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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的删除
陈世旭

! ! ! !曾写过一则谈微信的
小文，谈到微信确实带来
了人际交往的便捷，谈到
看微信逐渐成为我的一种
生活常态，甚至是精神上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生
性孤僻，聚会参加得不多，
看看朋友们陶醉胜景、饕
餮美食、吟风弄月，总有一
种别样的亲切，就好像参
与在他们中间，也是友情
的一种延伸。有时，相互之
间哪怕是只言片语或一个
表情的交换，也使生活少
了距离，多了温度。尤其同
行朋友推荐的好书好文
章，让我特别受益。
但微信也给我带来了

先前并不存在的诸多困
扰。
首先是无聊的信息泛

滥：吃香喝辣、穿红戴绿、
奉陪领导、沾光老总、邂逅
明星、嘟嘴自拍、阳台的花
开了、缸里的金鱼拉稀了、
阿猫阿狗打架了、甚至被
蚊子叮出了个包……没完
没了的生活秀，以及心灵
鸡汤、理财宝典、励志修
身，甚至为某种评优、评奖
投票，等等，让人应接不
暇，莫可奈何，不点赞不近
人情，点了又很反胃。
尤其让人不爽的是各

类养生保健信息，毫
无科学根据的自作聪
明，臆想推测，以讹传
讹，知之无用，弃之又
好像颇有来头。最害
人的是其中往往多是谣
言———
海鲜水果、牛奶榴莲、

豆浆鸡蛋、豆腐菠菜……
相克，香蕉、柿子、橘子、番
茄、牛奶、豆浆……不可以
空腹吃；反复烧开的水不
能喝，味精加热致癌，胶带
捆过的蔬菜甲醛超标，空
心菜是“毒蔬之
王”，小龙虾是某国
害我族类的阴谋；
生姜早吃是人参，
晚吃是砒霜，早上
的苹果是金，晚上的苹果
不如铁；吃酱油变黑，喝牛
奶美白，醋熏屋防百病，醋
泡脚治脚气，醋泡食材软
化血管，红酒保护心脏，茶
排油减肥，红枣、红糖、红
皮花生补血，骨头汤、鸡汤
补钙，核桃补脑、蚕豆护
肾、木瓜丰胸、黄瓜壮阳
……林林总总，煞有介事。
某次与一位执医多年

的朋友说起，他对这类群
体性的愚昧深感忧虑，许
多说法，听的人稍稍动一
下脑子，稍稍懂一点常识，

就马上会明白那纯属无稽
之谈———
用塑料造假米、假紫

菜、假粉丝、假鸡蛋，造假
的成本明显高得多，造假
的人岂不是脑子进水；给
西瓜、火龙果、红心柚子注
射染色剂，只能造成果实
的腐烂；各种名目的“碱性

水”、“水素水”、“婴
儿水”、“长寿水”，
唯一的作用就只是
补水；而请明星吹
得神乎其神的燕

窝，不但不养颜，还是一大
过敏原；癌症是众病之王，
倘若只是在某个地方媒体
播出或是在某个民间神医
的信徒群里流传的某种食
物或保健品真能防癌，早
就轰动世界了，何至于那
么憋屈；要是有摸一下就
晕、闻一下就倒的药，医院
早就用在临床了；各类媒
体广告的那些医药要是都

像说的那么灵验管
用，还要医院做什
么？“排毒”，“酸碱体
质”，有实验数据吗？
太阳底下原没有多

少新鲜事，怎么那么巧都
让他们发现了？那些号称
传承千年、包医百病、十全
大补的祖传丸散、宫廷秘
方如果真像说的那么有
效，我们至今为什么没见
到一个真的“万寿无疆”？
说穿了，“大补”与其说补
的是进补者的身体，不如
说是商家的钱包。各类所
谓千金难买的救命神术、
灵丹妙药，轻则让迷信者
掉入劳民伤财的陷阱，重
则使一些患病者放弃正规
治疗，造成不可挽回的后
果。真让人徒呼奈何！

为了不遭受无端骚
扰，也为了不浪费时间，我
一再请求热衷这类信息的
好心朋友停止对我的发
送。凡是收到这类信息，我
连区分良莠的兴趣也没
有，干脆毫不犹豫一律当
即删除。无疾自安，有恙问
医，犯不着在这些真假莫

