清道光年间人，幼小习
文，成人后投笔从戎，官至广西按察，曾
与侵华英军、太平天国都有交战，是员领
兵打仗的武将。%&'(年因弟丧母病归乡莞
城，遂修园为居，%&)*年建成。园子不大，
##(*平方米，青砖围墙，内建一楼、三桥、五
亭、五池、六阁、六台、十五房、十九厅，多用
“可”字命名，例如可楼、可堂、可轩、可洲等。
取可以+自谦,、可人+可人心意,、无可无不可
+乐天安命,三项意境，体现主人戎马生涯、官
海沉浮的经历和心境。
园子虽小，但其主体建筑构造与北方大

院、江南园林比，极富个性。因为主人武将出
身，取孙子兵法意境而
建。建筑整体外观看似

中式城堡，最高处邀山阁在可楼顶端，高 %$

米多，居高临下，四面通阔，近远皆入视野。
堡内厅堂屋室大多有两个出入口，全园 %-(

余处通道，四通八达，每处皆曲绕相通，内局
宛似八卦阵，人入其内，如陷迷宫。而每
一个室内琴棋书画、桌椅门窗等布置、摆
设富含文风雅趣。有厅堂构造极富巧意，
富具匠心。据介绍，张敬修虽武将出身，

却对诗画棋琴颇有造诣，把整座园林建得
外显武略，内含文韬。
二是就地取材最佳选。这是我从可园里

看到有几处窗户用玳瑁，墙体用生蚝壳修造
而得的领会。东莞临海，海产丰富，贝壳类海
产除被食用外，其坚硬且不易受潮变腐的外
壳成为广东沿海地区民居建筑用材的最优
选择。既取之不尽，又物美价廉。这种因地制
宜，就地取材的智慧逻辑，尤其值得当下我
等学承，来修正总以为外来和尚有真经，诗
歌总是在远方的片解和误识。

三是岭南果然开放早。且莫误会东莞

呵，我说的是珠江
三角洲自清代以来
是中国最大的对外开放贸易口岸，万国入
驻，万商云集，万货出入。这在可园也多有
体现，尤其是几处厅堂的高窗，用的是意大
利进口的彩色玻璃，色彩鲜丽，十分漂亮和
洋气。几年前游访广东开平雕楼，大户财主
家室内也有用到。完好保存到现在，上百年
的西洋货，也算文物吧。而我在江南园
林、北方大院里则没有见到。可见，百多
年前，与其他省份比，在粤南沿海一带，
所谓欧美舶来品，是为常见物。因为通商
历史长，规模大，对当地文化民风影响很

深，所以我们都知道广东人懂生意经。而做
生意，讲究和气生财，讲究舍让通融，讲究
先他赢后我赢共享双赢，这何尝不是当今
人们应有的人生智慧呢。今天的可园经管
者也体现了这种慧商，如此名园，门券八
元，每天有数段时间免费配人给游客讲解，
且讲解员多为美女哦. 你看看，入得园来，
美楼、美室、美院、美物、美水，还有美女，
让人美眼又美心，美不胜收，真正好一个，
可人之园。
这是我一游可园，触发的个人领会，粗

鄙浅薄，不羞写就，博君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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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台上的#亲情菜$

刘 巍

! ! ! !每天清晨婆
婆早早起床侍弄
那些阳台上的菜，
青青的菜叶上爬
满了露水，一家人

起床后都会去阳台看两眼青菜，呼吸下新鲜空气。有时候
一家人齐上阵，给蔬菜浇水、施肥。婆婆在阳台上种菜不
仅牢牢抓住了家人的胃，还增添了一家人的生活乐趣。
每次阳台上的菜有什么变化，儿子总会第一时间

向全家人报告：菜发芽了，菜长了三片叶子了，菜有害
虫了……不自觉中，好动的儿子渐渐养成了细心观察
的好习惯。一方小小的阳台，三五个花盆，撒上种子，在
期待中等待发芽，收获家人的健康，也收获了自给自足
的那种满足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