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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大家眼里，她现在
是这样一个人：不喜打
扮，有点大大咧咧，还有
点人来疯；路痴，忘性
大，经常丢三落四；好
吃，且能吃，因而身体开
始像气球一样在膨胀，原
本俊俏的瓜子脸，有了西
瓜的形状……
他却忽然如痴如醉地

爱上了她。我用忽
然这个词，是想表
达人们心中的意
外。不是说他不该
爱上她，而是大家
觉得，如果要爱的
话，他应该早一
点，比如三五年
前。因为那时的
她，年轻、貌美、
傲娇、冷艳，是很
多人心目中高不可
及的女神。可他偏
偏在她成了现在这
模样后爱上了她。
这是不是叫人费
解？

他却不以为
然：“我就是爱她现在的样
子。我不在乎她丢三落
四，我喜欢她大大咧咧的
样子，看到她圆嘟嘟的脸
就是觉得特亲切……所有
的爱都是有原由的，所有
的爱也都是没理由的。”

爱这个东西很奇怪，
有的爱，从第一眼开始；
也有的爱，是经过岁月的
缓慢沉淀，才在某一天，
忽然生根发芽。但本质
上，它们其实都是一样
的，那就是此时此刻，忽
然爱上你。
“现在的样子”，是一

个人当下最真实的自己。
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就
是爱眼前的这个活生生的
人，她（他）的一笑一颦，
举手投足，一个背影，都
会让你迷恋忘返。

两小无猜的两个人，
小时候是朦朦胧胧的好
感，过家家、拉着钩，及
至都长大了，再见面，很

可能一点感觉也没
有，甚至连共同的
话题都找不到了。
这没什么奇怪，他
现在的样子，她看
不上了；或者她现
在的样子，他一点
也不喜欢了。

也有反过来
的。我认识一对夫
妻，初中同学了三
年，两人一直是死
敌，她讨厌他太顽
皮，经常无事生
非，丑态百出，他
嫌她长得又矮又
胖，还仗着是班干
部，爱指手画脚。

总之，两人谁也不待见
谁。初中毕业后，两人失
去了联系，若干年后的一
次初中同学会，两人再次
见面，也就是在那次同学
会上，都还单着的他和
她，竟像两个初次见面的
人一样，一见钟
情，擦出了火花。
他爱上了现在样子
的她，她也爱上了
现在样子的他。
现在的样子，未必是

完美无瑕的，它包括了一
个人现有的优点以及缺点
和不足。一个人爱上另一

个人现在的样子，就是爱
上了他现在的全部优点，
也能接受、包容、宽宥他
所有的缺憾。

现在的样子，
也一定是会变化
的。那么，爱的基
础还在吗？

我一直以为，
真正的爱是这样的：在我
年轻时，我爱上你年轻的
样子，你的活力让我如痴
如醉；当你老了，我依然爱
你“现在的样子”，爱你头
上的白发，爱你脸上的皱
纹，爱你佝偻的背影，爱
你蹒跚的步伐，爱你牙齿
都脱落光了，讲话漏风的
样子。
一直爱一个人，就是

一直爱你“现在的样子”。
只要能伴你左右，只要能
拥你入怀，只要能陪你终
生，而无论你是怎样的模
样，我都深爱你。这就是
至死不渝的真爱。

七夕会

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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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中医认为“百病生于
气也”。身体的很多疾病，
恰恰来源于真气的运行失常，进一步来说，人的七
情失常最易引起真气的运行失常，尤其是生气发
怒。“怒气一发，则气逆而不顺。”就是说，人一
发怒，真气就会运行逆乱而不顺畅，身体就会受到
伤害。也可以看出，中老年养生必须科学对待生气
这件事。下面谈谈如何科学对待生气。
首先，遇事要乐观。世间有些事情是无法逆转

的，能改变的只有心态。一个顺其自然的随性心态
很重要。良好的心态可使人平和地面
对各种外界刺激，减少生气发怒。乐
观处世积极，不仅自己感觉神清气
爽，周围的人也会受到感染。另外，
身体消瘦、有阴精亏虚或实火旺盛体
质的人，更要注意性情的调理和性格
的培养，平时多接触大自然，积极参
加社会活动，谨记少与人争辩，并根
据体质的需要酌情服用些养阴清火的
食物，少食肥甘及辛辣刺激食品。
其次，遇事要制怒。日常生活中

