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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老师 □ 君 早

盲老人和他的植物园 □ 谭庆禄

编辑手记

精神的太阳 □ 张 炜

长 风
□ 余毛毛

读史札记·也说李白与杜甫

非常文青

文明的实质 □ 白瑞雪
微语绸缪

小说世情

夏季的千佛山上，与花儿朵
儿尽情释放阳光带来的激情相
比，树木低调了许多，只有仔细看
去，会发现，它们才是真正的傲
气。

每一棵树的身体里都隐藏着
一个秘密，当它还是种子的时候
就开始有了。这秘密可真丰富啊，
所有的争斗，所有的苦痛，所有的
疾病，所有的幸福与繁荣，贫瘠的
年月，茂盛的光景，经受过的打
击，被挺过去的狂风暴雨。它们沉
淀在树的身体里，渗入一圈一圈
的年轮，直到剖开身体，才有真相
大白的一天。

作家必须是一个熟悉秘密的
人。

不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那又
有什么关系，一个天生的作家，就
是要洞悉各种秘密，至少是两种：
一个是他自己的秘密，作为这世上
唯一的独特秘密；一个是他与他人
的秘密，那些不可言说的较量。

于是，宁愿比别人更容易体
会到痛苦，作家也愿意保持一颗
敏感的心。

在潜意识的作用下，他张开
双臂去迎接生活的全部，包括它
的灿烂炫目，光鲜亮丽，以及背后
的阴影，肮脏和莫名其妙。无数的
秘密就潜藏其中。

这些秘密落在纸上，变成一
个一个词语：黑暗、生命、死亡、美
丽、恐怖、喜悦、悲伤，友谊、忠诚、
性、权力，肉体、灵魂、虚荣……这
些词语与命运的无常，人际关系
的脆弱和纠缠，人性的神秘和复
杂，以及爱与恨的力量紧密关联。

这些秘密落在纸上，再由一
个一个词语串连成段落篇章，让
我们看到生活的表层与自我、个
人与社会、欲望与满足、时间与记
忆之间的种种关系。

《文明的实质》里，随地吐痰，
当街小便，闯红灯，挤成照片，把

奢侈品当白菜买，近四成土地让
给郊野公园……它们牵引着你的
视线，你发现了什么？“文明的意
义不仅在于遵守规则，更在于心
底的善意与宽容。”

这便是我们要找的秘密。
《盲老人和他的植物园》里，

“在单调的平原上侍弄出了一片
别样的土地，向因循保守的人证
明，土地除了可以种种高粱玉米、
小麦棉花以外，还可以生长别的。
而长出来的东西很好看，并且死
不了人。”正是通过自己的双手，
盲老人看到了生活中不易察觉的
秘密。

文字，就这样成了秘密的载
体；而读书，必须是另一种探索秘
密的方式。

张炜老师说过，“作为一个写
作者，他在阅读中会极为敏感地
注意到一些领域，如作者在文字
中展示的非凡个性、思想的能力、
文笔的精湛，等等这一切。对我而
言，总是在阅读中接受了艺术的
感染、被隐在书中的神秘的生命
射线击中。”

这“神秘的生命射线”是什
么？

是故事、语言、人物、场景、才
趣，是交流的愉悦，思想的共鸣，
还是无言的感动。

从今天开始，为张炜老师开
设专栏———“也说李白与杜甫”。

李白与杜甫是耸立在大唐诗
坛的两座难以逾越的丰碑。在大
家眼中，李白张扬狂放，而杜甫
内敛隐忍，两个人的性格迥异，
其作品风格向背。

他们的生，他们的死，他们的
生死之间，张炜老师又会给我们
揭示怎样的秘密呢？

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上，中国知识分子
很说了一些漂亮的大话。可是这些大话离
现实生存状况又差得太远，这就让我们不
敢正视这些掷地有声的人格的宣言，就像
不敢正视太阳一样。

