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饮酒，本是一件俗事，在唐朝却成了一

件必不可少的大事。唐朝诗人爱饮酒，也

爱将自己的喜怒哀乐倾注于酒中。久别重

逢日，他乡遇故知，两情相悦时，金榜题名

后都要呼朋引伴，设宴摆酒，觥筹交错间肆

意纵情，好不欢闹。

“ 古 来 圣 贤 皆 寂 寞 ，惟 有 饮 者 留 其

名。”毫不夸张地说，大部分脍炙人口、流

传千年的唐诗有一半是在酒兴里一气呵成

的。诗能增酒趣，酒亦承其魂。翻开浩如

烟海的唐朝诗集，大事小情里

都裹着美酒的芬芳，就连朝廷

百官游宴之乐，壮士的戍边之

苦，还有那些文人雅士的鸿鹄

之志和家国情怀，以及贬谪之

后偏安一隅的失意与茫然，也

都离不开酒。读罢唐诗，总感

觉千年前的大唐王朝像一杯

微醺的陈酿，甘醇，热烈，让人

思之难忘。

我们很难想象，假如没了酒，唐诗这颗

璀璨的明珠会黯淡成什么样子。在朝堂，天

子宴请群臣，“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

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

假如没了这杯酒，这群少年英雄的侠肝义胆

将无处安放；在凉州，荒芜的大漠，征战的边

陲，没有了“葡萄美酒夜光杯”，大战之前该

如何鼓舞军心？当然也就没有了“醉卧沙场

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悲壮激昂。当

战士凯旋归来，喜极而泣，也不再是“白日放

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如果没了酒，

在重阳登高日，故人邀我至田家，青山郭外

该如何“话桑麻”？在中秋月圆夜，没了酒，

就没有了对月独酌，留下的只有孤独的李

白，茕茕孑立；没了酒，王绩哪里来的“兀然

成一醉，谁知怀抱深”般安慰；没了酒，罗隐

今朝借不来酒，明日也消不了愁，就连为故

人壮行，大概只剩下两个大男人站在夕阳西

下叽叽歪歪的话别，没了酒，没有了离愁，没

有了“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

真挚。没了酒，真的淡了很多情分。

如果说酒是盛唐诗歌走上巅峰的助

力，那么长安，这座千古沧桑帝王都，就是

滋养诗酒文化的温床。长安，街头巷陌灯

火璀璨，胡姬酒肆美人炫目，曲水流觞夜夜

笙歌，是多少文人骚客午夜梦回的天堂啊。

盛唐的长安，有“饮中八仙”。杜甫在

诗中将这八位大神的醉态描绘得淋漓尽

致。贺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

眠”，堂堂礼部侍郎，高级官员，喝酒能喝的

摇摇晃晃，骑马跟乘船似的，一着不慎跌落

井下，干脆哪儿跌倒就在哪儿睡着，这么狂

放不羁古往今来也是没谁了；汝阳王李

饮酒三斗后去朝拜天子，路遇引车买酒的，

馋的当即走不动路了，还自我调侃说：“道

逄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假如真

有酒泉这么好的地方，没准他会抛弃一切

跑去定居，日日把酒言欢醉卧红尘吧！还

有左相李适之，酒量之大，犹如“长鲸吸百

川”；衣袂飘飘的少年郎崔宗之，举觞之神

态宛若玉树临风；长年吃斋礼佛的苏晋，逃

不 过 嗜 酒 宿 命 ，只 能“ 醉 中 往 往 爱 逃 禅 ”

