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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拍砖高手”郝隆

中年孤独与猫

读史札记

捕蝉者诫

明天就回故乡

腾 云

时尚辞典

心灵小品

他山之石 坊间纪事

东滩纪事

纸 上 博 客

□ 宋小明

一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

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
来。”

唐朝诗人贺知章的这首诗，描写一
位小时候离别家乡、在外面漂泊到老的
游子暮年回乡的情景，写出了乡音不改
的生命胎记，时光飞逝、人已老去的人
生悲哀，回到家乡、物是人非、恍若隔
世的苍凉心境，写活了中国人梦回乡村
的千年情结。

但凡是中国人，生命的根须扎在故
土之中，吮吸着故土的文脉地气，充盈了
天生的农耕基因。纵然你远离乡村，身居
都市，甚至旅居海外，锦衣玉食，满口洋
文，归根结底：你的血缘根脉，始于遥远
的乡村；你的文化根脉，亦在遥远的乡
村；你的宿命意义上的故乡，还是在遥远
的乡村。

乡村啊乡村，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是一个寻根问祖的地址，是一个慰藉游子
心魂的港湾，是一份梦萦半生的浓郁的乡
愁。

二
相对广大的乡村而言，一座座城市，

是乡村倾其人力、物力、心血、智慧建造
而成的，凝聚着乡村的所有精华，就像是
乡村生养的宠儿一样，光鲜亮丽，分外迷
人。

不必讳言，城市的主宰者拥有权力和
地位，城市因此具有强大的人脉气场与吸
引力，将各种社会资源席卷而去，流入人
口，扩建城郭，所以城市发展得很快，与
乡村形成极大的差距。不论是历朝往代的
皇城、府城、州县，还是如今的各级城
市，莫不如是。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古今皆
然，向往城市生活，乃人之本性，无可厚
非。

在城市里生活，优点很多，比如生活
设施，物质基础，医疗、卫生条件，教育
水平，文化信息，社会服务等诸多优越
性，人人皆知，那是乡村无法比拟的。但
事物是相对存在的，城市生活优点诸多，
自然也有缺点了，总而言之，主要是花钱
买罪受。

先说花钱吧，你出门乘车得花钱，吃
饭喝水得花钱，上厕所得花钱，娱乐得花

钱，生病得花钱，探望病人得花钱，交朋
结友得花钱，朋友聚会得花钱，走亲访友
得花钱，谈恋爱得花钱，临近订婚、结
婚，还得大把大把地花钱。

你犯愁了，城市里的生活成本太高
了，要花钱的地方太多，而你的钱是有限
的，有限的钱要往太多的地方花，就显得
钱少不够花了。于是，你得拼命打工挣
钱，得熬夜加班挣钱，得挖空心思挣钱，
并且明白人为什么爱钱，为什么人人追逐
金钱的根源了。钱通鬼神，鬼神都爱钱，
何况人乎？钱财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
的，那就拼命挣钱嘛。问题是，人人都在
拼命挣钱，钱就不好挣了。

再说花钱买罪受，住在钢筋水泥浇铸
的楼房里，上无天，下无地，悬在空中不
接地气，人不畅快，便容易心慌，心里不
踏实，就容易生病。街道上，车水马龙，
人流熙攘，噪音不绝于耳。抬头望天，高
楼大厦挤占了天空，天空显得残缺不全，
即便是晴天，天空也不湛蓝，灰蒙蒙的，
空气中有股难闻的异味，使你不敢大口呼
吸……

三
俗话说：“不上高山，不知道平原；

不吃高粱，不知道粗细。”
久居城市，你才记起乡村的可贵：蓝

天白云，风清气畅，青山绿水，鸟语花
香，田畴铺展，禾苗碧绿，村舍院落，鸡
鸣犬吠，乡村如画，勾魂摄魄。

怀念乡村，你的心悸动着，萌发一种
前所未有的强烈的回乡欲望，恨不得插翅
飞翔，回到你熟悉又亲切的故乡，去拜祖
寻根，去探亲访友，去疗病休养。让乡村
的风景，恢复你的视力；让乡村的空气，
恢复你的肺活量；让乡村的体力劳动，恢
复你的筋骨体格；让乡村的粗茶淡饭，恢
复你的味觉；让乡村的安静时光，恢复你
的思维能力，思考人生的真谛；让乡村的
土墙房、木板床，修复你的腰椎和睡眠，
恢复你安稳而甜蜜的梦境；让乡村的日
子，恢复你简单的生活，删繁就简，返璞
归真，心静无欲，单纯快乐，恢复到人的
本真状态……

