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琦霖
在这个世间，我经历过无数次生

死，许多人和事，就像清风徐来，虽然
能吹皱一池春水，但霎时便了却无痕。
我只是一张纸，生来纯洁，死而无常。
此刻，我被夹得牢牢的，不能翻身，视
线又被两扇蓝色的门遮掩，完全没有自
由。我不知道何时被赋予灵魂，何时被
处决，或许是明天，或许是下一秒。

当蓝色的文件夹被诗人翻开，我的
惊喜之情难以言表，举目四望，发现人
间已是金秋时节。秋风习习，树叶枯
黄。在我面前的长发诗人独坐长椅，目
光深邃，静观远方而不语。他瘦长的脸
庞，忧郁沧桑，泛起一种堪比晚秋的悲
凉。尽管这抒情之色铺满周身，却没能
让他感怀一字，我甚是失望。他定然不
知，在我身上，只有他写下优美的诗
句，我才能拥有高贵的灵魂。他更不知
道的是，在我们纸界，也只有被赋予过
灵魂的纸，才能轮回重生。我多么希望
他来书写，结果他拿起笔，蹙眉挠头，
只是一声长叹，终没落下半字。

夕阳燃尽一天的热烈，从他脚下扯
去最后一线光亮，便坠入楼群。他起
身，狠狠地合上文件夹，愤然离去。他
走进一条僻静小巷，我透过缝隙窥望，
发现适才人间的喧嚣和陆离，已成为他
身后的风景。突然，我听到诗人自语
道：不为作新诗，谁会强作愁？我不明
白这句话的意思，只是感觉，如果将这
句话写到我身上就好了，因为我和我身
下的兄弟们一样，都在等待灵魂。

假如没有未来，这一世，我会选择
不悲不喜，随缘而安。可是我们有。我
们虽不苛求像纸币那样受人热追，不苛
求像相纸那样风光长寿，但重生的欲望

却很强烈。记得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我
是一块粗糙的树皮，每天枯燥地仰望天
空，看叶生叶落。狂风中，我与树干一
起舞动；暴雨里，我们一起掩面而泣。
直到有一天，树干被一群人锯倒，我心
想，我们终于如愿地不离不弃、生死同
归。谁知，我们身体的疼痛还未消减，
又被他们强行剥离开来。我们痛哭流
涕，悲痛欲绝，却无济于事。就这样，
我们相隔异处，再无会期。起初，我倒
是常常想起它们，可那种念想随着反复
的轮回，也渐渐淡了。

分离之后，我被运到一个高墙大院
里，堆积在大敞房一角。三天过尽，他
们只顾忙碌，没人理会我们。从他们嘴
里，我反复听到这样几个词：磨浆、除
渣、滤水、压制、烘干。原来，他们要
把我们做成人类使用的纸张。第四天，
一个三十人的参观团驻足这里，我听那
个戴眼镜的人介绍，在很久以前，人类
是没有纸的，他们把文字刻在龟甲兽骨
上，起名叫“甲骨文”；在青铜器上铸
刻铭文，起名叫“金文”或“钟鼎
文”；他们将写在竹和木削成的片上的
文字，叫“竹木简”；再往后，又把文
字写在丝制的绢帛上……时光流转，到
了东汉时期，最先发明纸的蔡伦出现
了。一天，尚方令蔡伦无事，看到宫女
们用蚕丝制造各种丝织品，从她们的制
造过程中，他顿生灵感，遂与匠人们共
同研究，把树皮、麻头、破布、渔网等
混合一起，捣碎弄烂，然后将这些东西
糅合在一起，拌匀晾干。终于，经过他
们反复实验，制造出既廉价、又实用的
纸张，人们把这种纸叫“蔡侯纸”。

