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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下班的路上，忽然一
阵微风拂过，还是真真切
切感受丝丝秋意。

淡淡的凉风掠过脸
庞，掠过庄稼地，掠过记忆
之河，儿时乡下的秋歌图
一下奔至眼前。大人忙收
获，孩儿们在田头地边闻
秋虫呢喃，看着大大小小
穿着各种花哨“衣服”的鸡
崽悠然于小树林里，或觅
食或逗乐或发呆或跺步。
忠实的小狗总是伴你左
右，壮胆、作伴，打发寂寥，
不离不弃。夜幕尚未降临，
隔壁老奶奶家的茅草屋前

总是第一个飘转炊烟，独
有的柴香在空气中弥漫，
那种味道至今还站在鼻
尖，驻在心底，成了儿时小
村独有的记忆。
小时候似乎总有大把

大把的时间供你享用，不
像今儿个总觉得时间罕
有，金贵得很，好像个个都
在匆匆赶路，干啥都着急
毛慌的。儿时的记忆确实
特别而诱人，一声鸡鸣、一
次捉迷藏、一回恶作剧、一
顿饱餐、一次放风筝、一场
大雪、一次赛跑……外婆
的叮咛，哪怕一次小打小
闹，甚至连父亲气极的训
斥（因私自玩水，出现险
情）也温暖地镌刻在心图。
儿时的时光奢侈却珍贵，

那份记忆灵动而湿漉漉
的，抬首望月，皎洁若心
情，数永远数不清、到哪跟
到哪、总是不停眨眼的星
星，格外亲切，像个熟悉的
长辈，整日陪伴。

童年时的精神富足
着，有父母亲朋的陪伴，有
小狗小猫的陪伴，有胜过
今日之饕餮大餐土得掉渣
的美食（其实就是咸菜萝
卜干、黄豆芽、辣椒炒鸡
蛋、油煎豆腐、拌萝卜豆、
韭菜花等）相伴。童年，他
的名字叫陪伴。

童年就是陪伴的时
光，是亲情的孵化源，是你
一生的泉眼儿。童年是个
你懵懂着，却快乐无比的
时光。童年是个当你懂得
它珍贵时，却已经远去的
岁月。能不忆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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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托了!淘宝
沈嘉禄

! ! ! !在媒体这一行，我也被年轻
同事们叫做老法师、老前辈了，但
我不敢自鸣得意。我很清楚，今天
这一行，在采访写稿之外，还得拼
人脉、拼体力、拼脸皮、拼网络知
识。最后一条，我们这一代人没有
优势。也因此，我一直向年轻同事
请教，好在我的办公桌就在电脑
房门口，遇到问题，一呼即应。当
年考高职，电脑这一关我过得顺
风顺水，就得益于他们的指导。
在同事鼓励下，我早几年在

网上注册了一家小店，想把看过
的书卖给网友，自己画的扇子也
想卖了换点笔墨纸砚，但后来嫌
麻烦，关张了。我上网购物也是比
较早的，图书在当当、京东上买，
食品、日用品、服装鞋帽在一号店
买。有一次接受电视台采访，被问
及平时在哪里买书，我回答说网
络和实体店四六开。事实上是九
一开，纯粹为了安慰实体店罢了。
网购不仅给你折扣优惠，还送货
上门，遇到残次品，或调换，或退
货，一点也不用多费口舌，好处不
言而喻。不过也有小麻烦，比如货
到付款，或者开通网上银行，每笔
交易都要输入卡号和密码，像我
这种对数字天生畏惧的人，不免
手忙脚乱。前不久在同事帮助下
开通了支付宝，这下方便多了，键