人未行，心已飞，去意坚决，你马
上关闭电脑、手机，推翻诸多计划，推
掉宴请和酒会，放下永远也做不完的事
情，整理行装，明天，就是明天，启程
回乡，回乡去，回到那阔别多年的梦萦
的故乡……

□ 万敏杰

夏夜，漫步江畔，往日震耳欲聋的蝉
鸣，今夜显得微弱寥落，是燥热里聒噪了
一个白天的蝉，困倦了、休憩了，还
是———

我突然看见树林里、草丛边，有一
闪一闪的手电光和影影绰绰的人形，走
近细看，有孩子，也有大人。只见他们
一手攥着塑料瓶子，一手拿着手电，好
像在树干上寻找着什么。有的还拨开树
下的草丛，在那泥土里翻寻着。我好奇
地问一个带着小孙子的老人，你们这是
在找什么呀，她闪烁其词地说，没有找
什么。她的旁边是一个怀抱幼儿的年轻
妇女，妇女身后是背着孩子的男人，看
来这是全家老幼集体出动的行动。

一路走去，在暗夜里这样神秘鼓捣
的人大约有二三十个。我终于忍不住好
奇，问江畔纳凉的女子，她说，你不知
道呀？他们是在找蝉蛹。他们找那干啥
呀？她说，网络上说，蝉蛹高蛋白高营
养，油炸了焦黄香脆很好吃的，这几年
每年夏天都有人在找蝉蛹，今年找蝉蛹
的人好像比往年更多了。

可是，蝉蛹如此微小，能有多少肉
可食呢？再说，尽管蝉蛹渺小卑微，她
也是正在孕育成长中的生命呀。

其实，蝉从产卵到成蛹变蝉的过程
非常不容易，要经过漫长艰难的繁殖生
长期。每年的六七月份，是蝉的产卵
期，从产卵到若虫(蝉的幼虫)在地下生
活，再钻出地面成为蝉蛹，一直到最后
一次脱壳成蝉，爬上树枝大鸣大放，这
个过程通常需要一到两年。有时候，蝉
卵直到次年才会孵出幼虫，幼虫在土中
生活几年甚至十几年后，才能苏醒破土
而出。在漫长幽暗的时光里，它们要经
历很多次的成长脱壳。看来蝉从产卵到
化蝉的过程，比人类“怀胎十月，一朝
分娩”还要艰难许多。

而且化蛹为蝉，脱壳羽化的过程要
十分谨慎小心。蝉蛹通常是在光线暗淡
的夜晚，在夜阑人静之时躲在树干上小
心翼翼地脱壳。它将蛹的外壳慢慢地解
脱，就像从一副盔甲中爬出来，这整个
过程需要一个小时左右。其间，要保持
蝉两翅的正常发育，就要避开外界的惊
扰。如果蝉在双翼展开的过程中受到了
干扰，翅膀就会发育畸形，这只蝉将终
身残疾，也许根本无法飞行，也无法发
出任何声音。

可见，由于我们人类的贪婪嗜食，
不知有多少蝉的生命被轻易地扼杀在摇
篮里，又使多少蝉蛹在脱壳成蝉的过
程，由于受到惊扰，变成了无法飞行也

不能发出声音的残疾蝉。
双翼无法飞行，失去鸣叫天性的蝉

还能再叫蝉吗？这样侥幸逃过生死劫的
蝉，它短暂的生命因此失去了意义。雄
蝉失去鸣叫的功能，就再也无法拥有一
份属于自己的爱情。而这种欢歌或悲情
呐喊，是几年、甚至十几年等一回的深
情倾诉与尽情歌唱。蝉类的相聚相会，
比一年一度的七夕鹊桥相会，等待和期
盼的时间更为长久，更加来之不易。

绝大多数的昆虫，只有一年或更短
暂的生活史。一般的蝉也只有3至9年的
生活史。然而有些蝉，却能在泥土中蛰
伏孕育上10年，有一种蛰伏时间最长的
蝉，叫17年蝉。

这些蛰伏孕育了17年的蝉，当它们
一旦爬出地面，生命却何其短暂，所有
食虫兽都会一拥而上抢食这些脆弱的蝉
蛹。大多数蝉蛹命中注定了无法羽化成
蝉，没有哪怕是鸣叫一声的机会，就已
经葬身食虫兽之腹，长期以来，蝉类完
全靠着数量众多的优势，才不至于灭
绝。

