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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没有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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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的土地庙□ 卢海娟

四月，在东北，小草刚刚发芽，树还没绿
花儿还没开，早起的蝴蝶已经嗅到了春的气
息，它们飞临贫瘠的乡野，像一个个好奇的
孩子，稚嫩，纤弱，却带来了勃勃的生机。

蝴蝶来了，姹紫嫣红的春光也就来
了，蝴蝶就像天使，它们餐花饮露，美丽轻
盈，翩跹飞舞……人们对喜爱的事物，往往
想要据为己有——— 几乎从呀呀学语开始，
每一年，蝴蝶都是孩子们最想拥有的宝贝。
那些得了蝴蝶的孩子，惊讶于它频频扇动
的翅膀，惊讶于它能倏地一下飞起来，这神
奇的小精灵常常让他们忘记了哭泣。大人
们为了哄孩子，总是抓了蝴蝶，用一根线拴
住它们圆鼓鼓的肚子，线头交给孩子或是
绑在柜子的脚上，蝴蝶成了飞不远的风筝，
无论怎么挣扎，再也飞不出线的牵绊。说起
来也许人性本就残忍——— 等那孩子玩得腻
了，又恰好抓到手中，就一定要嘎嘎笑着或
是恼怒地哭着用力把它撕碎。

从小孩子开始，蝴蝶就一直是被捕捉
的对象。蹒跚学步时，孩子就会指着天上的
蝴蝶，要去做这最初的捕捉，好在人小动作

慢，蝴蝶总能逃走。等到五六岁时，早春，从
第一只蝴蝶飞出来开始，小孩子最大的乐
趣就是扛一根桦树枝在院子里和村庄的土
路上疯跑，有时对着蝴蝶飞去的天空，有时
对着一洼沼泽，抡起桦树枝用力抽打。蝴蝶
惊慌地一飞冲天，小孩子咒骂几句，怏怏离
去；或是被带着风声的树枝抽中，跌落在稀
泥里，破碎的翅膀在风里微微战栗，沾满了
污浊。

春天多的是菜粉蝶，或白或黄，玲珑纤
小，翅上随意撒几个黑点，没有复杂的花
纹。打落它们的目的是什么，我至今也不知
道，也许，打下来便是一种成就。只有昏迷
的、翅膀没有被打碎的蝴蝶才会被孩子们
捡起来，等到蝴蝶完全苏醒，恶毒的孩子就
会不怀好意地掐掉它的一截翅膀，手一扬，
可怜的蝴蝶蹀躞着努力向天上飞，可惜翅
已断，只能堕落回地上，在尘埃里扑腾。那
些被打得重的，偶尔扑打一下翅膀垂死挣
扎，扛着桦树枝的胜利者却已经不顾而去，
追寻下一个目标。

比菜粉蝶好看些的是一种黄褐色的蝴
蝶，它的翅膀上有序地排列着大小不一的
黑点，倘若打落的是这种蝴蝶，孩子们有时

也会带回家里，夹在书本里做书签。
最好看的当属“大马莲”，共有两种。一

种是黑色的，有一对牡丹花瓣一样华丽的
大翅膀，上面分布着鲜艳的金绿色的带状
花纹，与后翅中部金蓝色带状纹完美连接，
像极了穿着黑色金丝绒旗袍的高贵女子，
它们比一般在花间蹁跹的蝴蝶要大上好几
倍，雍容华贵，飞起来姿态娴雅，美得令人
炫目。还有一种极为艳丽，翅膀是黑色的底
子，前翅有黄色放射状斑纹，到端部又有两
个横斑，后翅的斑纹也是顺脉纹排列，翅尖
有一列漂亮的蓝色斑，还有一列弯月形斑
纹，细小的垂角又有一个红色斑纹。这是一
种极为妖娆妩媚的蝴蝶，是蝴蝶中的“艳
妇”。这两种“大马莲”并不常见，它们痴迷
于硕大的花朵，陶醉于花间，华美的羽翼簌
簌抖动。我们按捺住雀跃的心，悄悄地靠近
它，伸出拇指和食指，像持枪的杀手无声地
抓住战机。大多数时候在指尖与翅膀碰触
的瞬间“大马莲”猛然醒悟，像一声叹息飞
入云端，有时也会被捏了翅膀，苦苦挣扎无
法脱身。