难免遇到让人生气的事，此时一定要
清醒地认识到发怒对人体的危害。发怒是一种得不
偿失的举动，会引起情绪的起伏和思虑的复杂化。
如果你认识了生气的危害，在怒气将发未发时，及
时用意志抑制怒气，心念着莫生气的好处，往往就
会将怒气消弭于无形，把气机调整至正常。制怒次
数多了，健康就能更稳固，心态也往往能更健康。
还有是遇事要宣泄。面临无法忍受、不得不拍

案而起的烦心事时，合理的宣泄恰恰就是调气。俗
话说：“忍则伤身。”如果强行压制郁闷的心理，人
会由于气机郁滞而感觉胸闷、头晕等，反而比让情
绪抒发更伤身。所以，要科学地宣泄情绪，合理地
疏导心中的怒气，使自己尽快地走出阴影，愉快地
投入生活。如果怒气发过，仍觉耿耿于怀、气机不
调，那就要想办法脱离刺激环境，或用一些能打动
自己的事情转移注意力，例如栽培绿植和学习烹饪
这些健康的兴趣爱好，都能在家顺手学做。

诸多研究都证实，爱生气的中老年人更难长
寿。那些乐观通达的中老年人，往往会把自在放在
心间，用与世无争来对抗尘嚣，反而活得通透达
观，更容易颐养天年。
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免不了要生气。如果任

由怒火攻心，就会影响健康，很多疾病也都会由此
而发。 养生者当谨记“生气
莫如调气”！

归有光之狷
米 舒

! ! ! !《古文观止》收入先秦至明朝
的妙文佳作 !!!篇，其中明代文
人列入 "!人，共 "#篇。归有光收
入《吴山图记》《沧浪亭记》两篇，
他是明代独具一格的散文家。

归有光，字熙甫，号震川，
苏州昆山人，出生在一个衰落的
望族之家，至其父长大，家境日
益穷困。归有光 #岁时，其母与
世长辞，这让他从小体味了世态
炎凉。他自幼好读书，$岁能作
文，"%岁写出了洋洋千言的《乞
醯论》，后应童子试考了头名，补
苏州府学生员，一时誉为才俊。

归有光年轻时就通读六经、
三史与名家范文，笔下文字才气
横溢，但归有光 !"岁赴南京乡
试，却屡次落第。直至他 &'岁
时才获主考官翰林学士张治赏
识，录为第二名举人。
抱有满腹才情的归有光赴北

京参加礼部考试，一次次名落孙
山。归有光当时名声在外，他的
古文与俞允文的诗歌、张子宾的
制艺，被喻为“昆山三绝”，心情苦
闷的归有光落第返乡后，就论道

讲学，他的博学令四方学子纷纷
前来请教。归有光家境贫困，来
听讲的学生常常多至百人，家中
全赖其夫人王氏辛勤操劳，为四
方前来的学生提供食宿，布衣归
有光因此被称誉为“震川先生”。
归有光在漫漫

岁月中经受了“八
上公车而不遇”，他
一面讲学论道，一
面苦心研究文章。
明朝中叶，以李梦阳、何景明与李
攀龙、王世贞前后七子的复古运
动对文坛扫除台阁体有所作用，
但盲目尊古又形成一种不太好的
文风，归有光与唐顺之等人便提
倡唐宋古文，他主张“变秦汉为欧
（欧阳修）、曾（曾巩）”，写文章应
“出于意之所诚……非特求绘藻
之工为文章。”归有光写的散文
“家龙门而户昌黎（韩愈）”，继承
唐宋古文运动之长，进一步扩大
散文的题材，并追求一种平易近
人、情真意切的文风，他写的《项
脊轩志》，以百年老屋的几度兴
衰，穿插了对祖母、母亲与妻子的

回忆，读来悱恻动人，虽只写了家
庭琐事，却极富人情味，其他的
《先妣事略》《沧浪亭记》《寒花葬
志》亦为传世之作，叙事抒情，
因不事雕琢，文风淡泊超然。连
当时恃才傲物的文章大家徐文长

也很赏识归有光。
明朝中叶的科

举，舞弊之风甚
盛。张治曾有意荐
归有光，但归有光

不为所动。明穆宗未登基时，他
的一位宠幸太监慕归有光大名，
让其侄子拜归有光为师，并几次
请归有光入京详谈，归有光断然
拒绝，明穆宗登基后，该太监权
势更大，归有光仍拒绝与
之交往。而在文坛上，比
归有光年轻、!" 岁进士
及第的王世贞，已成为文
坛领袖，归有光敢于与王
世贞叫板，两人一度发生不愉快
争论，直至王世贞晚年才改变了
对归有光的看法。
归有光性格狷介，狷者，一

