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民网：www.xinmin.cn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读者来信：dzlx@wxjt.com.cn

B15
2014年2月17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裴 璐 投稿：peil@wxjt.com.cn

春意盎然的!默舞"

陈慧茵

! ! ! !新年刚过，母
亲就拿着我们给发
的“压岁钱”去商场
买了个!"#播放器
回来，家里有电脑

有音响的，不知道母亲葫芦里卖的
什么药。“这样，我们跳舞就不会扰
民了呀！我们也要赶潮流，改跳
‘默舞’了。”母亲开心地解释道。

“‘默舞’是什么舞呀？”好
长时间没见母亲出去跳舞了，何
时又学会新的舞蹈了？“亏你还
是个资深网虫哦，连‘默舞’都不
知道，‘默舞’是最近新流行起来
的广场舞。”见我不懂，母亲有些
得意。“前段时间大家不是都在
说广场舞扰民吗，我们也就停了
好长一段时间没跳了。我们自己
也知道，音乐声音那么大，肯定

对周围的邻居有影响……”
这倒是实话，想起刚生完宝

宝时，对广场舞就特别反感，喧
闹的音乐声严重影响人们的休
息，特别是家里有老人和小孩
的。妈妈所说的“默舞”其实就是
给跳广场舞的大妈们换一种伴
乐方式，以前的音响换成了耳
麦，这样既能
继续跳舞锻炼
身体又能做到
不扰民。

为了一睹
“默舞”的风采，我跟着母亲来到
了家附近的广场，这里已经聚满
了不少老人，每个人的脖子上都
挂着一个!"#播放器，耳朵里塞
着耳麦。平时热闹的广场，在此时
却很安静。大家找好各自的位置

后，在领队的招呼下，打开了自己
脖子上的播放器，然后随着音乐
开始舞动起来。

见惯了广场舞震耳欲聋的
音乐气氛和气势磅礴整齐划一
的舞蹈动作，突然间一群人像哑
巴一样，在广场默默地跳着，显
得那么的别扭，甚至有些滑稽。

有的老人事
先没调好播放
器，有的耳塞
又老是掉，平
时整齐的队

伍此时显得有些凌乱不堪，连平
时跳得很熟练的《最炫民族风》
也让很多老人乱了手脚。见此情
景，领队的阿姨大声喊道：“大家
不要着急，先适应一段时间，总
得需要一个过程。”

广场“默舞”如同一场静默
的盛宴，吸引着来往的路人，有
人驻足观看，有人掩面偷笑。一
场路人眼里没有音乐的“默舞”
冲击着人们的视线，颠覆了人们
对广场舞固有的认识。人们议论
纷纷，明白的人猜跳的什么曲
子，不明白的人以为是一场表
演。有人感慨老人们的创新，有
人感激老人们的迁就。而我的心
里，仿佛一阵和煦的春风拂过，
内心荡起一圈圈温暖的涟漪。一
场饱含着体恤和理解的“默舞”
熨帖着人们躁动的心。

在寒风料峭的早春里，这一
群穿着花花绿绿新衣默默舞蹈
的老人们，仿佛一簇簇春意盎然
的花朵，默默地盛开在空旷的广
场里，温暖着每一个人。

给剩余年货找个!温暖"出路

郭元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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馄饨阿姨
吴凤珍

! ! 昨天接到一只出乎意
料的电话，谁打来的？馄饨
阿姨。提及她，得先回到上
世纪八十年代初讲起———
我一家的户口由丈夫

带着刚从苏北农村落实政
策回苏州复工。我天天在
南门买菜，那时只是在大
街上由两排菜贩各搭只铺
位，排放着些菜而已。在位
置最差、占地最小的
角落里有个瘦小的、
衣着简朴的中年妇
女，坐只小矮凳，双腿
上搁只小藤匾、匾内
排放着裹好的小馄饨。细
细观察了她那匾里排列着
的小馄饨及旁边的一只碗
里的肉馅———只只馄饨裹
得像倒扑的烧卖似的且中
间半空着，从雪白的皮子
里透视进去有一小点粉红
色的肉糜。清爽漂亮、看着
也让人有了馋意；那肉糜
呈粉红色，说明新鲜，并且
没有像某些小馄饨摊上往
肉糜里掺上好些水。儿子
喜欢吃，且价廉物美，我便
天天上她的摊上去买。
时间一长就有些熟悉