满脸狞笑的胜利者把“大马莲”带回
家，用一根针把它钉在纸板上，钉在纸糊的

墙上。“大马莲”徒劳地扇动翅膀，一两天都
不会死掉，残忍的杀手一点都不理解蝴蝶
的痛苦，只为膜拜那一对华贵的翅膀。

只有笨笨的孩子才会用桦树枝打蝴
蝶，只有笨笨的孩子，才会用巨大的桦树枝
铺天盖地一下子把蝴蝶打得稀碎，大孩子
通常都是伸着两根手指抓蝴蝶，见蝴蝶落
在花间，要蹑手蹑脚，要屏息静气，动作要
轻，轻到蝴蝶感知不到，速度要快，快到蝴
蝶来不及飞起来。为了麻痹蝴蝶，我们还会
念起安慰的童谣“马莲马莲飞呀，你妈在草
堆呀；马莲马莲落呀，我给你妈编草垛呀”。

没有“大马莲”的日子，我们真的会扯
了路边的马莲草编马莲垛。像编蒲草垫子
一样，马莲的叶子相互交叠、穿插，编成一
个正方体。大大小小的马莲垛一如魔方，在
孩子们的手里把玩。

也有指甲盖那样小的蓝灰蝴蝶，它们
喜欢聚集在洼地里，有像蛾那样灰棕带斑
点的蝴蝶，它们总是行色匆匆，某个黄昏忽
然从院子里的酱缸上方优雅地飞过——— 如
今，似乎许多蝴蝶都不再来了，它们是不是
已经找到了庄周，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国
度？

□ 许民彤

中老年人上网，除了看新闻资讯，在微
信中发表情包、朋友圈点赞、接发红包外，
他们的情感和沟通需求更加突出。数据显
示，中老年人浏览网络内容排名最靠前的
是与慰藉心灵、调节情绪有关的心灵鸡汤，
分别有76 . 5%和72%的中老年用户浏览了这
些主题。

但是，我们知道，无论是中老年朋友圈
中流行的“心灵鸡汤”，还是网上众多的“心
灵鸡汤”，基本上是以营销为目的“伪心灵
鸡汤”，思想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和心
理价值都不大，今年3月23日中国新闻网即
刊登了《‘鸡汤文’背后藏高收益产业链，内
置广告致误导》这样的报道，但有不少中老
年人对此并未有效甄别和判断，热衷于将
微信朋友圈里的各类“鸡汤文”甚至谣言，
频频转发给亲戚朋友……

中老年人为啥如此热衷于“鸡汤文”？
从心理上讲，中老年人步入人生老年这个

阶段，无论是身体、生命尤其是心理都会发
生变化，他们更关心生死问题、情感寄托问
题。由是，网上的“鸡汤文”，中老人朋友圈中
的“心灵鸡汤”，遂钻了空子，但根本无法给
予中老人这些生命焦虑、情感焦虑以解答。

我曾经看过一篇采访琼瑶的报道。琼
瑶因是否给失智丈夫平鑫涛插鼻胃管与三
名继子女发生争执，为此她写下了一封
“人生中最重要”的长信，给子女交代自
己的“身后事”：“活到这个年纪，已经
是上苍给我的恩宠。所以，从此以后，我
会笑看死亡。”琼瑶毫不避讳谈论她对生
命的看法，对死亡的认知，对善终的所
愿。琼瑶说，“死亡应该是要让人们自然
地来、自然地走，不能加工后才离去，就
像我在给儿子、媳妇的长文中所写，巨细
靡遗地说清楚了我对生命的看法、对死亡
的认知、对善终的所愿。”

最近，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作家周大
新，出版了首次触碰老年题材的长篇小说
《天黑得很慢》，周大新说“写这本书，

也是希望自己对老年生活有预先把握，学
会与衰老共处。”

周大新说，随着自己变成一个老年
人，接触的老年朋友越来越多，所以很想
描述一下人生最后一段路程的风景，“在
这个世界上，如果单从年龄的层面上说，
其实只存在三种人，即已经变老的人、即
将变老的人和终将变老的人。老年，是我
们每个人都绕不开的一段路，这段路上的
风景你想不看都不行。”

他没有回避触摸老人的疼痛之处，
“写，就会触犯众多老人的禁忌，让大家都
难堪；不写，又觉得不真实不真切”，但最终
周大新还是选择了真实表达，“我把老人萧
成杉遭遇困境的画面，无保留地呈现在了
读者面前。”

