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百一十四、使诡计想

“拿乏龙”

后来的这个小山被摔
后，并没有显出恼羞成怒，而
是慢慢起身，没想到，起到一
半时，他半蹲半站突然偷袭
白浩然下盘。

白浩然艺高人胆大，故
意让对方抱住一腿，借其矮
身前冲之势，一手摁其脖颈，
一手掀其小腿，旋身一转，将
其掀了个跟头。

这小子就势翻身趴在台
上，屁股拱了三拱要起来，但
脖颈被白浩然摁着了，起不
来，只能趴着。

台下的武笑生乐了，没
想到跤坛大侠白浩然还会用
这样的“损招”。他在台下又
大发议论：“刚才那个小山，一

亮相就‘砸夯’，现在这个小
山，好像多了一招，不光‘砸
夯’，还会鲶鱼翻身，真哏！”

又是半分钟，白浩然才
松手让对方爬起来，轻蔑地
说：“你不是要和我公平竞
争，赌个三跤两胜吗？你已
经输了两跤，我知道你们从
来不讲信义，只要你还想摔，
我就陪你玩到底！”

看过白浩然摔跤的人，
都没见过他如此“傲慢”，但众
人明白，白浩然今天的对手不
是来自跤场的中国跤手。他
蔑视的对手，是侵略者。

这个小山和刚才那彪形
大汉套路一致，不再说话，而是
抢手拌绊儿，连踢带摔，胡来！

好一个白浩然，大展雄
风，一接招就让对方趴下。
这个小山也很听话，叫他躺
下就躺下，让他打滚儿就打
滚儿，须臾之间被摔了十几
个跟头，摔得他呲牙咧嘴，已
有心要跳下擂台，溜之乎也。

想溜，没门儿！大汉刚
靠近台口，白浩然就把他拉
了回来，立腿的“勾子”、横腿
的“别子”，接着让小山倒在
擂台当中，寒碜他。

最后，前后上台的两个
彪形大汉，都躺在台上不起

来了。
白浩然解开褡裢——凉

快凉快，然后重新系好，等着
下一个日方跤手上台。

台下的张一杰咳嗽一
声，用眼神和白爷对话：体力
如何？要不要我来换你？白
浩然微微点头——我还行。

又一个日本跤手登上了
擂台。

这人来到白浩然对面，
也是深深一躬，用不大娴熟的
汉语说：“本人小山一郎，我们
日本，同名同姓的人多，不要
见怪。”此人两眼贼亮，显示了
内外兼修的深厚功底。

白浩然暗暗点头，明白
真正的对手来了。

二人交上手，三个回合
下来，白浩然觉出对方进退
有序，刚柔相济，是一等一的
高手。

白浩然的身手也让小山
一郎大大吃惊，本以为对方
已摔两场，他上来就能“拿乏
龙”，可人家毫无倦态，发招
快似闪电，撤招虚无缥缈。
最让他吃惊的是，自己举手
投足，发绊施招，全在人家掌
控之中。有人说中国高手会
“听”绊儿，面前这人就验证
了这一点，想赢他，难！

二、爱泼斯坦

上世纪初，英租界的湖
北路59号，“英国文法学校”
创办于此。这座以培养绅士
著称的校园内，奔跑在操场
上的满是金发碧眼的外国学
子，跟随流亡的父母由波兰
辗转来到中国天津的爱泼斯
坦便是其中一个。

1920年，五岁的爱泼斯
坦跟随父母来到天津。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耳闻
着卢沟桥开战的炮声，目击了
天津市被日军狂轰乱炸，爱泼
斯坦在天津居住了二十年的
父母，不愿意生活在日本侵略
者的统治下，决意离开天津前
往美国。“他说我不跟你们走，
我在这里要看看日本人怎么
滚蛋的。”爱泼斯坦遗孀黄浣
碧说。随后，他加入了美国合
众社，奔走在硝烟弥漫的抗日
最前线。

国务院原副总理黄华夫
人何理良介绍：“在这个时
期，很多人都看到了埃德加·
斯诺写的《西行漫记》，都希
望到延安访问。这个时候，
驻重庆的记者组成了一个中
外记者团到了延安，毛主席
亲自接见了他们，他们在延
安到处参观访问。”

作为中外记者团成
员，爱泼斯坦在延安看到
了一个让他兴奋不已，完
全不同的年轻中国。在此
期间，为了让世界听到延
安的声音，新华社英文广
播部成立。在延安的窑洞
里，用手摇发电机向世界
发出的第一条英文新闻稿
便是请爱泼斯坦改写并定
稿的。毛主席的智慧与胆
略让爱泼斯坦敬佩不已。