辨的八卦里纠结。并且根
据累积的阅读经验，扩展
到对其他信息仅看标题就
直接的删除，比如———
一惊一乍只顾博人眼

球叫嚷“惊天黑幕”、“某市
一夜枪响不断”的；浅薄夸
张声嘶力竭形容景色就是
“美哭了”，嘲笑别人就是
“吓尿了”，炫耀某物就是
“逆天了”，以及“醉了”“跪
了”各种“了”的；冠冕堂皇
以势吓人声称多少权威机
构认定、某某国际活动指
定的；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扬言可以救你一命、不看
你会后悔一辈子的；人云
亦云庸人自扰通知小行星
接近地球严防辐射的、道
德绑架威胁恐吓强迫如果
你有什么感什么心就转发
出去、不转你或你家人就
会遭殃的，等等。
说话总还是实实在在

的好。危言耸听，或巧言令
色，甚至妖言惑众，只能让
人觉得心术不正。
当然，这些都是我个

人的一种选择，仅供朋友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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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雨一直下个不停，大街小巷到处是溶溶的水意。走
出去虽然寒凉，但空气里少了灰尘，街上的氛围使人觉
得清而且净。
按节气上说，清明时节总是丝雨纷纷，但在中国台

湾，今年的雨水格外绵密，多得让人心忧。
三月溶溶的雨里并不沉寂，鲜艳的春花，从各处不

同的缝隙中渗透出来，明媚的阳明山花季开始了，木栅
山上的杏花也在一个月前，就已开得如火如荼了。都市
里呢？如果留心，都市里也一样呵！自然大地，春天的颜
色花红柳绿，各有各的风光明媚，都市里虽然没有大块
的山林，雨渍漫患的市井角落亦自有奇
异的地方。
走在都市，绕不完的大街小巷，如果

认识野花野草，这个季节在雨丝回荡中
最美的就是墙隙以及红砖缝里碧油油的
小草了。
凹凹凸凸的人行道，总是铺着不甚

稳当的红砖，但是墙根石罅的小叶冷水
麻美丽极了。顺着立面的墙缝，好像镶嵌
的一排翠玉，它是那样晶莹脆弱的东西，但是小而细

致，因为有雨，安静地悬在那里，新绿剔
透，闪着水光，叭叭叭叭的汽车声里，它
新意盎然，雨只使它更显神采，只消荒废
的一点缝隙，就够它把自己装点成那样。
这一阵子，台湾够潮湿了，雨水太

多，一说起心绪，仿佛所有的忧郁都垂泄下来，但是雨
渍浸润的红砖一片青苔丰茂饱厚，墙上的绿一直往上
爬，磁砖的缝隙因为这样，写上了另一种植物的繁丽兴
茂，明亮而安静，那种晶莹的绿，它是另一种阳光吧！
会在立面墙隙生长的还有凤尾蕨、海金沙，里巷风

景，小而温平，这样的绿靠天意点饰，在雨里写上记忆
的痕迹。而更多的是大花咸丰草了。无论是荒废的院落
或畸零地、小公园边、行道树下，它在都市里点出一片
野地风貌，蒺藜草芥，但是黄黄的花粉心，只要绵雨稍
歇，自有舞跃的纹白蝶扑着小翅，在白色的花瓣间唱着
自己的小调。

雨啊一经落着落着，落在人心，无可奈何，阳台上
晾晒的衣物沉沉不得干。但是最快乐的是植物，叶面是
一张张刚洗干净的脸，叫雨水给冲得新绿油碧，那是植
物的笑脸。
那一日下班，在雨里走过警察学校的围墙边，捷运

桥下一片绿草如茵，草色着实鲜艳照眼，使人心绪为之
一亮。我一路走过，缓缓地晃荡过去，野草经过雨水长
久的洗润，竟然有序极了，一块一块成群落集聚。先是
一整片低伏的蕨类，而后是一整片的酢酱草，连火炭母
草也绿得水光油亮，更奇妙的是有一片密密聚生的水
芹菜，春雨里新嫩极了，水意清灵，看得我心中颇受感
染。水芹菜向来喜欢山间水流处，这会连市井这样的地
方也长得清灵繁茂。
被雨水给下得心烦的时候，我便在廊下看被雨水

洗净的植物，株株神采奕奕，淅沥哗啦的雨里，叮叮咚
咚，悠悠心绪一面滴答一面晃过去了。

我师竹荪
吴道富

! ! ! !蒋老师是 !"#$年前后我就读新群中学
高中时的语文教师，也兼过班主任。他上
四十了吧，尚单身，不善侃谈，夏天白衬
衫长裤，春秋冬皆深色中山装外套。我头
回“犯规”，乃因不知天高地厚写了自以为
诗歌的 《一串鲜花》充作文交卷，心犹发
憷，谁料老师欣然将它在课堂上朗读、点
评还表扬，给我莫大激励！入“学霸”之
列的古同学，清清瘦瘦，四季总穿着打补
丁但干净的衣裳；大冷天，课间他多在走
廊搓手跺足取暖，上课则双脚并拢御寒；
中午，同学回家吃饭，古自带饭盒解决。
古与我住家近，也投契，放学常同行。某
冬日，蒋老师叫我放学后留下，学生散尽，
他带我去离校甚近的“静安别墅”家中，
老师仅偏居一朝北小室，书刊多于生活用
品。他拿出一包捆妥的软物交我送至古家，
说：他家境差，冬天还穿着单裤，这条绒
线裤我只穿过一回，两人身高相似可以穿
的，还有 %$元（当时在沪工作的大学本科
毕业生月资 &'元 (角）叫他买点吃的，也
一定要收下。又再三叮嘱你俩千万莫声张！

