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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词有理

惯力吗 □ 夏 学 杰

纸上博客

春天的碱花 □ 苏 生

人在旅途

游子吟 □ 吕 传 彬

手机语文

小隐于Q
□ 彭胜发

心灵小品

慈晖一思一泫然
□ 王广才

今年适逢恩师于希宁先生诞
辰100周年。我生何幸，半个世纪
前，负笈山东艺术学院(时名山东
艺专)，得遇先生指点，笔墨得精
进，眼界开宏域，心灵得润泽。

于老“才德勤修养，三魂共一
心”的座右铭，是我辈拳拳服膺的
天条。求学时，对于老师最深的印
象，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在
校时的师生往还，我的记忆与其
他同门师兄弟大略相同。我难忘
的，是毕业后与于老结下的几段
翰墨奇缘。

1962年10月，于老应黑龙江美
协之邀，前往举行书画展。其时气
温零下20多摄氏度，白雪皑皑。主
人殷勤邀于老游长白山镜泊湖。
山林银装，野雉飞落追逐，瀑泻声
震空谷，人迹罕至，四望茫茫，一
片神仙境界。雪麓上到处是奇花
异卉，于老随行随拾，不久，花卉
满抱，情怀亦满抱。当时于老住在
一个消夏木屋中，山风吹彻，满屋
寒气逼人。于老手指冻僵，但始终
画兴未减，整夜未稍榻憩。晨曦出
来，于老已写得20种，即为一卷。他
深感此行不虚，回校后曾以此稿让
我们临摹。我认真摹写，保存了临
本。“文革”中，于老的画卷原作被
抄没。1993年，我回母校，将临本送
于老寓目。于老回忆起30年前飞雪
之夜，尚觉精神抖擞，引为一生快
事，并为临本作了长篇题赞，记述
这段动荡岁月里的师生奇缘。

同年，于老亲自操持，捐画出

资，为我在学院“名人画廊”举办
展览，并亲自出面广邀各界名流
前来观展。于老还亲自撰文在媒
体上褒扬我这个当时还远在西北
的老学生，不留余地地夸我树立
了“高原山水画样式”。于老深具

“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
斯”的古风。

于老对我的绘画主张“哲而
思，思而变”给予首肯。画展前选
画，他蹲下看我的画，细细询问笔
法墨法。他毫无保留地对弟子的
抬爱，如日月，无所不照。他的慰
勉和告诫始终在我耳边：青出于
蓝而胜于蓝，艺术的追求是永无
止境的。

无巧不成书，大概岁月总要
留下一些痕迹供后人怀想。当于
老为画展致开幕辞时，30多只仙
鹤飞临济南展场上空，盘旋飞舞，
良久不去。众人都昂首观望，纷称
祥瑞，于老即席赋诗云：

昆仑莽莽卅年征，古牧耕耘
眷恋诚。笔埋缘由寄化雨，图成尽
吐抒豪情。泉城艺苑展风采，历下
晴空群鹤鸣。磨砺魂飞感日月，犹
待星斗吻苍生。

之后，于老手书此诗赠我。至
今读来，犹感于老从未离开画坛，
他的风骨永在。

于老生前常说，精神不倒。我
们这一代及门弟子，会永远以他
为丰碑，延续他的精魂气魄，以坚
毅的人魂熔铸画魂，努力做到精
神不倒。

时尚辞典

愿意输给对手 □ 王玉卫

在去年那瓦拉举行的越野赛
赛场上，曾经夺得2012年伦敦奥
运铜牌的肯尼亚选手穆塔伊尔奋
战犹酣，他一直遥遥领先地跑在
队伍的最前头，且与众多选手保
持较大距离，“穆塔伊尔，加油！”
粉丝们发出阵阵呐喊。

还有10米，眼看穆塔伊尔就
要胜利了，可他却鬼使神差地放
慢了脚步，原来他误以为已经到
达了终点，所以一副轻松自如的
样子。向大家挥手致意时，好多粉
丝焦急万分地向他大喊：“快跑
啊！还有10米呢！”可穆塔伊尔听
不懂异国语言，根本不知道粉丝
们在喊什么，依旧逍遥地放慢着
脚步。

这时，24岁的西班牙选手费
尔南德斯·安纳亚已从穆塔伊尔

身后追了上来，现实版的“龟兔赛
跑”即将上演……只要费尔南德
发起冲刺，冠军就不再属于穆塔
伊尔。出乎大家意料的是，费尔南
德并没有乘机超前，反而也放慢
了脚步，始终在穆塔伊尔身后保
持着微小距离，并友好地向他示
意，赶快跑向终点……

