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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生活百味

看人间烟火

  中国是一个充满人情的国度。无论是史籍还是民间，流
传着数不尽的感恩故事和报恩名言。我们血管里流动着情谊
的液体，书本中传颂着动人的佳话。稍加梳理，便发现报恩
的心思和方法各有不同。
  你来我往，有多少恩还多少情。邻里之间，朋友之间，
来而不往非礼也。今天你给我一把葱，明天我送你几头蒜。
这次吃饭你买单，下次请客我付钱。礼尚往来，其乐融融。
  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与人处事，讲情究理，宁可
吃亏，不占便宜。战国时，赵国舍人蔺相如因为陪同赵王两
次出使秦国，立下大功，被拜为上卿（宰相），位居一人之
下。不想这事把老将廉颇惹恼了，认为自己出生入死，屡建
奇功，却让耍嘴皮子的蔺相如占了上风。老廉屡次扬言：
“如果我见了蔺相如，非羞辱他一顿不可。”蔺相如闻听此
事，以国家大局为重，尽量不与廉颇正面接触。有一次在路
上，两人的马车走了个对头，蔺相如立即主动退到小巷内，
让廉颇先过。廉颇大为感动，身负荆条，上门下跪请罪，二
人遂冰释前嫌。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是我们最为提倡的。人在困难
的时候，即使受了小小的恩惠，以后也应加倍报答。民国时
期，有个传奇人物叫邓宝珊。1917年初冬，邓宝珊奉孙中山
之命，去陕西进行护法运动。他从河北出发，走了一个多
月，川资用尽，困乏至极，倒在内蒙古毛乌素的大沙漠里睡
着了。恰被一位牧人看见，邀请邓宝珊进了自家的毡包，拿
出最好的饭食招待他。临走时，又给了邓宝珊充足的干粮和
开水。大难不死的邓宝珊，对于此事一直铭刻于心。21年
后，邓宝珊凭着记忆，走了很多沙丘，终于寻访到这位年已
七旬的救命恩人，酬以钱财千元，又加上毛毯及糖茶烟酒等
蒙古族牧人喜爱的食品。
    大小多少，报怨以德。战国时，魏人范雎投到中

大夫须贾门下当差，一次跟随须贾出使齐国。齐襄
王接见须贾时，对他讽刺挖苦，须贾唯唯诺

诺，无言以对。这时范雎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替须贾解了
围。这一番较量，齐王非但没有被惹恼，反而看中了范雎的
雄辩之才，就想把范雎留下任客卿，并赠黄金十斤、牛肉及
美酒等。范雎谢绝。二人回国之后，须贾出于嫉恨之心，不
仅不赞扬范雎的高风亮节，反向相国魏齐诬告范雎私受贿
赂，出卖情报。为此范雎受尽严刑拷打，差点丢了性命。后
来装死逃出，改名张禄，辗转到了秦国，深得赏识和器重，
当了秦国的宰相。有一年，须贾使秦，范雎扮作穷人往见。
适逢大雪，须贾见他冻得直打哆嗦，不知出于怜悯还是同
情，送给范雎一件绨袍御寒；第二天，须贾进见秦相，不想
张禄变成了范睢，吓得要死，惶恐请罪。但范雎因须贾有赠
袍之义，大度地饶恕了他。
  最后还要说到恩将仇报。北燕高云，被人扶持上台坐皇
帝，自知无功而登大位，处事十分谨小慎微。他豢养离班、
桃仁等一批壮汉作为御林军，保护他的人身安全。为了使他
们忠心耿耿，甘愿效力，高云又赏宝物又赐美酒，每月俸禄
多达千万。岂不知，离班、桃仁是两个白眼狼，再大的恩
德、再好的待遇，也改变不了他们的人面兽心。有一天，离
班、桃仁藏着剑，进宫见高云，谎称有要事启奏。趁机拔出
剑来，把高云给杀了。
  在人生的长河中，我们都会遇到几个恩人或贵人。是念
念不忘“何以报恩德”，还是“得鱼而忘筌”？本文所举数
种，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但孰优孰劣，却是一目了然。

