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锁印
提起六儿，我脑海里总是会交替浮现

出两个场景。
一个是操场上，一群同学围着一个小

个子的男生，在逼迫他就范。地上放着一
堆吃完饭留下来的空碗。那操场其实也是
我们上高中时的饭场。我的同学虽然来自
十里八村，家境也都普通，但三年的同窗
生涯还是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那种友好的
感情是三十年后的现代人所难以接受的。
每天中午聚在一起吃完饭，会不约而同地
围堵一个同学洗碗，就是这样一群青年学
生表达友好关系的独特方式。另一个场景
和第一个有点儿相似。在一片白茫茫的雪
野上，一群狼嚎叫着在围猎一头幼龄的驯
鹿。小鹿虽然左奔右突地在挣扎，但也改
变不了温和柔善的本性。

那个小个子就是六儿。六儿不仅个子
矮小，还很瘦弱，总是弱不禁风的样子，
完全没有山里娃那种壮硕而倔犟的秉性，
但他高中毕业后考上了一所令人羡慕的名
牌大学。那个时候，多少人谈到六儿都赞
不绝口，夸他是个有出息的孩子，将来一

定是前途无量。
转眼间，六儿大学毕业了。那时候还

是计划经济年代，谁都不曾想到，六儿学
的是计划管理，竟被分配到距家几千里以
外的东北一个国营企业去管物资计划。

六儿去了东北。起先，他每年还会回
来那么一两次，探望父母，走访同学。后
来娶了妻，生了子，再回这豫南山乡的时
日就稀少多了。岁月证明，他也就是个普
通人而已，并不像当年人们所希冀的那样。

今年过年，六儿回来了，而且还带着
儿子。同学丙申是当年的班长，如今是县
上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物，自然和六儿一直
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腊月二十八，丙申把
当年的同学都请到镇上一家颇为像样的饭
店聚会。有的同学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
学，就在家务农，已经三十年没有和六儿
见过面了。六儿把能认出来的和丙申介绍
后才认准的同学一一介绍给自己的儿子。
虽然这些同学有的都不曾走出过本乡本
县，但六儿与他们还是一见面就倍加亲
切，向儿子介绍这个是王叔叔那个是岳伯
伯时略显湿润的眼睛里流露出几分骄傲。
老同学见面一定少不了推杯换盏，六儿却
说自己身体不适不能喝酒。也许是碍于情
面，六儿小心翼翼地和能喝酒的同学每人
碰了一小杯，也让儿子和叔伯们每人碰了
一杯。席间谈兴很浓，自然会问询六儿的
生活。六儿只是淡淡地回答同窗好友们的
问题，更多地介绍了东北的风土人情，天
气如何寒冷，人们如何豪爽，喝酒如何海
量，东北米如何劲道……

看来，六儿真的不能喝酒，起身时他
已经有些醉意。虽然他和同学们一一道了
别，可酒席间大家谈了什么，议了什么，
甚至那些面生的同学叫什么又全然忘记了。

山乡的冬季比往年多了几分寒意。夜

风一吹，面皮有丝丝的冷痛。走在乡间道
路上，酒的功效也发挥到了极致。六儿的
舌头有些直了，一边走一边含混不清地给
儿子讲述着自己童年的经历，时不时还会
用力地拍打儿子的肩膀，动情地指着黑黝
黝的山丘大声喊着：“这是咱的老家，这
是咱的根儿呀！

十八岁的儿子懵懂地应对着、安慰
着、搀扶着他艰难地向老屋走去。

第二天早上，天空中骤然飘起了雪
花，在这三十年未遇的大雪中，六儿和儿
子告别山乡，回了东北。大雪把枯黄的干
草和散乱的灌木枝丫覆盖了，家乡的山川
显的格外清新壮美！