那人还说，古时候是纯手工造纸，
主要有制浆、调制、抄造、加工等步

骤。当时，虽然造纸速度缓慢，但质量
上乘，即使在机器制纸盛行的今天，依
然遮挡不住传统手工纸独有的光彩。讲
到这里，另一个瘦长脸女人补充道，当
时的造纸，多以竹为原料造纸，而且全
靠手工制成，很辛苦，现在有了机器，
可以批量生产。随着森林资源的匮乏，
现在还常采用废纸脱墨制浆……他们还
讲了许多古代皇帝、名人与纸的故事，
但我睡着了。

我是被铲醒的。司机将我们铲进一
台机器里，像行刑似的，把我的身体一
点点割裂开来，直至磨成齑粉，又通过
他们所说的除渣、滤水等复杂程序制
造，将我变成现代造纸的产物。后来我
被送进商店，再后来，一个黑衣女人将
我买走，将我交给她的孩子。男孩在我
身上胡写乱画，还涂上各种颜色。女人
看到孩子的画作，直夸男孩有天赋，并
把我交到幼儿园老师手里。后来，我被
揉成一团，扔进垃圾篓。

不管怎样，男孩赋予了我灵魂，使
我得以重生。之后我又做过书纸、画
纸、书签纸、试卷等，尽管没有成为人
类热捧的币纸，可也没有做过无法重生
的卫生纸。这一次，我是打印纸，流到
诗人手中后，他很久都没有理我。我和
兄弟们被他放置于书案角落，身上压着
两本稿纸。诗人不传统，没有随波逐
流，坚持着手写诗作的习惯。家人和朋
友曾经嘲笑他，说什么年代了，还拿稿
纸来写作，电脑比手写更方便呀，而且
写完也不用打印、邮寄，直接 Email 到
杂志社，方便快捷。哦，我忘了，诗人
经常寄稿到杂志社发表的。再看诗人，
他一怔，又笑了，笑得像个孩子。之后
他依然坚持手写。

那天下午，诗人终于用完那沓稿
纸。可能急于寻找灵感，他将我们草草
夹进那个蓝色文件夹，匆忙出了门。我
想，我位居兄弟们的最上方，必将第一
个被诗人赋予灵魂，结果却很失望。我
们没有期许现代人像南唐后主李煜那样
嗜词若命，视纸如魂；我们也没有澄心
堂的纸华贵，它们肤如卵膜，坚洁如
玉，一诞生便是稀世奇珍。李煜在澄心
堂、在它们身上写下的词作，大多数成
了香艳名篇，流传千古。令人类和我们
悲伤的是，皇帝好纸，江山却也脆如
纸，其命，更比纸薄。

回到现在，我深知，诗人有泪水，
但他没有洇湿我们的身体；诗人也有作
品，但他没有在我们身上呈现。当诗人
回到家，在书房，那台崭新的笔记本电
脑已等待多时，同时等待他的，还有他
漂亮的女儿。那是女儿送他的生日礼
物，他自然要收下，而当面对传统与现
代的时候，他犹豫片刻，最终还是选择
了抛弃我们。

历史是慢的，人类的发展进程却快
如闪电。许多年以后，我们被清理出
来，又几经倒腾，已不知身在何处。我
们无法确定，装载我们的汽车此刻要去
那里。一阵风吹来，我透过厚厚的尘
屑，看到楼体上那个硕大的高清电子
屏，上面滑动着一句话：激情2060，下
一秒，我们超越梦想。原来，世界已然
被科技主宰，一切都在改变。

或许，我们很快就会得到重生，走
向新生；或许我们正在绝命的路上，再
无来世。

转瞬，我又想，无论结局如何，只
要这一刻没有消亡，就不能放弃等待。
请走慢一点，等一等灵魂……

等待灵魂

■一人
在抗日神剧、都市闹剧、宫廷勾心

剧、娱乐至死剧充斥荧屏的时期，在越
来越多的观众将视野从荧屏转到手机的
时候，一部特立另类的电视剧《大江大
河》开播了。从悄无声息到引起关注再
到市场热议最后到好评如潮，这部电视
剧随着剧情的推进很快完成了众多电视
人渴望的完美结局。自然，电视剧的投
资方、制作方，甚至原来不怎么出名的
演员也随之成名。