指耿直偏激，二指洁身自好。他

无论在科举上还是在文坛上，都
持独特见解。嘉靖四十四年，归
有光第九次参加会试，终于中了
三甲进士，他此时已 (%岁了。

归有光虽中了进士，但因是
三甲出身，不能在京中做官，外
放到僻远的长兴当知县。长兴居
于山区，盗贼横行，豪门称霸，
但归有光毫不惧怕，兴办学校，
培养人才，颇获百姓佳誉。但因
其耿直，得罪当地豪门士族，被
调任至顺德府任通判，他在当地
采访掌故，写了一本《马政志》。
隆庆四年，归有光的政绩与

才名引起朝中内阁重视，由大学
士高拱与赵贞吉推荐，升为南京

太仆寺寺丞，后又由首辅
李春芳留在内阁纂修《世
宗实录》，列文学侍从之
职，归有光得此机会，可去
阅读皇宫内府藏书，为此

他欣喜万分，却不料因劳累过度，
身染重病，抱恨而逝，享年 ((岁。

张岱、钱谦益、王世贞等名
士对归有光的文学成就都有很高
评价。

!碰瓷"百年非新创
黄柏生

! ! ! !无心插柳柳成荫。新版两大册《微
型小说》的第一篇就是鲁迅的《一件小
事》。再读，眼前一亮，咦，时下流行
的碰瓷这行当，不“古”已有之了吗？
鲁迅在文中周详地描述了那件“碰

瓷”的全过程———
自然，写此文醉翁
之意不在酒的他，
再幽默也捣鼓不出
现今冒出的这么个
鲜活的词儿，他老人家更不可能洞见，
这种行径日后竟被“发扬光大”！

《一件小事》标明的时间是距今逾
百年的 "$")年，展现的场景是：“冬天，
大北风刮得正猛”，地点在“从乡下跑
到的京城里”；事发时，“北风小了，路
上净尘早已刮净，剩下一条洁白大道。”
女一号出场，“一个女人，花白头发，衣
服都很破烂。”不难设想，北京
的冬天，年老且衣着破烂，怀中
不裹掖东西，又不痴呆，若外
出，谁不扣紧上衣扣子、尤其是
“都很破烂”者？况且，她走的
不是狭窄的陋巷，乃洁白的通衢大道，
边道净着呢。然而，她却偏上车行道，
还让“破棉背心没有上扣”，任其“向
外展开”，不是存心找碴、“钓鱼”吗？
事发时，尘霾刮尽的大道视野清晰，她
不主动往目标凑，这车把“贴”上破棉
背心的几率，绝对为零。此时，男一号

车夫已警觉地“早有点停步”作为防
范，但终究还是被“贴”上（而非钩上）
了。女一号顺势“慢慢地倒下了”，声
称“我摔坏了”。剧情到此，“配角”“鲁
迅”气不打一处来：这不是碰瓷讹人还

是什么？
鲁迅此文，

只写剧情的高潮
而没有尾声，原
因是，“醉翁”之

意全在借车夫的高大反讽那些自命清高
的伪君子的卑微。
意犹未已。我想，事发时，车夫心

里一定明白，那妇人冲着他是干嘛来
的。车夫并没有与她理论，也许是觉得
同是天涯沦落人吧，他不忍心再让那妇
人出乖丢丑，而是当即施出“神招”：
没让客人下车 （否则就腾不出手来），

一手扶车把，一手扶着老女人行
走，让“摔坏了”的她去自我暴
露———既然能走着去“维权”，
料也不曾“摔坏”。这么绝妙的
情节，不知是鲁迅的匠心编织还

是现实的白描？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

无。今后遇到这类事，倒可以学学这位
车夫的机警和从容。况且，如今马路上
还有探头作证呢。
对此，我还有一句话共勉：碰瓷百

年非新创，心存善念就出招！

一棵象征生命的树
李彭源

! ! ! !援藏期间和藏族同胞
朝夕相处，彼此结下深厚
的情谊，哪怕已返上海。
我有几个很“铁”的藏

族朋友，其中就有旺检，
我们之间纯真朴实的感情
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可以
下意识地用生命互换。

旺检就是旺堆检察
长，赭黑的脸上架副阔边
眼镜，开朗又随和，和我
们特好。我和他既有同事、
领导之间的体谅和敬重，
又有兄弟、朋友那种呼应
和默契，更好像带有点父
子间特别的亲情。旺检把
我们当作自家孩子照护，
从不计较得失消长。常在
不经意中点拨些注意事
项。正因如此，我们才能如
鱼得水地融入藏族群众。
初次接触旺检并留下