盘一敲万事大吉，不用自己掏口
袋数钱，这钱花得跟流水似的，水
花都不溅一个。
我觉得在淘宝上购物，价格

更优惠———我没拿人家广告费
噢，而且应有尽有！十多年前装修
时喜好怀旧风格，从东台路淘来
三十年代的老式吊灯，灯罩、灯
头、花线、钨丝
灯泡、拉线开
关，一水的张
爱玲风格。现
在明白过来，
白炽灯不仅浪费能源，而且黄光
源对视力也是一种伤害，于是在
淘宝上逛一圈，就将家里的灯泡
全换成白光源的 !"#灯。餐厅里
欧美古典风格的吊灯，换成可遥
控调节光线的圆环吊灯，厨房里
的吸顶灯没坏$也得换。书房、卫
生间里的老式吊灯怎么办？我差
不多踏遍了半个上海城，大小五
金店都告断货。朋友微信给我说，
卡口灯泡淘宝上也有。点一下，哗
地出现十多家，万能的淘宝啊，你
太神了！这样一来，老式灯罩可供
我继续怀旧装逼。现在我们家一
到晚上焕然一新，在 !"#照耀下
看报，中缝广告上的字也看得一
清二楚。
不过在淘宝上购物，事后得

给店家三言两语的评价，我不是
在媒体工作吗，对反馈意见素来
重视，于是就很认真地写了。比如
厨房里的吸顶灯现状与商家描述
有差异，虽然懒得调换，但作了温
和投诉。第二天商家回信了：“我
时常感觉疲惫，担心自己做得不
够好。咨询，我经常来不及及时回

复，就担心你
说我怠慢；发
货，库房加班
加点，熬红双
眼地为亲仔细

打包，我担心你着急；快递，我总
怕路上耽误或者快递员态度不
好，我担心你生气。我的脑袋，整
天装满了这些。但我还是时时提
醒自己：要怎么样，才能让您完全
满意，爱上我们的货品……”洋洋
洒洒几百字，态度足够
好，却回避了具体问题，
这大概是格式文本吧，不
过我已经醉了。

上星期买了两种高
温釉茶杯，打开一看，有点小失
望，杯子是手工的，发色也不错，
就是太小了点，我给了个中评。很
快，宜兴和泉州的商家先后打来
电话：“中评给我们的伤害很大
噢！”对方说，一个表示再付我五
元钱，一个表示再寄两只杯子给

我。对方这么重视客户的评价，我
万万没想到，一时胸口热乎乎的。
我谢绝了额外优惠，马上更换评
语，但敲下回车键后又想：对我如
此，对他人也如此吧，如此一来，
网评不免失真，对客户而言还有
多少参考价值呢？

跟单位里的小青年一说，他
们一起笑我迂得可爱：“五元钱？
沈老师你就这样把自己贱卖了！”
那怎么着？“别理他！”他们异口同
声地说。

不，不，不，我仍然要在网上
购物，仍然要认真地给出评价。是
的，商业街上的实体店，不管是条
状还是岛状，昨天稳坐钓鱼台，今
天皇冠落了地，销售额刷刷下滑。
无所不能的网购已经并将更大地
改变我们的生活和思维、甚至改

变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姿
态，它带给我们的不仅是
便利和优惠，更有一种人
性的关照，平等的交流，殷
勤的反馈，它如此重视你

的感受与意见，在当下的语境里，
难道还不能让我们感激涕零吗？
当然，它应该更加真实地呈现网
络世界的精神实质，给一切实体
存在以披荆斩棘、凤凰涅槃、奋发
有为的勇气与动力。
拜托了，淘宝和它的同道们。

重
返
西
双
版
纳

王

娟

! ! ! !转眼，离开西双版纳已经两年多了，作为一名上海
青年干部，%&'%年，我在组织的安排下，来到美丽的傣
乡挂职担任州长助理，由此也结下了段段难解的情缘。
“记得要回家来看看”$离开西双版纳时，当地的领导和
同事，在村寨中结识的好友和老乡纷纷嘱咐我。在我回
上海的日子里，西双版纳始终在我的心头萦绕。电视和
网络中关于西双版纳的点点滴滴总能牵动我的心，和
西双版纳来的朋友总有着说不尽的话。上海的知青前
辈们已把我当作他们中的一员，邀请我参加知青聚会、
观看知青文艺汇演，把我关于西双版纳
的文章发表在知青杂志上。