精神的太阳和现实的太阳一样，之所
以不敢正视，就是因为它太灼人太强烈了。
但是没有它的光和热，万物都不复存在。人
们平时不敢正视，甚至常常忽略太阳的存
在，却难以否认一直依赖它的事实，就连地
球也要围着它旋转。精神的太阳也是这样，
它高高悬起，提供给我们生存的全部热能。

精神的太阳由整个人类历史，包括中
外古今一切精密深邃之思凝聚而成，渐渐
形成了巨大的体量。比如在中国，人们说得
最多、争议最多的还是孔子和孟子。一本

《论语》成为民族精神的基础，或者反过来，
成为一代代人痛心疾首的心之大患。再说
孟子，别的不讲，只讲他言说什么才是“大
丈夫”的一段话，就让我们难以忘怀。

孟子的那段话涉及到几个人，就是李
白在诗文里多次提到的苏秦和张仪等人。
这几个人本来处于很卑微的社会地位，只
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奔走于权势之间，就能
够一朝显贵。这样的形迹在李白诗里留下
的烙印特别深刻，看他的诗文，其中几次提
到了大说客苏秦这一类人。这些人的命运

轨迹很能刺激李白，显然产生了极大的感
召力。当然敏悟如李白者也不能说全是羡
慕，不能说毫无矛盾心理。苏秦一类人本来
一无所有，为了出人头地到处游说，无所不
用其极。李白的诗“归时倘佩黄金印，莫见
苏秦不下机”，就是临别出门时对妻子说的
一句玩笑话。这里指的是苏秦带着盘缠去
各国游说，归来时一无所有，正在织布的老
婆见了他都不理的一些记载。

但是后来苏秦终于成功了，再次归来
时成了一个显要人物，身佩六国相印，显达
富贵，老婆这一次吓得话都不敢说了。有人
就此议论说：苏秦这种人多么了不起啊，真
是大丈夫！一介布衣，凭一张嘴巴就可以达
到那么高的地位，真是何等了得，好样
的——— 他们只要动动嘴巴，活动起来，那些
国王们就再也不得安宁，非常惧怕。
而孟子说：“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居天

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
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
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孟子这里对苏秦张仪之流嗤之以鼻，
说他们算什么大丈夫！摇唇鼓舌之徒而已，
于阴暗处使些投机的伎俩，全无是非正义，
一切都为了自己的显达富贵，只算是一些
卑琐的小人。

再看张载，他有一段话也是影响深远

的，这里说的也是知识分子，当然是大丈夫
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
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些话初听起来觉得
大而无当，但细想一下不过是对知识人的
基本要求，并不是什么不着边际的大话。关
键是对一个“为”字的理解，这里是指对天
地之心的参悟和知之后的选择和作为，即

“参悟了天地之心而为之立”，下面的句式
及意思也应该这样解释才好。

类似这些伟大的思想李白和杜甫心里
都有，也肯定受过这方面的影响。但是面对
个人生存的现实，急于入世，急于做大事
情、大丈夫，有时候手段与目的就会有所分
离。想走一条“终南捷径”，李白连科举都不
屑于参加（或不能够参加）；杜甫年轻时在
洛阳考过进士，没有考上，所以才去漫游。

孟子关于“大丈夫”的言说，张载等人
的言说，表现出的气魄和气概是永远不可
轻薄的，它们的确塑造了一个民族性格中
最卓绝高尚的部分。

苏秦的老婆与李白的老婆看上去都差
不多，都对丈夫的游手好闲表示了拒绝，但
实际上仍有许多不同。李白的第一个老婆
是前宰相的孙女，姓许；第二个老婆没有详
细记载，只知道她是山东鲁西人，即李白为
学剑术待下去的那个地方。她求仕的心没
有那么强烈，胸襟比较现实，只是过日子，

讲究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李白到
处走，总想做官，结交一些有趣的人。李白
的好奇心太大了，听说哪里有道士和奇士
就要造访。他天性活泼好动，一块儿过安分
日子是不行的。所以他最后被第二个老婆
赶走了。山东这个地方出过圣人，女人心里
的主意比较大，总算没有被李白“倚马可
待”之类的才华给吓住。