深刻印象的是 "$$' 年 $

月。我刚进藏的第四个月，
随他一起陪同中国法制报
记者去岗巴采访孔繁森生
前的故事。岗巴是日喀则
地区一个边境县，平均海
拔 *#%%米以上，近 *%%%

平方公里的喜马拉雅高寒
地带上，生息着八千牧民。
该县的检察院堪称世界最
小，我们去时只有两人。
当晚，旺检和我睡一

屋，就着县招待所的蜡
烛，亲昵地放开拉扯起
来，聊得既投机又融洽，
直到我迷糊地睡了过去。
若干年后，我还在怀念那
个无忧无虑的夜晚和真诚
无瑕的感情交流。
第二天叫早时，天还

是黑乎乎的，不时传来犬
狺声。旺检一脸严
肃，显出一丝不易
察觉的不安，好像
和他昨天的神色判
若两人。越野车开
出好长一段时间，仍有几
只硕大的藏犬紧追着，轮
番扑向车子。约百公里开
外光景，车突然抛锚在荒
无人烟的山坡上。司机取
出修理工具忙活着，但漏
气轮胎上螺丝滑了牙，备
用轮胎也坏了。步行朝前
约 '%公里才有个公路道
班，退回去更遥远且有迷

路危险。旺检决定呆在原
地等待救兵，按西藏叫法
当“团长”了。一切得靠
自己的幸运。
夏末收尾的高原在早

晨寒气逼人。我们披着大
衣依旧冻得发抖，纷纷下
车跺着脚儿取暖。旺检过
来帮我拍打身上的浮土，

悄声告知：原来昨
天半夜被狗的哭叫
声惊醒再也没合
眼。藏族认为狗哭
不吉。旺检怕说早

了给我平添思想负担，长
吁口气后，欣然宽慰道：这
下可好了，只是坏了车，
大难过去啦。
还好，恰逢周日，地区

供销社每周一次送货的卡
车经过了此地。在卡车司
机的帮助下，吉普又欢快
地飞驰起来。下午三点，我
们拐进康马县城一简陋的

面馆，早中晚三餐并作一
顿，将那一海碗的辣子面
转眼下了肚，兴高采烈地
抹着嘴开路了。夜晚时分，
从漆黑的天幕里发现了远
处稀疏的灯光：日喀则市
区终于到了。激动的欢呼
中，旺检搂着我情不自禁
地唱起了歌：“我们美丽的
家乡就在日喀则啊———”

我在岗巴没见过一棵
象征生命的树，但旺检犹
如一棵能给我带来绿意的
树，从此深怀对绿色的崇
拜和对旺检的敬意。青藏
铁路通行的那天深夜，从
不通讯的旺检女儿打来长
途电话，低声说，她 '#

岁的父亲病故了，去世前
夸我的《西藏印象》一书
写得好。我骤然一阵悲
惊。旺检走了，我心底里
那棵树轰然倒了，再回日
喀则就永远见不到他了。

非遗在身边
美术篇

刻
一
种
小
而
雅

李
君
兰

! ! ! !在米粒大小的象牙上竟能刻上近
两百字。拿放大镜来看，字字精刻，
笔走龙蛇。这真是妙妙妙！这种“微
中建宏，小中求雅”的手工技艺叫作
“细刻”。

中国细刻艺术历史源远流长，早
在距今七千多年的新石器时代就已出
现。当时的人们多在水晶、珍珠、兽
角等天然材料“做文章”，因为只有在
这类硬而细的材质上花功夫，才能在
微小的空间里容纳生活中的万千世
界。经年累月与代代相传中，慢慢丰
富的工具与刀法让细刻技艺者可在微
小的空间里刻下越来越辽阔而精细的世界。
细刻进入上海后有了更为小而雅的发展。先有

精通古文、美术与书法
的薛佛影独创了圆刀刻
法，能更为细微地表现
书法、绘画的各种笔墨
韵味，被书法家黄葆戉
誉为“神妙独到秋毫
颠”。由他创作的 《滕
王阁插屏》等数件作品
被上海博物馆收藏。后
有樊星涛等这样的守艺
人不断追求更好的表
达，在力求“绘画入
格，书法入帖，刀工入
法”的自我养成中频出

精品佳作。由其创作的细刻作品不仅被 "$$%年第
十一届亚运会和 "$$&年首届东亚运动会选为国礼，
还成为首都博物馆的馆藏品。
已被纳入“非遗”名录的上海细刻并非只有古

时的诗词歌赋，也有当下的斑斓生活。
瞧，这件微刻《海宝舞翩迁》作品，巍山雄寺、

碧岚青黛，上海世博吉祥物海宝跃然其上，一番神
采奕奕的模样……
小空间里记录下的
是 看 天 下 的 大
“视”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