了。也对，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长年

的修行换一回沉醉，岂不快哉！“草圣”张

旭，三杯下肚，在王公面前脱帽露顶现了原

形，笔走龙蛇，挥毫落纸如云烟；相比之下，

布衣客卿焦遂沉稳了太多，五斗酒后依然

卓然而立，高谈雄辩惊四座。

要说这八仙中，最著名的就是李白了。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

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在世人印象

里，李白好像一生都是醉着的，与友相聚，诉

不完的心肠，喝不尽的美酒。美酒之于李

白，如虎添翼，水乳交融，是他创作的催化

剂，更是他心灵的慰藉。“唯愿当歌对酒时，

月光长照金樽里”。李白笔墨一挥，跌落的

是万卷豪情，胸怀一敞，氤氲的是清醇酒

香。文思如涌泉，下笔如有神，仙人也。

李白不仅爱喝酒，还爱组酒局。在数

万首唐诗中，有两首著名的诗就发生在李

白的酒局上。

天宝四年秋，鲁郡东石门外的一个小酒

馆里，有两个人相对而坐，痛饮美酒。这是一

场分别宴，对饮的两个人正是唐代诗坛的两

位泰斗级人物，“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

故事要从相遇开始讲起，李白与杜甫

于上一年秋天初逢于洛阳，彼此一见如故，

便携手登山临水，拜谒各地名士。然而，天

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一年后，杜甫入长安求

取功名，李白置酒送别，并当席写下著名的

《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醉别复几日，登

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

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

手中杯。”这首诗一语成谶，石门分别后二

人天各一方，再无见面。当然，这首诗在李

白的诗歌中并不是广为流传的，但这个酒

局却非常重要，因为没有什么比伯牙子期

的分别更让人惆怅的了。

这里，不得不提李白组

过的另外一场著名酒局了。

天宝十一年，在颍阳山居，李

白和他的两位挚友岑勋和元

丹丘喝了一场痛快酒。李白

在酒局上兴之所至，挥笔写

下了震古烁今的《将进酒》。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

空对月”是何等的纵情肆意；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

还复来”是何等的壮志凌云。“烹羊宰牛且为

乐，会须一饮三百杯。”是何等的潇洒气派。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是何等

的悲哀雄壮。“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

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又是何等的荡气回

肠。这首诗洋洋洒洒 176个字，把李白天纵

之才充分展示出来。这场酒局居功至伟。

没有李白醉酒后的诗兴大发，哪来这喷薄而

出千古绝唱的激情？也是这首醉酒诗，让李

白的诗歌登上了不可企及的浪漫主义的巅

峰。

“长安百花时，风景宜轻薄。无人不沽

酒，何处不闻乐。”盛唐的诗人总是那么率

真豪放，盛唐的诗歌中处处离不开美酒，这

些酒香和诗意在历经岁月的沉淀后，变得

更加醇香，令人“长醉不复醒”！

短 章 三 首
□ 雷国裕

午后

一段时光

茶雾氤氲

一份思绪

袅袅而来

一个身影

或明或暗

斑驳明媚

一棵树

一棵树

在视线之外

不为取悦世人

而繁花摇弋

不为雷电雪雨

而轻枝蔓舞

只为心中的阳光

而倔强生长

只为深情的回眸

而根植岩石

小巷

在小巷的尽头

灯光花一样盛开

或者有风

或者有雨

开窗的声音很特别

像四月的柳絮

缠绵心的街坊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过去“牛饮”一般的喝茶方式已经悄然转

变为细细的“品茗”，成为一种具有仪式感的

日常生活方式。

从“柴米油盐酱醋茶”到“琴棋书画诗酒茶”