不知为什么，我对垂钓者没有一丝
一毫的厌恶，甚至有点佩服他们耐得住
寂寞、能忍耐蚊虫的叮咬，那样从容和
专注。也许因为他们垂钓的鱼儿，都是
鱼儿自己愿者上钩的缘故，都是因为鱼
儿经不住香饵诱惑，都是鱼儿贪婪所
致，所谓自作孽不可活。

唯独对那些鬼鬼祟祟的捕蝉者油然
产生一种厌恶。蝉是多么弱小的昆虫，
它们生命的孕育那么漫长，它们的生命
如此脆弱和短暂，经不住暴风骤雨的摧
残，经不住食虫兽的侵害，更经不住飞
来横祸——— 人类的肆意捕捉和虐杀。

它们的幼虫刚刚从土层里拱出来，
还没有长出翅膀，还不具备丝毫的自卫
和逃生的能力，只能束手就擒，被玩弄
于人类宽大的手掌和有力的手指间，最
后变成人们餐桌上一道赤裸着身体的荤
菜。

虞世南有一首咏《蝉》诗：“垂緌
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
是藉秋风。”我是极有同感。蝉据高枝
栉风沐雨，吸风饮露，对其他昆虫无
害，与高大威猛的人类更是毫无瓜葛，
也并无妨碍，更谈不上有害，为何人类
要肆意戕害这些弱小的生物，难道是想
以此证明自己的无所不能，为所欲为
吗？

□ 陈甲取

“拍砖”是网络时代的新名词，网民
把不满、批评、反对意见叫“板砖”，发
表这类言辞则叫“拍砖”。拍砖讲究技
巧，拍得绝了，不但不会让挨砖的人反
感，甚至还可流芳百世。

东晋时期，有个雄辩家郝隆，惯于调
侃别人，属于那种不拍砖毋宁死的人，
具体说来，大致包括三记绝招。

他在桓温手下当干部，官名叫作
“南蛮参军”，相当于七品芝麻官，还
是个虚职。一年三月三，桓温请客，大
家聚会作诗，不能作诗的，罚酒三杯。
结果郝隆没作出诗，被罚酒。喝完后，
大约是酒壮人胆，继而酒后吐真言，郝
隆拿起笔来写了句“娶隅濯清池”。桓
温纳闷了： “小郝 ，娶隅是什么东
东？ ” 郝 隆说： “南蛮子把鱼叫娶

隅。”桓温不理解：“作诗为什么要用
蛮语？”郝隆说：“我大老远跑来跟你
干，你才让我当个屁大点的南蛮参军，
那我当然要用专业语言了。”桓温大
笑。对上司表达不受重视的不满，郝隆这
板砖拍得可谓幽默到极点了。这是郝隆拍
砖第一招：幽默！

其实，郝隆得以青史留名，主要靠的
是他的一项超凡脱俗的行为艺术，以及借
此展现出的拍砖第二招：犀利。

话说古人在七夕这天有晒藏书、晒衣
被的习惯，因为七月阳光充足正当时。《世
说新语·排调》记载：那年七夕，骄阳似火，
家家户户都把绫罗绸缎曝晒在阳光下，多
少带点展览与炫耀的性质。唯有郝隆在地
上摊开一条席子，敞开衣服躺上面，在烈
日下晒着肚皮。旁人看不懂他这玩的是哪
一出，就刁难他：“大热天的，你躺在这里
干什么，脑子进水了？”郝隆等的就是这一

问，他翻着眼甩出一块犀利的“板砖”：“你
们都在晾衣晒被，哥们也得把肚子里的书
晒一晒，免得这书都发霉了咧！”话外音
是，你们这些大款摆阔晒的都是身外之
物，我偏要晒晒我的身内之物——— 我这肚
子里可是满腹经纶哪！郝隆这一手跟晒短
裤的前辈阮咸绝对有的一拼。

凭着“晒书说”这一记板砖，郝隆
直接秒杀魏晋时期无数的博学之人。闲
坐清谈、谈玄论道？在郝隆亮出来的肚
皮面前，神马都是浮云。

再来看郝隆的拍砖第三招：尖刻。
公元359年，在东山隐居多年的谢安出
山，跟着桓温干事业，他这先隐后出的
行为难免被人笑话。谢安到桓温那里报
到时，碰上有人给桓温送草药，其中有
一味药名叫“远志”。桓温笑嘻嘻地对
谢安说：“这药的苗叫小草，根却叫远
志，同一味草药却有两样名称，为啥

