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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人间烟火

  甜是一种不可控的感觉。
  吃糖会尝到甜的感觉，因为人吃甜食时，会激活大脑中
的多巴胺神经元，让大脑兴奋，产生愉悦和快乐。
  我因事愁眉不展，同事察觉到我阴郁的情绪后走了过
来，递给我一颗糖，说：“吃完会开心哦。”说罢调皮地眨
了一下眼睛。她洞察到了我心里的不快，又无从安慰，只好
默默地送我一颗糖。一颗糖在唇齿间洇出了甜，甜继而蔓延
周身，心情也随之舒畅。
  吃糖可轻而易举地获得甜，可因食物得来的甜短暂易
逝，吃多了齁甜黏腻，儿童更易导致龋齿，成人还可能引发
糖尿病。但是，谁又能抗拒它呢？甜眨着无辜又美好的眼
睛，引诱着没有自制力的人吃上一口又一口……
  小孩子喜欢吃甜食是天性。女儿因为爱吃甜食，嘴里龋
齿日渐增多，疼痛难耐嚎啕大哭，只好求助牙医。牙医说需
要拔牙，当女儿看到繁杂的拔牙工具时，吓得直呼再也不吃
糖了。一日，我打扫卫生时拉开沙发，发现满地被剪刀剪过
的糖纸，问女儿是不是她吃的。女儿狡辩说是老鼠弄的，我
以去看牙医吓唬她，让她老实交待并保证再也不吃糖了。
  当我们爱着一个人或者被人爱着的时候，心底会生出甜
的感觉，继而衍生出幸福和喜悦之感。此时的甜蜜不是一种
滋味，而是一种情感上的愉悦。我们幸福温暖之时，也会把
这种情绪传染给他人。朋友的一个微笑、情侣间的一句问候
都让人从心底生出甜蜜。
  甜这种感觉往往和幸福密不可分，即便是在寒冷的冬
季，看着这个字，嘴角也会不自觉地上扬，从心底织出一件
幸福温暖的衣服，将寒冷拒之门外。漫步冬日街头，人们大
都疏离又漠然地瑟缩前行，一对小情侣紧握着十指悠然且恬
淡，笑闹间他们的周身氤氲着甜蜜的气息。我与他们擦肩而
过，恍惚间甜蜜之气如阳光般照拂着我。
  我有一个好友叫甜甜，人如其名，一颦一笑恬淡美好。
估计当初她的父母给她取这个名字时，一定是沉浸在喜得爱
女的甜蜜里，也希望女儿将来的人生如名字一样是一趟甜蜜
之旅。她大概从儿时便浸染在这个甜蜜的名字里，与她相处
时常有一种甜蜜愉悦之感。
  在这薄凉的尘世间，苦涩是生活的常态，食物得来的甜
容易，心灵泛出的甜却难得。但偶尔的甜蜜可解生活之苦。
当然了，糖食过多即为齁，甜若过甚即为腻，适当戒甜也是
必要之事，浅尝辄止即可。

朋友买了几本新书，让我过去欣
赏欣赏。买书，阅读，是我们俩的共

同爱好。
 我如约而至，开门瞬间，发现朋友满脸怒

容，剑眉直竖。
  “怎么了？谁又惹你生气了？”我问。
  “唉，你说我怎么就生了那么笨的一个女儿？
迟早要被气出高血压来。”朋友说。
  她的女儿——— 燕燕，今年八岁，刚上一年级，
正伏在茶几上做数学练习册，脸憋得通红，眼角挂
着两滴清泪，手握着自动铅笔，却一直杵着，没有
写一个字。
  我探身问：“燕燕，会做吗？”“哇！”我的
话像一根炮引线触到了孩子的痛点，她号啕大哭起
来。我把孩子搂进怀里，慢慢安抚道：“别哭，别
哭，咱慢慢来。”
  不料，孩子却一下站得笔直，挺起胸膛对着朋
友说：“妈妈，你教我时要温柔一点，你一吼我脑
子就断线，什么都不会了。你慢慢地教我，我不就
慢慢地学会了吗？你总拿倩倩跟我比，倩倩脑子
快，我脑子就是慢，所以你要一点一点地教，我才
能会呀！”朋友的脸色缓和了很多，她无声地望着
孩子，眼里是疼爱又是恨铁不成钢的着急。
  孩子勇敢地道出了自己的心声，勇敢地承认了
自己脑子慢的缺点，并勇敢地抗议妈妈把自己与
“别人家的孩子”比较。她还在无意间提出了一个
人们多年来一直讨论的话题——— 因材施教。对于倩
倩那样脑子转得快的孩子来说，辅导快一点，要求
高一点，督促勤一点，是好事。但对于反应慢的孩
子，我们要更加耐心，多鼓励少贬低，多引导少

