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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哥 □张雪芹
昆滇
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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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家住在老福照街（今五
一路）与光华街交汇处的一条小街兴
隆街。几兄妹皆就读于小街上的中华
小学（原中华职教社），这里曾留下童
年中的种种趣事，让人回味无穷。

那时，每天下午放学，学校门口的
零食摊前总是吸引着很多学生，买不
买都是一种乐趣。“鸡蛋、鸡蛋、红鸡
蛋，两百块（两分钱）一摸，摸个红鸡
蛋，要是摸不着，还有两颗落松糖”。
在小贩颇有诱惑力的顺口溜感召下，
孩子们抢着递上两分钱纸币。眼光齐
刷刷地盯住那个装着鸡蛋的白布袋。
精明的小贩一边接过那些早已揉得发
皱的纸币，一边在大多数孩子从白布
袋中摸出一枚白鸡蛋而失望的目光
中，讪笑着递上两颗糖。一拨孩子来
了、走了，又拥来一拨。孩子们总是不
甘心，谁都不愿意无功而返。但是除
了失望，更多的是无奈。他们围在白
布袋面前，久久不愿离去。

这时，被我四弟哭着找来的二哥，
气势汹汹地拨开人群，拎起白布袋，一
下子把所有鸡蛋抓了出来。众人傻眼
了，这袋里的鸡蛋，竟然全是白鸡蛋，

没有一个红鸡蛋。小贩的脸色顿时变
了，赶忙从旁边一个袋子里抓来两个
红鸡蛋，跟白鸡蛋一起放在袋子里，讪
笑着让所有的人重新来过。孩子们大
呼小叫，炸开了锅，他们把糖丢回去，
争先恐后抓鸡蛋。终于，不少人带着
满足，拿着红鸡蛋离去了。小贩的脸
一会红，一会白，再也不敢作假。

这就是我的二哥，一个天不怕地
不怕，在学校出了名的闹包将。当时
我家家境贫寒，从来没有零花钱，但
二哥从来不缺零食吃。他常常帮低
年级的小同学在小摊上赢得食品，得
到别人的回报后总忘不了和几个弟
妹分享。离开了摸鸡蛋的小摊，他又
被几个小同学簇拥着去打沙糕了。
因为他投掷手法准确，不大一会儿功
夫，那沙糕摊上先前排列整齐的众多
沙糕又所剩无几。当然除了这些有
赚头的购物项目，更多的是孩子们手
中的一分钱、二分钱直接换来的一包
盐梅粉、一块腌萝卜、几个泡橄榄。
毕竟，绝大多数小贩讲的是诚信经
营，我们从他们手中买到了食品，也
更记住了那些年小生意人可贵的经

营之道。毕竟，坑人、骗人
的事还是少之又少，偶尔有一两
个，也是一种笑料。

二哥还经常搞恶作剧，让人哭笑
不得。有一次，学校组织全校同学交
换礼物活动。我们家为兄妹几人准
备的礼物是鸡蛋糕。每份礼物是三
个鸡蛋糕，用红纸包了放在桌子上。
二哥趁母亲不注意，把所有的红包打
开，把每一个鸡蛋糕咬了一口，又原
封原样包好。第二天，我们谁也没有
发现，把礼物交给老师。于是，在不
同的班级里，便有人拿了被咬过的鸡
蛋糕，哭声惊动了老师，在学校里查
了好一阵子也没有结果，因为礼物上
都不署名，谁知道是谁的礼物出了问
题。我们兄妹几个倒是拿到了别人
的面包、饼干、糖果，高兴得不得了。

做贼心虚的二哥言语中露出了
马脚，被四弟告发，召来父亲痛打一
顿，所拿回的礼物没有享用也被没
收。我们几姊妹心里却高兴得不得
了，暗地里说：活该，老爸打得好。

（作者原工作单位：经开区第一
中学，73岁）

我1963年小学毕业，没有考上初中，回到
家去生产队干活，因年小体弱，干农活十分吃
力，有时累得哭鼻子。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
上，有一天，母亲对父亲说，娃还小，体质又
弱，这样干下去，我怕损害了他的身体，影响
以后的发育。听说村里办起了补习班，娃的
好几个同学都报了名。咱牙缝里挤出点钱
来，让娃也去上补习班，考得上中学是他的造
化，考不上也长了一年，身体硬朗些，干活少
受罪。父亲觉得母亲的话在理，同意我上补
习班。上补习班每月要交1.5元的学费，支付
老师的工资。1.5元钱在当时可买30个鸡蛋，
10斤盐巴。我家喂了4只母鸡，家里的油盐酱
醋茶全靠母鸡下的蛋换的钱开支，现在被我
无形中“吃”了一只鸡下的蛋还多，但父母亲
在所不惜，给我报了名。