《大江大河》的时代背景大约是我
国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的历史（1978年
全国高考统一招生到开始使用 BB 机）。
这二十年，于国家层面上是从决定国家
生死存亡到人民生活稳定的转折时期，
是国家经济从崩溃边缘、国家面临被开
除球籍危险到逐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
过程；社会层面上是公众认知、价值观
念剧烈冲撞的特殊时期：辛辛苦苦几十
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资本主义复辟，
割资本主义尾巴，雇人干活就是资本
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凭票购物、假
冒伪劣、市场秩序、坚持改革开放。从
家庭层面上来说，就是电视剧中两个家
庭人物命运的起伏跌宕。

首先出场的宋运辉因为家庭成分不
好从小背负骂名，初中毕业不能上高
中，只能下乡喂猪。1978年全国统一招
生考试，他以初中毕业生参加高考且全
县成绩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和姐姐宋运萍
一起进入了大学录取分数线，却因政策
限制只能二舍其一。向来忍辱负重的姐
姐偷偷把上大学的机会给了弟弟，从此
奠定了姐妹两人不同的发展路径：姐姐
女大当婚，嫁给了退伍军人、小雷家村
的支部书记雷东宝，后来因意外事故惨
死于临盆之前；弟弟宋运辉毕业分配到
金州化工厂，从工人、技术员、车间主
任一直走到管理层成为高工。围绕这两
个核心人物，以我国的改革开放为背
景，该电视剧为我们提供了农村、城市
两个长篇画卷：以雷东宝为核心的小雷
家村作为农村改革的样本，从分田到组
开始，承包鱼塘、建设砖瓦场、建筑
队、养猪场、电线厂，围绕着发展集体
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一路走来；以
宋运辉为线索的金州化工厂则从统分计
划生产，到自营生产出口，走过了一条
国营企业艰难再生的路子。

对于那段历史，故事中大到中央政
策、小到人物命运，我们都可以从记忆
中扒拉出来。这部作品的成功之处在

于：它以文学的形式，忠实地记录了我
们的国家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政策
在普通老百姓身上所落下的印记，讲的
是老百姓都熟悉的故事，没有违和感；
塑造底层社会中的人物不矫揉造作，具
有亲和力。整个作品剧情发展合理，跌
宕有致。有叙述，叙述不枯燥干巴；有
夸张，夸张张弛有度。

作为全局的核心人物，雷东宝有两
次感情戏，一次是失去自己的爱人和未
出生的儿子，一次是失去最敬重的老支
书。这两场戏作为全剧感情戏中最重的
戏份，极尽铺陈，掏空了观众的泪腺。
雷东宝既是村支部书记，是农村基层改
革者的代表，更是生活在大山深处的一
位农民。他生活在农村，知道农民的苦
和盼；他当过兵，有军人的血性和刚
强；他没有多少文化，所以会时不时干
点出格的事；他阅历广，因此有着一般
干部所不具备的智慧，关键时候能屈能
伸，能大能小，还有着一般人不具备的
狡黠甚至顽劣。为了宋运萍一家的摘帽
问题，他一把将公社的工作人员给提溜
起来；因为不堪侮辱，他一拳将刚刚谈
好的合作对象、冠亚集团的韩总韩大胖
子打得满地找牙。他从部队转业回到小
雷家村，并没有什么放光烫金的口号和
理想，发展经济的起始愿望就是为了让
全村三十多个光棍都能找到媳妇，后来
是为了让全村的老人都能养老。他没有
过多的条条框框，没有高调的理论和词
句，无论是面对个体户还是国营厂领
导，无论是乡干部还是县委书记，不会
敬畏，也没有谄媚，不会歧视，也没有
阿谀。他会冲动会做错事，但不习惯道
歉，更多的是默认来自各方面的批评。
他貌似憨厚，但粗中有细。为了发展电线
厂，他以养猪场的名义贷款，以建设新农
村的名义立项，将贷来的款挪用到电线
生产上。为了养长毛兔，他屈尊去请只
有一面之缘的宋运萍；为了村办企业的
发展，他一次次地请小舅子宋运辉帮助
出主意、搞规划、设计图纸。他不是传统
文学作品中的完人，但他是人，是生活在
我们身边，和我们一起生活、工作，一路
走来的朋友。正因为他有这样那样的优点
和缺憾，才为我们普通观众所接纳。