有人问，这部书用20万字描述变老和
死亡，害怕吗？周大新没有丝毫隐瞒，表示

“非常害怕”，衰老让人变丑，头发白了，皱
纹多了，个子变矮了，身体佝偻，也会慢慢
出现各种疾病，离死亡越来越近，要去谁也

没有见过的世界，这让人恐惧。文学评论家
李敬泽评论说，周大新儿子英年早逝，他写
出《安魂》；自己慢慢变老，他写出《天黑得
很慢》，“我觉得他不是在写小说，而是在写
自己，写生命。”周大新“在写自己，写生
命”，就是把他自己对老年、对死亡、对老
年生命的焦虑和孤独的感悟和心路，真实
地呈现在我们读者面前。

林语堂说，人生有生长和腐蚀的内
在循环，是一种自然规律，假如我们对
于老年能有一种真正的哲学的观念，照
这种观念调和我们的生活形式，那么这
个时期在我们看来便是和平、稳定、闲
逸和满足的时期，最后生命的火花闪
灭，一个人便永远长眠不醒了……对衰
老、死亡，表达的也是一种平静、自
然、随顺的心态。

琼瑶的坦然，周大新描写的困境，
林语堂的合乎自然规律，其实是揭示了
人生老年的真相，也为中老年人应对这
个人生阶段提供了一种态度和答案……

□ 傅绍万

唐朝初年，猛将很多，英国公李勣，
是其中数一数二的人物。

李勣本名徐世勣，归唐后赐姓李，高
宗时避李世民的讳，改名李勣。他归唐之
前，是瓦岗寨起义军中的灵魂人物。归唐
之后，南征北战，在消灭割据势力，打败突
厥，镇守边关中，都立下赫赫战功。七十五岁
时还挂帅出征，打进平壤，生擒高丽王。《旧
唐书·李勣传》称他，“每行军用师，颇任筹
算，临敌应变，动合事机。”太宗、高宗两朝，
他还进入宰相班子，高宗时晋升司空。他起
自草莽，出将入相，始终保持不变的人生本
色。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他的那
些英雄伟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淡为云
烟，而那一段段重情重义的故事，却以鲜活
的生命力，强烈地撞击着后人的心扉。

隋末唐初，天下大乱，兵匪横行。李勣生
逢乱世，十二三岁就开始了在刀尖上过生
活。他十七岁参加农民起义军，二十岁当上
大将军，戎马一生，身经百战，见惯了冷血、
杀戮，见惯了尸横如山，血流成河。这样的
经历，人心要磨出千百层茧，血液要结过
千百次冰，可李勣的胸中却始终藏有一份
温暖，心灵始终保持着人性的温馨。唐高
宗李治评价他，“奉上忠，事亲孝”。可
见的信史，他在兄弟中间，是让人祟仰的
大哥。“与弟弼特存友爱”，临终以家中
大事相托。小弟被王世充俘虏，王世充让
他致书李勣，脱离唐朝。弟弟说，大哥立
身，不亏名节，决不能因为我而改变。王世
充大怒，把他杀害了，死时才十五岁。姐姐老
来多病，李勣看望姐姐，亲手为姐姐熬粥。他
一生做惯了大事，做这类生活烦事笨手笨
脚，把胡子给烧了。姐姐说，家里有仆人，这
种事不要你做。李勣我也老了，想多给姐姐
做粥喝，又能做多少回呢？

单雄信和李勣是曹州同乡，在李密领导
的瓦岗军中，两人并肩作战，结下生死之
交。瓦岗军溃败，李密率部投降了唐高祖
李渊，李勣也就成为唐朝的一员，而单雄
信却投靠王世充部，做了大将军。单雄信
是当时一流战将，骁勇异常，擅长马上用
枪，号为“飞将军”。两军对垒，各为其
主，他在战场上差一点要了李世民的命。
王世充被李世民打败，单雄信当了俘虏，
按惯例应当处死。李勣挺身而出：单雄信
武艺绝伦，留他一条性命，必然会感恩戴
德，为国家出死力。我愿意以自己的官爵
赎他一命！李渊不答应。临刑前，李勣来
到单雄信面前，放声大哭。哭罢，割下腿
上的一块肉，递到单雄信眼前，说：“生
死永诀，此肉同归于土矣。”这块肉就带
着我的灵魂，跟随大哥一起入土吧，我不

