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无恩无怨的人嘴
里，会有一个版本的你。
在有利益冲突的人嘴里，
会有一个版本的你。在
三观不一致的人嘴里，会
有另一个版本的你。
《射雕英雄传》中，东

邪黄药师，江湖
各门派对他的看
法各异。即便在
他的弟子梅超风
和陆乘风的心
里，师父的样子
也不一样。但无
论别人怎么说，
在黄蓉眼里，黄
药师只是一个父
亲，一个很疼很
爱她的父亲。
这个父亲，

再正常不过。
因此，人在江湖，假

如别人对你的评价都不
一样。恭喜你，你是一个
正常的人。
如果他们众口一词，

一种可能是，你是大家心
目中的“好人”，真的无可

挑剔；另一种可能是，你
是所有人都讨厌的人，真
的一无是处。
当然了，大家都讨厌

你，也有可能是大家都冤
枉了你。但这种可能性
极小，更大的可能是，你

的言行举止的确
有许多值得反省
的地方。
活成别人眼

中的“好人”，我
希望，是一种自
然而然的发生，
而不是被道德绑
架的，或者自我
道德绑架。否
则，还不如活成
个普通人。
我极欣赏一

个人能很自我地活着，虽
然不至于我行我素，至少
不受什么羁绊和牵制。
在别人那里，关于你，可能
有好多个版本，但总有一
两个版本，闪烁着人性的
光辉和价值，我觉得，一辈
子活成这样，就够了。

不
同
版
本
的
你

马

德

2016年春天，幸运
地得到了一个走进三军
仪仗队的大好机会。当
时，我虽然已经是一个
有着三十多年军龄的老
兵，比仪仗队任何人的
资历都要老，但我却像
一个新兵那样，怀着异
样的心情、别样的感觉，有点
战战兢兢、有点不知所措地
来到北京西四环外的那座神
秘的兵营驻扎。
这一来，前前后后加起

来大约有两个月的时间，几
乎每天都和可爱的仪仗兵
们接触，看资料、做采访，同
一个食堂就餐；耳边久久回
荡着歌声、口令声、脚步声、
军号声；鼻端嗅到的是火热
的、浓郁的、飞扬的、青春的
气息……
两个月下来，我感觉自

己成为仪仗兵的一员，虽然
无法上场，但与他们是心心
相印、血脉相通的。这之
前，虽然我从军多年，但对
仪仗兵的了解，和全国人民
一样，仅限于新闻联播——
天安门广场上，外事活动时
那几十秒的精彩亮相，以及
多少年一次大阅兵的盛大
场面；但是从这之后，不夸
张地说，我已成为全军、乃
至全国作家里面，最了解仪
仗兵的那一个！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编制序列里，陆海空三军仪
仗队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如果说解放军是一部厚重
的历史大书，那么，三军仪
仗队就是这部大书的精美
扉页，在这张扉页上镌刻着

共和国的风采和中华民族
的尊严。毫无疑问，仪仗队
是“国家的门面”、“中国的
名片”。半个多世纪以来，
她与我们国家、军队一同成
长，见证了共和国一个又一
个光辉的历史时刻。

没有隆隆炮火，没有机
声轰鸣，只有枪刺闪闪，只有
脚步咚咚。他们的对面，没
有敌人。他们的“对手”，除
了战友，就是自己。训练场
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万
千次地重复同一个动作——
正步走，向右看。也许单调、
枯燥，但这个动作发出排山
倒海般的气势，让无数中国
人热血奔涌，血脉贲张。他
们的舞台，那么小，就一个操
场；他们的舞台，又是那么
大，从天安门广场这个祖国
的心脏，辐射到世界各地。
他们一抬手，一投足，甚至一
个眼神，都能代表国家形
象。威武之师铸就血色军
魂，他们是中国军队最美的
士兵。他们身上，彰显着永
不服输的精神，一代又一代
仪仗兵，堪称军中骄子，时代
楷模……

2016年的那个春天，确
切地说，在三军仪仗队体验
生活的日子，每一天都能令
我感动，经常眼眶湿润，情不

能已。大队先后几次组织座
谈会为我提供素材，记忆中
采访了数十位杰出的仪仗官
兵。在各个中队，面前的这
些士兵，在我眼里，都是孩
子，他们中的多数，比我女儿
年龄还要小。可是他们吃过
的苦，受过的累，决不是一般
人所能承受的，更是你所想
象不到的。当时我就暗下决
心，一定要写一部对得起他
们的作品，否则良心不安。
采访和体验生活结束之

后，一直到今天，再也没有迈
进仪仗队的大门。那些经过
整理后的采访素材、当时随
手记下的心得体会和感受，
久久沉睡在我的电脑里。中
间几次想动手写作，却又因
为种种原因搁置下了。