呀？”谢安若有所思，无言以对。正好
郝隆也坐在旁边，见状又使出了自己的
拍砖绝活儿：“老大，俺知道为啥，这
味药隐在山石中的那块就叫‘远志’，
至于冒出山石外的部分，当然叫‘小
草’了！”郝隆借此讽刺谢安，本来你
在东山隐居倒体现了“远志”，但最后
还是出山做官，堕落成了“小草”。看
吧，骂人都不带脏字的。这讥讽尖刻露
骨，一针见血，连最善于掩饰情绪的谢
安也坐不住了。桓温大乐：“哈哈，郝
参军的这说法挺逗的，赞一个！我琢磨
着，有点意思。”看着这一唱一和表演
双簧的俩货，谢安各种郁闷。

俗话说，打蛇要打七寸，就是说抓
住了要点，攻击才能见效。拍砖也是如
此，拍不在重，要害为先。作为拍砖技
术的祖师爷，郝隆的拍砖三招让人玩
味。

□ 冷延奎

在我胶东的老家，村子东边
临海的地方，是一片广袤的滩涂，
当地人都把这里称为东滩。

东滩因为连着海，涨潮时海
水顺滩涂拥进来，落潮时就退回
去，多少年来就这样潮起潮落随
历史的岁月冲刷着。滩涂上面长
满了芦苇和碱生植物，茂密而旺
盛，到了春秋两季，还有仙鹤和天
鹅落地，这里不光有鸟，还有狼和
獾，晚上村里不定谁家的墙头就
会有闪着幽幽绿光的眼睛在动，
也发生过人被狼袭击的事。

滩涂临海的泥地，是几种海
洋生物的天地，蟹最多，生满海
滩，大的大过手掌，小的如五分钱
硬币。

捉大蟹时被蟹夹破手那是经
常的事。小的就不用这么费事了，
用一盏罩在玻璃框里的灯在晚上
往海滩上一放，人拿脚在周围的
泥地上跺，不多时即可见密密的
小蟹吐着唾沫向灯光涌过来，不
到半个小时，就能拾满满的几水
桶。这种小蟹因为个小肉少所以
不稀罕，吃的人也不多，不过有一
个传统的方法可以把这种小蟹做
成美味的佳肴用来招待贵客，并且
特别适合喝白酒时吃。就是用高度
白酒加上花椒叶子和香椿叶子泡
上半年，等蟹子发酵得带有黄色了
当下酒菜，据说香鲜无比。我小时
候常听村里人说起小蟹，都是从心
里很感激，说它是救命蟹，因为几
百年来老一辈碰上荒年挨饿时多
是靠这种蟹充饥度荒的，那时候这
蟹就是人们救命的主食。

因为滩涂太大，芦苇太多，二
十世纪五十年代，来了一群穿着统
一服装的人在这里设了造纸厂和
农场，他们利用滩涂上多得用不了
的芦苇造纸，在退去碱性的地上种
棉花和水稻，我们邻村有一乔姓人
家的儿子，因为家庭成分好就被选
去农场负责一片地的巡逻看护。

乔姓人家因为是雇农，一去
就发了服装和闪亮的皮鞋，还有
看守巡逻用的枪。就这样他每天
背着枪穿着锃亮的皮鞋在海边和
滩涂上巡逻，乔家人因此也被村
里人高看了起来，相互之间谈论
着他的服装和皮鞋。有人说那皮
鞋能当镜子使，还有人说在他的
皮鞋上照过脸，胡子都看得清清
楚楚。慢慢地，有人开始张罗着给
他介绍对象了，村子里去滩涂赶
小海的姑娘时不时有意无意地去
乔家儿子站岗的地方赶。

从乔家儿子去农场算起来，
时间慢慢过去了差不多一年半
时，他被单位领导放假回家探亲。
乔家儿子回家探亲的第二天接来
了一个敦敦实实、看上去又有些

不安和多少带点神经质的姑娘。
姑娘一进屋就给乔家的老人磕
头，喊爹喊娘，弄得乔家的人也蒙
头蒙脑的。乔家的儿子扭扭捏捏
又断断续续地告诉父母这就是他
们的儿媳妇，乔家父母问儿子是
谁介绍的？儿子说谁也没介绍，是
他站岗时认识的，她是八里地外
村庄上的，赶小海时第一次见乔
家儿子就喜欢上了。有事没事的
就去瞅瞅，看了几次就对乔家儿
子说要给他当媳妇天天帮他擦皮
鞋。一开始乔家儿子没敢答应，怕
领导不批准，但一次英雄救美般
的遭遇被领导知道后，领导反而
有意促成了这段姻缘。