会忘记同生共死的誓言。可我不能死，你
的孩子还要有人来抚养长大啊！

一个人对亲人有情，对朋友有义，对
上、对君才有忠。不仁不义之人，不可能
有忠；真情大义之人，才会成为忠贞之
臣。李密降唐之后，李勣镇守黎阳，掌管
着大片的领土、数量众多的军队、人口。
他说，这些土地、军队和人口都是魏公
（李密）的，我不能自己献出去邀功。他
登记造册，派人交给李密处置。高祖李渊
知道了，称赞他“感德推功，实纯臣
也。”还赏了他封号、土地和宅第。后来
李密叛唐被杀，高祖想到李勣曾经是李密
部下，让人通报李勣。李勣立即上表，要
求安葬李密。高祖允准了，李勣带领部
下，披麻戴孝，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以对
待主上的礼仪把李密厚葬了。

人来到世上，走进社会，一生事业，
一世沉浮，保持一种本色人生，实属不
易。李勣做到了。在接近人生尾声的时
候，他说了一句话，“我山东一田夫耳，
攀附明主，滥居富贵，位极三台，年将八
十，岂非命乎？”可谓说到了根本。李勣
历经高祖、太宗、高宗三朝，李渊、李世
民和李治祖孙三代，李密叛唐被诛，李勣
要以臣子的身份为他发丧，李渊答应了，
也包容了。李世民立李治做太子，李治善
良却懦弱，揣度李世民的心境，可谓心有
千千结。在一次宴会上，李世民对李勣
说，我想来想去，把太子托付给你，是最
合适的人选。你当年不负李密，如今也决
不会负我！感动得李勣咬破手指，写出血
书起誓。还喝了个大醉，倒地不醒人事，
李世民脱下外衣，盖在他身上。李世民建
凌烟阁，李勣是入了凌烟阁的二十四功臣
之一。李治当了皇帝，又让人重新给他画
像，并亲自作序。泰山封禅，李勣作为封
禅大使随驾，途中经过姐姐的住地，皇后
知道李勣和姐姐的感情，亲自上门看望，
还赐给衣服，封他的姐姐为东平郡君。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像
李勣这样的人，不怕死，不爱钱，靠什么
能让他尽忠报效，肝脑涂地也心甘情愿？
就是一个情义。大情大义，是他的本色，
他的美德，也是他的“软肋”吧？这给君
主驾驭臣子留下了最可用力之处，李渊、
李世民和李治祖孙三代善加引导，便成就
了一代忠臣良将，也在一个朝代浩瀚的史
册上，涂上了一抹温馨的人性底色。

□ 韩浩月

自打有了“不想见的人就不
见”这个念头并且严格执行起来
之后，见的人锐减，这形成了一个
循环——— 见人少了，因为轻松而
变得懒惰，因为懒惰，又变得愈加
不想见人，只是暂时不知道，这是
良性循环还是恶性循环。

在一线城市生存，你知道的，
见的人越多越好，所谓的人脉，是
大家眼中的财富，也是成功的标
准之一。我有认识的一些做老板
的朋友，以一天见了多少拨人为
荣，夜晚的时候发朋友圈，喊累的
同时也颇有炫耀的色彩。

我们的文化，也鼓励人走出去

多见人，“多个朋友多条路”，“在家

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好不容易这

种说法在现代社会规则下被慢慢

淘汰了，又有打西方传来的“别独

自早餐”“别独自午餐”观念，动员

人在吃饭的时候也别闲着，别忘
了交际。对于就喜欢安安静静独
自吃顿饭的人来说，就餐的时候
也要与人谈话，实在有些累。

就我个人的经验来看，拒绝
见人的好处太多了，第一，不用来
回堵在路上，见面一小时，堵车四
小时；第二，不用没话找话，故作
乐观，装出社会人的样子；第三，
节省下来的时间，可以喂鱼、榨果
汁、擦地擦桌子。

事实也证明，你不想见的那
个人，勉强见了之后，也是不愉快
多于愉快。尤其是对一些莫名其
妙的人，最好还是一口回绝。比如
某天，有人匆匆加了微信好友，开
口就问，明天你在吗，我想和
XXX一起去见你一面。问他有事
吗，他说当面说。这人我不认识，
开口就要求碰面，他不觉得冒昧，
可我觉得冒昧，于是就说了两个
字：不在。这个人从此消失了，再
没联系过。

