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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不怕鬼、不信邪的坚

强女人

柏先生不敢细看房顶
上的情况，心里突突乱跳，
转头进了屋：“哎呀！房上
有动静。”见丈夫似乎没了
出门时的胆魄，齐秀萍下了
床，抄起头巾包住头，“我出
去瞧瞧”。

走出房门，齐秀萍站在
当院儿，抬头细看，果然瞧
见房上有不少穿制服的人，
准确地说，那些人是站在与
自家仅有一墙之隔的邻家
屋顶上。不一会儿，又见手
电筒的光柱一束一束来回
晃动，隐约还能听到零星的

对话。
突然，两个身影来到

西厢房的房顶上。齐秀萍
一下子就认出其中一个是
常玉科。她立刻明白了：
房顶上有警察为群众站岗
值更！

常所长拿着手电筒，正
检查院内情况，正好光柱罩
在了仰脸观瞧的齐秀萍身
上——这样一个并没有经
过战火考验的女子，在反动
谣言制造出的恐怖气氛中
坦然现身，的确有点儿不同
凡响。看得出，这是一个头
脑清醒、不怕鬼不信邪的坚
强女人。

常玉科这样想着，不禁
愣了神，光柱也一直照着齐
秀萍。齐秀萍被照得有些不
好意思，她朝上挥挥手，抽身
离开光柱，来到东屋窗前，隔
着窗台对着里面小声叫：“常
娘，睡了吗？您儿子在房上
站岗呢！”
“都好几天了。”里面传

来常娘平静的声音，“柏太
太，踏实睡吧！有玉科他们
在，放心吧！”

胡爷和胡奶奶也应该是
听到了动静，先后走出来，往
房上观瞧着。

“哎呀，还有扛着大枪的
呢！”“是啊。这回放心了，妖
鬼怕神煞。”

胡奶奶问：“看见咱们玉
科没有？”
“刚才还看见来着。”齐

秀萍抬头又找。
胡爷埋怨老伴儿：“瞧

你问的，这些不都是玉科的
兵吗？还非得看见他？玉
科也不能总站在自家门口
儿啊！”

胡奶奶如释重负道：“阿
弥陀佛……”

转天的傍晚，柏先生兴
冲冲地骑车回家，他的车把
上夹着一张折叠的报纸，车
把下吊着一只纸灯笼，发出
暗淡的黄光。

刚到院门口儿，正遇上
胡爷从门里走出来。

胡爷跟柏先生寒暄着：
“哟，是柏先生啊，您这是出
去了？”
“我找着事由儿啦，今

儿是头一天。”柏先生很
兴奋。

胡爷也乐了：“是吗？您
大喜啊！”

柏先生发自内心地美：
“同喜！同喜！胡爷，您这
是上哪啊？”

三叔初中毕
业后，一直在乡政
府打杂，属于编外
聘用人员，工资并
不高。乡政府里
有个大礼堂，是全乡大型会
议、庆典以及放电影、唱地方
戏等活动的举办场所。

三叔的工作职责之一就
是把大礼堂打扫干净。大礼
堂很高，也很大，有上百排座
位。活动一结束，主灯就会
全关掉，只剩下几盏光很微
弱的副灯。三叔睁大着眼
睛，就着那微弱的灯光，一排

排地清理地下的
垃圾。到了实在
看不清的角落，
他还会拿出口袋
里的手电筒，照

着亮扫。
有年春节，我帮他一起

打扫大礼堂。我问他：“这
椅子下面漆黑一片，也没人
看得见，您干吗要扫得这么
认真啊？”三叔抬起头，说了
一句我至今都忘不了的话：
“我把地扫干净，不是为给
人看，而是要对得起发给我
的工资。”

对得起
尚九华

伏天炎热，大自然开启烧烤
和蒸煮模式。人无处可逃，动不
动就大汗淋漓，实在够无奈的，哪
里还有风雅可言？其实，风雅是
一种生活态度，与周遭环境无关，
只与自己的心境有关。

提到风雅，我首先想到的是
《浮生六记》中的芸娘，那个把凡
俗生活过得诗意盎然的女子。她
在炎夏时节妙手制香茶，书中写
道：“夏月荷花初开时，晚含而晓
放。芸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置
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
香韵尤绝。”这可真算得上风雅至极了，芸娘晚上把
一小撮茶叶放到荷花的花心，一夜熏染荷花之香，早
上再把染有花香的茶叶取出来，用泉水烹茶。伏天
如果能喝到这样一杯茶，无论天多热，心中都是清雅
安宁的。