是夜，我心热步急至古家，统共一间，古
与父母众弟妹都感激得除了不断“谢谢蒋老

师”，说不出更多的话，同学闪烁的泪光我是
看分明的。翌日禀告，说了句“奉命唯谨”，老
师笑了。课时我留意古，他双腿自然叉开着。
古没考上大学，听说家庭成分使然，主动报
名去新疆，从此失联。

高中班主任不易当，那么碰到突发事件
如何处理呢？一次，聪颖的戚同学不知怎地
竟与“达瓦里希”（给俄语老师起的绰号）在

课堂上互开俄语顶撞起来，老师状告班主
任。放学后，蒋老师把戚叫到走廊扶栏谈话，
我们有意从他俩身后走过却听不清，只见两
人渐渐靠拢，戚甚而露出笑容。候戚问之，告
“蒋老师讲得上路”。之后戚当面向“达瓦里
希”道歉，师生复情。蒋师善教可见一斑。

我到外地工作，常从蒋师那娟秀细密的
字体中获得温暖和教益。我调回沪，通信仍
频，惯称“道富兄”，羞赧受之。老师婚后搬至
瑞金一路，居二室，师母特地腾出一室作其
书房。退休后，老师除了参与《辞海》等大型

工具书校注编写，还肩负《实用汉语词典》副
主编重任，不论酷暑严寒，白天去图书馆阅
报刊查资料，晚间伏案搦管，老亦有为。《新
闻报》连载我小说《导游手记》不久，即奉师
长信，在详评、肯定之余，指出错别字 )&个
和“修辞方面可商榷者”*(处，其阅览之广、
用心之细、功夫之深、关爱之殷，令吾感佩！
出书时我已按指点勘正。上海电视节，“新
群”同窗吴思远（香港名导）应邀参会，他请
我邀约蒋老师夫妇于锦江饭店欢聚。畅叙间
思远忆昔：课余捧读，蒋老师问读什么？答
“三国志”；师持书纠正———这是小说《三国
演义》，《三国志》是陈寿写的历史书；蒋老师
就是这样时时处处给我们赐教的！

蒋老师名竹荪，籍云南，毕业于清华大
学文学院，谢世十四年矣，平凡一生，给予我
不平常的记忆。清明时节，驰念恩师，往往会
诵出朱自清先生《背影》中的句子，浮现老师
那普普通通的身影……

寒冷让人际关系更紧密
徐约维

! ! ! !冬天终于过去了。
幼少最怕冬。缩在大笨袄里，木木顿顿，就怕如厕。

每每懒洋洋地缩在汤婆子与被窝里，听着窗外呼啸的
北风，想着自己似有似无的无边心事。
日子一闪而过。流年急章，如今的冬，人们早已不

是缩的态势，而是呼朋唤友聚餐去。且不见，饭店纷纷
张灯结彩，迎接自己的“丰收日”。
人类学家在作了足够多的田野考察和社会学分析

之后，得出这样
结论：寒冷迫使
人们回归到亲密
关系。冷天比热
天引发更多的聚

会。冬日是人们呼朋唤友的好时机。人们聚会一起可以
保持心理层面的热量，一起面对恶劣的外部环境。世界
各地最重要的节庆，大多是当地最寒冷的季节里。
也就是说，越冷越要蹭在一起，寒冷让人际关系更

加紧密。
小学四年级时，曾在东北生活过十个月，领教过那

里的冷。但风再烈雪再猛，孩子们照样在夕阳下打雪
仗。而小学生们早晨六点半就要赶到学校，拿着铁锹，
在零下 %+度气温下，铲除学校门前道路的积冰。
也许，当动物们集体冬眠时，人类在集体抱团取

暖。我们需要热气腾腾的场面，来启动我们的内存。所
以，饭店是冬日最具人气的地方。虽说有外卖，但很多
时候，只有当我们活生生地坐到一起吃到一起说到一

起，我们才有了真实切肤的感觉，才有归
属感与安全感。一切的努力似乎也才有
了意义。
《古诗十九首》曰：“岁月忽已晚，努

力加餐饭”。
老同学们的请客，一般也在冬天———很多时候，我

宅，甚至自闭。内心汹涌着浪漫主义的积淀，却又是消
极的，无为的。而聚餐将我带回鲜活的现实主义土壤
上，世界呼啸而来，遥远的星空忽然在眼前闪烁……
玻璃杯，白台布，细瓷餐具，灯光锃锃，音乐远

