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闹深处是清寂 
方雪梅 

一切热闹的东西，看深了久了，芯子里却是清寂。 

比如，烂漫的春，必将是落花流水春去也；繁盛的夏，也终将是秋水长空

雁过无痕，落得个大地一片白茫茫真干净！ 

儿时，因为家住影剧院，便比旁人多了些观影看戏的机会。每有戏剧演出，

父亲必在靠近舞台的位子让我坐好。多的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戏，并不十

分懂得，只是痴痴地看着。印象最深的，是当年表姐主演淮剧《孟丽君》。一出

场，便是满台香风细细，水袖长长，飘过来，闪过去，屡屡拂过我的面颊。至

今记得面颊的那一小块，像被第一缕爱恋的目光吻着，紧张，甜蜜，散发出温

热迷人的气息。 

表姐亮出天生的好嗓子，唱：“古道西风愁断肠，我真像无舵的船儿遇险滩。”

伤痛，不屈，清泪溢出妩媚的眼!表姐不像寻常的演员，以袖遮面，侧过身去“咿

—咿—哦—哦”一番，表示啼哭。她真哭，以致毁损了妆容。而我，也看得痴

了，且莫名地忧伤，晓得不同于往日没有得到糖果的忧伤。 

此时，表姐不再是表姐，她从戏文里摇曳而出，是活色生香的孟丽君，千

般愁思，万般怨恨，胸腹间满是正气凛然。终于，眼见得她女扮男装得了头名

状元，眼见得她官居丞相为父母昭雪了冤情，眼见得她恢复女儿身嫁予了有情

郎，好一番锣鼓铿锵，好一片欢天喜地！于是，观众在唏嘘中满意而去。 

剧场灯亮，曲终人散。 

工作人员开始打扫此间人们留下的垃圾。安静的锣鼓家伙，安静的满场座

椅，不安静的孟丽君还原为安静的表姐，在后台狭小的空间，幽幽卸去妆容。 

台上的繁华终究短暂，而台下的清寂才是永恒。 

前不久，看《红楼梦》。一群俏丽的丫头，在园中欢天喜地淘制胭脂膏子。

“胭脂膏子”，这四个字，单念一念，便觉齿颊芬芳，似有无边的香艳从文字中

浮漾出来，由不得人就醉了。其实，这样热烈的东西，不过是衬托了后面无边

岁月的荒凉——再热闹的青春，终究是风流散去，花落人亡两不知。 

明白了，人生便觉松快许多。 

前些天整理旧物，翻出了一幅蜡染壁挂，不知何时从哪个古镇淘得。是丁

绍光旖旎的西双版纳女子，妖娆风情的面庞，婀娜修长的身姿，绚丽奇特的饰

物，在幽蓝的背景上酽酽地发光。若是十年前，说不定就做了披肩，出去小小

地招摇一番。如今，却随手将它搭在了一块玻璃桌面上，让它受着每日必落的

灰尘和水杯不时泼出的水渍，不再有内心的纠缠。 



抬眼看，电视里正播张柏芝的一条广告，是关于奶粉的。一身素净的她，

面貌姣好。只因经历了些世事，便懂得可以含着泪微笑，也可以笑着流泪。这

个被时光淬砺过的女子，慢慢地伸出手去。那一头，是男孩娇小的身躯，也是

一个母亲生命的全部。在这母子相拥的盛情里，滤去了男女之间爱与恨的纠缠，

留存的是人世间的细碎平常，单纯的温暖，老棉袄一般的质朴。 

时间在交给一个人阅历的同时，在热闹的背后，必然顺手赋予她沧桑。而

在沧桑里泡过的女子，走出爱情童话的繁花似锦，又带出了一份从容与淡然。

像童年脱手而去的一串彩色气球，在遥远的天际，飘啊飘啊，飘啊飘啊，无声

而斑斓…… 

 

 

 

 

 