正月十六，是山乡一年一度的集会。
按老风俗，人们也要串亲访友。丙申又从
县城回来了。因为每年这一天他的一个办
企业的同学都会请他回来聚一次。

酒至微醺，话题又提到了六儿。原
来，六儿回到东北后没有几天，就给参加
腊月聚会的每位同学寄来一包大米。包不
大，五公斤而已。同学中有人说，东北那
地方天寒地冻，庄稼长得慢，产出的大米
的确比咱家的香甜筋道。也有人不以为然
地说，咱这里才是鱼米之乡，东北米蒸的
饭和咱家的也没啥区别。还有人纳了闷
儿说，六儿没有发财吧？他为啥千里迢迢
地给我们寄这谁也不稀罕的稻米呢？要说
他发大财了吧，言行举止也不像啊。

丙申不愿意让他们老纠缠这话题，主
动地端起酒杯给大家劝酒。见丙申这一反
常态的举动，谁也不说啥了，推杯换盏又
掀起了一阵高潮。

酒这东西最透人心。除非有特别的历
练，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在酒的诱惑下都会
把内心坦露无余。一波吆五喝六的酣畅表
演过后，那些不听使唤的舌头又开始海阔

天空地扯了起来。这次的主题变成了吹
牛，把长脸面的种种往事尽量添油加醋地
一一张扬出来。

丙申是有头脸的人，同学们都很尊重
地和他对饮，也不会向他发来挑衅。他不
停地应酬着，保持着友好而沉稳的姿态。
忽然，他直接斟满一杯酒，端起来说：

“来，我们共同喝一杯，为我们同窗三年
的友谊！”话毕便一饮而尽。大家也紧跟
着端起酒杯都喝了个望星空。

丙申站起来，又斟了满满一大杯。
“再来一杯，为了我们永远勿相忘，这是
替六儿敬大家的。”一听这话，有人面面
相觑了。“你们忘了，这是六儿走之前说
的。”大家仍一脸茫然。

丙申有些激动，端酒杯的手微微颤抖
一下说：“六儿说回头给你们寄点儿尝尝
就知道了，所以才给咱寄大米。六儿还说
再聚会时别忘了还有他。他说年纪一大老
恋旧，不管能不能回来，他都是我们的一
分子。”丙申絮絮叨叨地回忆半个月前聚
会时的情形。

六儿参加工作不久就遇上体制改革，
单位受市场的冲击每况愈下，后来就散了
架。六儿虽是受过高等教育，但命运多
舛，岁月蹉跎，他就像一只落单的驯鹿在
四顾茫然的雪野里寻觅着生命的方向。但
是，坎坷和挫折都没有改变他善良的心地。

丙申若有所思地说：“六儿和我们一
样，既没当大官，也没发大财，过的是普通
人的日子。他一个人在外，吃过多少苦，作
过多少难，我们不知。可是他想家，想念少
年时代的纯真情感，所以那天分手时他给我
们每个人都叮嘱了一句勿相忘……”

“喝吧！这是感情。”不知谁低声说
了一句，几个五十多岁的汉子便一齐呜咽
起来。

六

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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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香一瓣心香一瓣

■邢俊霞
夜，我靠着一盏灯光，划渡在浩瀚的

书海，《追风筝的人》 所描写的人性故
事让我有了一种久违的感动。意兴阑珊
时，闺蜜华子打来电话，静静地听完她的
倾诉，我大概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事情的前半部分我是知道的。情窦初
开的花样年华里，华子遇到了心仪的男
孩，全身心的投入这场甜蜜的爱恋中，华
子说：每次见面都会有说不完的话，多少
的好时光都是在这没完没了的柔情蜜意中
度过的。

那段时间，周围的小伙伴很是羡慕他
们。华子阳光开朗，男孩虽然来自农村，
但“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假以时
日，肯定是个优秀的好苗子。为了使他们
的爱情之花盛开的更加灿烂，他们互相鼓
励，共同进步，希望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双
手挣下光明的未来。

然而，美好的开始却有让人意想不到
的结局：华子的恋爱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
对，那把高高举起的大棒硬生生打了下
来，一声巨响，洒落一地的心碎。