我想象着，芸娘不仅制作荷香茶，还会优雅地赏
荷。赏荷亦是一桩雅事。伏天荷开正盛，那接天莲
叶、映日荷花美得让人心惊。荷花为夏天代言，在伏
天的烈日下灼灼而开。头顶烈日，足陷污泥，荷花却
丝毫不受影响，卓然独立在无穷碧叶之上，永远都是
那么淡然美好的样子。荷花万朵，十里荷香，炎夏营
造这样优美的意境，算是对人们的一种补偿吧，毕竟
炎热够折磨人的。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
妖，优雅高洁，其气质与芸娘浑然一体。

炎热伏天，别说亲自烹煮荷香茶、观赏荷花了，
单单是读书读到这样的片段，都会觉得无限风雅。
恬淡自然的芸娘，就像从书中款款走来，轻拂衣袖，
自然而风雅，诗意而浪漫，她能够把平淡的日子过得
充满生趣。

这样说来，其实伏天无需刻意营造风雅，安静地
读本好书就可能获得清凉。书，是风雅的源头。伏
天各地都有晒书的习俗，有书可晒也是一件风雅之
事。《世说新语》中记载：“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
卧。人问其故，答曰：我晒书。”说的是东晋名士郝隆
在伏天袒胸露腹晒在太阳底下，要晒晒肚子里的学
问，这就是“袒腹晒书”的故事。这个故事俗中有雅，
雅中有俗，十分有趣。伏天阳光最强烈，此时晒晒
书，也晒晒旧物，如同翻阅过去的光阴一般，让陈旧
的物有了阳光的气息，日子也有了光彩。

炎夏有诗意，伏天也风雅。伏天可以静坐窗前
听风，可以安居室内读书，可以轻轻拨动琴弦，可以
细细品味清茶……世事种种，皆可风雅。

伏天寻一份风雅，便可得一份清凉。人生在世，
留一份安宁给自己。无论伏天多么煎熬，无论俗世
多么喧嚣，只要你怀有风雅的情怀，就能拥有一生的
淡然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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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娲造
人是中国神
话 故 事 之
一。传说天
地 开 辟 之
初，世界上
并没有人类，于是女娲用黄
土和水仿照自己的样子捏出
了一个个小泥人。后来她觉
得这样捏人的速度太慢，于
是用一根藤条沾满泥浆用力

一甩，点点
泥浆洒在地
上，都变成
了人。

于是有
网友开玩笑

调侃说，那些长得好看的人
属于女娲精心捏造的泥人的
后代，相貌普通的自己只不
过是女娲捏人捏累了之后随
手甩的泥点子。

●网络新词语

女娲甩的泥点子
孟冰洁

活成个吃货还是很可
爱的。

当然了，这首先得有一
副吃货的肠胃。一个人，肠
胃不行，吃货的生涯也就宣
告结束了。我有一个朋友，
肠胃就不行，出去旅游，非但
吃不了辣的，喝不了凉的，而
且时时需上厕所。

还有一友人，去西安，别
人吃一份biangbiang面就够
了，他要三份，辣子放得足够
吓人，把服务员都惊呆了。
大海碗吃起来，样子风起云
涌。他说，这个状态还不对，
如果让他圪蹴（方言，蹲）着，
可以再吃一碗。问及原因，
他说圪蹴着，肠胃在最舒服
的位置上，下饭。

你说，这得多海量的胃。
不怕凉，不怕辣，不怕

酸，不怕甜，够刺激才够味
儿。真正的吃货是不讲求中
庸的，因为中庸温吞，淡寡，
没有出路。当然了，大胃王
更能体现吃的畅意饕餮，作
为一个俗人，肉身的幸福，在
这一刻差不多到了极致。有
多少钱不重要，能吃能喝，吃
嘛嘛香才重要。这种感受，
只有当你吃不进去的时候，
才会真切。