比赛结束后，费尔南德斯输
了，但他并不后悔，他说：“我只做
了该做的事情，穆塔伊尔才是真
正的冠军，如果他没有看错终点，
我根本不可能超过他。”

费尔南德斯·安纳亚因为运
动精神而输掉比赛，但他却赢得
了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当
下，几乎找不到像费尔南德斯这
样的人，他给我们上了一堂真正
意义的“体育课”。

故乡的春天，田野的碱花是别样的
景色。当温暖的春风吹过，麦苗返青、
小草露头时节，田头、路边、水塘、河堤
外，全是一片浅白的、松软的、略带一点
儿苦涩味的碱花。起初是若隐若现、若有
若无，不几日就铺陈大地了，像初霜，像
落絮，像鹅绒，把青苗、油菜映衬得格外
娇嫩可爱。

最是那有月的夜晚，水银泻地般的
月光与碱花一色，野外平添了一分静
谧、清冷和惬意。越陌度阡，仿佛仙境一
般；月挂柳梢头的时分，整个大地，村庄
和农田，全都沉浸在一片朦胧中，如诗、
如画、如梦。

碱花，本是盐碱地地表返碱形成的
盐碱土。在老辈人眼里，它是贫苦的符
号。盐碱地里，庄稼瘦得可怜，种什么都
薄收；盐碱土制胚烧不成砖，房子今年
盖了明年倒，过不了一个夏天；盐碱洼
里的水是苦咸水，村里的后生都长得蔫
巴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是命啊！
哎，苦也碱花，贫也碱花。

做梦都想改变这种命运。早些
年，乡亲们不断寻找改良碱地的办
法。先是大量播种耐碱的青藤植物，
像苕子、苜蓿之类，然后翻耕于地
下，增加土地有机肥；后来有了灌溉
条件，引水洗碱，水旱间作，改良土
质，昔日不毛盐碱地，变成了丰产
田，亩产过千斤啦！每每春风吹来的
时节，路边的碱花还会如期而至，但
是地里的庄稼又肥又壮，乡亲这才有
心思回眸那地里的碱花，盐碱花可奈
我何？哈，甜也碱花，美也碱花。

孩提时听老辈人讲故事，说这盐
碱地底下有白精灵，在夜晚没人的时
候出现，像白兔、白猫、白羊，白狐
狸？没人说得准，谁有运气抓住了它
就得了银元宝，就发大财了。有人活
灵活现地说看到过，就是没抓住。夏
秋季节，夜晚行走在青纱帐中，田间

地头，有几分胆怯：要是碰巧遇上这
白精灵，怕是没有胆子扑住它。有时也
竖着汗毛希望偶遇一次。嘻，梦也碱花，
幻也碱花。

记不清什么时候起，村外来了几支
“打井队”。乡亲们纳闷，长江水都流过
来了，咋还用这捞什子？不几日又见
装上“磕头虫”。妈呀，铁管子咕嘟咕
嘟往外冒黑油。乖乖，原来有碱花的地
方是这么回事儿，盐碱地底下坐着个大
油田呀！老祖宗好眼力啊，几百年前就
找着这地方，给子孙后代守着亿万资
财，一代一代挨冻受饿、吃苦受累、
繁衍生息，守着这片贫瘠的薄地，骨
骸被盐碱腌烂了也没挪过地方，何其
毅然决然，祖宗万岁！再看附近庄稼长
得好的那几个乡，前些年神气够了，什
么亩产过千斤啦，村村盖瓦房呀，家
家娶了俏儿媳妇，这回装孙啦？叫什
么来着？羡慕嫉妒恨！土质好管什么
用？种庄稼还是富不了，得靠地下有
宝。盐碱地的爷们，如今靠油田抱上

了财神爷的粗腿儿，从此命运改变啦。
那地头时不时冒出来的碱花与黑乎乎
的石油一样不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吗？真
的有“白精灵”！嘿，喜也碱花，富也碱
花。

自从发现大油田，家家姑娘后生都
到油田和油田开发区打工去了，地里先
是老头老太太拾掇，后来，渠毁了，水干
了，老头老太太也干不动了，地里又开
始冒碱花；盐碱窝里留不住金凤凰，老
的守村，年轻的住到城里了，村上少了
人气，房子也没人修，越来越稀拉，甚至
有几分破落、凄凉，房前屋后又冒出碱
花。哦，又见碱花，又见碱花。