男孩咬着牙一声不响的走了，华子本
以为他们的故事到此已经结束了，可是，
萌动的情愫好像一只暗夜里爬行的壁虎，
即使人为的断掉它的尾巴，疼痛过后还是
会自己长出来。

分手后，他们的联系时断时续，直到
有一天，华子对我说：我联系不到他了，
这次我是真的把他弄丢了。我知道，华子一
直把他视若珍宝，被迫分手使她心有不甘。

华子有了自己的生活，有了孩子，日
子少激情但也过得波澜不惊，可是，心底
里被压抑的小火苗时不时地还是会跳动一
下。那天在我家，华子说：我相信以他的
能力，肯定不会久居人下，既然从现实生
活中得不到他的消息，求助网络会不会找
得到呢？还别说，华子不仅搜到了他的工
作单位、职务，甚至还搜到了他的电话号
码。兴奋之余，华子又有点惴惴不安，世
上重名重姓的人那么多，怎么能肯定这个
人、这个电话号码就是自己要找的人呢？

事情的后半部分才是我关注的重点。
几天前华子偶遇一个多年未见的同学，无
意间聊到他，问及现状，同学只模糊记得
他在外省的某个省直机关工作，事业有
成，身居要职。华子说：够了，只此工作
单位那三个字就足够了。网络上的那些信
息碎片很快串在一起，逐渐清晰，形成他
工作的脉络。

事情的发展在我的意料之中，他们又
恢复了联系，而这正是华子深夜给我打电
话的原因，华子说，尽管都是些问候的短
信，她却心如鹿撞，原以为许多年过去
了，这些陈年往事会被时间埋藏，或者会

淹没在人生的长河里，而现在才明白，做
到这些真的很难，往事会自行爬出来，像
一匹脱缰的野马在思绪里任意驰骋、东奔
西撞，让她苦恼不已。

凭心而论，华子是个不甘平庸、明事
理的人，她和我一样喜欢看书，也读了很
多的文学书籍，包括大部头的世界名著，
经常写点心情文字自娱自乐。以前我和她
聚在一起的时候，偶尔兴起，同一个题
目，她写成诗歌，我写成散文，相互切
磋、相互点评。有一次我和她开玩笑，说
她天生有一棵诗人的心，敏感而多情，也
许有一天会为情所伤、为情所困……

放下华子的电话，平复心情，继续赏
读《追风筝的人》，里面的一段话引起了
我的共鸣：我们在人生的不同时期都曾不
惜一切去追逐当下最执着的想要得到的事
物，对那个一直暗恋的王子抑或公主的爱
慕……所有的一切都有可能成为那时心中
的风筝，我们奔跑着，一直向前，眼中心
里想的都是它。可是当时光滚滚向前，我
们是否发现曾经执着追寻的、或为此放弃
了的是否都是值得的呢？为了得到，我们
曾选择放弃、背叛、谎言、隐忍……可是
那短暂的得到又会怎样，幸福和快乐只是
慢慢淹没在自责、愧疚和恐惧中！

思忖再三，我把这段话拍下来发到华
子的QQ上，又给她推荐了河南女作家乔

叶的几本书，希望她能够静下心来，理清
思绪，早日摆脱这种无谓的困扰。

其实，爱情的本质无非是爱与被爱，
爱过就是幸福。虽然日子在岁月的年轮中
渐次厚重，可是，仔细想想，哪个人没有
虚幻的过往、妄念的曾经呢？都在虚幻的
笑里哭过，在现实的哭里笑过，又或许，
有哭有笑才是真正的人生。

再次见到华子的时候，淅淅沥沥的小
雨刚停，接连几天的雾霾被小雨冲刷的无
影无踪，天空一片澄明。眼前的华子明眸
善睐，嫣然一笑中已是云淡风轻。看我满
脸疑惑，华子说：爱情的毒，无药可解，
只能自救。这段时间，我把前情往事从回
忆里拎出，翻晒整理，写出了四篇不同版
本的文字，第一篇是给他写了一封信，第
二篇是“好久不见”，第三篇是“你是我
这辈子的故事”，第四篇是“一切都是最
好的安排”。