%&'(年的傣历新年泼水节，我利用
休假，带着母亲踏上了重返西双版纳的
旅程。西双版纳的一切，都让我感到亲切
和欣喜。这片西南边疆的神奇之地，繁花
似锦、果木葱茏，处处是曼妙的傣式建
筑，洋溢着浓郁的热带风情。当地的朋友
们告诉我，这些年来国家对边疆民族地
区给予了有力的支持，随着玉溪至磨憨
铁路开工建设，中泰铁路项目传来喜讯，
中国老挝边境上设立国家级重点开发开
放试验区，西双版纳联通东南亚的地理
优势更加凸显，美丽的西双版纳将对国家发展作出更
大的贡献。作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西双版纳已经成为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确定的旅游可持续发展观测基
地，努力实现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的共赢。
知道我回来了，傣族朋友们一定要我到寨子里去

体验地地道道的傣历新年。回到我熟悉的傣寨、踏上傣
楼的台阶，傣族阿妈已经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傣宴，全家
等着我们来开宴。突然之间，我发现了几道不同寻常的
傣菜，“薄荷拌皮蛋”、“红枣喃米”。傣族传统菜里面没
有皮蛋和红枣啊，看到我好奇的眼神，傣族朋友腼腆地
说：“听说你母亲要来，做了几道改良的菜，全是傣族

菜，怕是老人吃不惯。”淳朴的话语，表
达的是民族同胞们的深情厚谊。西双版
纳的美好，在于她的山水胜景，更在于
她的淳朴善良；民族同胞们始终带着
对上海的传统情感，关心和爱护着我

这个上海青年干部。这份情意，正是我始终留恋这片土
地、心系这片土地的根源所在。
重返西双版纳期间，我巧遇了原市人大常委会老

领导，说起我到西双版纳挂职锻炼，正是得益于老领导
对青年干部的培养。记得在我赴云南挂职前，老领导在
百忙中亲自找我谈话，他热情地鼓励我，青年干部要到
边疆地区去锻炼提高，期许我在州长助理的岗位上取
得进步。正是领导的鼓励，鞭策着我在挂职岗位上认真
勤奋地工作、积极融入民族大家庭，通过自己的努力为
滇沪合作交流、为推动西双版纳的发展作些事情。我也
得到了州领导的肯定，收获了民族同胞和在地知青前
辈的友谊，实实在在地锻炼和提高了自己。
澜沧江边，那数万盏腾空升起的孔明灯；澜沧江

中，那蜿蜒数十里的傣式水灯，寄托着所有热爱这片土
地的人们的美好祝福。无论我身在何处，西双版纳已是
我的第二故乡。

不换手机就老了
钱永广

! ! ! !周末聚会，朋友说，他家孩子在学校
省吃俭用，却花了好几千元，买了一部新
手机。朋友是一个工薪阶层，而且老婆还
下岗。
猛一听，我的心一惊，正想责怪孩子

的虚荣心，可转而一想，我仿佛突然看到
了很多年前的我。
二十多年前，我也曾是时尚一族。那

时我刚上班，单位里只有一部固定电话，
所谓“砖头型”大哥大，动辄几万元，那奢
侈品只有大老板才能有。可那时流行 )*

机，往腰间一别，很显摆，这种时尚深深
吸引了我。

想买一款 )*机，没有钱，我找到单
位会计，不惜打借条从他那借钱，买了一
款。领导知道后，把我叫到办公室，黑沉
着脸。他说，你借钱买 )*机，以后……

本来，他是想提醒我，以后钱不够花怎么
办，谁知，那天我还沉浸在兴奋中，我以
为领导问我买了 )*机以后，会有什么
方便，于是我想也没想说：以后领导一
呼，我就到了。真是哭笑不得。
时代在发展，手机在普及并不断更