通过高考跳出农门的宋运辉，因为
从小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受尽歧视。特
殊的环境和阅历磨砺出了他执拗、坚
韧、顽强，并迫切希望改变现状、靠知
识改变命运的性格。所以，为了上大
学，他不停地给公社干部背 《人民日
报》社论、中央文件；为了和同学们一
起打篮球，他不分昼夜地练习投篮技
巧。因为自卑心理，他对大学室友中的
大龄青年以叔叔相称，对单位同寝室的
大寻的遭遇深表同情，并无私地予以帮
助。工作上他认认真真、敬业奉献，获
得“累不死的宋运辉”的称号。因为有
技能知识在手，所以在企业技术改造、
引进新设备、生产新产品、进军国际市
场等关键节点上都能够适时出手，一展
抱负。特立独行、不畏权力和势力，最
终做到功成而不骄矜，失落而不失志。
这就是宋运辉。

《大江大海》所有的故事情节或者
说人物对命运的抗争都是被现实逼出来
的：宋运辉因为没有“资格”上高中不
得不辍学回乡下喂猪。宋运萍因为上不
了大学，为了补贴家用，学习喂养长毛
兔。小雷家村的光棍们为了娶上媳妇下
决心分田到组，村里因为有废弃的砖瓦
窑场，雷东宝才决定重新烧砖瓦挣钱。
因为给建筑工地供应砖，发现了搞建筑
的致富门路。因为承包工程发现预制板
赚钱，村里上马了预制品场。因为市里
的江阳电线厂拖欠建筑队的施工款，小

雷家村被迫接受厂里抵债的机器设备，
从而上马电线厂。电线厂建起来了，却
没有配额指标，不得不找国营厂联营挂
靠。电线厂因为生意好，市场供不应
求，所以才兼并国营厂；因为村里妇女
们没有活干，所以开始发展长毛兔养殖
业。因为兔毛难卖不得不到上海找市
场；因为村里山地荒地多发展起养猪
场，又因为养猪场的污染问题不得不上
马沼气、净水池等净化设备。所有这
些，都将那个机制转型时期的原材料控
制、价格双轨制、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
存等政策，通过一个偏远的小山村给表
现了出来，也让我们这些历史的见证者
和亲历者再次体会到改革之路的艰难和
不易，而村民们矢志不渝地做这些前人
没有做过的事情，初心只有一个：渴望
生活得好一些、再好些。

不得不说，雷东宝带领村民走过的
发展之路，不但充满荆棘和艰辛，更是
一位独舞者的游戏。村里的每一步改
革，上马的每一个项目都是他“一意孤
行”的结果。大家都觉得风险太大，不
切实际，最后他都干成了。他与普通村
民包括老支书的区别在于，尽管都有改
变现状、不甘贫困，渴望过上好日子的
愿望，但村民们缺乏冒险试错的勇气和
作风。这也证明了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
规律：投资就是冒险。一般人的思维都
是保险行事，害怕冒险，而机遇永远都
是给极少数敢于冒险的人的。在投资理
念、机遇把握上，越是民主决策、越是
一致拥护越是难以成功。因为机遇稍纵
即逝，因为机会永远属于小众。