杜甫对家庭的责任感是很强的，与妻
子相濡以沫，虽然也有不得不离开的时候。
他一生只爱夫人杨氏，并且拒绝当时的声
色场所，结婚时三十岁了，比杨氏大了十
岁。他约有二三十首诗涉及杨氏，其中最著
名的是《月夜》，写到妻子和孩子，算是典型
的爱情诗：“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
倚虚幌，双照泪痕干？”可谓缠绵之极。

我们用中国传统文化中正反两方面的
一些例子，分析知识人复杂的行为、各种各
样的倾向，找出今天与往昔的异同，正视其
面临的巨大危机、困难和不可逾越的障碍。
当年那些精神障碍究竟有多大，今天又有
怎样的变化？当年面临的一切与今天的最
大不同是哪些？今天这样一个网络时代在
做人、立言等各个方面，与一两千年前相
比自然非常不同，但是其中有些最基本的
精神指标会改变吗？这需要我们深长思
之。

其实，那时候没人叫它植物园，就连
盲老人自己都不那么叫。植物园的名字
是三十年以后，我回忆那片绿洲时给取
的。严格说，那只是老人家的后园，只是
这后园比较大，比较朴野罢了。

园子兴盛之时，老人的精神十分健
旺，小孩子一般是不得走近他的园子的。
也就是说，孩提时代的我们，尽管心中充
满对那个神秘植物王国的无限向往，却
所知甚少。老人把园子看得很严，从不对
小孩子们假以颜色。不过这不仅不能使
我们知难而退，反而激发了我们的好奇
心，我们当中的勇敢者常常以身试法，如
我一般的怯懦者，也能远远地等在外面，
等待分享品尝禁果的快乐。那禁果总是
那么可怜，又总是那么奇异，传递出园子
里隐秘诱人的信息。

我曾经分食到一颗两颗的“软枣”，它
的形状似楝子而长，表皮光洁饱满，呈绿
黄色，咬开表皮，有一层透明的晶体，再往
里就是果核了。吃的就是那层胶冻状的东
西。说实话，这个东西并不好吃，不光比不
了我们家乡随处皆是的红枣，就连小小青
杏都不如。我们所以稀罕它，主要是因为
它少见，又来自那片神秘的土地。

我们中最有胆量的一个，终于在秋
假时潜入园内，爬到金果累累的梨树上。
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老人很快来到
树下，手提拐杖比画着，口中大骂不止。
他有点害怕了，急中生智，缘着树枝攀上
了屋顶。然后从丈余高的屋顶上跳下来
逃走了，居然没有摔伤。

生产队有一块地在村子后面，跟老
人的园子就隔一条寨壕和一段寨墙。一
次我跟母亲下地干活，中间到老人家找
水喝，便随母亲进了那梦魂牵绕的后园。

和平原上习见的树木相比，老人的
园中别有洞天。有可以做梭标柄用的白
蜡，有树冠巨大的核桃树；高大葱绿的植
物空隙里，还种着一些巨大的青绿植物，
古怪得叫不出名字，当时我隐约听得叫
作黄莲，今天想来，应该是龙舌兰一类。
更叫人不可思议的是，竟然还有一片竹
林！我大着胆子走进竹林深处，到了大人
目光不及的地方，实在按捺不住喜爱，便
轻轻地抚摸它，还试着折断它，像平时在
高粱地里折断一根秫秸一样。但我失败
了，竹子不光比秫秸可爱十倍，而且还要
坚韧十倍。竹林里的几分钟光景，让我至

今也忘不了那外表似有一层白粉的青
竹，那是任何画师都无法描绘的。

那些远方的客人固然相貌不俗，叫
人心爱，而本地的种属在园子里也长出
别处少有的形态。栝楼本不是稀有的东
西，秋天的棉花地里就常见它的踪影。这
里的栝楼就不一样了，它们沿着枣树或
别的什么树的高大树干爬上去，顺着横
生的树枝前行，沿途结成一个个巨大的
果实垂下来。这果实大如皮球，青绿色，
成熟后呈橘红色，据说这果实也叫栝楼，
而且也是一种药材。