补习班办在村上杨家祠堂的一间房子
里，有46个学生，自带桌椅板凳。

教补习班的老师姓严，是由外县的学校
下放回家的。严老师的“工资”是工分加补
贴，即把收到的学费全部交生产队，生产队每
月给严老师记 300 个工分加 15 元钱的补贴。
那时的10个工分，值一毛多钱。

严老师教语文、算术、美术、唱歌等课程，
上午四节课，下午三节课，连轴转。每天下午
放学前，严老师照例要布置语文和算术作业，
第二天早上由小组长收作业，交给他批改。
严老师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易懂，我们学过，
但没有弄懂的算术题，经他仔细地一讲解，在
黑板上一演算，疑难问题豁然贯通——原来
是这样解答呀！学生们兴奋异常，增强了学
习兴趣，思想不再开小差，专心致志地听讲。

我是挺怕作文的，绞尽脑汁，想不出怎样
写，往往是写一句，想下一句，而且是驴唇不
对马嘴地东拼西凑，错别字又多。严老师划
掉了我作文上的“题外话”，补上连贯的句
子，使一篇杂乱无章的作文有了“中心思
想”。严老师曾对我说：“其实，作文就是讲
清楚一件事，在讲清楚的基础上，要学会讲
得通顺、生动、好读，这就需要多看书，学习
人家是怎样叙述一件事的；可以模仿，但不
能照抄，最终要独立思考，写出自己的所思
所想来。”严老师的话对我启发很大，我在
学好课文之外，也看上了课外书，提高阅读
能力，加强造句的训练。经过努力，初见成
效，作文《我的理想》得到严老师的好评，作
为范文在课堂上讲解……

教室外有一块空地，严老师请木匠竖了
一根杆子，上面安装了两个滑轮，系上两根长
绳，用作升降国旗。星期一早上，严老师带领
大家排队，唱国歌升国旗；唱起国歌来让我热
血沸涌，升起国旗来让我感到自豪，我们庄严
地向国旗敬礼！课间，我们或做操或自由活
动，欢笑声飞扬，气氛异常活跃。有过路人被
热闹的气象吸引，进来问，这是什么学校？同
学们答之曰“补习班”！补习班的学习风气宽
松自由，充分发挥学生的特长，有业余美术
组，歌咏队等，由严老师指导。学生没有思想
负担，自觉学习蔚然成风。学生之间融洽和
谐，没有打架斗殴的事发生，增进了相互间的
了解、信任。

有时候，严老师带我们去附近的生产队
参加劳动，让这些农家子弟亲近土地，感受庄
稼之美，接受农活技术的培训，体验劳动之辛
苦，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

补习班一年的学习，我长高长结实了，学
到了一些知识，结识了一些同学，明白了一些
事理，收获不小。在结业的那一天，严老师搞
了一个欢送会，他出钱买了一些水果、糖。大
家把参差不齐的课桌拼凑起来，由老师讲话，
学生自由发言。很多同学都流下了惜别的眼
泪。严老师最后说：“你们是质朴的学生，我
希望你们在今后的人生路上做一个质朴的
人！”严老师手臂有力地一挥，向我们做出开
步走的手势。大家备受鼓舞，掌声雷动……

(作者原工作单位：景洪市第二建筑公司，
71岁)

朋友聚会，各人说一件开心的
事。年龄最大的王老拿出一件书法
作品，上面写了五句话：“人生首先是
望远镜，再就是显微镜，接下来是放
大镜，其次是太阳镜，最后是哈哈
镜。”众人看罢都乐了。

人在年轻的时候，心怀梦想，需
要登高望远，所以这时的人生似如望
远镜；进入社会，谋生求职，征途漫
漫，所需欲求，都要慎思细看，恰如显
微镜；人到中年，历经世事，饱经风
霜，江湖的险恶与不测，心头要看明
悟透，要装一副放大镜；到了中晚年，
功名利禄已是浮云，滤去光环，学会
无争，心中恬淡，要有太阳镜的胸怀；
而人生进入晚年，要活在当下，放下
所有过往，心怀童心，笑看生活，做生
活中的哈哈镜。

王老的书法作品，有寓意，但单
论书法，似乎与“楷、隶、篆、草”都不
沾边，众人一下都乐了，这就是一副

“我字体”啊。但王老全然不在乎，他

很开心地朗读了两遍，还不失调皮地
请大家对他的书法提意见。众人一
下受到感染，都知道王老很不容易，
在工厂干了一辈子保卫，白天一脸严
肃，回到家就靠练书法培养情趣，因
无师可拜，只得自创门派，坚持到快
80岁还乐此不疲，实实在在是一个心
中装着哈哈镜的“老顽童”了。想到
这儿，每个人都为王老的乐观鼓掌。