《大江大河》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二
十年艰难历程的回眸：以雷东宝所在的
小雷家村为背景，作品全景式回顾了我
国农村从人民公社化、一大二公到集体
联产承包责任制，从集体土地为主、自
留地为辅到化小核算单元、分田到户，
从以农为业到以农为主、适当发展加工
业，从多余的农副产品进入市场到个体
户可以适当雇佣工人，从统购统销、价
格双轨制到扩大经营自主权，从乡镇集
体企业到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发展过程。
所有的努力和付出都是为了一个目的：
我们农民要过上好日子。

回顾历史，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之
初，众多的农村生产队将车辆农具拆分毁
掉，人手一份，理论上做到了公平分配，
实际上是在砸锅卖铁；企业承包经营，名义
上调动了承包者的积极性，期望呈现能人效
应，结果众多的企业却在寅吃卯粮、透支设
备，等承包期满，留给国家的只剩一堆废铜
烂铁；企业改制，目的是给职工留碗饭
吃，结果却是个人买掉企业，马上将职工
轰出门外。改革路上，我们曾经付出过
的学费、购买的教训太多太多。

以宋运辉的阅历为背景，《大江大
河》又从另一个角度为我们展现了我国
改革开放的艰难历程：从以阶级斗争为
纲到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经济上
来，从踢开教师闹革命到尊重知识尊重
人才、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从国营企业的统购统销、国有企业一家
独大到乡镇集体企业野蛮生长、个体户
遍地开花，从投机倒把到社会主义也有
市场，从国营企业技术改造到以销定
产、面向世界，参与国际竞争。艰难改
革的历程也说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富裕不是罪过。

这部作品的成功之处首先在于演员
对人物的精心塑造。所有演员都是在靠
着角色演戏，而不是演员自己在演戏。
因为是角色演戏，表演、感情、举手投
足都不造作、不出戏。除了主要人物的
塑造外，围绕着两个主要人物的配角塑
造也一样倾心用力，毫不马虎：宋运辉
的父亲宋季山，岳父黄总工，妻子小猫
程开颜，金州化工厂的领导刘总工、水
书记、闵厂长，室友三叔、寻建祥 （大
寻），卖馒头起家、后来卖电线的好朋
友杨巡，以及杨巡的女朋友戴娇风、夺
人所爱的赵小波。雷东宝的搭档村主任
累士根，小雷家村村干部四眼、四宝、
宏伟，先是承包鱼塘、后来参与村集体
经济建设的养猪场场长雷忠富，以及个
体饭店老板、雷东宝的追求者韦春红
等。正是这帮配角演员有爱有恨、有血
有肉的本色表演，才衬托得两位主角丰
满而生动、整部作品真实而亲切。

这部作品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各种细
节的表现：生活生产用品、穿着打扮、街
景时尚，人物对白，无不具有典型的时
代特征，显示着整部作品的专业专注。

如果说不足之处，首先是极个别人
物塑造上的瑕疵：老猢狲作为公社的老革
委会干部，劣迹斑斑，被清退回村后一直
跟雷东宝作对，并烧掉村里的财务账本，
后来东窗事发，在村里丢尽了脸面。按照
情理来说，这种人到了这个年龄，自身
本性很难改变，社会上对他的看法也难
以改观。但在剧情中，雷东宝让他去上
海调研兔毛行情，之后又让他领着全村
的老人去围堵电线厂大门，一群老人竟
然全都对老猢狲言听计从。这一情节虽
说表现了雷东宝的用人哲学：不计前嫌、
用其所长，但老猢狲以及村里老人态度转
变之快还是让人感觉突兀了些。还有就是
当下几乎所有电视剧所犯的共病：注水。
比如，雷东宝的爱人宋运萍不幸去世，前
期现场铺张渲染已经足够戏份，之后的
剧情中，类乎情景再现的镜头占据了将
近一集的分量。此外，静态风景类镜头
过多、占时过长，亦属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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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荷初露小荷初露

