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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我参加了人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
次高考。在走出考场到等待发榜的那些日子
里，我心里始终焦虑难安。

其实不待揭榜，最终的结果我已了然。平
时成绩稀松平常，临场发挥又出了些差池，落榜
原是意料中事。可我还是熬了十来天——辗转
难眠、寝食难安，全凭一丝侥幸吊着，更怕“望子
成龙”的父亲过早失望。

终于等到高考发榜的日子。在父亲满怀期
望的目光中，我骑车赶往学校。挤进黑压压的
人群，好不容易才找到自己的名字。一看成绩，
与分数线差了足足 30分。我垂头丧气，脑子一
片空白，骑上车子漫无目的瞎转了一天，到天黑
才悻悻地回家。回家后，一头扎进漆黑的屋子，
望着窗外发呆，心想父亲的斥责在所难免。

夜色浓稠如墨，屋里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
跳。远处隐约的犬吠，更衬出我心头的荒凉。
那些关于未来的憧憬，此刻像被戳破的气球，
只剩下茫然和酸楚。就在这时，一串细碎的脚
步声传来，门帘被轻轻挑开，父亲的身影出现
在门口。他没有开灯，只是摸索着在我身边坐
下。黑暗里，我甚至能触到他无声的叹息——
或许和我一样，他也在这漫漫长夜里辗转
难眠。

“心里不好受吧？”父亲的声音低沉，却异常
温和，“没考上，天也塌不下来。”我咬着嘴唇，默
不作声，心里憋着一股劲，总觉得只有考上大
学，才能摆脱这小村庄的束缚，去看看外面世界
的精彩，去闯出一片光明天地。

父亲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缓缓说道：“路
不是只有高考一条。爹给你琢磨了几条道，你
听听看？”我抬起头，黑暗中望向父亲模糊的
轮廓。

父亲声音清晰起来：“第一，你还想搏一次
的话，爹豁出老脸求人给你联系复读学校，明年
再考；第二，要是不想再读，就学门手艺——城
里大饭店缺好厨师，或者学会计，拨算盘珠子也
是正经饭碗；第三，家里刚分了地正缺人，回来
跟爹一起干农活，踏踏实实种地把日子过好，也
不丢人。”

“我不想种地！”我脱口而出。父亲早有预
料，轻拍我肩：“爹早琢磨了别的——开汽修厂
的远房堂叔总夸你机灵，去了能学汽车修理；办
弹簧厂的表姑父也念叨你，说厂子缺有文化的
年轻人，跟着他能学管理和技术。”

父亲的声音不高，却像一把钥匙，在黑暗中
为我推开了通向不同方向的门。那些原本堵在
心口的绝望与迷茫，仿佛被夜风吹散了些。是
啊，考不上大学，天并没有塌下来。父亲用朴实
话语里藏着的智慧告诉我，人生的路从不止一
条，只要肯迈步向前，脚下自会有方向。那个漆
黑的夜晚，父亲没有一句斥责，有的只是深沉的
爱与务实的规划，像一盏灯，照亮了我前行
的路。

第二年，在父亲的鼓励下，我携笔从戎。在
部队里坚持自学、发奋不息，终于在 1984年以优
异成绩考上了军校。当那份梦寐以求的录取通
知书握在手中时，除了涌动的喜悦，心中翻腾更
多的，是对父亲深切的感激。最难忘那个无眠
的夏夜，父亲用质朴的话语吹散我的迷茫——
人生并非只有一座独木桥，只要心怀希望，步履
不停，条条道路都能通往心中的远方。

行人生 板

高考发榜那一夜
■刘明礼

福楼拜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它
照亮现实，也照亮未来。”当电视剧《长
安的荔枝》以鲜活的影像重现马伯庸
笔下的盛唐图景时，我们透过一颗鲜
荔枝的运输轨迹，不仅窥见了大唐盛
景的褶皱，更触摸到了历史褶皱里最
真实的人性温度。这部改编自马伯庸
同名小说的作品，恰似一枚被精心剖
开的荔枝——外壳是波谲云诡的官场
风云，果肉是底层小吏的血泪挣扎。

马伯庸素以“见微史观”著称，他
如同手持放大镜的历史考古学者，竟
从《新唐书·杨贵妃传》中“妃嗜荔枝，
必欲生致之”的只言片语里，挖出了一
段被正史遗忘的生存史诗。小说主人
公李善德——这个九品小吏的命运，
原本不过是史书中模糊的注脚，却因
一次“被选中”的荒诞任务，骤然被推
至历史的聚光灯下。从岭南到长安的
五千里运输线，不仅是荔枝的生死路，
更是李善德作为“工具人”的精神突
围战。