开发区扩大了，一个又一个村子消
失了，盐碱地建起工业园。掩埋着祖宗
骨骸的坟头铲平了，早年农舍的破墙根
被高大厂房取而代之，村民们也都城市

“化”了。“白精灵”哪儿去了？咦，在那臭
水沟沿、草棵下，碱花又顽强地冒出来
了！一撮、一撮，一片、一片……啊，又见
碱花，又见碱花！

微博上流传这样一个段子：公交车
上，一个小学生拿着寒假作业本对妈妈
说：“妈妈，我的寒假作业太多了。”他
妈妈拿过来翻了几页，然后直接把作业本
撕了，扔出窗外。一车人包括那个小学生
都看得目瞪口呆。只听他妈妈潇洒地说：
“老师问，你就说爸爸妈妈打架，妈妈撕
了作业本！”

看后，我对这位辣妈的举动既敬佩又
感动。记录此事的作者评述道：有这样老
妈，是多少学生的梦想！可是，我又不敢
学这位辣妈的做法，我担心开学时儿子交
不上寒假作业受处罚，至少我觉得不会不
了了之的，也许老师会让孩子再买本寒假
作业，回家抓紧补上。因为，寒假作业不
光老师检查，学校管作业的诸如教务处也
要检查。

一位朋友在初中教书，她跟我讲，有
一个孩子的家长跟她说：我孩子能学啥样
就啥样吧，我们也不指望他怎么样。这位
老师心想：说得也对，我对自己的孩子也
抱着类似的想法，只要他能健康成长就行

了，我也不想让孩子太累。不过她转念一
想，我要是放松孩子的学习成绩，孩子轻
松了，部分家长满意了，可是校长不干
了。

不知道，校长是不是也这么想呢，我
也不愿意孩子和老师这么累，可是我不狠
抓成绩，学校就会丢名声，以后招生就困
难了，更重要的是教育局不允许。

然后，教育局又会不会如此想呢？我
们要是放松了应试教育，中考、高考成绩
下来了，怎么向区领导交代呢？

就这样，在应试教育潜移默化地指挥
下，区里压教育局，教育局压学校，学校
压老师，老师压学生，如此一环扣一环，
孩子身上的压力变本加厉。幼儿园、小学
倒没什么升学压力，为何孩子的作业也这
么多？除了惯力，我想不出别的答案。因
为有时似乎已无关应试教育。

这样的惯力，在别的工作领域也有。
比如写稿吧，记者写稿不合格，编辑不答
应，因为编辑的后面是主编，编辑放松对
稿子的把关，会挨主编训。我们单位老记

者常跟新记者说，你们现在享福了，没碰
上老编辑。以前的老编辑特别严厉，经常
叫记者把稿子改来改去。记者如果屡次改
不好稿子，老编辑就将记者的稿子拿到主
编那里，数落记者一番。记者每次交稿都
提心吊胆的，递上稿子就跑，生怕被老编
辑当场“指导”一顿。一位年轻记者因为
总挨编辑说，焦虑得满脸起疙瘩，嘴唇上
长泡。而我当了编辑，有些稿子上出现的
问题我能解决的，就自己解决了，不太为
难记者。我与老编辑对待记者的态度不
同，可能源于时代的不同导致人的观念的
变迁，也可能是源于我不奢望什么前程，
不争，所以能淡然。

一环扣一环的惯力，最终苦了孩子和
家长。孩子有时还能跟家长耍赖，留给家
长的只能是进退维谷。我常常对人说：附
近没有村小学，有的话，我就把孩子送到
那里，因为村小学一般功课不紧。一位同
事看见儿子整天被课业压得连个笑模样都
没有了，气得总说不送孩子上学了，待在
家里，自己教。孩子的母亲说：可是，你

有郑渊洁那水平吗？至于让作业愁得总装
病，叫爸爸妈妈给退学的孩子，更是屡见
不鲜了。

有的家长则在家里继续着老师的逼
迫，这让幼小的身体如何承受。我是唯恐
孩子累着，想帮孩子写作业，又怕孩子会
学坏。以后自己的事情，都不自己做
了。在孩子做作业时，我还得假装很
忙，不能看电视，不能闲聊天。否则孩
子会说：你们多轻松呀，还逼我写作
业。孩子每当说作业太多，太累时，我
和妻子都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我们上
班也很辛苦的，你看我们一天到晚都
忙。只是不知道，这样会不会给孩子的
心理造成阴影。上学这么累，将来上班
还累，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为了弥
补孩子的苦累，我们尽可能满足孩子的
要求，他想要什么玩具就买，想去哪里
玩，只要能办到的，就办。

唉，让这惯力弄的！不过，奇了怪
了，如此变本加厉的惯力怎么就没出现在
诸如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领域上呢？