■特约撰稿人 华文菲
时代是一件花衣服，包裹着每

个人的心灵。小时候，我穿的衣服
都是姑姑和表姐穿过的衣服。家里
孩子多，我又生在中间，那时总听
大人们说，好孩子是不争吃穿的。
我愿意做好孩子，所以从不和哥哥
弟弟争吃穿。直到上初中一年级的
冬天，班上几个女同学穿了刚时兴
的“涤确良”花布做的棉袄，我心
动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时
刻琢磨着如何让母亲给我做一件这
样的花棉袄。

一天晚上，看父亲心情好，我
壮着胆子给他说我想要一件花棉
袄。父亲沉默一会儿说：“马上要过
年了，家里用钱的地方很多，明年
吧？明年春节一定给你买。”被拒绝
了！当时，眼泪在我的眼眶打转。
知道父母不易，长到十多岁从没给
父母提过要求的我，心中那个委屈
就别提了！

情绪会让家庭的氛围变得生
硬。第二天中午，父亲退一步对我
说：“村西头你鹿叔家欠咱二十块
钱，你去跟他要吧！要过来，都归
你，你想买啥就买啥。”当时，我眼
前一亮，感觉花棉袄有希望了，但
还是又让父亲确认了一下才放心。

为了花棉袄，星期天，我带着
冲动、恐惧与复杂的心情跑村西头
鹿叔家，用带着颤抖的声音语无伦
次的说明了来意。当时，鹿叔好似
把欠我家钱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想了半天才说：“哦！现在没钱。”
我说：“你啥时候有钱？家里急用
钱。”他慢不经心地说：“过几天，
我筹到钱给你父亲送去。你回家
吧。”“不用你送了，叔。过几天，
我来拿。”看着鹿叔的态度，我感觉
到这钱没有想象的那么好要，就故
作深沉地耍了个成人的套路。

希望伤人，温暖漂亮的花棉袄
让我度日如年。好不容易又熬到了
星期天，中午，我怀着忐忑不安的
心情又来到他家。鹿叔看见我，一
脸的惊讶与愠怒：“你咋又来了？”
我依然胆怯却故作平静地说：“你把
钱给我就不来了。”“你跑得越勤我
越不给。”他表情复杂地说。我噘着
嘴说：“你凭什么不给？你不给我就
不走。”说着，我的泪也流了下来。
年龄的差异会让人的情绪交锋变得
虚空，他看了我半天，口气缓和下
来说：“你先回去！过两天，我一定
给你父亲送去。”“过两天，还是我
来拿吧！”从他不情愿的“嗯”声
中，我仿佛听到了成长的拔节声。

我们那个时代的小女孩，很羞
怯，但爱美的欲望会使人变得很勇
敢。又一天下午，我又去他家，一
把大锁把两扇门紧扣在一起，只有
他们家的狗和邻居家的狗对着我汪
汪大叫。站在他家大门外，我鼻子
酸酸的，一肚子的委屈……回到家
里，父亲看我不高兴就说：“要不过
来就不要吧！他是赖账大户，我要
了好多年他都没给。”我不甘心，白
天找不到人，我就早上去堵。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冬天，
非常寒冷，早晨雾气很大，能见度
只有几米远，村子里很少有人出来
活动。一路上，只看见猪出来拉屎
或找食，只听得见拾粪老人的咳嗽
声。我一路小跑，气喘吁吁地来到
鹿叔家，推开虚掩着的大门。我定
了定神，又推开了屋门，他家婶婶
在煤火上烧玉米红薯粥，屋里香气
缭绕。看到我，她的脸一下子就拉
下来说：“这闺女，谁家大早上要账
啊？”“白天来，找不到你们。”堵在
我心头的委屈化作了理直气壮。“没
钱，再等两天。”她愤愤地说。“你
们说话不算话，等了几个两天了？
欠钱都十几年了你们咋不还？”我也
针锋相对。“咦！你这妮子！”她气
急败坏地叫鹿叔起床。