我很欣慰。听这四篇文章的名字就知
道通过文字，华子已经摆脱困扰，完成了
自我救赎。 的确，每一个故事都会有一
个答案，但答案却未必如你所愿。生活从
来没有亏待过你，为你关上一扇门，就会
为你打开一扇窗，只是你想的太多。如若
不信，请转头看看，那一扇为你开着的窗
里，每日都在上演着一场温情的戏码，你
才是那场戏的主角。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刘 晶
中午回老妈家吃饭，三菜一

汤加一大锅米饭，有色有味。我
发现近几个月来，老妈的厨艺越
发喜人，做饭的劲头按都按不
住。我说：“妈你真棒，照这样下
去，我还得长个儿。”

吃完饭我要出门，妈跟着走
出门外小声对我说：“最近你爷爷
身体大不如从前，还动不动就要
绝食，隔半个小时就要上一次厕
所，还糊糊涂涂的……”说到
这，我想起上次出差的时候，他
打电话说：“记得回来给我买那种
吃了还想吃，吃了还想吃的糖。”
可到现在我也没想起来是什么
糖。前些天他对奶奶说晚上想吃
那种“一吃就漏的东西”，害得奶
奶跟参加“智力闯关”似的一直
站在他旁边猜，直到我家里能吃
的东西都猜遍了，奶奶突然说：

“油茶！老天爷耶，见天儿是给我
出题哩，那油茶叫一吃就漏吗？”

老妈继续说：“这段时间我总
是想着给他多做点好吃的，他走
不走不成，玩也玩不了，也就还
能在吃上指点江山……”后面的
话我已经听不进去，心里开始翻
江倒海。都说父爱如山，可爷爷
对我的爱虽不及海的辽阔，但比
山来得还要坚厚。从上幼儿园记
事起，连头发辫都是爷爷给我
扎，当时最清晰的记忆就是每到
冬天我早上一睁开眼睛，就看见
爷爷手捧着我的小棉衣在炉火旁
上下翻烤着，我喊“爷爷”，他赶
紧笑眯眯地说：“我的小孙女醒
咯。”穿上热乎乎的棉衣，再紧紧
把我抱在怀里。小时候，一到过
年，家家户户都忙着宰鸡剁肉，
而这活儿在我们家都是爷爷干
的，那些年的冬天似乎比现在冷
得多，他总是呼着热气在寒风中

忙东忙西，我却悠然自得坐在小
马扎上，脸上顶着两块高原红不
时地问鸡什么时候才可以吃。他
说 ：“ 宰 好 了 炖 熟 第 一 个 给 你
吃。”此情此景，历历在目，每每
想起，恍若昨天。

多年前他得了脑血栓，半瘫
痪状态，每天坐在院子里看着纹
丝不动的杏树，他的坐姿也显得
沧桑且黯然，曾经大刀阔斧干活
的爷爷再也找不到了。

那段日子我还在南京上学，
每次回来就想着逗他开心，像小
时候一样，搬个小马扎坐他身
边。近来，他饭量大不如从前，
各种疑难杂症蜂拥而至，奶奶成
了他忠实的左膀右臂。据奶奶掐
指分析，不算白天的话，一晚上
要护送他“出宫”六次，感慨奶
奶辛苦之余，总想做点什么。爷
爷爱吃猪头肉，医生说这对于他
的病情来说是大忌，可有一次我
还是忍不住给他买了。我只想让
他久未开启的味蕾再食一点点人
间烟火。那次回去我对他千叮咛
万嘱咐：“我给你买肉的事千万别
说出去，要不就没有第二次了，
你只能吃两口解解馋啊。”他高兴
得接过去，我站在门口把风。