了。“馄饨阿姨”一家在苏
州打工的，在六十年代末
也像我家一样被下放农村
了。她家还未落实政策，又
有两个正在成长中的男孩
子，这只藤匾里的只只小
馄饨承载着全家人的全部
生活开销哪！
那天菜场有些儿快落

市的模样，天上忽下起了
小雨，瞥见有个近五旬的
男子急匆匆来提给她一只
小篮子，里面是一包用塑
料袋装好的肉糜和一叠
生的小馄饨皮子。下雨天
行人寥寥，可他们恋恋不
舍地不肯收摊。一旦有人
路过，夫妇俩的目光不约
而同地一致向路人射去
了希望的光芒，路人离
开，他们目光里的光芒则
随着人们的脚步远去而
渐渐地黯淡了下去———

瞧着，想着，我不假思索地
走到她的摊前，对她说：刚
才我仅买了一碗，现在想
起我那老伴也喜欢吃的，
请你再给我拿两碗。”
“是真的？”她抬头问。
“是真的。”
她兴高采烈地在藤匾

里数馄饨了，那夫妇俩的脸
上便陡然有了几许欣慰的

笑意。当我回家后，一数这馄
饨竟然按她卖给别的顾客
规定的数量多了好几只。
中餐时我们的饭桌上

有一大碗小馄饨，我对老
伴和儿子说明这对夫妻的
情况，并说：“这碗小馄饨
就当作是今天的一味菜与
汤了。”丈夫与儿子皆喝彩
道：“好，这是别出心裁的，
味道好极了呢！”

有次，我瞧见
了这样的一幕———

早晨菜场正值
高峰时间，有位顾
客刚从她手里接过
小馄饨，冷不防被路人一
个碰撞，整包馄饨便跌落
在地矣！接下来的一幕可
以预料的———两个人争吵
了起来，原本狭窄的路中
间被塞得难以走人。其时，
馄饨阿姨一只手托了上
来，却是一包小馄饨。她平
静地道：“别吵了，小馄饨
拿去吧！”那被撞翻馄饨的
男人便从她那瘦小的掌心

里取过这包小馄饨，走
了。另一个男人也不动声
色地、悄悄地开路了———
我顿时感到在那逼仄角
落里小摊上那瘦小的馄
饨阿姨的形象陡然高过
了那两个人高马大的男子
汉了！我一直在苦苦思索
着，如何才能有效地帮她
一下，倏然，灵光一现———

有了也！我回家恳求
在某重点中学任数
学教师的丈夫，他是
教高中毕业班的。请
他义务为她的长子

补补课。他沉思了一下点
了头。我知道，他是忙得
夜夜熬到凌晨才能上床
的，且健康状况在每况愈
下，我真是想不出其他法
儿了啊，我想，如果这孩子
能考上大学，他的户口就
能上来了，这可让这个家
庭能有一点儿的起色了！

我丈夫是个热心人，为
了这一家，他不仅花了好多

时间费尽心血辅导
这个孩子，还破天荒
地去恳求他学校能
让这个孩子在他校
借读。惜乎，在高考

的拼搏中，孩子落榜了。
我丈夫却没有死心，

还想让孩子再拼搏一下。
烈日下骑了我那辆破旧的
女式车直赶往郊区去寻他
往届的学生帮忙，让这孩子
在那儿的中学住读再念高
复班，并且还特地帮这孩子
一起去宿舍安排好铺位。再
读了一年高复班，她的儿子
依然名落孙山。我们老夫妇

俩完全泄气了。
接下来她那房子拆迁

搬了新家。我那老伴退休
后不久积劳成疾而病故
了，三年后我再婚了也搬
了家。我与馄饨阿姨就此
断了联系。一晃近二十年
过去了，我还在惦记着她。
———在电话里一听到

她那熟悉的声音，我欣喜
得几欲跳起来。
她来了，手里拎着两

大袋水果，一路地笑进来；
“我对勇勇讲，要懂得感
恩，人家给了我们这么大
的恩情，切不可忘的啊！我
要他在网上查你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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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经惠新策划，让久未见面的初中同学终
于如愿相聚。当大家举杯互祝时，曾经的往事还是那么
清晰温馨，就像杯中的美酒，醇香弥漫回味无尽。