做老顽童，其实是一种生活态度，
身边的例子很多。我姨妈今年75岁，
最大的爱好是旅游，每年只要有类似
夕阳红之类的旅行团绝对少不了她的
身影。每到一个地方，她都会在朋友
圈晒各种照片，比如去成都涮火锅，在
海南吃椰子鸡，在武汉吃热干面，在洛
阳喝糊辣汤……很多照片都略显俏皮
夸张，看到的人无不点赞。而姨妈这
一生并不平坦，姨父英年而逝，姨妈独
自带大两个女儿。她做过清洁工，当
过保姆，自己下地种菜，腰椎还曾摔
断。但所有的苦难都被姨妈的坚韧和

善良化解，她以一种永远向前看的心
理终于迎来了金色晚年，并以一种积
极乐观的心态过好每一天，她就是一
个活在当下的老顽童。

有一天去公园散步，碰到我刚入
职时的老领导，正站在一个树荫下学
吹黑管。见面他一下笑了，指着肿胀
充血的嘴唇调侃地说，这都是练习吹
黑管惹的祸，但是再疼，心头乐。

那天走出老远，我心头一直想着
老领导，想着姨妈，想着王老，想着许
许多多如他们一般的老顽童，突然一
下明白了，人的一生沟沟坎坎很多，
也不缺苦难与不幸，如果到了晚年，
还不学会放下，还不学会当哈哈镜，
人生就只能苦到尽头了。

学习当一个老顽童，哪怕试着做
一回老顽童，也许会寻到生活中不一
样的自己，让晚年更有滋有味，更幸
福快乐。

（作者工作单位：成都市金堂县
电视台，56岁）

记得老家有句俗谚：“半斤心绪四
两药”，强调健康心态对养生的好处。
老来细思量，这话一点都不假：我所居
住的小区里有几位老姐妹，每年参加社
区健康体检就忧心忡忡，生怕又査出什
么怪病来；真是越怕越见鬼，取回的报
告单上往往宿疾未尽，又添新异……思
想压力一大，不病也真的闹起病来！

窃以为，这是不懂得自然辩证法
的缘故：人体在不断运动的同时，疾
病也在不断运动；人老了，衰老退行
性疾病只要控制住，静止下来就是胜
利。若一味苛求所谓的“健康”，精神
长期处于紧张状态，血压、血糖、胆固
醇会增高，一些生理指标也发生相对
改变；老人还要学会正确看待体检报
告。她们听信此言，几年下来无甚大
恙，不是一直活得好好的？

我略懂点岐黄之术，是因为我在
乡下干过几年赤脚医生。但教人容
易，事到临头，自己也往往是当局者

迷：半年前，我外出办事，在公交站台
前被一青年撞倒，跌在别的乘客身上，
他不过来搀扶，也不道歉，就很快跑远
……站台上几个人都叫起来，我心里
特生气，老半天说不出话来。不久，感
到气促、胸闷不适，回到家用听诊器一
听，果然“窦性心律不齐”和“早搏”的
老毛病犯了！我边吃药，边和老伴叨
起此事。心宽体胖的老伴反而埋汰
我：“你激动了，不激动咋犯病呢？凡
事该往宽处想，人家肯定有原因嘛。”

我当时挺不服气，但事后静静一
想，还真是那么一回事：毛头小伙走得
极匆忙，神色也不对头，是否要去赶火
车或有什么急事呢？要不就是因为走
得太急，根本没有意识到撞到什么人
……自己能换个角度去想问题，坏情
绪立即飞遁，就好像刚才什么也没发
生过，体内诸多不适立即消散。

毋庸讳言，精神性疾病难治，难
愈；并且诱发多种疾病，是人类健康

的真正大敌。所以颐养天年的老人，
都要保持良好的心态才行。应该看
到，客观世界不会因某个体的需求而
发生改变，而渺小的个体终究要融入
集体的洪流之中去。当我们与面前
的世界发生摩擦时，与其忧心忡忡或
者怨怼搏击，倒不如心平气和地先解
放自己，给纷乱的大脑一个整理的机
会，再做出下一步的选择，结果一定
会大相径庭的。人在自我改变后，就
能自觉地与世界和平共处，浸染于无
限美好与友善的情愫之中。

“半斤心绪八两药”，在文明、和谐
的社会里，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就是
最好的证明。当然，这好心态不是抹
杀个性，抹杀自己的独特追求，而是把
奔驰的情绪引入下一个驿站，调整好
情绪待人处事，让自己心底充满阳光
的同时，也让别人的心底充满阳光。

（作者原工作单位：大理州人社
局，62岁）

补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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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做一回老顽童 □ 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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