的升华过程中，人们除了对于茶叶本身的外观、

品质、功效等等有较高的要求之外，饮茶的茶具

也是越来越讲究了。而在所有的茶器之中，宜

兴紫砂壶堪称是最完美的泡茶之选了。

明代文震享《长物志》中记载：“壶以砂者

为上，盖既不夺香，有无热汤气。”意思是为用

宜兴紫砂泥料原矿制作的茶具最好，不仅不

会遮盖茶叶的香味，还没有熟汤气，能更好地

保持茶叶本来的色、香、味、形，让我们喝到最

纯正的“自然之茶”，这在天下的茶器之中可

谓是独此一份、别无他物。而且紫砂壶用久

了会形成自然而然的包浆，焕发出温润如玉

的幽幽暗光，令人爱不释手。

器物之美，终归于心。宜兴紫砂壶除了

具有实用功能之外，其独特的人文气韵和文化

内涵，是最具有意境之美的茶具了。一块普普

通通的紫砂泥，在紫砂艺人的一招一式之中，

赋予了山川秀美之灵气、鸟语花香之情趣、书

画金石之雅韵，或质朴、或华美、或宏伟、或精

微，常常引起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紫砂

器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托物言志、寓意其

中，在文人雅士的装饰、宣传和推波助澜之下，

使得紫砂壶造型越来越多元、蕴含越来越丰

富，并且成为集装饰、书法、绘画、篆刻等艺术

形式为一体的综合性的艺术品，呈现出独特的

艺术魅力，吸引着更多人关注的目光。

2005 年 12 月 31 日，宜兴紫砂制作技艺

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

录。在坚守中传承、在传承中坚守，一代又一

代的紫砂艺人在师傅、父辈们的言传身教和

心手相传之下，紫砂已经融入他们的血脉之

中、印刻在他们的脑海之间，成为他们养家糊

口、安身立命之根本所在。正是这种发自于

本能和本真的紫砂技艺，在火光土色之间绵

延千年、传承至今。那一把把简约而又繁复、

质朴而又浓烈的紫砂壶里，记录着一段梦幻

酷烈而又绚烂瑰丽的旅程，也记录着关于紫

砂历史的前世今生。

紫 砂 壶 初 谈
□ 雒元元

◇专栏·收藏

顾景舟作品《提璧壶》

◇诗词坊

土屋的后院 几堵矮墙

围起一棵枣树 和许多

风搬不走的杂草

盛夏时 一些大大小小石子

会飞向树枝间的绿叶青枣

枣受伤了 哭红着眼圈

哭作一树深沉的玛瑙

童年也在随着青枣长大

渐渐地 曾经的石子

收拢翅膀 不再飞了

扔石子玩童也离开故乡

彼此站成一抹各自的风景

岁月轮转 离乡人老了

慢慢走不动了

原先那树 仍在挂枣

仍是初时青涩 哭红了眼圈

秋风中挂起一树玛瑙

只是树也老了 还站那里

撒一把儿时的散碎石子

在荒草丛中放牧 石子

极像蚕茧 倾诉着凄凉与孤单

枣树与石子 余晖里

期待着老玩童回归

交付他童年的那一抹青涩

童 年 的 枣 树
□ 吕世豪

他长我三岁，高高的，瘦瘦的，是我哥。

每天放学，威子都让我给他背书包。威

子和我同岁，身材魁梧，班上的同学都有点怕

他。

那天，我身体不舒服，感觉自己的书包都

有千斤重。威子又让我给他背书包。我说，

我背不了。威子扯住我的领口给了我一拳，

还问我，背不背？我说，不背。他又打又这样

问。我眼里噙着泪水，声嘶力竭地嚎着，就不

背。他还要打我。这时，哥赶上来。我以为

来了救星。我说，哥，揍他，我不给他背书包，

他就打我。哥抱住我求威子说，别打了，我给

你背。威子把我哥踹了一脚说，我就让他

背。哥抱住我不放，威子的拳头就在哥的背

上乱溅。哥没有还手，直到威子打累了打够

了走远了，哥才放开我。哥用衣袖要给我擦

眼泪，我摇着头不让他擦。我狠劲推开他边

跑边说，我没有你这样的哥。哥紧跟在后面，

一句话也没说。我不让他跟。他停下来。我

一会儿回头看看，哥还是远远地跟着。

回家后，我在娘的怀里嚎着。娘眼泪汪

汪地骂我们，一窝怂包软蛋，两个都打不过人

家一个，丢不丢人？

那次以后，威子的书包，不是我背，就是

哥背。有时威子还让别的同学背，谁不背就

打谁。他又不自己打，让我打。我说，不敢。

他说，你不打，就打你。我过去在那个同学背

上捅了一下。威子说，不行，哄鬼了，使劲。

我就又过去捅，那同学一躲，摔了我一个马

趴。威子要和那同学干架，哥拉住他说，不用

打了，我背。威子睁圆了两眼说，你背？你能

把他们的书包全背了吗？哥说，能。威子就

让其他人都把书包挂在我哥脖子上肩上，还

说，谁不干就揍谁，其他同学有的就老老实实