历时四个多月的访
问，爱泼斯坦发表了大量
新闻通讯，他计划将这些
通讯集辑成书。然而，抗
战后期，国共关系急剧紧
张，因为积极报道抗日敌
后根据地的情况，爱泼斯
坦迎来了职业生涯最暗淡
的时刻，甚至不得不因此
离开中国。

爱泼斯坦与当时的妻
子邱茉莉被迫离开中国到
纽约定居。新中国成立
后，宋庆龄向他们发出了
回到中国的邀请。爱泼斯
坦于1957年正式加入中
国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

在新中国新闻人才和
外语人才双重紧缺的情形

下，从《毛泽东选集》《邓
小平文选》等重要著作
的英文稿审定，到改革
开放对外招商画册、展
品说明书的编译，爱泼
斯坦承担起诸多的外宣
和编译工作。在见证中
国日新月异发展的过程
中，他相继完成了《从鸦
片战争到解放》《西藏的
转变》等著作。往往，白
天处理完杂志社的繁杂
工作，晚上回到家，新的
工作便开始了。

2019年，爱泼斯坦
获得新中国“最美奋斗
者”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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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腊月，就开始忙年了。
上世纪50年代初，我家每年的年
货都交给表哥去办。记得那年我
刚十岁，因表哥学校里有事，母亲
便交给我去办年货。买年货要去
娘娘宫，母亲怕我忘了，还专门列
了个清单，包括年画、剪纸、喜花、
烟花爆竹、干果等。

来到娘娘宫，人山人海，我刚走进宫南大街入
口，就被街西的一家古旧书店吸引住了。我有个习
惯，见到书店和书铺必定进去，这次也没例外。书店
的书架上，满满地摆放着各种线装书，古香古色，看
得我眼花缭乱。我小心翼翼地浏览着，在书架的第
三层，我看上了一套光绪年出版的《康熙字典》，书店
老板见我爱不释手，惊讶地问：“你喜欢？”我点了点
头。老板知道我想买，摸着我的头笑了。尽管我身
上带的钱还差了点，他竟破例卖给了我。

我兴奋极了，如同得了宝贝。离开书店后，我才
想起要办年货的事，心中不免有些惊慌。可事到如
今，只能硬着头皮回家，等着挨批了。

因为没钱坐车，我走了近一个小时才回到家。
我低着头把事情经过如实告诉母亲，然后立在一旁，
等待她的训斥。没想到，母亲拿过书，问我：“你看得
懂？”我点点头，然后又摇摇头，母亲见状便笑了。我
见母亲一脸的平和，自己悬着的心也落了下来。母
亲又从钱包里拿出钱，数了数，分成两份，嘱咐我：
“这一份是买年货的钱，不能买别的；另一份是买书
的钱，你可再买一两本自己喜欢的书，就当是提前给
你的压岁钱了。”我高兴地接过钱，深深给母亲鞠了
一躬，转身奔出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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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玩小石头。如今
真是方便，不用天南海北地
四处去寻找了，在网上就可
以淘石头。网上有许多卖石
头的店家，大多是拍卖的形
式，截拍时间一到，出价最高
者得之——有点刺激，但也
有些小小的烦心。比如，有
些人一时冲动出价出高了，
或事后看看石头又不喜欢
了，就不由得要反悔，于是便
不付款了，或者拍得之后还
要退货。因此，有的卖石头
的就在拍卖时严正声明：凡
是中拍又不付款的，一律拉
黑。虽然拍卖的都是些小品
石，许多石头的拍得价也就
几十块钱，但拍了又不要，这
也就是违约和失信了，不怪
人家卖石头的要发狠的。

老实交代，我也有过拍

了石头不付款的。也是几十
块钱的小石头，晚上出的价，
中拍了，第二天再看看石头，
却不怎么喜欢了。规定的付
款时间是两天，这两天心里
一直在纠结——付款吧，这
块石头确实已不喜欢；不付
吧，又失信于人家卖石头
的。这纠结就好像在心里有
两个角色在争斗：一个君子，
一个小人，君子要付款，小人
不想付，一会儿是小人占了
上风，一会儿是君子占了上
风，最后却还是小人赢了。

我这心里的君子小人，原来
也和世上的君子小人一样，
都是小人厉害，君子都不是
小人的对手。不付款之后，
纠结是没有了，但心里依旧
不安，想到这是自己耍赖了，
就颇觉难为情。虽然是在网
上，买卖双方彼此看不到，心
里却还是有那种不好意思见
人家卖家的感觉。