2022年春天，终于能够
静下心来构思和写作《仪仗
兵》。仪仗队的历史很漫长，
延安时期就有了雏形，难以
面面俱到，打算撷取最具光
彩的一段，从一九九七年香
港回归写起——香港回归仪
式上中国仪仗兵的精彩亮
相，在主人公李振杰的心中，
播下了当一名仪仗兵的种
子。然后是浓墨重彩地书写
1999年的世纪大阅兵，再到
2009年建国60周年大阅兵，
以及二战胜利七十周年、参

加莫斯科红场阅兵等
海外活动，最后写到
2015年“9?3”大阅兵。
中国仪仗兵，在每一个
历史节点上，给世界留
下一个又一个波澜壮
阔、精彩纷呈的历史画
卷。2014年，仪仗队又

迎来首批女队员，女兵们华
丽亮相，更加使仪仗队的生
活丰富多彩……
写作过程中，我常常想

起一部前些年影响很大的电
视剧《士兵突击》。《士兵突
击》是泥土般的厚实、坚韧，
士兵脸上是泥水和油彩，而
我笔下的仪仗兵，不能苦哈
哈、脏兮兮的，他们干净、纯
粹、纯净、帅气、漂亮、明亮；
礼服一穿，阅兵场上一站，那
眼神，那整齐划一的动作，传
达的是中国士兵最具画面感
的精气神，是汗水浇灌出的
浪漫、洒脱、唯美、凝重、血
性、担当、大气、辉煌。
深入生活是文学创作的

源头活水。这是一个颠扑不
破的真理。
如果没有七年前的那

一次深入生活，肯定不会有
这部《仪仗兵》。只有深入
到生活的底层，多接触地
气，多呼吸新鲜空气，你的
作品也许才会有鲜活的魅
力，就像清晨草木上的露
珠，闪耀着异样的光彩，你
从它身边路过，不经意间目
光便会被它吸引。
能够有机会写作这样

一部独特题材的作品，我要
再一次的感谢伟大生活的
赐予！

感谢生活的赐予
陶 纯

在一些网络娱乐话
题下，常常能见到明星的
粉丝们互相攻讦，指责对
方蓄意挑起论战，俗称
“引战”。网络引战，能为
话题增加热度，由此生发
的网络乱象不胜枚举。
很多网友厌倦了网

络平台上的公共话题，进
而转向了社交媒体的“小
圈子”，或者希望通过利
用平台兴趣推荐的规律，
自造信息茧房，享受平静
的网络生活。
然而，这种方法
真能为网友们
带来宁静吗？
有对小情侣在各自

的手机上刷到了短视频
平台推送的一条关于男
女吵架的趣味视频，然而
当他们对比了各自所见
的评论区内容，却发现：
男性用户评论区里，被推
到最上方的评论，基本都
站在男性视角，对女性在
吵架时的表现冷嘲热讽；
而女性用户评论区最醒
目的评论，则是站在女性
立场，分析吵架原因、反
驳视频观点。也就是说，
在用户点开视频的那一
瞬间，平台已经为用户设
定好了“你想看什么”“你
能看什么”和“你很难看
见什么”。
一堵高墙平地升起，

在一个关于男女吵架的
视频评论区里，为各方提
供不同的“弹药”和支持意
见，以便激发起用户强烈
的情绪，增加观看时长和
留言、点赞的可能性。这
究竟是内容引战、评论引
战，还是平台蓄意营造的
“非战不可”的紧张氛围？

如果拉远镜头、放大
视野，会发现年轻的小情

侣刷到男女吵架短视
频，也是平台精挑细选
的“引战”营销策略的一
部分。单身人群几乎刷
不到此类内容，平台会
推送“催婚”主题内容以
及一些人对“不婚不育”
的批判和谴责类主题内
容；已婚已育的中年夫
妻常常刷到的是一些
“无脑晒娃”和“疯狂鸡
娃”等同样能够引发争
议的主题内容；而老年

人频繁刷到的
则是控诉子女
不孝、弃养虐
待老人等极端

案例，以便引发现实焦
虑和网络声讨浪潮……
“信息茧房”永远不可

能由自己塑造，网络平台
不会免费为用户提供遮风
挡雨的安全空间，而是希
望所有用户都能参与争
论，才能用流量激发流量，
把用户的价值最大化。
目前，想对互联网商

业平台进行统一的管理
和规范，还有很长一段路
要走。每个普通人能做
的，是不断走出信息茧房，
感受现实生活真实的温
度与难得的平静，与他人
充分交流、交换意见、求同
存异、协调步调……你会
发现在现实生活中，没有
人不断“引战”，也没有什
么问题值得疯狂论战。
在这个世界上，有更

好的生活方式和娱乐方
式，只要我们还有暂别网
络的主见与自由，就没有
人能控制我们的头脑和
表达，操纵我们的视野与
观点，压榨我们的态度以
及情感。认识到“引战”
的存在，就迈出了告别混
战的第一步。