因为这个姑娘太迷恋乔家儿
子了，有一次去赶小海在远处光
看乔家儿子，天都快黑了也没往
回走的意思。乔家儿子在远处催
促她快回去，说天黑了后会有狼
的，姑娘这才往回走。刚走到芦苇
荡的小路里，乔家儿子就听到了
救命声，原来姑娘真的遇上了狼，
乔家儿子疯也似的冲了过去。姑娘
被几只狼拦住了，乔家儿子奔到姑
娘面前时，虽然她手里擎着赶小海
挖蛏子用的铁铲和狼对峙着，但人
已僵硬地嗓子都哑了。面对狂奔过
去的乔家儿子，狼也没散去的意
思，情急之下乔家儿子举枪扣动了
扳机，几声枪响后倒下了一只狼，
其余的钻进芦苇荡逃走了。

听到枪声，单位赶紧派人赶
过来，了解情况后，领导找乔家儿
子谈了话，极力要他娶了那姑娘，
说这样可以和当地居民加深关系
和友谊，乔家儿子也就顺势答应
了，就这样乔家儿子和这姑娘结
了婚。婚后乔家儿子又回农场站
岗巡逻，他媳妇就天天去他站岗
的地方赶小海。也就又过了半年，
等他媳妇挺着个大肚子再也不能
赶小海时，乔家儿子就彻底回家
干农活了，回家时穿的就是那锃
明瓦亮的皮鞋，为了纪念这一段，
他给儿子起了个名叫“东滩”。到
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东滩长到
他爹当年那么大时，在村里还常
常穿着他爹穿过的那双皮鞋，那
时候的鞋真结实啊！不过这个时
候他的爹娘却是离了婚各过各
的，村里人流传着他们离婚的各
种传说，却没人去他们家打探过。

乔家儿子和离了婚的媳妇后
来都过得不太好，都是村里的困
难户，老了有些凄凄惨惨。乔家儿
子一年中常揣着手弯着腰，眼睛
空空洞洞，全没当年时那精气神，
在生产队里也干不了重活。我回
老家时，常见他颤巍巍地佝偻着
身子的样子，他媳妇常常自言自
语地说些别人听不明白的话，村
里人见了他们也多是有意躲开，
不愿与她搭话。

□ 韩浩月

家里又添了俩熊孩子。前面那俩熊
孩子已经长大了，一个去外面上了大
学，一个月回家一次，另一个个头渐
高，抱也抱不动了。

新的“熊孩子”是两只猫，一个名
叫辛巴，长得像狮子，但很快有了外
号，因为爱吃，所以又名小胖子；一个
名叫花卷，这是个女生的名字，它的外
号叫围脖，平时调皮捣蛋，一旦放肩膀
上就老老实实，像条暖和的围脖。

辛巴和花卷是兄妹，去朋友家领养
的时候，看中了这两只。为什么要养两
只而不是一只呢？是担心一只猫太孤
独。猫是喜欢独处的动物，但还是怕它
孤独。想来，其实是人怕孤独，便推己
及猫了。

把猫带回家，带回个惊喜。女儿一
直梦想养只猫。去年的时候跟她承诺
过，等到秋季新学期开学的时候，你会
收到一只猫，如今一只变两只，惊喜加
倍。住在城市里的孩子也孤独，猫能给
他们大人们给不了的陪伴。

我童年时养过狗，至今已有三十多
年没有养宠物经验。养猫比想象中要麻
烦，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不同音阶代
表着什么诉求，晚上睡觉要不要给猫开
个夜灯……这些都得考虑。铲屎更是个
挑战，开始的时候，要捏着鼻子，后来
便习以为常。

猫改变了家庭生活。早晨6:10被敲门
叫起床，帮铲屎，煮早餐，逗玩耍，想
睡懒觉是不可能了。忙活完一切，人累
了，猫也累了，大家一起躺沙发上补

觉。
以前写东西不能有干扰，现在倒

好，只要电脑打开，用不了多久，总会
有一只猫跳上桌子，用爪子挠一会儿屏
幕，然后便堂而皇之地躺在键盘前，一
躺一两个小时，好在，看着面前有一个
肥硕柔软的小胖子，心里会很安静。

猫也改变了我。有了猫，家庭卫生
条件只能比以前好，不能比以前差，我
做家务的时间增加了数倍。刷碗，清洗
水盆，拖地，拖完后再用消毒毛巾一小
块一小块地擦净，看干净的猫在干净的
地上打滚，很畅快。