古代文人中很多会吃
的，苏东坡就是一例。被贬
黄州，自创“东坡肉”；被贬惠

州，巧吃“羊蝎子”；被贬儋
州，又发现生蚝最好吃。美
食实在是对抗人生烦恼的利
器。俗话说，有什么大不了
的，睡一觉就过去了。有什
么大不了的，吃一顿好吃的
就过去了。不是网上曾流行
过“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
决不了的”嘛。我认为，这实
在是一种人生智慧。一顿饭
不会改变什么，但给自己一
个台阶下，学会安抚自己，与
自己和解，与命运和解，与世
界和解，这还真不是谁都能

做到的。
吃 货 的 视 野 是 全 球

的。他们不拘于把本地的
美食吃精吃细，还要把全世
界的美食尽收胃中。一位
远方的朋友，号称旅行家，
全国能走的地方都走遍了，
世界好多地方他也都去
过。私下里，他跟我说，去
各地游览名胜古迹固然重
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把各
地的美食吃遍，美酒喝够。
这我信，他大学即将毕业的
那一年，穷游祖国的大好山
川，除了坐绿皮火车花了点
钱，能步行的地方绝不搭
车，为此，鞋子都走破了好
几双，他也因此结交了一批
与他一样的“驴友”，还把深
藏在街巷里的美食都吃了
个遍。

吃货本色
马 德

安·比尔斯说：“学识是使读书的人得以出人头地的一
种无知。”

牛博士说：“哈哈哈，的确如此。不老少聪明人认为，读
了几本杂书就能出人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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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书店

赤峰道58号，这里的五
岔路口是天津和平路商业街
的起点，也是原法租界梨栈
地区的中心所在。1936年9
月，在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下，
“天津知识书店”在这座建筑
的一个临街铺面开业。

知识书店销售、发行宣
传共产党团结抗战的主张和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书刊，开
业不到一年，就被日本特务机
关盯上。1937年七七事变爆
发，日本特务机关照会法租界
工部局，要查抄知识书店并抓
捕相关人员。“日本人要查知
识书店的时候，在法国工部局
的地下党员就提前通知了咱
们的地下党，然后又通知了吴
砚农（书店创办人之一）和书
店的几个同学，当时租了车，
一夜就把书都搬光了，把家具
也都搬光了，等（转天）早晨，
日本特务来抓的时候，一看人
去楼空。”中共和平区委党校
党史研究科科长史煜涵说。

1937年7月28日清晨，
日军的飞机一面轰炸南开大
学，一面飞到租界上空投撒传
单，街上的中国人不去看传
单，却围在知识书店门前看停
业告示，上面的最后一句话

是：“别矣诸君，望珍重！”
20世纪三四十年代，

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
在天津产生了广泛的影
响，这种“左翼”文化的标
志性艺术，吸引了许多进
步青年的目光，其中就有
当时年仅18岁的杨大辛。

杨大辛的作品大多以
表现劳动人民的苦难境遇
为主题，其中一张木刻作品
记录了1945年12月，他在
当年天津的辽北路20号、北
安桥下坡开办的一家书店
的故事。“当时我就想开一
个书店，找了几个中学同学，
大家集资，就开办了这个知
识书店。实际上在1936年
天津有个知识书店，是地下
党开办的，所以我办了知识
书店以后，年纪大的人就以
为当年的知识书店又恢复
了。当时知识书店卖解放
区出的书，在天津就这一
家，追求进步的青年都到
知识书店来买书。”时任天
津知识书店经理杨大辛说。

1946年6月，知识书店
开业仅半年，国民党挑起全
面内战，国内政治形势发生
急剧变化，对新闻出版界的
钳制也逐步升级。

解放战争期间，知
识书店作为地下党的联
络站，不仅卖书，还经常
掩护往来天津执行任务
的同志。

1949年1月15日天
津解放，知识书店搬迁至
和平路新址继续营业，为
后来天津出版事业的发
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二
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
年代，党领导下的这两座
知识书店，不仅传播了知
识，还传播了革命思想，
就像黑夜里的一把火炬，
为这座城市带来了即将
重生的光明和希望。

老人散步，
看到路边大树和
树下一块石头，
停了下来。忽
然 想 ：对 树 来
说，世界是宁静的，这颗石头
也是。但对人来说，世界是
喧嚣的，烦恼不少。

两相对照，
他发现：心中的
波涛，多是人为
制 造 ，心 灵 激
荡，源自想要的

太多。假如需求精简如树如
石呢？老人忽然感受到了宁
静：生活原来如此美好！

寻找宁静
东山银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