这个高低不一，参差不齐，遮天蔽日
的绿色王国，靠的就是一眼土井和一架
轳辘提供水源。老人以老迈之躯，摇动吱
吱呀呀的轳辘，在日渐贫乏的平原上，按
照自己的意愿，建立了一个世外桃源。

盲老人已经去世多年，他那一辈人
也大都不在人世了。他是从什么地方，通
过什么途径弄到这些植物的，他花费心
血培植这些植物出于什么动机，都无法
确知了。单从他家的屋舍看，他并不是一
个富有的人。像他那种家境，能保住一日
三餐，就不错了。因此，把一片哪怕是闲
置的土地用来种植花木，而不是用来种
庄稼，在我们那一带，需要极大的勇气。
在生存的巨大压力下，对于美好事物的
热爱，对于心灵需求的满足，都变成一种
难以理解的奢侈，是十分可笑的愚蠢。

然而，老人就这样做了，而且做得小
具规模。他也许因此少吃了几顿细粮，多
吞了几口野菜，腹中少了几滴油水，脸上

多了些许苍白。但是，他至少按照自己的
意愿做成了一件事。在单调的平原上侍
弄出了一片别样的土地，向因循保守的
人证明，土地除了可以种高粱玉米、小麦
棉花以外，还可以生长别的。而长出来的
东西很好看，并且死不了人。

记忆中，盲老人身材很高，清瘦，脸
黑，胡子长而稀疏，从来不苟言笑。他是
从什么时候开始失明的，却记不清了。

赐给他黑暗，让他的创造从他自己
的视野里消失。上帝无所不能，他以奇特
的方式实现了他的剥夺。老人不过芸芸
众生中的一员，他的存殁一般是无人在
意的，但是，平常人感到的痛苦并不因此
而减轻。老人手持拐杖立在他的屋后，无
神的目光对着他的园子，那种黯然伤神
的样子，或许不亚于大学者陈寅恪或大
诗人博尔赫斯抚摸他们的藏书。

老人失明以后拄的是祥林嫂式的长竹
竿，是不是他自己的园子所出我不知道。吾
乡时有走村串户卖酱菜的，手摇一柄小铜
鼓，口中不停地吆喝：“豆腐乳呗嗬，臭
豆——— 腐！”如果有人要买豆腐乳，一般是
不肯卖的，那只是为了好吆喝，不图卖钱。
只对一个人例外，那就是盲老人。老人爱吃
这一口儿。卖酱菜的停好车子，一声高喊：

“豆腐乳呗嗬，臭豆——— 腐！”不大一会儿，
就见老人一手执一根长过头顶的竹竿，一
手持一个大碗，大步流星地走来。

他快步走来时，脸上有了一点笑容，
他的笑原来竟像孩子一般天真。这时，他
不知道我在旁边看着他。

有关内地游客在港“不文明”行为引发
的纠纷，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喧争于媒体。忆
及自己在港生活所察，我忍不住也想说上
两句。

某个周末午后急行，我低头与朋友孩
子说话，不慎与迎面行者相撞。立即道歉，
对方那位年轻人却以与“蝗虫”言论一脉相
承的脏话愤而怒骂。而我完全不擅长这种
不以探讨真理为目的的语言对峙，只能踉
跄回敬。

事后想起了一个当时遗漏的细节：他
的大嘴在吐出一串脏话的同时，也飘送出
绵绵酒味——— 至此释然。它没有改变港人
予我的温良形象，也没有动摇我对类似争
端的基本立场：个案罢了，无论被认为“不
文明”的一方是谁。

实际上，在遍街内地客流中，我同样目
睹过大人随地吐痰、小孩当街小便的骇人
一幕。与小心翼翼维护“文明”之道的更多
来人相比，那些“不文明”的人与事更易印
象深刻。