那时的老师被称为“臭老九”，而我们一伙差生却
很敬重老师。有次，陈同学在临上课时把扫帚放在虚掩
的门框上，好让代课女老师进门时掉在头上以此取乐。
我和小周等毅然反对这一恶作剧并及时取下了扫帚。
课后我们打算教训他。不料，他却显出理亏的样子使我
们于心不忍。长着瓜子脸，双眸明澈端庄的女班长虽不
是我们的同伙，有次，她的书包不翼而飞，急得不知所
措。我们断定是陈同学所为，便顿然立其左右。面对我
们的架势，他连忙从后排一男同学的书桌里取出了书
包。从此他再也不敢欺负美女班长了。
我们尽管爱捣蛋不爱读书，每次考试几乎都是“红

灯”。可我们爱憎分明。有天，我们偶尔
发现靠河边的校舍墙上有张批判某老
师的大字报，可我们觉得他是个好老
师。于是当晚趁着皎洁的月色用刀片刮
去了他的名字。翌日课间，红卫兵干部陆
同学转弯抹角地试探我，企图从我嘴里
问出究竟，但我守口如瓶。于是他好像对
我抱有成见，平时也是爱理不理的样子。
不久，听说学校里饲养的母猪生了十几
只猪崽，白天黑夜需要有人值班给母猪
喂食和看护猪崽。不知是人手不够，还是
《农业基础知识》的课程需要实践，他居
然叫我值班。还郑重地说要发展我加入
红卫兵组织，总得有个考验吧。我虽然心
生蹊跷，但我还是乐意接受了任务。连续
几天我都坚守岗位尽心尽力地看护和喂
食，没让母猪和猪崽们受半点委屈。事
后，听说值班的人都是要求上进志愿报

名的积极
分子。而我
既不属积极分子，又未志
愿报名，却意外地感受了
一次“考验”，还得到了班
主任的表扬。我虽不知陆
同学的用意，但仍感激
他。因为他并没有对我们
“刮字”一事刨根问底。

建萍同学不愧是资
深美女，如今已做外婆的
她美丽依旧，她的笑语依
然洋溢着爽朗和仗义。有
次，她悄悄递给我一张字
条说是晚饭后在山脚下
会面。原来，她听班长说

要我们小组搞次课外学《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活动。
没有合适的地方，我家地方大应当提供。当时我想这
事与她毫不相干，况且她和我一样都是落后的差生，
本不该多管闲事。但看着她的认真，我当即答应。结
果，班长带的“毛选”一篇也未读，几个同学却把我家
晒着的山芋干吃了个精光。印象深刻的是有次我们
一伙去公社礼堂看《苦菜花》电影。另一伙却故意挡
住我们的视线，还议论我们的女同学。我们同对方评
理时发生了争执，因我动手打了人被送进了派出所。
等我出来时见到的女同学只有她。从此我十分钦慕
她，每每得知有放电影的消息，第一个告诉的就是
她。而我的偏心却引来了
其他同学的“醋意”。但那
时的我们既懵懂，又纯
洁，仅此而已。
今天的我们都已年过

半百，但相聚的惬意和美
丽的记忆又让我们回到
了那单纯而快乐的初中
时代……

中西老板的“马语”
福 华

! ! ! !马（在西方
称为 $%&'(），是人
类历史上生产和
生活的主要工
具，人们的语言

文化中也必然会有一些有趣的“马语”。
新上任的老板往往要换一班人马，在西方称为

“)$*+,( $%&'('”；对自觉努力工作的员工，老板要爱护
他们，所谓“快马不须再加鞭”，在西方则有“* ,%%-

$%&'( '$%./- 0( '(/-%1 '".&&(-”的告诫；马在前面拉
车，如果将马置在车后，岂不是拉倒车，本末倒置？在西
方则有“2.3 3$( )*&3 0(4%&( 3$( $%&'(”的讽刺；趾高气
扬的员工被老板视为难以驾驭，在英语称其为“3$(