挂上，有的不愿意就跑开了。每天放学路上，

同样的故事不知上演了多少回。

威子不光让我们背书包，还让我们孝敬

他。今天谁拿花生米，明天谁拿一包糖，他都

好像早有安排。就是礼拜天干什么，他都有打

算，这回偷杏，下回下沟耍水，都跟着季节走，

流行什么玩什么。都是一般大小的孩子，狗都

嫌的年龄，即使没人怂恿，谁不想呢？所以几

乎是一呼百应。威子不光让我去，每回还让我

把哥叫上。哥有些犹豫，但最后还是答应了。

一日，天地间热得像蒸笼。威子带领我

们十来个浩浩荡荡地去大沟里耍水。大沟里

能耍水的深水区只有一个。我们去时，已有

西村的一帮孩子们在里边耍，我们就在浅水

区或岸边等着。不一会儿，来了东村的一帮

孩子。他们的头儿不知和耍水的头儿说了什

么话，那些耍水的就陆陆续续爬上来穿上衣

服走了。

威子说，轮上我们了，下水。大家正准备

脱光衣服下水。那帮孩子头儿就冲过来说，

小子，你想干啥？威子也不示弱，说，我们先

来的，怎啦？那个头儿一把揪住威子头发就

打，威子还手，人家的七八个孩儿们也上来帮

忙，把威子放倒在沙石上一顿拳打脚踢，最后

那头儿踩着威子的手说，有本事叫你的人也

来打。威子歪着头不住地喊，打呀，快打呀。

可是，我们虽人多，没一个敢上前，身子像被

钉在原地，动弹不得。

只听一声“住手”。是哥，手里拿着块石

头站在那伙孩子面前。那伙孩子松开威子，

疯野似的要扑向我哥。“别过来，放我们走”，

话音刚落，哥把手里的石头拍向自己脑门，殷

红的血很快就从他的鬓角淌下来。出人命

了，不知谁喊了一声，那伙人一哄而散。我们

的人才七手八脚扶起威子，轮流背着我哥去

村赤脚医生家里包扎。这回，威子说了句人

话，哥的包扎费他全出，还说，以后再也不用

别人给他背书包了。

回家后，娘见哥头上缠着纱布，问怎回

事？我说，哥自个拍的。娘说，闲得没事找

死？我说，哥是替威子拍的。娘说，威子不是

时常欺负你们，让人打了不是更好？哥说，我

爸什么时候能不给威子爹打工了？娘说，这

和你爹打工有一毛钱的关系？哥说，我怕威

子受了气，他爹克扣我爸的工钱。

哥的这句话，让我和娘顿时泪流满面。

◇小说轩

哥
□ 张明亮

石州城西，山峦绵延；山峦之中，古寺藏

焉。

山曰乌崖，寺号安国。方圆数百里，山

体皆黄土，黄土皆裸露，独此山，突兀起一

峰，巨石层叠，松柏森森，峰曰莲花。莲花峰

下，安国寺巍然安卧。时值四月，我徜徉寺

中，恰逢一树桃花盛开。有诗云：人间四月

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而此山、此寺、此

株桃花，却不待芳菲尽，它就已经开得繁茂

无比。

寺中佛殿，坐南朝北，走进殿门，迎面三

尊大佛，过去佛、未来佛、现在佛，慈眉善目，

法像庄严。合掌礼敬，得片刻宁静。两侧十

八罗汉，坐卧立起，喜怒哀乐，各具神态，人

世间无尽红尘，尽在此处。大佛罗汉，均为

今人所塑，手笔略微稚嫩，然有佛光加持，更

有众生香火熏染，便生出三分神韵。墙上壁

画，甚有年岁，虽经时光冲刷，色泽黯然，然

画者之虔诚，若隐若现，无尽时光，依旧遮掩

不住。细细数来，共 124 副，俱为半米见方，

工笔彩绘，画的是释迦成佛，普度众生。

出佛殿，殿门左右数十块碑刻次第排

列，择其若干读之。知此寺始建于唐，昌平

公主筑铜楼，供奉佛牙二枚；清代廉吏于成

龙在此读书六载；寺后有安国寨，乃北宋王

公佐称王时所建。读罢碑文，抬头望天，觉

岁月悠悠，苍狗白云。

漫步寺中，见一阁楼，缓步而上，阁楼左

右墙壁相距不及五米，墙壁上有墨迹，不知

道何年何月何人所书；墨迹斑驳，亦不能分

辨何字何意，只觉笔意飞腾，不受束缚。阁

楼中间却是刚塑好的土地公和两童子泥胎，

尚未着色，眉目宛然。

从寺旁门出去，有小径通后山，两侧花开

无数。后山怀抱之中，似有屋舍亭台掩映其

中，又有水声潺潺入耳。心喜，紧走数步，随山

径一转，见旧门洞，横亘路中，古朴破败。门额

是一块大青石，上镌三个大字，隐约见是“ 云

谷”。穿洞而过，豁然开朗。见一小石桥，杂草

丛生，石块摇摇欲坠，桥下水流微微，数步之

外，有石砌水池，水深约一米，清可见底，石缝

中有泉水缓缓涌出，池底碎石一层，水中若干

鱼虾。有入世的，有出世的。入世的是小虾，

侧身飞掠，恰如侠客江湖仗剑，快意恩仇；出世

的是小鱼，呆立悬浮，正是老僧石壁入定，悟尽

来去。仰头见石壁上三间石屋，并青石铺就的

台阶，依山势蜿蜒通往；又见有白云生于壁顶，

伸爪展身，仿佛玉龙出行。

沿石径，独行。忽然无路，却有一砖塔