上周，爷爷说他没见过高
铁，我说呈白色固体状，跑得跟
火箭一样快，上午在上海，中午
到河南，晚上奔北京……比划了
半天，干脆带他去看看，爷爷高
兴得像孩子，颤颤巍巍地坐上
车，在我们的带领下，他终于见
到了传说中的“子弹头”，那个春
光明媚的下午，他手扶着栏杆望
向火车。那一刻，我深深地感到
幸福莫过于陪伴。

百鸽呼雏，乌鸦反哺。只求
这份陪伴如我所愿，能走多远，
就走多远……

不能等的陪伴

■朱红蕾
知道息县是因为苏轼，他有

一首和息县有关的诗，此诗名叫
《过新息留示乡人任师中》：昔年
尝羡任夫子，卜居新息临淮水。
怪君便尔忘故乡，稻熟鱼肥信清
美。竹陂雁起天为黑，桐柏烟横
山半紫。知君坐受儿女困，悔不
先归弄清泚。尘埃我亦失收身，
此行蹭蹬尤可鄙。寄食方将依白
足，附书未免烦黄耳。往虽不及
来有年，诏恩倘许归田里。却下
关山入蔡州，为买乌犍三百尾。

诗中的新息就是现在的息
县。息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
有史志曰：于正月十八日，苏轼
一行到达息县境内。进入古息国
以后，苏轼深入了解了息县的历
史，感慨万千。

据说息县是中国历史上唯一
的一个地名延绵3000多年不变的
建制县，有“天下第一县”的称
号。除了看望故人，这大概也是
苏轼关注息县的一个原因。息县
位于黄淮流域南缘，城南约四公
里就是有着“东南第一峰”称号
的濮公山。此称号当然也与苏轼
此次雪中出游有关。事实是，苏
轼不但去了南山，从濮公山下来
之后，还来到青龙寺凭吊春秋时
期爱国爱民“三年不语”的息夫
人。从诗中还可以看出，苏轼去
了城北的小竹陂，而且还看到了
天黑前归巢的大雁。那个晚上他
寄居在了桐柏庙，就是在这个晚
上，翻来覆去的苏轼悟出了人生
的许多真谛。归隐田园的种子，
也许就是那时悄悄埋下的吧。

息县作为信阳的一张名片，
对于50岁的苏轼来说，更像是人
生中的一处驿站。自古以来息县
人民吃苦耐劳，在这以后的二十
多年里，苏轼始终坚持“未来会
更好”的积极理念，创造了与众
不同的诗意人生。我有时总是忍
不住去想，也许是因为他喝了息
县之水的缘故。

好彩头食品有限公司生产基
地位于息县产业区，占地 200 余
亩，拥有5.9万平方米的现代化专
业食品生产厂房，有自动化灌装
线16条，集产品研发、生产、销
售于一体，是一家年生产能力15
亿元的大型饮料自动化生产企业。

见到好彩头食品有限公司的
董事长汪贝贝时，她仍是那么漂

亮可爱，亲切熟悉的笑容依旧。
每次见到她，我总是忍不住想了
又想，这样一个看上去柔弱美丽
的女子，她身上那种永不服输的
劲头到底是怎样汇聚起来的呢？

贝贝笑着说，成功的路上其
实并不拥挤，因为没有多少人能
坚持到最后。谁坚持到最后，谁
就能见到最美的星空。

她随手拿起一瓶椰子汁给我
喝，我轻轻呷了一口说：“巴厘岛
原汁原味的风情都在里面呢。”她
笑了笑说，好彩头一直奉行“一
切为了健康”的经营理念，对于
乳酸菌系列、果汁果醋系列、核
桃乳系列、饮品系列等50余款产
品的原材料甄选非常严格。就拿
这款椰子汁来说吧，她们前前后
后飞印尼多次，宁愿提升成本，
也要确保原材料优质椰果的来
源，更希望研发出来的椰子汁在
保留大量果肉和天然营养元素
外，和鲜榨出来的椰子汁没有什
么两样，一次次实验之后，直到
口感爽滑柔顺，又保留了果肉和
植物纤维的原生态才算满意。然
后，她又指着金黄色的芒果汁
说：“这个从印度远道而来的热带
果王，富含粗纤维、矿物质、蛋
白质，益胃、明目、止咳、消
炎，也有美容功效呢。”