这部小说的章节，恰似荔枝运输
的各个节点——从“接到敕令”的惶
惑，到“计算成本”的精算，再到“寻找
良策”的辗转，最后到“抵达长安”的虚

无，每一章都浸透着具体的生存困境。
马伯庸的语言兼具考据的严谨与文学
的灵动，他写岭南的瘴疠，是“湿热的
空气里浮动着腐叶与虫豸的气息”；写
长安的官衙，则是“朱漆大门上的铜环
泛着冷光，像野兽的利齿”。这种细节
的真实，让读者仿佛跟着李善德一起，
踩过泥泞的古道，闻过马厩的腥气，在
汗水中数着奔向驿站的里程。

有评论者称，这段故事与现代职
场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不同于现代职
场的是，马伯庸笔下的李善德更接近
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他明知“送
荔枝”是荒诞的指令，却依然选择“把
石头推上山顶”。这种“知其不可而为
之”的倔强，让角色超越了简单的“打
工人”标签。

小说中最动人的，是那些被历史
长卷轻轻翻过的“人性微光”。当李善
德在瘴疠之地咳血时，峒女阿僮递来
了草药；当他被同僚构陷陷入绝境时，
胡商苏谅偷偷塞来了通关文牒；当他
熬尽心血算出“分枝水陆法”时，草稿
纸上晕开的墨痕里，藏着一个基层官
吏对“专业”最质朴的坚守。这些细碎
如星的片段，让历史不再是冰冷的刻

度表，而化作由无数“李善德”的血泪
与希望编织的生命之网。正如托尔斯
泰所说：“历史是国家和人类的传记。”
而每个“李善德”的故事，恰恰是这传
记里最鲜活的注脚。

当李善德立在长安城下，望着运
荔枝的马车扬起的尘烟，终于说出那
句话：“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
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这声叹息如
重锤，重重砸碎了“成功学”的虚妄泡
沫。马伯庸在后记中写道，“我们读历
史，不是为了记住帝王将相的生平，而
是为了看见那些被史书省略的‘李善
德’。”在此意义上，《长安的荔枝》更似
一面映照人性的明镜——无论时代如
何更迭，每个认真活着的人，都在书写
属于自己的“荔枝史”。

书的最后，李善德捧着新鲜荔枝
跪在南薰殿外，一阵风掠过他鬓角的
白发与眼底闪烁的星光。这一刻，我
忽然懂得：所谓历史，不过是无数个

“李善德”在命运洪流里，以微小的坚
持刻下的印记。而这也正是马伯庸通
过一颗荔枝传递给我们的最大启
示——在宏大的叙事之外，每个认真
活着的人，都值得被历史温柔铭记。

那天刷到友人晒朋友圈，她网购了四十多
本书，箱子装得满满当当。我也常网购书籍，
却更偏爱逛书店，对于我这样爱看书的人，逛
书店早已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在我心里，书店
不仅仅是卖书的地方，它还好似一个宇宙，星
汉灿烂，浩瀚无边。

比起拇指轻拨的电子阅读和线上购书，在
墨香中享受慢读精选的乐趣，似乎更符合“悦”
的内涵。绝大多数的时候并不为了买什么书，
信步走入书店，就那么随意地在书架间走走停
停，手指轻抚书脊，偶尔拿下来一本翻看一下，
再放回架上。有些书就是这样，翻着翻着就心
动，恨不能立刻揣进怀里带回家。

狭窄的过道里，与他人擦肩时，总不忘报
以一个浅淡的笑；见背着鼓鼓书包的姑娘踮脚
够高处的书，便伸手帮她取下；望着一位身着
工装的大哥，认真洗净双手后，郑重捧起一本
书的模样……这一切都如此美好，是凡俗日子
里溅起的点点诗意。

身边爱读书的人不多，很多时候我像座“孤
岛”，总觉无人可交流分享。好在常去的那家书
店，总能遇到同样常来的书友。翻书时，抬眼便
见熟悉的书友在旁，便会自然聊上几句，这种面
对面的互动，比网络上冰冷的文字交流，更能让
人感受到书友间惺惺相惜的默契。

如今的书店，更像是一个融合了生活美学
的复合空间，承载着比传统书店更多的功能。
所以知己小聚，我愿意选择在这里。两个人，两
杯咖啡，一人一本书，轻声交谈，或者关于书籍，
或者关于其他，这样充实又柔软的时光，总能在
接下来面对生活琐碎时，给人温柔的力量。

去年到上海出差，抽空逛了心仪已久的朵
云书院。站在 52层高楼上俯瞰外滩，入目皆是
精致、宁静又充满诗意的景致，难怪许多年轻
女孩精心打扮后来此拍照，定格下翻书时凝神
静思的瞬间。或许有人会不屑：“不就是来摆
拍的。”可我却觉得，愿意来书店摆拍，恰恰说
明她们内心亲近文化、向往雅致，想为自己添
几分读书人的气质。一家环境雅致的书店，哪
个爱美的姑娘会不想留下些影像呢？说不定
拍着拍着，就真生出了对阅读的热爱——读书
与拍照两不误，岂不美哉。