新，)*机早被人们
遗忘。如今，买智能
手机，玩微信，低头
族到处都是。可花
好几千元，买一部
苹果，对拿着微薄工资的我来说，确是万
分不舍。不买几千元的苹果，但买一款几
百元的智能手机，也照样玩微信。
有一天深夜，单位同事小蒋，通过微

信给我发来本地电视台的一个画面截
屏，截屏上赫然打着一行字幕，咱单位老

赵喜中千万彩票大奖。老赵是忠实的彩
迷，多少年如一日在坚持买彩票从不间
断，而且研究很深，平时中了不少小奖。
中了千万大奖，本地电视台都做了

报道，这等喜讯，老赵竟不告诉我。于是
我想也没想，立即拨通了睡梦中的老赵。

老赵迷迷糊糊，当
他听我说电视台都
做了报道后，整个
人都来了精神，不
停问我：真的吗？

我挂了电话，要老赵深夜出来庆祝。
出门前，我把小蒋发来的微信再看

了一遍，就在我重新浏览这个截屏时，
我发现就在这截屏下面，慢慢显现出
来一行小字：“纯属娱乐。”那一刻，我
突然觉得玩笑开大了，老赵还等我出

来庆祝呢。
我再次打电话给老赵说，对不起，我

这手机内存小，运行速度慢，这一行小字
开始没有显现，这微信上的电视截屏报
道有误，你就不用出来了……
刚刚兴奋不已的老赵，瞬间坠入了

冰河。只听他吼道：“是哪个捉弄鬼？你是
什么破手机……”接着，我听到一声巨
响，应该是他刚出门，却又折回家的重重
关门声。

看来，手机不行，还硬撑着玩微信，
也是有后果的。换手机，这个世界，所
有关于激情的事情，总
与年轻相关。年轻人的
事，你若看不惯，那说
明，不换手机的你，已经
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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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佩
玉

! ! ! !她和儿子同一年住进顾村镇敬老院，儿子因病致
残生活不能自理，她恰好九十大寿。每天上午九点多
时，两辆轮椅车从不同的房间由阿姨先后推到食堂旁
的空地处。母亲抖抖瑟瑟掏出一支烟，儿子自觉递上
打火机；有时儿子自顾自抽烟，母亲呆呆地看半晌。很

少听他们母子交流但每天必须相见一
次，否则准会跟各自的阿姨闹情绪。

他俩是耄耋伉俪了，显然她的痴
呆状重于他，两老经常屎尿搞不清，有
时还对阿姨一顿胡搅蛮缠……可每当
天气爽朗，阿姨领他们移步坐到长椅
上时，她便会悄然把头倚靠在他的腿
上发出“老公老公”的亲昵，而他则抬
起颤颤抖抖的手掌摩挲起她稀疏的银
白色头发。有人猜测他们是非常恩爱
的两口子，可那天来看望两老的子女告
诉阿姨，老人年轻时大吵三六九小吵天
天有……也许他们是那种一起渐渐成

熟一起慢慢变老的生命伴侣。
还有那个满头黑发的男士大步走来，推起歪斜在

轮椅中的老太太晒晒太阳
时被人问得尴尬的一对。
“你是老太太的儿

子？”每每此刻男人有点
狡狯与得意，女人则表情
更加模糊与困惑。随接男
人向询问者略作解释，原
来他俩同岁，可见病魔折
损人有多重。不久老太太
耷拉的脑袋再也扶不进
轮椅……接殡那天男人
头发花白，他说从此不再
染发，因为老太太曾经美
貌让他追得很累，从她病
倒时他总是刻意装扮自
己，内心不知是否想老太
太也好好追他一回呢？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唯真情总让人无法忘怀。
看敬老院中的男男女女、
事事件件，谁能否认这里
不也是人间真善美的一个
归宿点呢？

龚蓓文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

上衣

（卷帘格，四字沪语）
昨日谜面：打一下，亲

一下（调味品）
谜底：十三香（注：一

打，十二，下加一为“十
三”；亲，吻，吴语叫“香”）

现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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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

︵
幽
默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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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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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雷
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