所居楼下有一十字路口，由于车流不
多，屡见闯红灯。作为一枚好事者，我曾守
在路口数数：10分钟内，包括15名内地游客

在内的42位行人中有16人闯了红灯——— 其
中6人为老外，7人为本地人，3人为左顾右
盼尔后随着前者勇敢迈步的内地游客；闯
红灯的内地游客占不守规则者总数的
18 . 75%，占该时段现身该路口内地游客的
20%。如果我的这项小小统计能够作为论
据之一的话，类似“内地游客都不文明”或

“不文明的都是内地人”之判语显然失真。
很遗憾，生活与统计学是两回事，正如

任何事件概率对于当事人来说毫无意义，正
如任何历史不可能是客观记录而只不过是
论述之一种。茫茫人海，笃信性本善的我们
因为默认而不在意那些扑面而来的善意，反
倒更可能对不悦记之良久并下意识将其上
升至某个高度、扩大至某个群体。这不是某
些人的特质，这是人类思维的过滤本能。

置于香港这一特定场景，“个案”背后，
也有生活与心理习惯相异而带来的错
位——— 当然，媒体更喜欢用的词儿是“文
明”。

“文明”一词源自拉丁语，指人们和睦
生活于同一个社会集团的状态，其内涵涉
及物质发展、科学知识、民族意识、人文觉
醒、礼仪规范、宗教思想、风俗习惯诸多层

面。用“文明”来解释港人与内地游客之争
似乎也没错，但问题在于，无论媒体自身还
是受众，其实都在很大程度上将这一概念
简化成了“好”与“不好”的最简价值判断，
因此这个词儿的泾渭分明感难免让遭受批
评的一方觉得被看低、被歧视、被排挤。

高峰时段到北京十号线坐上两站，你
也许很难不同意，在一个能把人挤成照片
的空间里让座、轻声讲电话多么奢侈，而半
空中举张煎饼果子、车到公司正好吃完的
早餐解决方案，在动辄一两个小时的漫漫
上班路上似乎也并非不可理喻。

毫无疑问，地铁禁食等规定有利环境，
内地城市应该向香港学习。但以过于严肃
的方式加以指责，恐怕又让游客难以接受
了——— 不是说“来的都是客”吗，即便过后
不思量，相逢也当开口笑哇。

换张椅子思考，主人对自家的珍爱，游
客难有切肤之感。香港不仅仅是金融中心
与购物天堂，它还是一个面积为北京的十
五分之一人口为北京三分之一、却能够把
近四成土地让给郊野公园的城市，一个公
用电梯每隔一小时就消一次毒的城市，一
个市民不必关心pm2 . 5指数的城市。想想

古长城上的矿泉水瓶、三亚海滩的黑心商
家以及数不清因为开山搭桥而串了味儿的
风景，港人担心被改变、被侵蚀的忧虑完全
可以理解。

心里头容得下对方的喜忧，并不容易。
“标签化”式的论人，在中国各地并不鲜
见——— 调侃也好偏见也罢，当年一本《河南
人惹谁了》，讲的就是这个理。不同地域、不
同文化的人在抗Sars、抗震这样的大事面
前互知互谅并不难，难的是风和日丽的平
常日子里多几分体察。因为生活基本没啥
大事，都是衣食住行油盐柴米。

一位香港媒体人说，老一辈港人颇有
微词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正是在好些把奢
侈品当白菜买的内地游客推动下，港人多
元化的生活方式不复再来——— 原本悠悠然
坐一下午的茶餐厅没了，进了几十年的老
戏院拆了，承载着城市记忆的元素纷纷让
位给利润丰厚的LV、Gucci专卖店了。

唉，归咎于不遗余力拉动香港经济的
内地游客，显然太冤。那这事儿能怪谁呢？
我也唔知。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文明的意
义不仅在于遵守规则，更在于心底的善意
与宽容。前者是表象，后者才是实质。