朋友文慧最近向我吐槽，她给儿子买的
书，孩子根本不爱看，很苦恼。其实我也有过
类似经历，我们总习惯按自己的喜好给孩子挑
书，孩子不喜欢太正常了。解决办法其实很简
单，不妨多带孩子去书店，把选择权交给他们。
毕竟只有自己挑的书，才会更有兴趣读，这个
过程还能悄悄培养他们的决断力和对好书的
辨别力。

时至今日，我们想买的东西几乎都可以在
网上轻松购得，可究竟是什么让我们依然愿意
走进书店？有人会说实体店的书比网店贵，我
同意，但书店不同于其他购物场所，我们多付
出的每一分钱，都是为自己构建精神家园，为
理想中美好的“书世界”点赞。爱书人用行动
滋养着书店，而书店又反哺着我们的精神世
界、思维头脑与情感情怀。

火心灵 花

你为什么走进书店
■夏学军

在微观史里触摸人性的温度
■高低

《长安的荔枝》

马伯庸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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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写作之余，唯爱藏石
以自娱。也常以得到奇石而激
动不已，引为乐事。

人到中年，不免生出些古
怪的嗜好来，或是消遣岁月，或
是排遣寂寞。我之爱石，起初
也不过如此。

一次到皖南游玩，那里多
山，山间多溪，溪中多石。一日
我悠游于溪畔，本无意寻石，只
是随意漫步。溪水清浅，日光
透过水面，照在河床上，便显出
许多圆润的鹅卵石来。它们静
静地躺卧在水底，被水流冲刷
得光滑如玉。我俯身拾起一
块，不过是寻常石块，灰白底
色，不甚起眼。翻转过来，却见
背面奇妙异常，端详竟是一幅

“金鱼戏水图”。这石上的花纹
像极了金鱼，并非人工雕琢，乃
是天然纹理所成。鱼身为朱红
色，鱼尾分叉，恰如游动之态。
背景则是淡青色的水波纹路，
鱼身周围更有几处深色斑点，
宛如水草摇曳。这般的奇石，
我平生未曾见过，不由得心中
欢喜，如获至宝。

回到家，把它置入瓷盆中
放入清水，它便好似有了灵性，
小金鱼仿佛快乐地在水中游

动。最奇妙的是，灯灭光隐时，
它竟能发出幽幽绿光。啊，这
竟是一块夜光石！幽幽绿光中

“金鱼戏水图”也清晰地显现出
来，金鱼神韵毕露，优美动人，
纯真文雅之态可掬。

藏石之人，大抵都有些痴
性。我得了这金鱼石，便日日
把玩，置于案头，对着日光看，
映着灯光瞧。石上的金鱼，时
而清晰，时而模糊，全凭光线变
化。有时我疑为幻觉，揉眼再
看，那鱼儿却依然在那里，栩栩
如生。朋辈来访，必捧出让其
玩赏，他们无不艳羡赞绝，我也
乐在其中。也有友人见了，虽
觉奇妙，但又不信是天然形成，
以为我受了骗，买了人工绘制
的假石。我便与他们争辩，指
给他们看石纹的自然走向，颜
色的渐变过渡，告诉他们这就
是一块天然石。

石头是不会说话的，它静
静地躺在那里，任人评说。真
的也好，假的也罢，与它何干？
只是我这藏石之人，却免不了
要为它辩护，仿佛它的真假，关
乎我的名誉似的。想来可笑，
一块石头，竟能牵动人心至此。
我常想，这块金鱼石，在溪水中

躺了多少年？它见过多少像我
这样从溪边走过的过客？又有
多少人曾拾起它，看了一眼，又
随手丢弃？但它默默承受这一
切，不悲不喜。

藏石日久，我渐渐发觉，石
头也是有性格的。有的石头刚
硬倔强，棱角分明；有的石头圆
滑世故，八面玲珑；有的石头朴
实无华，内里却藏着锦绣；有的
石头外表华美，实则空洞无物。
我这金鱼石，当属内秀一类。
正面看去平平无奇，背面却暗
藏玄机。人亦如是，以貌取人
者多，以德量人者少。我得了
这金鱼石后，再不敢轻视任何
一块看似普通的石头——谁知
道它会不会在某个角度、某种
光线下，突然展现出惊人的美
丽呢？

我的金鱼石，不过是万千
奇石中的一块。它虽没有名贵
的出身，也没有惊人的价值，在
真正的藏家眼中，或许根本不
值一提。但于我而言，它却是
独一无二的。只因我是在无意
间发现了它的美，这种偶然的
相遇，比刻意寻求更为珍贵。
世间万物，不期而遇的最是
动人。

杂风物 谈

金鱼石
■薛来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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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雨仿佛婉约宋词

轻敲窗棂，浅吟低唱

草木间，雨珠轻柔地滑落

滴进山河的怀抱

阕阕滋润心田

夏雨更会疾驰而来

一阵阵跳珠落入玉盘

似倾泻而下，慷慨纵横

晓作狂霖，晚又晴空万里

如关西大汉，豪放不羁

岁岁夏雨，如短曲长歌

我倾听这自然之音

珍惜，又一日的清凉

撷诗苑 英

夏 雨
■崔军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