指责。
  燕燕的一席话让我想起
了前段时间发生的另一件事。邻
居小李要去参加同学聚会，她邀请
我陪她去商场买了一身新衣服，还去理
发店做了个时髦的新发型。忙完这一切，
正好赶上学校放学，我们匆匆忙忙去接她儿
子。学校门口很拥堵，上千个孩子就有上千个
家长，有的是年轻的爸爸妈妈，有的是头发花白
的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当然还有路过的行人和
车……在这挨挨挤挤的人堆里找到一个人，那可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一般家长出门前就和孩子约好了
接的位置，比如某一根电线杆下、某某书店的门
口。小李担心地对我说：“今天出门匆忙，没跟儿
子约定地点，我又换了行头，估计孩子要找不到我
了。”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小男孩径直跑出来，穿过
茫茫人海热切地投入到妈妈的怀抱。小李好奇地
问：“儿子，这么多人，你怎么一下子就找到妈妈
了？”小男孩抬起头，自信地说：“妈妈，你今天
真漂亮，像一道光，我一眼就看见你了，你以后也
要这样漂漂亮亮的哦。”看来，不仅仅是父母希望
儿女成为他们的骄傲，孩子也希望父母是自己眼里
最亮的那颗星，互相照耀，成为彼此生命中那道不
可磨灭的光。
  让我们学会倾听孩子的声音，从他们的真言真
语中汲取智慧与力量。同时，也让我们在成年人的
世界里，勇敢地表达内心的需求与感受，用真诚与
善良去温暖彼此的心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这
个复杂的世界中找到真正的幸福与安宁。

浅尝辄止甜滋味
            □范振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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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灯面面观
       □孙贵颂

  以前，路灯的形象比较高贵。
  一般的穷乡僻壤，没有条件安装路灯。我小时候家家户户都点煤
油灯，连电灯都没见过，更别提路灯。夜里外出，屋外漆黑一团，走
在土石结合的村路上，踩到狗屎，陷进泥水，甚或被石头绊倒，是常
有的事。夏天到了，孩子们喜欢去树上寻找知了，但连个手电筒也没
有，黑灯瞎火，只好用手在树上摸，所以我们称为“摸知了”。
  后来，村里有了电，家家户户安上了电灯，村里的主要路口还竖
起了电线杆，装了路灯。但农村的路灯，跟城市没法比。城市的路
灯，都是先把路修好了，然后在路边铺电线、埋电线杆，安装上锃光
瓦亮的灯泡，在路上行走，如同白昼。农村的路灯，数量少，布局
稀，亮度低，聊胜于无。即使这样，老百姓也喜欢得不得了。
  路灯是由电线杆加电灯组成，它是城市形象与马路的组成部分。
也因此，大家都对它偏爱有加，或注重实用，或注重美观，或二者兼
顾。游客初来乍到，望灯而知城市之一斑。如我所在的潍坊，1987年4
月，被确定为“世界风筝都”并成为国际风筝联合会总部的所在地。
因此，在城市的设计与建设中，特别彰显风筝的符号，除每年举办国
际风筝会外，还修建了风筝广场，就连路灯也突出风筝元素。尤其是
贯穿城区南北的轴线北海路，长达数十公里，是一条重要的景观大
道。建设者煞费苦心，将路灯的灯管勾勒成蝴蝶风筝的造型。夜幕降
临之时，站在路旁放眼望去，两条红色灯带划过天际，如梦似幻。走
近一看，一只只红色的蝴蝶点缀在空中，展翅欲飞，别有一番韵味。
凡到过此地的人，无一不对这条马路和路灯造型拍手叫好。
  去年与小弟去西北自驾游。路上留意所经过的城市，发现每一座
城市都对路灯倾注了心思，匠心独具，颇见功夫。
  鄂尔多斯是一个极具民族风情的旅游城市，这座城市的美观、洁
净和现代，与任何一座东部城市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路灯的
设计也注入了当地民族特色。灯管部分，是一张弓的造型，而电线杆
则如一支支长箭。远远望去，立刻会让人联想起勇士弯弓搭箭的飒爽
英姿。
  甘肃省敦煌市是丝绸之路的枢纽，以“石窟”“壁画”闻名天
下。我们游览了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和汉长城边陲玉门关和阳关。一
路上，我们被那颇具特色的神女飞天路灯深深吸引。每一根电线杆
上，两位神女呈相背姿势，手中各提一盏硕大的莲花灯，不知疲倦地
为路人照明。神女的下面有红红的中国结作衬托，华丽美观，巧夺天
工。这样的路灯就是这座城市的写照。
  然而，也有对路灯毫不讲究的国家。
  曾去北欧一游。北欧比较富有，幸福指数在全球名列前茅。但那
里所安装的路灯看上去土得掉渣，十分寒碜。在城市里面，连根电线
杆都没有，就是扯根电线，中间拧个灯泡，把电线直接钉到两旁的墙
上。到了郊区，路旁没有房子可以利用，就竖起一根根树干，那树干
甚至连树皮也不剥，就那么很原始地矗立在那里，扯上电线、安上灯
泡，照明效果半点不差。透过这最为简单、朴素的路灯，可以看出北
欧人不倡华丽、注重实用的作风。
  也许，没有特色就是最大的特色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