一
那是一件浩大的工程，当家里有十张

以上等待吃饭的嘴，厨房恍如战场。年轻
女人听从着年纪较长者的指令，锅碗瓢盆
齐飞，当下就算有十来只手都不够，大灶
上的水持续滚着，是一锅熬煮了一个小时
以上的高汤，加上切片的老姜，香味四
溢，柴火持续添加，去掉血水的鸡肉和纯
正米酒一起放进高汤里，高汤里原本的鸡
架子被拿起来，仔细地挑完所有剩余的
肉，就被拿去当小狗旺财晚餐的配菜了。
冬至过后的气温更是低了许多，厨房里的
一群人正大把大把地拭去大滴大滴的汗
水。红烧鱼特有的香味传来，有人忙着起
锅，有人忙着呈上盘子，盘子里一放好肥
滋滋的鱼，马上被端到一张大圆桌上，桌
上已经摆好碗筷，碗筷数量惊人，有十来
套之多。

有人洗好了菜，另一个马上接着切，
切好又换人炒。带着水滴的绿色叶子碰上
热油，一阵劈里啪啦，随即传出一阵菜
香。几道青绿的蔬菜一一盛盘，热豆腐滑
嫩滑嫩地在浅碟子里摇摆，三色蒸蛋出了
蒸笼，东坡肉也卤得透彻，木桶里的白米
饭粒粒分明地裹着一层油脂，圆桌上剩下
的空间不多了，只差一锅汤……汤煮好
了，装在一个深罐里上了桌，一餐终于大
功告成。

一家人围着吃饭，从热气氤氲的餐桌
上看到对面的人，就像在眼睛里装上了一
层柔和的滤镜，蒙眬的视线让表情都柔软

了起来，吃饭时间看不到先前准备的辛
苦，只看到菜肴被风卷残云过后什么都没
剩下的成就。当自己做的菜被吃得连一根
萝卜丝都不剩，那自豪感不言而喻。

当阿嬷的，忆起当年的往事总会说得
特别久。

二
青椒丝混在甜椒丝里装可爱，茄子在

意大利肉酱里躲猫猫，切成末的芹菜在焗
鲔鱼里隐形，洋葱在玉米浓汤里融化。为
了挑食的孩子，妈妈会无所不用其极地料
理，目的就是要让孩子把该吃的东西吃下
去。

成长期间，孩子不时会有吃速食这种
不健康的垃圾食物的要求，妈妈会说不可
以，有时却禁不住孩子闪闪发亮的眼神攻
势，颓败地答应。但是兵来将挡水来土
掩，妈妈会自己挑选马铃薯，洗净、削
皮、切成粗一点的条状，用干净的新油炸
成金黄的薯条；用新鲜的、肥瘦二比八的
绞肉和洋葱、青椒、红萝卜加上蛋液和面
包粉均匀搅拌，小火慢煎成真正的肉做成
的汉堡排。每一个过程都那么繁杂，可妈
妈就是抱了这样一个觉悟，为了宝贝的健
康，永远不妥协……起码要在她还能掌控
孩子饮食时，为孩子的身体打下一个良好
的基础。

时间总是过得这么快，破壳而出的幼
鸟，羽毛会渐渐丰满，离巢的时间到了。
妈妈殷切叮咛外出求学的孩子，注意饮
食、病从口入、照顾身体等等，在车站相

送的最后一刻，递上一个亲手做的、还温
乎乎、沉甸甸的便当，一心想往外飞的孩
子却觉得又多了一件行李要带。

等到心理年龄有所成长之后，孩子吃
着随手可得的微波食品，食之无味，弃之
可惜，想起过往才明白，那温乎乎、沉甸
甸的便当，装的是满溢的，爱的重量。

三
在外地工作的游子，出租屋不过是一

个暂时遮风避雨的地方。外卖是基本配
备，饮食不均衡是常态，总要在受到肠胃
抗议之后，才会认真考虑是不是要找一个
有厨房的屋子？只要能做简单的烹调就
行。

换了一间房子，感觉焕然一新，但
实地要做时，他才发现光有瓦斯炉不
够，起码还需要一个平底锅和一只勺
子。小试身手，煎个荷包蛋应该很简
单，他想。但是，当他终于笨拙地将蛋壳
挑起来时，焦味蹿了出来，用勺子翻面的
结果一塌糊涂。最后，那颗蛋熟是熟了，
却不是荷包蛋。他把煳掉的地方挑一挑，
姑且以炒蛋称之。经过荷包蛋变炒蛋的事
件后，他看的书籍类型增加了食谱这一
项，这才知道第一步是热锅、第二步是放
油、第三是等油温上来之后才能放食材。
有了初步的概念，他再度自信满满，继续
尝试，从失败中学习，从过程中积累经
验。他不时想起阿嬷说过的大家族的料理
方式，也怀念小时候母亲做的那些仿佛艺
术品的美食，想着他身为两人的血缘关