石黑一雄获诺贝尔文学奖，有人想
知道他的写作秘诀，在一篇文章中他
说，这要归功于不做家务。我想说的
是，可能石黑一雄没养猫，养猫而不做
家务是不可能的。假若(我是说假若)有
一天我获得了某个文学奖，一定要写一
篇文章，重点表达一个意思：这要归功
于做家务，另外还有：猫。

你开某个牌子的车，在公路上总会
看到不少同个牌子的车子，你养了猫，
于是突然发现朋友圈里晒猫的朋友多了
起来。平时发表的朋友圈内容，点赞者
寥寥，只要晒猫，一堆人过来夸赞猫好
看、可爱。这是废话，世界上有不可爱
的猫吗。

平时在电脑桌边，一待就是数个小
时，现在待不住了，半个小时听不到
猫的动静，就得去客厅寻一下，看到
它们睡在沙发上或者窝在阳台上，才
能安心回来工作。这有猫的人生啊，
为枯燥的中年，真的增添了不少乐趣与
牵挂。

□ 谢汝平

腾云驾雾是神仙的技能，对
他们来说，就像凡人走路一样稀
松平常。我一直认为腾云是真的，
而驾雾却绝无可能。什么原因造
成这样的认识，大概雾比较平凡，
湿沉沉的，人们在冬天就可以走
进雾里，雾连自己都飘不起来，还
能指望别人去驾吗？还有，人可以
触摸到雾，尽管虚无缥缈，但总是
近在咫尺，而云飘得很高，让人无
法近距离接触，自然有神秘莫测
的意味，被神仙用来腾一腾，也不
算什么怪事。

腾云的腾是个什么样的动
作？是两腿一蹬，腾空而起，还是
单腿用力，顺势而飞？世上很多事
认不得真，例如这腾云。但在我，
不认真会难受，就想刨根究底。小
时候经常练习腾云，从土堆上往
下跑，然后作出飞的姿势，还从树
上往下跳，张开双臂，想象着自己
飘起来，这都是危险的，有一次差
点摔断腿。说实话，连云都无法踩
在脚底，怎么可能腾起来，这只是
一种向往吧！

后来看到一本练习轻功的
书，自是如获至宝，反复研读，对
腾云有了重新认识，觉得腾云是
神仙的本领，凡人大概练不成，而
飞檐走壁，却是凡人的本事，应该
可以的。于是按照书上教的方法，
在脚脖上绑上沙袋，起先很小，然
后慢慢增加，开始每一步走得很
费力，解除沙袋后，走路轻飘飘
的，似乎不久就可以飞起来。可惜
最后没能练成轻功，倒是累坏了
脚，脚脖子肿得无法走路。父亲用

家里那辆老旧的自行车把我驮到
医院，医生开了好些药，命我只能
卧床休息。躺在床上，我想，就是
学会了腾云，又能怎样，我是凡
人，怎么也成不了神仙，就是学会
了飞檐走壁，我也成不了行侠仗
义的侠客，这样的本领似乎也没
啥大用。不会的数学题照样不会，
背不上课文仍然会被批评，我无
法腾云逃避。

人的一生，大概总会做几件
荒唐事，对我来说，学练轻功就是
如此。我在反省中，很快发现了自
己的错误，同时有些庆幸，幸亏只
对腾云感兴趣，要是想学土遁，那
家里的地面岂不遭殃。人在荒唐
中慢慢长大，这也不算太难为情
的事，毕竟那时年龄小，改正错误
很快。虽然不再相信腾云，虽然知
道腾云只是神话，我还是在梦中
腾过几次云。好几次我都失败了，
飘在半空暗暗得意的时候，突然
身体发重，然后重重摔下来。在梦
中摔跤，比在清醒的时候更真切，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总觉得
四肢内脏都摔得很疼，这种疼在
醒来后，还会伴随很久。但在梦
中，我也成功腾云一次，那次没有
摔跤，我自由惬意地做着各种动
作，倒立、斜卧、翻跟头，能做的我
都做了。后来碰到一群鸟，我跟它
们一起飞，飞得比鸟还快。后来不
知何时，鸟儿变成飞机，很多很多
的飞机，我在机群里钻来钻去，累
了，我躺在飞机上，直到醒来。

再以后，年龄大了，连梦都做
得很少。即使有梦，也是一些破碎
的片段，自然无法在梦里腾云，还
是有一些可惜的。


	1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