$5,$ $%&'(”；年终总结，平时不被看好的员工得了重
奖，成了“黑马”，即所谓“-*&6 $%&'(”；各部门效益利润
不相上下，所谓“旗鼓相当，并驾齐驱”，在西方则比喻
为“$%&(' 3% $%&'(”。

日 出
辛 茜

! ! ! !静静的冬夜悄然走过，黛色的晨光渐渐扩展开来。
我们从清晨五点钟启程去鸟岛，经过石乃亥时，一道曙
光正从朦胧中透出浅紫，透出玫色、深红，过了一会儿，
金色的红晕终于染遍东方。那一刻，我才真切地看清
楚，出现在天边的那一抹逐渐辉煌的红，是冬季的太阳
即将冲出地平线的美妙时刻。
石乃亥是青海湖南岸，一个朴素的小镇。如果你有

兴趣走出镇子，沿着青
海湖的西南角再向上走
十多里，你便会看见一
座巍峨挺立的峡谷。峡
谷深处，平坦的草原不

见了踪影，高山深沟却层层相叠，尽在眼前，六七里路
后，一座多层塔形的石山迎面而来，两排石崖在山前肃
立，像是整装待发的士兵，又像是这座石山的守护神，
而这里就是我久已向往的石头城。

石乃亥的石头城不像其他城堡那样建在山下，而
是建在山上，流逝的岁月虽然使这座石头城濒于湮灭，
但它当年的气势依然在目，城墙以刀切斧凿似的自然
岩石为墙基，墙顶也以坚硬的岩石为材料，城廓之内，
留下的一段段残存的建筑已无法辨认，但是，城头的四
角可以清楚地看见，往昔风光无限的瞭望台和碉楼的
模样。看得出这座城的城门设在险要之处，大有“一夫
把关，万夫莫开”的气势，更令人惊讶的是，这座拔地
而起的城堡之上还有一口石井，积水清澈见底，但是，
却无法在城堡下海拔低于石山 7888多米的草滩上找
到水源。这座石头城究竟建于何年，至今未有人考察。
传说中，建于格萨尔时代，称为辛巴城的说法，也只是
草原人的一种猜测。辛巴城是吐谷浑城的意思，那么，
这座石头城与 79:;年于石乃亥发现的铁卜加城，即
被史学家已经定性的吐谷浑城首府伏俟城有没有关
系呢？唐人李延寿在《北史》中记载，“夸吕立，始自号为
汗，居伏俟城，在青海西五
十里，虽有城廓而不居，恒
处穹庐，随水草畜牧。”夸吕
立是吐谷浑全盛时期的国
王，当时处于战争频繁的年
代，假如确定他在离青海湖
7<里的地方建的这座伏俟
城，就是比铁卜加城的规模
还要大得多的石头城，是不
是应该引起史学家的注
意呢。

建筑的遗迹有可能
被风雪淹没，但是历史的感
喟与风云变幻却给人留下
了深沉的记忆。

朱彬华
感时花溅泪

（歌手二）
昨日谜面：恰逢马年

（美国影片）
谜底：《正午》（注：午，扣
“马”）

不识对面人
陶 陶

! ! ! !我家搬到新小区半
年有余了。一个周末晚
上，与丈夫外出回家，进
楼时，后面跟随一女孩。
她梳高高的马尾辫，穿
粉色的绒大衣，美丽大方，青春时尚。她先走进了电梯
间，我和丈夫进去后，欲按钮，却发现女孩按了我家同
一楼层的按钮。女孩见我们没有按楼层，很快地看了
我们一眼，若有所思。我也寻思，这女孩不会到我家
吧，想想不会。那么一定是去对面人家了，访友做客？

我们楼有两部电梯，
这半年里，与对面人家的
男女主人总共也只有过二
三次照面，却从没见过有
女孩。正想着，电梯门开了。
女孩走出去，没有悬念地到
了对面人家，拿出钥匙开门
进去，把门轻轻合上了。我对
丈夫说，是邻居家的女儿
吧，还是第一次看见呢。丈
夫说，见过他们夫妻俩，倒
不曾见过他家孩子，想来
在外面读书吧。果然如此，
后来的一天，我见他们一
家三口出去，谈笑风生的。
相逢不识对面人。我

与丈夫说起这事，感慨不
已。 挑花灯 李 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