婆婆，我最爱的女人 
清茶 

 有这样一个女人，她只上过两年学，除了在生产队干过活，基本上就是全职

主妇。但她却赢得了周围所有人的肯定、喜爱和尊敬，包括我。 

 她是我的婆婆，我最爱的女人。初见时，我只觉得她是个和善本分的农村妇

女。后来，她伺候我坐月子，把我和儿子养得白白胖胖的，自己则一个月瘦了十

斤。并且，在此期间，一直都是开开心心，没有一句话抱怨累的。感动之下，我

出月后第一次逛街，就给她买了一只金戒指。从小是苦孩子的婆婆十分感动，可

我的感激，又岂是这个戒指所能表达的？ 

 儿子哺乳期间，一直是婆婆跟我们住在一起带。当时并没有请保姆一说，我

上班也忙，我们俩口子带确实忙不过来。记得我经常说：哎呀，累死了，还要三

天才放假呢！但婆婆是这样表达的：还有三天你就放假了，到时都在家，就轻松

舒服多了。我从那时就明白了，什么叫乐观的思维模式。 

 儿子断奶后到上幼儿园前，一直都是在乡下老家由婆婆带着。每周我回去，

总看见一个忙忙碌碌、快快乐乐的奶奶，带着一个强壮、干净、可爱至极的宝贝

孙子。当时家里还有自留地，经常看见婆婆挎着一大篮蔬菜什么的回来，儿子一

见她就用小腿跨上去要抱，她乐得闭不上嘴地蹲下来把孙子和菜都揽在一起。儿

子被公婆带得好极了，他们是很宠爱儿子，但也会因势利导。我当时对儿子很严

厉，想想是年轻没耐心，现在觉醒了，可时光又如何再来一遍呢？ 

 后来，我要在职读研，公公尚未退休，婆婆一个人进城来跟我们住。从一开



始什么都不会到上菜场买菜，到后来家里日常用品采购全包。婆婆洗衣烧饭、打

扫卫生，什么都做了！我顺利完成了学业，评上了职称。老公的事业蒸蒸日上。

儿子顺利成长为一个阳光大男孩。这一切，婆婆的功劳比天都大！在一起这么多

年，我们亲如母女。而且，从来听不见婆婆说一句负面的话，对儿子、媳妇、孙

子如此，对其他人同样也如此，有些亲戚对她说话气势压人，都不见她生气介意，

还是一如既往地好好待他们。我给她买一些吃的、用的、穿的，她都很喜欢，还

对别人说我们的好！婆婆和我们相互都一直说好，传到对方耳朵里都是好的，不

断正反馈，所以事实上也越来越好！儿子如今上大学了，偶尔还要跟奶奶发发嗲，

又高又大的儿子把又瘦又小的婆婆搂在胳肢窝下，两个人脸上都笑得开满了花一

样，婆婆离儿子的肩膀还差一段呢。看见这美好的一幕，我的心里满是生活的甜

蜜！ 

 婆婆得糖尿病十余年，是她医生最模范的病人。医生和我们的嘱咐，她都能

严格执行，不能吃的绝不吃。所以，她的指标控制得很好，瘦下来后身体比以前

更好了，让我们很放心。我知道，她是要管好自己，不给儿女添乱！ 

 如今，我自己进入中年，逐渐更好地认识了自己，认识了人生，知道自身的

品质，以及能为家人和周围人带来的正效应，远比形形色色的所谓成功，要重要

得多！对婆婆的认同，已从感性的感激，转化为理性的认知。 

 婆婆没什么文化，不会讲大道理。她对别人从不管头管脚，但把自己能做的

都做了，从不麻烦别人，好的东西总想着别人，从不贪小便宜。难能可贵的是，

从不说人一句不好，对任何人都很好。结果是，最终大家都是很敬服她的。她身

体力行着一句哲言：想好的、说好的、得好的！亲爱的婆婆，这一切都是你应得

该得的！ 

 身教重于言教，从她身上，我看到了勤劳、善良、无私、宽厚、豁达、乐观、

知足、骨气和自制。我希望能够不断完善自我，早日成为像她那样的女人！ 

 

 

 

 

 

 

 

 

 

 



[好书推荐] 