  最近，在批改五年级学生的作文，这期的写作主题是“我的
心爱之物”。有的学生写妈妈送的冰墩墩，有的学生写兴趣班
老师送的架子鼓……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宝贝，他们
笔触稚嫩，但字里行间流露的情感是那么真实可爱。
  合上他们的作文本，我不禁想，我的心爱之物是什么？
一时间找不到答案，只因在我的记忆里，有太多数不尽的宝
藏，到底哪一件才是我的心爱之物呢？
  下班回到宿舍，收到母亲发来的图片和语音。我先是点
开图片，映入眼帘的是五彩斑斓的卡片，大小不一的千纸
鹤，还有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星星贴纸……就这一瞬间，我
仿佛看到了那个正低头收集这些物件的小女孩，她眨着眼
睛，脸上溢满了快乐，单是从她身旁路过都能感受到空气中
飘荡的幸福泡泡。之后，我听到母亲说：“大宝，还记得这
个百宝箱吗？今天天气不错，妈妈给你拿出来晒晒太阳
吧。”记得记得，当然记得。这些有意思的小玩意被我放在
房间的各个角落，每次不经意间看到它们，便觉得自己是全
世界最幸福的小女孩。
  这些宝贝承载着我童年的美好记忆，现在看来或许有些
过时，但它们会是我一直珍藏的宝贝。
  其实，越长大越发现，曾经的幸福在那个当下没有感受
到，但当回过头来翻看相机定格的瞬间时，就像在看一场电
影，而电影的主角是你。
  除了百宝箱，占据我手机相册半壁江山的是日夜陪伴我
的棉花娃娃们，它们表情各异，每一位都有自己的名字。蕉
蕉张牙舞爪，像是要拽出一片天地；醒醒眉目含笑，露着兔
牙给我讲睡前故事；小乖眼神朦胧，不知所措地望着眼前的
一切；呆瓜眨着眼睛，仿佛生活的苦难永远打不倒它……我
给它们穿上应季的小衣服、小鞋子，打上腮红，扎上头发，
带它们去上课、去探店、去看我想看的风景、去走我想走的
路……
  我一直认为棉花娃娃存在的意义远大于它们本身，它们
在每个瞬间治愈我，生活中的失落与难过、美好和快乐，我
都会说给我的棉花娃娃听。我看着它们一点点长出生命，也
逐渐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无论是蕉蕉还是醒
醒，无论是小乖还是呆瓜，它们总是趴在我耳边，对我说：
“谢谢你的爱让我们不再只是棉花，谢谢你的爱让我们一点
点长出血肉。”但其实我更想对它们说谢谢，谢谢它们让我
的爱有了一个绝对可靠的归处。尽管我早已成年，回到它们
身边依旧可以是那个无忧无虑的女孩。
  现在，我想我可以回答一开始的问题了。我的心爱之物
是什么？我的心爱之物是每一次不期而遇的温暖。如果可
以，我特别想在此处画上一颗爱心，将此时此刻的温暖传递
给你。愿你幸福，愿你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心爱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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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爱之物
         □李芮

  记得2005年我考上大学时，老爸给我买了一
部手机。那是一款国产商务机，屏幕很大，机身黑
色，侧边塞着一根火柴棍大小的触屏笔，抽出来拉
长，在屏幕上点起来很方便。
  室友喜欢玩我手机里一款叫“魔法寿司”的游戏。打
开游戏，屏幕上就“叮铃叮铃”地落下各式各样的寿司，
用触屏笔交换两个寿司的位置，三个以上同样的寿司相连，
三个寿司就会消失，继而召唤出新的寿司，有点像现在的
“连连看”。有时室友们争着拿我的手机玩游戏，我开玩笑
说：“给你们当游戏机得了。”逗得她们哈哈大笑。
  到了大二，我的手机用腻了，就和老爸换了手机用。老爸的
手机小巧厚重，但拍照功能强大。在那个手机像素普遍很低的年
代，这一点很难得。可惜它的内存很小，最多只能存储十几张照
片，每次拍完照我都要立即传到电脑上，为下次拍照留出储存空
间。那时我正值青春，在小小的镜头前，尽情绽放着自己的美丽，
从来不觉得害羞。每天上课、去食堂的路上，都成了我和室友们摆
拍的地点，用现在的话讲，叫“街拍”。
  那时每个人都给手机设置自己偏爱的铃声。短信铃声一般短小
且欢快，来电铃声一般较长但节奏感强。我把最喜欢的偶像剧主题
曲设置成铃声，尽管手机内存很有限，但铃声永远有属于自己的位
置。那时的手机有好多种模式：室外模式、室内模式、静音模式、
会议模式等。一到下课，我就把手机调成室外模式，只为了来短信
或电话时，手机能够播放我钟爱的铃声。走在校园里，包中手机铃
声响起的那一刻，好像有光芒从包里射出来，照亮了整个世界。
　　有时候我的手机玩腻了，就去借别人的来玩。那时手机的样
式很多：滑盖的、翻盖的，甚至还有旋转的。我最喜欢翻盖手
机，模仿偶像剧里的主角打电话，然后“啪”的一声合上手
机，很酷。那时的手机也能听歌，但耳机都带线。有次上
课，我和室友一起听歌，我不小心扯掉了耳机线，歌声就
外放到了整个课堂。我俩赶紧挽救这“社死”瞬间：我慌
着去抠手机电池，她则急中生智迅速把耳机插回手机，
歌声立即消失了……那场面，至今想起仍心有余悸。
  在那非智能年代，手机像一个紧闭的河蚌，结
结实实地封存着一颗颗“珍珠”。那时的手机只
是人的一个附属品，几天不带也没关系。如
今，手机进入了智能时代，好像人身体上的
一个器官，离开一会儿就没法生
存，创造许多便利的同时，也带
来了许多烦恼。有时，我也会怀
念那个非智能时代，那些离
开 手 机 也 没 关 系 的
日子。

怀念非智能年代
             □郭丹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