她还说，好彩头的营销策略
是“发展一家，扶持一家，成功
一家”，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今
天，这应该是个抱团取暖的时
代，我们前期为了打开市场，根
本不赚钱，但是你多为客户着
想，时间久了，市场稳定了，自
然会有回报。我不禁为她的智慧
和远见而折服。

走在车间的参观通道上，居
高临下看着一瓶瓶金黄的芒果汁
在传送带上一闪而过，高温消毒
蒸汽一次次升腾着，我仿佛看到
了一枚枚成熟的果实在微笑，它
们不过是换了种活法而已。

和果实一样，有时候，成熟
是人生的一种瓶颈。我羡慕果实
在成熟以后，得遇好彩头这位知
己，从而突破了人生的这种瓶
颈，完成从鲜果到果汁的精彩蜕
变。人生从来都不是只有鲜花和
掌声，突破瓶颈会有痛苦，会有
挣扎，有时，也意味着决绝与舍
弃。此时，你只需要坚持，坚持
继续走下去！

息县行

■■读书笔记读书笔记

■邢德安
腊梅尚在与白雪争艳 迎春花已现出花蕾
当我们还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
五彩的礼花已叩响新春的门楣
侧耳倾听 翘首东望
时光的隧道里 一位妙龄女子正姗姗走来
这是岁月更迭的起点
庭院鸡鹅谈好事 枝头燕雀话来年
年来了 我们欢呼 一个大红的福字啊
饱含着多少希冀 跳动着多少心愿
让我们满怀希望 在春天里播种……

希望之歌

■一人
与朋友外出，在一处古玩店铺内，

一杆小秤引起了笔者的兴趣。
是那种影视剧中药材铺里边常见的

杆秤。铜的秤杆、铜的秤盘，也许还有
可能是铜的秤砣。不足尺长、供香粗细
的杆、巴掌大的盘、大拇指大的砣。总
之，是很小巧的把玩。

但这秤又与传统的小秤不同：不是
十六两一斤的计量，而是以克为单位。
秤分两系，前系共 50 克，后系是 1000
克。也就是说，这杆秤最多能称量一公
斤、最少能称量一克的物品。还有，这
杆秤的秤盘是用很薄的铜皮 （但愿是真
铜） 卷握而成，做工与高仿品相距甚
远，是那种初级仿品。

尽管如此，仍不失其小巧可人之
态；尽管如此，仍不失其公平的本质。
询过价，觉得不值，因为是新工，又是
低仿。我转身而去。

一路颠簸，到家下车的当儿，同行
老友潘清江从鼓鼓囊囊的背包中掏出一
件报纸包着的东东。打开一看，正是那
杆小秤。老潘解释：我看你对这个秤感
兴趣，又没有买，也不值几个钱，就给
你买下来了，算是给你送的礼，省得你
过后后悔。

朋友的细微体贴让我感动。我把这
杆秤放在了办公室，没事的时候就静静
地盯着它看。看它的工艺、材质，琢磨
它的机理、参悟它的用途。这杆秤共有
两系，前系称重 100 克，后系称重到
1000 克。拿硬币之类的物件称量，很
准。准确，这是它的价值所在。

历史上，我国的称重计量用具是
秤，而且很长的历史时期就是杆秤，是
十钱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的计量累

进。所谓吃四两跑半斤，意思是不合
算。为什么不合算？现代人都觉得半斤
是五两，吃了四两跑了五两当然不合
算。其实只是结果正确，计算过程并不
对。就像八十斤没有一百斤多，九十斤
也没有一百斤多一样。以前的一斤是十
六两，半斤自然是八两。所以吃四两跑
半斤就相当于说，投入一元钱收入五毛
钱，是成倍的不合算。正因为有这个计
量关系，所以才有“半斤八两一样多”
的说法。