兀立眼前。塔基处有方圆四寸之小洞，凑近

向内望去，黑不见底，有阴凉之气扑来，不知

是何人欲盗塔而挖。塔身上，密密麻麻都是

游人所刻“到此一游”之类，新痕掩旧痕，重

重复叠叠。抚塔迎风，望望天边变换无形的

云，想说点什么，却张口无言。低头，发现脚

边枯草中生出两片绿草，高不过寸，相距不

过半寸，一模一样，相对而向，默然挺立，风

吹不动半丝半毫，共同分享着同样的阳光。

安国寺安国寺
□□ 李牧李牧

◇行万里路

“豆腐得下肉价钱”是我们当地

的一句土语，无所谓褒贬。日常说这

个话的时候，往往带有对一些小事情

的三分调侃、七分豁达，事后想起，十

分有趣。

讲两个“豆腐得下肉价钱”的小

故事。去年初冬的一个清晨，我来到

了平常买豆腐、豆腐干的摊点上。同

往常一样，我对小女娃说：来，两块钱

的。我把钱递给了小女娃，旁边的男

娃给我拿过称好的一小袋豆腐干。

这时，女娃把找的钱递给我。我一看

是48元钱。我说：小姑娘，找多了，

我给了你10块钱。小女娃说：不对，

你给了我50元钱。我说：不对，是给

了你10块钱。这时，男娃指着三轮

车上的钱匣子说：对，你看这个10块

和那个50块就挨着放着，她可能看

错了。小女娃愣在那里不语。

我几乎每天在这个菜市场上

逛，每每看到这些小摊主起早贪黑，

顶炎热冒严寒做点小生意，真是深受

感动。更何况现在还是严冬季节，气

温在零下6、7度，做这点豆腐干生意

实属不易。加之那小女娃也知道我

经常买她的东西，应该是很脸熟。于

是，我坚持把40元退给了她，抽身拿

起那一小包豆腐干就往回走。

刚走了没多久，我突然想起昨

晚打车去参加一个饭局，下车时，兜

里没零钱，便掏出一张100元递给师

傅，师傅找了我一张50、四张10元，

还有一张5元。我忙取出兜里的钱，

一看傻眼了：那张50元的票子没有

了，四张 10 元的还在。我恍然大

悟。转身看着那小女娃和小男娃的

摊点，我想返回去找他们，可这腿怎

么也迈不出去，我看到那小女娃和小

男娃穿的厚厚的棉大衣，脑袋包在大

衣上的帽子里，脚冻得在地上来回跺

着。我想，算了吧，看他们怪可怜的

样子，这一三轮车豆腐干全卖了也没

几个钱，又是这么冷的天。或许他们

刚才心里很乐了一会儿，庆幸今天这

一出门，便捡了个大幸福。就让他们

在这寒冷的冬天里暖和暖和吧。

第二个故事。我的一位好哥们

特喜欢喝“五粮春”，有次在酒席中对

我说：下周抽个礼拜天咱们到省城吃

海鲜吧，我请海鲜，你出“五粮春”。

我想，在省城吃海鲜多贵啊，几瓶“五

粮春”算什么。于是，便爽快地说，

行。

吃海鲜的前一天，我买了一件

“五粮春”，放到后备厢。第二天，我

们如约来到省城。我哥们在前面带

路，我尾随在后。一路经过几个大的

海鲜酒楼，车子都没有停靠的意思。

又走了很远很远，左拐右拐进了一个

小胡同，终于在一个小门脸的饭店门

口停下来。我以为他要问路，也就没

下车，我那哥们笑着对我说：下车吧，

到了。这时，店里出来一位南方小老

板，笑着对我哥儿们说：来了，哥，里

边请。

进了小店一看，冷藏架上摆了

不少冰鲜的鱼、边上几个小盆里还盛

了一些蛏子、螺丝等小海鲜，也有几

样新鲜蔬菜。我恍然大悟，原来这也

叫海鲜馆呀。我说：咱们就吃这海

鲜？我那哥们笑眯眯地对我说：不要

看这门脸小，这可是地道的浙江人开

的，味道很地道、很纯正。那天，我哥

们带了两桌人，开始上菜时，哥儿们

对我说“五粮春”带了吗？我说：带

了。那天，整整两桌人都是我那哥们

的朋友，就我一个外人。结账时，我

听那小老板说：每桌 350元，共 700

元。吃完饭出门上车时，我那哥们对

我说：怎么样，不错吧。下次还是我

请饭，你出酒。在回来的路上，我一

想：呔，这事整的。我纯粹一傻冒。

人家两桌饭才花了700块钱，我一件

酒就用去一千多元，还落的个人家请

我吃了海鲜。

瞧瞧，这就是“豆腐得下肉价

钱”。不过，人生不就是个“舍得”的

过程吗。有钱难买我乐意，失去的只

是几枚银子，得到的，是情义、是朋

友、是乐趣。

“ 豆 腐 得 下 肉 价 钱 ”
□ 李 峰

◇专栏·茶余酒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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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走进机关大院时，遇上一