   《相约星期二》：直面生命 
   “一个老人，一个年轻人和一堂人生

课”。这是写在《相约星期二》封面上的

一句话。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年逾七旬

的社会心理学教授莫里在一九九四年罹

患肌萎缩性侧索硬化，一年以后与世长

辞。作为莫里早年的得意门生，作者米

奇·阿尔博姆在老教授缠绵病榻的十四周

里，每周二都上门与他相伴，聆听他最后

的教诲，并在他死后将老师的醒世箴言缀

珠成链，冠名《相约星期二》。 

  米奇.阿尔博姆是美国著名专栏

作冢、电台主持人、电视评论员，此外还

是活跃的慈善活动家。对于他而言，与恩

师“相约星期二”的经历不啻为一个重

新审视自己、重读人生必修课的机会。这

门人生课震撼着作者，也感动了整个世界。《相约星期二》在全美各大图书畅

排行榜上停留四年之久，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三十一种文字，全球累计 量超

过一千一百万册，成为近年来图书出版业的奇迹。  

     在这十四个星期二里，莫里和米奇聊到了人生的许多组成部分，例如如何

面对他人，如何面对爱，如何面对恐惧，如何面对家庭，以及感情及婚姻，金钱

与文化，衰老与死亡，最后一堂课便是莫里老人的葬礼。假设生命中只剩下健康

的一天，莫里教授将如何度过？莫里是这样设想的：“早晨起床，进行晨练，吃

一顿可口的，有甜面包卷和茶的早餐。然后去游泳，请朋友们共进午餐，我一次

只请一两个，于是我们可以谈他们的家庭，谈他们的问题，谈彼此的友情。然后

我会去公园散步，看看自然的色彩，看看美丽小鸟，尽情地享受久违的大自然。

晚上，我们一起去饭店享用上好的意大利面食，也可能是鸭子——我喜欢吃鸭子

——剩下的时间就用来跳舞。我会跟所有的人跳，直到跳得精疲力竭。然后回家，

美美地睡上一个好觉。”然而对他来说，再也不会有这样一天了。莫里告诉每个

人，不要忽视生命中那些寻常的幸福，只要诚心诚意地度过，生命中的每一天都

是完美的一天。 

     莫里老人认为，人类的文化教育造成了一种错误的惯性，它不鼓励人们思

考真正的大问题，而是吸引人们关注一大堆实利琐事。上学，考试、就业，升迁、



赚钱、结婚、贷款、抵押、买车、买房、装修……层层叠叠，一切都是为了活下

去，而且，总是企图按照世俗的标准活得像样一些，大家似乎已经很不习惯在这

样的思维惯性中后退一步，审视一下自己，问：难道这就是我一生所需要的一切？

莫里老人认为这是美国教育文化的主要弊病。其实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人没有

理由沾沾自喜，觉得弊病比他们轻。莫里老人临终前的一段话道出了生命的主旨：

“我当然在受罪。但给予他人，能使我感到自己还活着。汽车和房子不能给你这

种感觉，镜子里照出的模样也不能给你这种感觉，只有当我奉献出了时间，当我

使那些悲伤的人重又露出笑颜，我才感到我仍像以前一样健康。” 

     学者余秋雨为《相约星期二》中文版写了序言。他写道：“现在，他（莫里）

己在这个碑文下休息，却把课堂留下了。课堂越变越大，眼看已经延伸到我们中

国来了。我写这篇文章，是站在课堂门口，先向中国的听课者们招呼几声。课，

每人自己慢慢去听。” 

 

 

 

 

 

 