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什么风，能吹开一
扇锁了三道的坚固的铁门，但我知道，我们
家的风一直有这样的企图。每次回家开门
时，我都要用另一只手握着门把手，边开门
边把门往里推，因为不如此，门也许会呼的
一声猛然打开，而猝不及防的人很可能会
被撞个满怀。门打开了，风呼啦啦地从身边
掠过，就像有成群的扇着隐形翅膀的透明
小鸟从身边飞过，绵延不绝，那时候，我总
是有点眩晕，总是在心里说：哦，漂亮的长
风。

我们家的风有多长呢？我认为像江南
一样长，甚至比它更长。我住在长江北岸下
游639公里处一幢临江楼房的10层，不用
说，我天天看得最多的是长江、是江南，不
看也得看。过了长江，江南有些什么呢？有
树林、有草地、有庄稼、有村庄，有湖泊；然
后又是树林，又是草地……从我家看，江南
是葱绿的一片，只是在春天的时候，才有明
艳的油菜花黄点缀其间。法国作家夏布多
里昂说：“每一个人身上都拖带着一个世
界，由他所见过、爱过的一切所组成的世
界，即使他看起来是在另一个不同的世界
里旅行、生活，他仍然不停地回到他身上所
拖带着的那个世界去。”这句话用在人身上
或许不太准确，否则何以解释这个世界上
有这么多单薄和狭隘的人呢？但用在我们
家的风身上却绝对准确，因为在这些风身
上，我总能闻到植物的气息，大地的气息，
当然最多的是水的气息，这些风长途奔袭
而来，绵长、流畅、开阔、干净，春天时它是
柔柔的，夏天时它是清凉的，秋天时它是爽
朗的，冬天时它是凌厉的；它当然还有说不
清的时候，谁能够说得清风的梦幻组合和
无穷的秘密呢？它们与城市的风不同，城市
的风短促、零乱、破碎、甚至有点阴险，东扫
一下，西蹿一下，坑了你你都不知道它是怎
么坑的。需要它的时候它没有，不需要它的
时候，它又没完没了，完全没有清晰而完整
的逻辑和线路。这当然不是风的错，是城市
搅乱了它们。

然而有很长一段时间了，长风让我隐隐
地担忧，因为我总是能嗅到它带有某种不纯
粹甚至是不祥的气息，烧秸杆的浓重的烟火
味，某种不明化学物质的怪味。一定是有什
么不好的东西融进了长风中，但我并不悲
观，因为我知道长风所曾拖带的世界有过草
木的茂盛，有过村庄的宁静，有过鸟语花香，
有过波光云影……无论它变成怎样，它总能
回到它曾经见过、爱过的世界。

谢奉旗老师带的高中毕业
班，每次都会出状元，省里的，
全市的，最不济也要有个市区六
所学校的状元，所以一直是省里
挂号的优秀教师。

今年，高考进入了100天倒
计时。一天放学后，高米欢的爸
爸来到谢老师的办公室，开始聊
孩子的学习，趁着四下无人，他
递给谢老师一个红包说：“不好
意思啊，一点意思，谢谢这两年
对孩子的教导，拜拜！”谢老师
迟疑了一下，接过了红包，微微
一笑说：“不好意思。”怕谢老
师反悔，再把红包退回来，高米
欢的爸爸一溜烟儿小跑着出了学
校大门。

接连三天，没啥动静。高米
欢爸爸得意地对高米欢妈妈说：
“看来谢老师不收礼、不吃请的
传言是假的，只不过他善于伪
装，不易被发现而已，谁跟钱有
仇啊？这回他该对咱闺女‘开小
灶’了吧。”

于是，高米欢妈妈就把高米
欢爸爸的话原封不动地说给了另
一名同学家长，另一名同学家长
说给了另一名，另一名说给了另
一名，许多学生家长都知道了，
原来谢老师是收礼的。

那就送吧。谢老师来者不
拒，不过只收现金。这更加印证
了一个事实，官儿不打送礼的，
何况教师乎？学生家长有点头称
是的，有默默认可的，有无可奈
何的，有嗤之以鼻的，但好多家
长都送上了礼金，谁也不甘落
后，唯有郭骁铭的家长例外，因
为郭骁铭不想上大学，打算报完
志愿就出去打工。