远传过来。菜品洇染着艺术气息，让人每每不忍下
箸，心情呢，也越发千回百转起来了。
我们挤在一起，就像一个个孤岛连接在一起。我

们情不自禁地释放着热情和诚意。平时不能冒昧的
话，也会脱口而出。可以“不知蕴藉几多时”，也可
以一语撩过。惊鸿一瞥，昙花一现。似真似幻，若即
若离，我喜欢这种微醺的感觉。即使虚空一场，枉自
凝眉，至少，这一刻我的心暖了。

你没到他就不开席；不经意间给你忠告的提示
的，包括为你解围的补台的———说出来和没有说出来
的。也许，一生里有几个知己氤氲体温的只言片语，
人生就有了余味了。人啊，很多时候，不为相守，只
为疼惜。
也许，所谓安全感，其实就是有人在乎你。
过去的事物在遥远星

空里闪烁，渐行渐远，我
们渐次老去，而我们的城
市越来越像早晨喷薄而出
的太阳。而聚餐，让我们
“还有无数朝霞尚未点亮
我们天空”的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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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年新中国成立二十周年大庆
刚过不久，我们外国语学院的师生员工
分批来到了当时的河南省信阳县明港镇
的“五·七”干校。我们来干校后是边学习
外语，边生产劳动；通过劳动锻炼接受工
农兵的再教育。我们入乡随俗，学讲明港
话，与当地百姓交流时常用的一句河南
话是“中不中？”（“好不好？或行不
行？”的意思）。在学方言过程中，
我发现明港镇人讲话的末了往往
带有“儿”音。说话带“儿”音，杭州
话里如“伢儿”（小孩）等亦有，但
杭州话的“儿”音是不卷舌的；北
京话中的“儿”音如“颠儿”（跑了）
等，稍微有点卷舌，很有京味。可
明港镇人讲话中的“儿”音卷舌卷
得厉害，如同学俄语时所发卷舌
音字母一样的响亮。我们会发卷
舌音，所以学明港镇人讲话并不
困难。
在“五七”干校学河南话曾给我们带

来了欢乐，至今仍记忆犹新：在干校劳动
锻炼了一年半多点时间，后来，我们被调
回北京，在学校又读一年外语专业进修。
*"-%年进修毕业，我就被分配来上海工
作。
我初来上海工作时，听到满

世界的“阿拉”声，我感到十分亲
切，仿佛回到了故乡杭州富阳。奉
调来沪工作的国家干部或大学毕
业分配来的学生，他们都有自觉入乡随
俗的传统习惯。有的刚来上海的北方同
志虽然讲不来或根本听不懂上海话，但
他们能主动学讲上海话。所以那时无论
是在马路上或弄堂里，还是在工厂、学校

或机关单位、公共食堂等都能听到上海
话。上海话犹如山间溪水，天籁之音，清
雅温柔，美妙动听。如今上海市的人口
数量比我来上海参加工作时整整多了两
倍。然而现在马路上、商店里却很难听
到有说上海话的人群了，取而代之的几
乎全是普通话。会说普通话是好事，也

必须提倡说.但作为异乡来沪读
书或工作打拼的年轻人也要保持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入乡随俗
的传统美德，自觉学讲上海话。
对习惯讲上海话的上海老人，不
要随意而生硬出口要求“请说普
通话”，因为主客之间需要有一
种相互的尊重。同时也不可否
认，随着上海本地人口的自然或
因故而减少，上海话的语境光亮
在逐渐黯淡也是事实，这对那些
忙于学习与工作、为生活打拼的
外地人想学讲上海话也变得越来

越困难了。
为此，有关部门为了保护沪语，方

便来沪的国内外人士学讲上海话，也采
取了一些积极有效的方略，如在公交车
辆上采用普通话与上海话两种报站语

言。此外，我以为今后如能在上
海广播电台或电视台开播沪语版
的新闻节目那就更好了，更能便
于那些开自驾车上班的新上海人
听新闻学沪语。普通话作为官方

语言，要坚持推广普及，这是基本国
策。同时，全国京沪杭等各大城市、文
化名城的方言也要得到传承与保护。为
弘扬和维护中华文化，积极提倡讲好普
通话，学会上海话，不忘家乡话。

责编!殷健灵

! ! ! !小刘是!京漂"里的

普通一员# 为了看得见

的未来# 他们和我们都

在努力地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