远离网络“引战”
阿 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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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咏是宋初名臣，政绩
卓著。据北宋魏泰《东轩笔
录》记载，宋真宗年间，张咏
出任金陵太守。有一次，皇
帝的侍从官范延贵押兵过
境，作短暂停留。其
间，两人有一番闲
谈。张咏问范延贵：
“您一路而来，可曾
见过什么好官？”范
延贵说：“昨天路过
袁州萍乡县，县令张
希颜，虽非旧识，但
知其为好官。”张咏
说：“何以见得？”范
延贵说：“我自入萍
乡县境，见路桥皆修，田地开
垦，野无惰农。至县城，市肆
无赌博，交易不喧争。夜宿
旅店，听更鼓分明。可见治
安良好，老百姓安居乐业。

这自然是善政的结果，作为
地方官的张希颜，应该是位
好官。”
《东轩笔录》的原文如

下：“野无闲田，市无喧争，路
桥 修 葺 ，更 鼓 分
明。”——这就是范
延贵眼里的“善政”，
能成就善政的地方
官，就是好官。
张咏对此非常

认同，而且认为能
识好官者，自己也
是好官。他由此感
叹：“希颜固善矣，
天使（皇帝的使者，

指范延贵）亦好官员也。”不
仅为张希颜鼓掌，更为范延
贵点赞。
于是，张咏“即日同荐于

朝”，张、范二人皆得擢升。

好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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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花儿也叫绣花儿、掇
花儿，是女孩的专有游戏，男
孩不玩。就连爱跟女孩玩的
小伙伴老臭，也没扎过花
儿。 我长大后读到金庸的
小说《笑傲江湖》，里面有个
东方不败精修《葵花宝典》，
武功天下第一，每日里只干
扎花儿这件营生。其中原
因，众所周知，就不说了。
总而言之，女孩玩的游

戏里，别的或许男孩还可以
参与参与，但唯独扎花儿，就
别想碰了。不碰，有两方面
因素，一是自知这个游戏不
属于男孩；二是没有女孩会
让男孩碰她的“花撑子”。你
想，男孩的小手黑得像烧火
棍，一旦碰了女孩扎的花，就
像马三立说的“满完”！所
以，我从小对扎花儿知道的
不多，好在近来从老伴那里
问出了些门道。

据老伴说，绣花儿要有
花撑子（有的地方也叫花绷
子）、花样子、各种彩线、绣花
针、各种颜色的绣花布。花
撑子是内径不同的两个竹圈

严实地合在一起，以便把绣
花布“绷住”。在这之前，先
在布上面“描花样子”。花样
子是画在纸上的“线描”，有
的是从集市上买来的，有的
是照着画上的图案描的，有
的是从别人的花样子“透”
（类似“复制”）来的，平时夹
在书里，用到哪一张，从书里
抽出来铺在绣花布上，用铅
笔描出印迹（也有用蓝靛纸
“复印”的），然后就可以进行
“绣”的程序了。

绣花针有大小好几种，
中空，针头部位有个侧孔。
根据画面花卉花枝、花瓣、叶
子的需要，配以不同颜色的

彩线。花枝用棕色，叶子用
深绿色，花朵则用红、粉、黄、
紫等颜色。绣花儿的范围很
广，可以绣手绢、门帘，也可
以绣枕套。
后来，我又上网搜了

“苏绣”“湘绣”的介绍，严
格地说，刺绣与扎花有很
大区别。虽然网络信息甚
多，也比老伴说得更详细、
更有文采。但我觉得还是
老伴说的有乡土气息，切
合宝坻实际。

扎花儿
老宋同学

闲暇时，我
喜欢到公园散
步，绕着公园里
的人工湖走上
几圈。绕湖而
行，热气腾腾。天气再冷，只
要走上几圈，额头就会冒出
细细的汗珠；心情再冷，只要
看看湖中的游鱼与水鸟，一
颗心便会很快解冻。
这些年，绕湖而行已成

为习惯。春风夏雨秋霜冬
雪，都不能阻挡我雷打不动
的绕湖之旅，纷纷扰扰喧嚣
宁静，都在绕湖而行的路上
与我若即若离。在这条路
上，我摆脱了浮躁与杂乱，战
胜了胆怯与恐惧，变得成熟
稳重了许多。
常常思考，这个湖到底

有什么魔力？让我总在不经

意间来到它的
身边。明明湖
的中心没有岛
屿，为何我望
向湖心的目光

总是盈满而充实？明明湖也
会落满杂物变得混浊，也会
结下厚厚的冰，为何我却感
觉它依然故我从未改变过一
丝一毫？
这些问题在绕湖而行

的过程中似乎找到了答
案，也许根本就不需要答
案。因为，伴随绕湖行走
而来的热气腾腾，已经将
湖水给予一个人的力量与
智慧彰显无遗。这是一个
人从起点走到终点，又从
终点回到起点的过程，画
一个闭合的圆，生命的意
义尽在其中。

绕湖而行
石 兵

星 期 文 库
儿时游戏之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