已经过去好长一段时间
了，今天把这事写出来，是忽
然觉得有点可笑。笑什么
呢？拍了石头又不付款，在

网上本是常有的事，何况又
不过是几十块钱的小石头，
我却又是纠结，又是不安，又
是难为情，可见我这个人，好
人固然肯定是做不了的，但
多坏的坏人怕也做不了——
你想想，这么一点事儿，心上
就过意不去，还能做出什么
多坏的坏事来呢？

所以，这应该也不算我
自己表扬自己吧。我原就是
一个庸人，好人坏人都没有
本事做——做好人要道德高
尚，做坏人是良心泯灭，我好
像两头都不够。一块小石头
都能让自己心里有这样一番
折磨，可见小小一颗良心还
在的。

我因此也就有了一点感
慨：做人做事，就怕自己心上
过不去。

我庸人也
孙香我

“找个男人嫁了吧”源自
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新
闻女王》，是男上司劝女下属
的一句台词。剧中男上司的
台词，看似好像在关心女下
属的终身大事，但潜台词为：
女下属不适合职场，只适合

当家庭主妇。这句话一方面
否认了女下属的工作能力，
另一方面也否认了对方的事
业心。网友们认为，这句话
充满了对一心追求事业的女
性的嘲讽，堪称职场女性的
“破防语录”。

●网络新词语

找个男人嫁了吧
袁婉婉

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开大会，唱大戏，
都要挂汽灯。它烧的
是煤油，所以也属于
煤油灯，只因为不同
的燃烧方式，它成了
油灯当中最亮的灯。

●桐荫墨趣

汽 灯
李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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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初，印刷
精美的挂历开始在社会上流
行，它将人们的视野从巴掌
大小的月份牌上解放。

那时，我70多岁的姥姥
还健在，老人最喜欢的就是
挂历上的明星照，那些名噪
一时的演员，像刘
晓庆、潘虹等，她根
本看不够。即便过
了月份翻了页，她
仍要时不时翻回来
看一看。当一年的
时光结束，她会把
印有明星照的挂历
细心保存起来。我
儿子开学发了新
书，想跟她要一张
包书皮，哭了好几
次鼻子也没要出来。

受到追捧的挂历，是什
么时候被冷落的呢？我觉得
是2000年以后。由于生活
富裕了，许多人家都改善了
住房条件，搬进了新楼房，谁
家都舍不得往墙上砸钉子。
钉子不在，挂历焉存？

不过，老年人对陪伴自
己大半生的物件总会心心
念念，因此各种轻型、微型
且精致的日历、台历、挂历
仍然存在于生活中。有个
朋友知道我对挂历情有独
钟，每年都送我两本。2018

年，他将一本32开
如书状的日历交
到我手中。我细
细翻看，这哪是日
历，除了呈现的日
期外，更包括唐诗
宋词、名言警句、
谜语谚语、生活妙
招，阅读下来，就
是一本不折不扣
的百科全书。

及至今年，开
本已升级到8开，内容繁复
更是无以复加。不仅如此，
每页还印有一段抒情散文。
逐日读来，只觉鱼龙混杂。
猜度编者与商家是为了迎合
各类人群，然而这样一来却
如同乱炖，总让人有些倒了
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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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受邀做
个讲座，进会场时
看见参会女学员
中有好几位都带
着孩子，看上去从
四 五 岁 到 七 八 岁 的 样
子。上前交流，才知没有
人帮忙照顾孩子，只能自
己带着。
“跟孩子在一起，怎

么都不觉得累，顺便还能
让孩子体验一下妈妈的
工作——大人都在努力
工作，孩子自然也要好好
学习。”其中有位妈妈满
目疼爱地瞅着孩子，抚着
小家伙的发梢，智慧又乐
观地对我说。

那一刻，我感
到有些心虚，觉得
自己准备得远远
不够：给孩子温情
与给妈妈们素养

与知识同样重要，我却
没有为孩子们准备什
么。应该再带点小玩具
或小零食，对辛苦疲惫
的妈妈与被迫跟妈妈奔
走的孩子，都是慰藉。

那次讲座是我最心
虚的一次，面对陪在妈
妈身边心不在焉的孩
子，我的出现对他们是
纯粹的折磨。此后外出
讲座，我都会带点小玩
意，期待美好的遇见。

心 虚
静 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