大约二十多分钟，鹿叔从里屋
出来，铁青着脸也不理我，洗脸、
扫地，做着自己的事情。此时我不
说话，也不知道说什么，就一动不
动地站在屋中间，眼睛跟着他的身
影转来转去，尴尬、无助、浑身冰
冷，这样的气氛让我窒息。鹿叔没
事找事地忙一会儿，大概是揣摩着
这次不给难打发我离开，就回到里
间拿着钱出来愤怒地说：“给钱，走
吧。”说完，把钱扔在我面前散落了
一地，有五元的、两元的、一元
的。我弯下身，伸出冻僵了的小手
一张一张地捡起来数了数，刚好二
十元，转身走了。后面，传出他两
口子的对话声——这么多年的账了
想着华哥都不要了，想不到他这个
小闺女真是难缠，要不过去就是不
依。此时，无论他们是佩服我，还
是讨厌我，我真的不在乎了，心情
也和来时截然不同，紧紧攥着钱，
脚下生风一溜烟跑回了家。

父亲正在院子里做木工活，头
也没抬就问我大早上干啥去了？我
说要账了。他说给了吗？我不说
话，在心情由凉变热、由压抑变亢
奋中，我慢慢地伸开手，将手里被
攥得皱皱巴巴的钱，慢慢舒展开
来……

要 账

扬州是美丽的，她的美来自
内在的不加修饰的美。不信，你
来扬州，就会发现，连漫步于公
园深处的小猫都让你感到别样的
美。

在我眼中，扬州的猫是可爱
的。虽然当地人没有去刻意关心
过它们，但是，它们依然对人很
友好、很亲近。它们悠然地穿行
于扬州城的大街小巷、花草树木
中，不管你看还是不看，它们都
丝毫不加理会。如果你手中有食
物，它们有时会停下来，歪着脑
袋齐刷刷地盯着你手中的食物。
那支棱的耳朵、长长的胡须、明
亮的眼睛会让你立即感到周围的
一切是如此安静，如此美丽，如
此可爱。有时，你忍不住伸手去
抚摸它们光滑的皮毛、圆圆的肚
子。当然，不经意间，你一定也
允许它们“骗”走你手中的食物。
在我眼中，扬州的猫是调皮的。
它们或在瘦西湖湖畔捉鱼，或在
何园爬假山，或在个园穿竹林，
或欣赏扬州八怪的书法，甚至，
路边飞起的小纸屑、小鹅毛都能
让它们跳起、奔跑，伸出爪子把
玩半天。

看，迎面一团棉絮飞了起
来，一只小猫立刻从墙上飞跃而

下，扑向那团白色的小精灵。可
惜，松软的棉絮禁不住它的这种
疯狂，一部分被压扁，大部分则
四散开来，于是，这只猫直起身
子 ， 伸 出 前 爪 不 停 地 扑 向 空
中……之后，看着躺在地上“奄
奄一息”的被压扁的棉絮，小猫
它“喵喵”两声，悻悻地复又跳
到墙上，摇摇尾巴，伸出舌头舔
舔胡须，慢慢消失于“兰梅竹
菊”之中。真的难以想象，如果
到了“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
天作雪飞”的晚春，这些猫该如
何忙啊！

在我眼中，扬州的猫是慵懒
的。阳光下、月夜里、假山中、
城墙上，到处都能看到它们慵懒
的身姿。它们四肢朝天，躺在古
运河的河堤；它们首尾相连，沉
睡在东关街的小巷子里；它们旁
若无人，轻轻地行走于千年的古
迹里，漫步于历史的琴棋书画
中。仿佛，游人“咔咔”的相机
声是它们耳边的鼓乐、悠长的琴
声，曼妙而不绝；仿佛，扬州城
的千年风韵已经沉浸于它的心
中，流淌于它的血脉，荣辱不惊。

扬州真是一座让人流连忘返
的地方，特别是那群可爱、调皮
而又慵懒的小猫。

扬州的猫
■魏老师作文学校初中班 刘艺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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