终于等到了张榜的那一天，
谢老师班上五分之四的同学都有
大学上，其中就有郭骁铭和高米
欢，都上了一本线，能选择自己
喜欢的大学和专业。

考上了大学，个个喜笑颜
开，高米欢爸爸对高米欢妈妈
说：“咱得请谢老师吃顿饭，想
吃什么吃什么，不差钱儿啊！”
高米欢妈妈说：“我敢打赌，谢
老师肯定不去，因为他从来没吃
过学生家长的一顿饭。”高米欢
爸爸说：“外行了吧，这猫一旦
偷了腥就容易上瘾，这贪官一
旦贪了钱就容易养成习惯，谢
老师也是人嘛，是人就会见钱
眼开的，考试前收了那么多礼
金不就是例子吗？肯定是想开
了，活明白了，不拿白不拿
啊，不过这是周瑜打黄盖，咱愿
意。”

第二天，高米欢的爸爸和妈
妈陪着高米欢到谢老师家里表
达谢意，最后说：“谢老师，
能请您赏光吃顿便饭吗？”谢
老师说：“算了吧，孩子考上
了就高兴，还破费那干什么，
留着当学费吧。”高米欢的爸

爸说：“学费咱有，您就赏光
吧，咱就在旁边的富海饭店，
怎么样？”谢老师说：“还是
算了吧，干嘛要把大把的钱交
给饭店呀。”

高米欢的爸爸心领神会，赶
紧把早就准备好的红包拿了出来
说：“那这样吧，谢老师，这是
我们全家真诚的谢意，请收
下。”谢老师伸手接过，抽出
500元，剩下的退还，丝毫没有
推辞，也没有脸红。

走出谢老师的家门，高米欢
对爸爸妈妈说：“谢老师以前不
是这样的人啊，真丢人。”

其他有孩子考上大学的家长
纷纷效仿，给谢老师送上了500
元的谢意。这倒好，省事。

还有半个月，高中学子就该
陆续到大学报到了，谢老师把全
班同学召集在一起说：“往年这
个时候，我带的毕业班都集体疯
一次， A A 制，今年也不 例
外。”高米欢小声嘀咕：“伪君
子。”

谢老师继续说：“但是今年
有点特殊，希望你们能理解。”
同学们不明所以。“大家都知
道，郭骁铭和金杨梅都考上了大
学，但他们的录取通知书弄
‘丢’了，幸好被我捡到，今
天，我要还给他们，同时，还要
把咱们‘疯一次’的钱送给他们
当礼物，让他们顺利地走进大学
校门，好不好？”

现场一下子静得出奇，突然
又 爆 发 出 了 一 阵 呐 喊 ，
“好！”，紧接着是持续不断的
掌声。

谢老师走到郭骁铭和金杨梅
跟前，先把录取通知书交给他
们，接着递上了早就包好的两
沓人民币，两名同学齐声说：
“ 谢 老 师 ， 这 钱 我 们 不 能
要。”谢老师说：“必须要。
虽然你们把录取通知书压了起
来不准备去报到，但我明白你
们的心思，所以偷着跟你们的
家长把通知书要了出来。这大
学必须去上，这是我们三年的
梦想，现在终于实现了，绝对
不能放弃。这钱是班里同学们
的家长捐的，你俩每人一万二
千元，这是他们的一片心意，
收下吧。”郭骁铭和金杨梅收
下了录取通知书和钱，眼泪开
始在眼眶里打转。

高米欢跑到谢老师跟前小声
哭着说：“谢老师，我错了。”
谢老师说：“我们都没有错。”

谢老师说：“好了，中午
了，我请大家去吃驴肉火烧，每
人两个，不许多吃啊！”

当天晚上，谢老师班里二十
多名同学发微信说这件事情，高
米欢的微信内容是，“我爸爸妈
妈说，谢奉旗老师就是德才兼备
好老师的一面旗帜。”

流年碎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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