也有曾经在网上三言两语聊
过、名字算是熟悉的朋友，直接打
电话过来说晚上在哪儿哪儿喝
酒，都有谁谁谁和谁在，赶紧过来

喝一杯。这种情况通常也以“喝不
动了”为理由拒绝了。

在不知道对方在忙什么，有
没有心情的状况下，如果我请人
喝酒，是要提前约一下的，约的时
候，通常以微信的形式，用征询的
口吻，并且给人留下回绝的空
间……这样的空间，不带压迫性，
创造舒适的见面氛围，见，就要高
高兴兴地见，高高兴兴地回，为下
次见面创造条件。

偶尔抹不开面子，比如认识
多年的人，要求见一面，谈谈某个
电影或者某个剧本之类的，捱过
拥堵的车流，到达约定的咖啡馆，
结果遇见的是俩话痨，根本不给
参与的空间，他们或许只是需要
一个听众而已。

年轻时拒绝见人，心理是有
障碍的，总觉得这是没礼貌的事
情，是坏了别人的好意。但年龄大
了之后，这种障碍就越来越小了，
甚至没有了，这是年长的好处之
一吧。

能不见面就别见面，能不喝
酒就别喝酒，这个原则，也不是铁
板一块。有几位老友，上周刚见
完，这周又要见，不但见还要喝
酒，不但喝酒还要喝醉，醉了之
后后悔，但有人提议再聚，还是
内心雀跃地想去。这样的见面，
要维护，要坚持，办法很简单，
就是别给这个老友圈子加入利益
因素，保持纯粹性，就是酒肉朋
友。

作为一个自觉性很强的人，
如果不确保有见面的必要，很少
要求与别人见面，前段时间想到
一位久未相见的朋友，发微信过
去问有时间吗，要不要喝一杯，他
回复说，这段时间状态不好，过段
时间再说吧。

被人拒绝见面，其实也是件
挺开心的事。有时候你觉得，有些
人是想见就能随时见到的，但对
方未必同样认为。对方不想见你，
选择很直白地拒绝你，这是件很
好的事情，总比勉强见了，尴尬地
喝顿酒吃顿饭，要好得多。

□ 马 卫

我儿时的乡村，没有土地庙，
但有叫土地庙的地名。那是“破四
旧”的年代，也是反“封、资、修”的
年代，土地爷爷土地奶奶，不得不
躲着。

土地下户后，一下冒出了好
多土地庙。一里一庙，一山一庙，
绝不夸张。大的有房，小的就在崖
下，甚至地边地角，或盖个偏棚，
或顶个木板，塑上土地爷爷土地
奶奶，就供奉。香烛常有，果蔬不
断。农民们只要见了，无不膜拜。
那几年真是风调雨顺，粮食丰收
呵，卖粮难，成了乡村最流行的词
语。土地庙越来越多，到了家家的
地边都有的程度。农民们真诚感
谢土地爷爷土地奶奶的保佑，才
过上吃饱饭的日子。

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土地在
乡村大片荒芜，土地庙呢？倒的
倒，塌的塌。土地爷爷和土地奶
奶，和蛇、鼠、虫为伍。能得到供奉
的，少之又少。农村，也不太在意
庄稼的收成了。一百斤米值多少
钱？打一个月工能买上千斤的米
呢。被抛弃的土地庙，比坟墓还寂
寞。坟头，腊月和清明节，还有人
来挂纸、培土、祭奠。但土地神，被
乡村遗忘了，因为地里的收成，不
再重要。

乡村对土地庙的供奉，是那
么的功利。

乡村对土地神的敬仰，是那
么的实用。

但是，能怪乡村吗？我用大量
的时间，在城郊的山头行走，调查
过上百的农民，他们基本上是老
人、妇女，或是有点残疾，无法打
工的中年男人。如果只种粮种菜，
根本从土地上得不到收入，只能
满足自家的食用。

种水果呢？种药材呢？有一年
无一年的，比如这些年种柠檬的
人户相当多，政府无偿提供苗子，
但是，2017年，柠檬就卖一块钱一
斤，摘和运的成本，也就要一块
呵，何况还要管理，别说赚钱，少
赔就不错了。

谁还有心情去供奉土地神？
当神不能给人间带来欢乐，带来
丰收，带来实惠，人们就不会再不
把它当神了。

乡村的土地庙，只能废圯，只

能被遗弃。
有一天，我行走在毡帽山，那

里因为修飞机场，好多农户搬迁
了。恰好下起了小雨，我得躲躲，
结果，只有一所旧庙可以栖身。
一看，原来是土地庙。这么大，
这么宽，足足有十平方米，可见
当时是花了大成本的，这方的土
地神肯定有过大功大德。现在，
庙的一角已漏水，一根柱子已偏
斜，蛛网密布，小虫成群。好在我
随身带有药物，一撒，小虫们仓皇
逃命。