当然，眼前这杆秤不是十六两，它
是以克计量的。正因为是以克而不是以

“钱”计量，所以笔者说它仅仅是非常一
般的仿品。即便是这么一个仿品，也可
以回味历史上它左右人的生命的重要性。

重要性在传统的药店里边体现。药
师或者郎中按照病人的病情，从千百个
药 匣 子 里 按 方 抓 药 ， 要 求 精 准 度 在

“钱”以内，也就是眼前这杆秤上能体现
的“克”这一级。如果抓药的不留神，
看错了秤杆上的星星，该少的时候多
了，超过药量了，就可能闹出人命。

当然，它更多施展“手脚”的机会
不是在救死扶伤的药铺里，而是在当铺
中。随着小二的手法变幻，那些散碎银
两或多或少，视店家的需要变化着重
量，财富也跟着这杆秤或多或少。也许
原来杆秤的发明者正是为了防止这类缺
德事件的发生，将计量单位定为十六
两，这种秤也被笼统地称为十六两秤。
十六两用十六个星代表，这些星分别代
表北斗七星、南斗六星。意思这是天
意，违背不得。此外，还有三星是福禄
寿。缺一星少福，缺两星少禄，缺三星
折寿。所以，经商干买卖，要公平交
易。秤上缺得斤两，少的话直接影响家
人的财运、官运和寿运；缺得多，那就
得遭天谴了。

这种创意可谓用心良苦，无异于无
声的诅咒。但劝喻和诅咒只能起到警示
的作用，让人有所怵惕和心存敬畏，还
达不到震慑威慑的作用，更无法代替刑
律的严惩。所以，靠缺斤短两、秤杆上
做手脚谋生的生意人不绝于史。

不过，这都是语态中的过去式了。

正因为是过去式，所以很多年轻人压根
就没有见过这样的小物件。之所以它还
能引起笔者的注意在于它的公平性，对
谁都一视同仁。尽管今天看来它的体格
微乎其微。我们更常见的是几十斤、上
百斤的杆秤，几十公斤、上百公斤的地
秤，就是几百吨的地磅也不是什么稀罕
物了。

常见，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它就有正
确的认识。我们时常因为买菜去过秤，
因为体检去称量体重。这样的场合我们
一般不会怀疑秤的公平性。站在体重秤
上，我们马上会根据它提供给我们的数
据判定自己的身体是胖了还是瘦了，是
超重了还是要补充营养了。可是更多的
时候我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的主观臆断而
不相信那杆秤。

比如，在衡量自己的能力的时候，
在判定自己的贡献的时候，在要求待遇
报酬的时候，在表彰擢升的时候，我们
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以为自己很重“要”
很重“要”，完全忘记了自己几斤几两，
忘记了大家心中还有一杆公平秤；或者
明明知道有杆公平秤在，就是相信它的
公平性的存在，不愿意站在上面称量一
下，宁愿相信自己的判断，相信自己的
称量是准确的。

之所以敢漠视秤的公平性，是因为
这个时候，那杆所谓的公平秤在现实世
界中是不存在的。

但也有例外。据报道，某地农村，
有位买菜的老大妈，因为家里事务繁
忙，总是在菜摊上将各类蔬菜的价格写
在牌子上，让买菜的人自行称重，自行
付钱，从不监管。尽管如此，从没有缺
斤短两过，更没有少过钱。在当地买菜
的农民看来，那杆公平秤在每一个人的
心中，宁可丢了钱，也不能丢了那杆
秤。丢了公平秤，就什么也没有了。

如果静下心来，如果等比例缩小，
我等都可以站在眼前这个最大容量为一
千克的秤盘里，让这杆小秤称量一下到
底几斤几两。能够坐到秤盘里，小则小
矣，但“斤两”准确，那会比夜郎自
大、盲目自信要客观些。如果真能做到
这样，相信很多人会哑然失笑的。

那杆小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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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随笔心灵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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