个新闻同行老相识。朋友顺口问我：

“到了新单位怎么样啊？”问题不算复

杂，但我竟不能脱口而出作答。说好

吧，好在哪里，说不好吧，有什么不

好，甘苦自知，一言难尽。略微迷瞪

了几秒钟，我调侃般地挤出两个字

“还行”，接着补充“这是临摹孩子们

的说法啊”。

朋友回答说：“我们家的也是，

咱和人家问话常常给你两个字‘还

行’。”两人不禁感叹：看来我们到了

一个流行“还行”的时代。

我之所以熟练地用“还行”作

答，因为出门时和女儿对话，得到的

回答就是“还行”。女儿肚子疼，爱

人用偏方给她治疗，晚上十点我回

家时超市专门买了药食同源的红

糖，回去后冲好让她喝了几口。今

早我特地问她感觉效果怎样了，她

说“还行”。当即，我就大有感触地

想，青少年一代老是喜欢说“还行”，

看来“还行”值得琢磨一番。

与孩子们一路陪伴成长的路

上，我得到过无数个“还行”的回答。

这次考试怎么样？还行。到

底是好是坏讳莫如深。

和老师同学们相处怎么样？

还行。到底行不行不得而知。

自我感觉心情舒畅不舒畅？

还行。到底行不行不便追问。

学校伙食怎样？好不好？还

行。到底行不行想也没法想。

如此等等。大同小异。

与亲朋好友交流，他们也有明

显体验，就是孩子们一而再再而三

地“还行”，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

脑。凡是关涉自我的事，“还行”会

成为万能答案，“还行”中固然有德

胜之时的谦虚，有不好意思的张扬，

但占多数成分的是勉为其难的强

求、不愿面对的掩饰，当然也有不便

交流的抱怨情绪。于是，总而言之，

笼而统之，一言以蔽之。让交流一

下到了边际，让谈话匆匆谢幕。

听得多了，自然增加了些识断

经验，干脆利落的“还行”表示“比较

好”，平平淡淡的“还行”约等于“很

一般”，勉勉强强的“也还行”大致是

“糟糕”。

作为长辈一方，最先意识到的

是，怎么能够这样？以“还行”草草

回答，包括了不够尊重、不够坦诚、

不够亲情等诸多内容，让人失落失

望，不免黯然伤神，甚至心生抱怨和

不满。

深入细究，流行“还行”，为什么

会是这样？的确引人深思。固然，

当今青少年一代生活在了物质极大

丰富时代，吃的五花八门、玩的天花

乱坠、看得眼花缭乱，但孩子们从出

生前就被专职“学生化”了。在胎教

中孕育，在零岁方案中出生，婴幼儿

时被教书识字。幼儿园争取上名

园，小学中学争取上重点，校内上

学、校外补课，不管能学不能学、乐

学不乐学，以爱的名义千方百计地

把五花八门的知识灌输、再灌输，目

标大学是争取“G9”“双一流”。家

长们关心的，除了学还是学，不说学

没说的，孩子们除了面对学很难面

对新鲜内容。从学的形式到学的形

式，从学的内容到学的内容，单一容

易枯燥，重复容易乏味，灌输容易生

厌，强制容易苦闷，被定制的高压生

活状态中，他们高度认可了一个词

“还行”。

如此说来，“还行”在青少年当

中大行其道并不偶然，应付敷衍、调

侃戏谑仅是其外表，其里则多是重压

下的不便言说、不愿多说。久而久

之，极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也不利

于家长与孩子的和谐。

我这样想，假如家长和社会能

把青少年一半的“还行”分了说、分

着用，孩子们减负了，家长充实了，

生活也便增多了和谐。

这样理解“还行”还行吗？或

许是，也还行。

﹃﹃
还
行
还
行
﹄﹄

□
雒
晓
利

◇含英咀华

大唐盛世大唐盛世 诗酒年华诗酒年华
□ 梁晓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