庙外秋雨淅淅沥沥，天阴暗
下来，我有些伤感，孤独裹紧我的
身躯。这时，我听到两个轻声的对
话：老伴，你看，都快三年了，今天
才有个人来看我们。

老头，人家不是来看我们的，
你不要自作多情，人家是来躲雨
的。

哎，看来，我们虽然叫神，现
在比凡人过得还差。

要不，我们也进城算了，听说
进城的农民，个个过得都比乡村
好。

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哟，城里
哪有土地？人家会把我们当神？

原来，是土地爷爷和土地奶
奶在轻轻对话。

我听得心酸，对土地爷爷和
土地奶奶，一拜在地：老人家，不
要进城，我只要有空，就来看望你
们。

其实，说这句话时，我都感到
羞愧。我能做到吗？

雨停了，我慢慢下山。
土地庙，渐渐被雾岚堙没。我

沉重的脚步，在泥泞的山路，烙下
一个个坑。

土地庙，也许不久，会从乡村
消失。

这既说明时代在进步，更说
明乡村对土地的依赖，日益减弱。

再见，土地庙。
再见，土地神。
也许有一天，乡村再崇拜土

地神时，是另一种心态：不再是感
恩，不再是祈求，而是一种人和神
的和谐共处，无欲随心，那样的乡
村，才是幸福的乡村。

人也是神，神也人。
土地既是资源，也像人一样

拥有生命，才有源源的活力，充
满人间。

□ 贾雯清

我不止一次听爸爸说过，他小时
候是没有垃圾的。那时的人们偶尔捡
到玻璃瓶都会洗净，盛放酱油、醋和
食用油，只要不破碎，就会长期使
用。有时玻璃瓶多了，就卖给收玻璃
瓶子的，而不是当垃圾随手扔掉。如
果捡到空纸盒纸箱，会精心地改造或
裱糊起来，存放日用杂物，实在破得
不能再用了时，就当柴火烧。即使有
些看似无用的“垃圾”，经过发酵，
可以变成有机肥，施了这些肥的庄
稼，结出来的果实有滋有味，就连很
多刚收割的青玉米秆和高粱秆，孩子
们也常把它们当甘蔗享用。

那时候，真的没有垃圾可丢，也
不知道垃圾袋长何样。过年过节留下
的糖纸烟盒也当宝贝一样地珍藏起
来，小伙伴之间互相炫耀。哪有吃不
了坏掉的食品，哪有吃剩下馊掉的饭
菜。一切都是那样珍贵。

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春天的
大风里除了柳絮飞舞，总会刮起几个
五颜六色的塑料袋。家门口的垃圾桶
总是满满的，有的旁边也堆放得小山
似的。我在心里算了算，若每人每天
一斤垃圾，中国十几亿的人口，这么
多垃圾……要如何消化？焚烧垃圾会
产生有毒成分二恶英，对大气造成污

染，可是永无休止地埋在地下，也会
污染地下水源，甚至在地热的作用
下，也会产生污浊有毒气体，然后慢
慢释放，到头来还是污染了我们的生
存环境。

听说常年在大海上航行作业的人
们，经常看见海面上漂浮着大量的白
色垃圾，它们污染蔚蓝大海的同时，
也使得有些海洋生物因误食而染疾死
去。就算活了下来，被不同程度的污
染，当它们摆上餐桌时，又损害了人
类的健康。

爸爸是从农村考学出来的，他经
常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述他小时候，家
乡有一望无际的绿油油的庄稼，有清
澈的小河。每当我跟他回到老家，他
都会带我去他儿时常去的农田或小河
边“重温旧梦”。可后来他不再和我去那
里了，因为那些让他难忘和留恋的地
方，也不时出现人们偷偷倾倒的白色垃
圾，河水也逐渐浑浊，泛着发臭的气泡。
每当看到这样的场景，他那尴尬又几近
绝望的痛苦表情让我痛心。

如今，科技已能到达月球和火
星，也能克隆出牛羊，却无法解决好
“垃圾”吗？多想穿越到爸爸的小时
候，那时候没有垃圾，村后的小河
里，清澈的水汩汩流过，西红市熟了
摘一个马上放进嘴里，生活是那样有
滋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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