即将消失的村庄 
                                            江南文学社    陆璐 

老家要拆了，我决定回去看看。 

村子里现在仍旧是土路，曲折且泥泞不堪。但我已经不知道走了多少遍了。

我每走几步路就得甩甩脚上的泥，大大小小的小水塘藏着各种各样我从小看见至

今仍然叫不上名的虫子，活泼欢快。路两旁的油菜花黄灿灿的一片，一直连接到

远方，在路的尽头消失。 

走出泥土路，还是那片桃花林，有的桃树有一人合抱粗，有的却是才种上的，

还没长开芽。这是有规矩的，我们这个村子，但凡有人出生，就必定要在村前种

上一株桃树，叫做本命树。我走进桃林，桃花漫天纷飞，打着旋飘在地上，落在

池塘里。我走过一棵又一棵桃树，就像拜访了一位又一位的老者。一片桃花林就

是煌煌一大本家谱啊！ 

走了许久，终于找到了属于我的那棵桃树。它已经长得很好了，粉红色的花

瓣带着浓郁的清香缓缓而落。在诸多的桃树中，这是极普通的一棵，但对于我来

说，它却是我的兄弟。爸爸说，我出生时呼吸困难，抢救了三天，就在医生准备

放弃抢救的时候，我的桃树突然开始长了，妈妈便笃信我能活下来，央求医生再



救我，最后才能救活了我。村里人都说，是本命树救了我。在我的桃树的树根下

面，埋着一坛酒，是我出生时候，爷爷用桃花酿的，然后亲手埋下去的，说是等

我考上大学了，再拿出来喝。 

我躺在树干上，在沁人的花香里，不知道睡了多久。我梦到了我的发小，小

时候做的游戏，在河里游泳，和爷爷一起去摘莲蓬……安稳的桃树，安稳的风，

好久没睡过这样安稳的觉了。 

时间已经不早了，我终于和我的桃树告别。后面就是我的村子了。我用手轻

轻地抚摸着一座座老房子粗糙的墙面，像是我抚摸爷爷的脸的感觉。这些老房子

虽然不再坚实，但是这是远游在外的游子们的寄托啊，只要故乡在，游子们便不

会感到孤独，就会有希望，就会有继续奋斗下去的动力。 

走了不多久，太阳已然西斜了。我看见前面不知道有多少树龄的老槐树下，

一群老人在那聊天，他们看见我，都热情地打招呼：“大祥回来啦！”，“大祥，来

二奶家吃龙虾，今天你二爷爷……”……都是真诚的灿烂的笑，咧开了嘴，不再

有多少牙。我就蹲在他们的旁边，和他们说话，一一回答他们的问题，聊的都是

平常的小事，老人们在讨论自己什么时候死，从容淡定，像是看透人生一般，倒

是我，听他们这么说，差点流出眼泪来。 

很快回到我爷爷奶奶家了，我看见我家的烟囱上飘起的炊烟，就知道是奶奶

为我烧好吃的菜了。进了大门，我看见爷爷正坐在门槛上，抽 3块钱一包的烟，

眯着眼望向大门，看见我回来了，赶忙叫我的名字，以至于被烟呛到了，咳嗽得

脸通红。我连忙赶上去，为爷爷敲敲背，顺顺气。我看见门前的桌子上，有我爱

吃的桃花饼，桃花糕，当年我爷爷就是以这些手艺“拐”来了我奶奶，每次说到

这爷爷就一副得意的样子。桌子底下还有一坛酒，仔细去看，泥封上有我的生日，

看来是埋在桃树下的那坛酒！ 

奶奶今天烧了好多好吃的，全是我爱吃的。奶奶喜欢看我们吃她做的菜。爷

爷起开了那坛酒，瞬间酒香四溢，桃花酒是不醉人的，然而爷爷也仅仅只让我喝

一碗，爷爷说，他把酒刨出来只是因为要拆迁了，要把这酒挪个地方，再埋起来，

等我娶老婆了再拿出来。我看出来，爷爷奶奶并不想离开这里。 

在我家前面有一条河，现在正是杨柳依依的时候，河的两边有不少人在钓鱼。

一群孩子在旁边捣乱，用石块打水漂，惊得鱼儿四散奔逃，气得钓鱼的人大骂。

吃完饭，爷爷收拾了一下就下船了，我也去。爷爷在后面划，而我爬在船中间的

船帮上玩水。 

船已经离开村子好远了，爷爷慢悠悠的划着船，唱着古老优美的船歌，高亢

的调子惊起水鸟一片。 

我回过头，看着村庄慢慢远去，最终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