系者，厨艺应该不会太差。
当假期来临，游子回到母亲所在的

家乡，得意地说自己要下厨，要做出五
菜一汤让大家瞧瞧。准备期间，他婉拒
母亲伸来的援手，要母亲在一旁好好休
息，不然出去做个头发也好。晚餐时
间，家家户户传出锅铲碰撞的声音，随
之而来的是阵阵香味，隔壁煮了鳕鱼或
卤了猪脚，一闻就知道。母亲顶着新发
型回来，看到餐桌上还空着，有点担心
了。游子笑着要母亲别紧张，再五分钟
就好了。母亲带着五分钟可以在空无一
物的餐桌上变出五菜一汤的狐疑到客厅
等待。

五分钟后，游子喜滋滋地宣布晚餐
已经做好，可以开饭了。但是当所有人在
餐桌前聚集，桌上只有一锅冒着腾腾热气
的汤。所有人你看我我看你，最后还是母
亲开口了：“五菜一汤在哪里？”

“这里呀，五种菜加上主食材煮成
一锅营养丰富的汤，别小看它，我还讲
究了五行呢！”游子指着那只锅汤，得
意洋洋地说，这是他尝试过烧焦、被油
烫过之后的总结，将所有食材洗净、切
过之后，全部丢到水里煮滚了，关火前
再滴几滴香油，是最方便、快速、安全
的料理方式……母亲感觉安慰了，因为
出门在外的游子就算个子长高了，但终
究是孩子，而孩子，都还很需要妈妈
的。

游子天真地笑着，如小孩一般。

隐士有大小之分。小隐隐陵菽，大隐隐
朝市。历史上因隐居而出名者众多。

陶渊明曾诗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
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
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从此便得了“千
古隐逸诗人”之美称。陶渊明是先做官，后
倦于官场了，便隐居山林，驰骋于山水之
间。

“二十文章惊海内”的李叔同，少年时
才华横溢，美术家，音乐家，编辑，戏剧家，
种种身份集于一身。人到中年却突然转身，
剃度为僧，终成一代大师。弘一法师李叔同
之沉寂，皆因看破红尘，灵魂更需要宗教来
安抚。

到底何为隐士，隐居者就可以称为隐士
吗？这不妨细细道来。“隐士”就是隐居不仕
之士。首先必须是知识分子，不仕，不出名，
终身在乡野，或遁迹江湖。自古以来隐居的
人无数，然而能有隐士之称的则相当少。

天地闭，贤人隐。在古代，真正意义上
的隐士是指，有才能、有学问、能做官却不
去做官也不作此努力的人。

魏晋时期最有隐士之风，文人放浪形
骸，率性而纯真。东晋名士王徽之雪夜饮
酒，忽然想起朋友戴逵，十分想念，便起身
冒雪乘船前往，快到时却又折途而返，船家
疑惑，王徽之言，乘兴而来，兴尽而返。

当时门阀氏族之争剧烈，知识分子一
旦卷入门阀氏族斗争的旋涡，就很难自拔。
如此情势之下，知识分子抱逃避的态度，是
值得理解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既然不能
来实的，那我们就来虚的，探究玄理，乃至
隐逸高蹈，就是其表现。

细想，陶渊明倦于官场，可隐居山林，寄
情于山水；弘一法师看破尘世，可出家为僧，
接受宗教的安抚；魏晋文人则居家中，清谈
玄学之道。而我辈凡人，每日为生存疲于奔
命，倦怠之余，只能挂在网上，小隐于Q了。

小隐于Q也是一种隐，至少也说明一
种沉静而不浮躁的心态，这于喧嚣而欲望
沉浮的现代都市，恐也十分难得。

坊间纪事

购物季 □ 辛 然

春天来了，这个月的工资无
论如何都要花掉，以表达自己对
这个温暖柔和的开始充满欢喜。
跟同在微胖界的闺密逛服装店，
进店的刹那就跟店员们达成奇
怪的默契。一些老辣的店员，从
表情就能看出自己是不是她们
的目标客户，她们无视你，当你
是一个不小心飘入店里的气球，
那你也只能像个气球那样无声
地飘向下一家。一些店员会上下
打量你一番，然后摇摇头说，没
有你的SIZE(尺寸)。遇到善良或
者说锲而不舍的店员，除了上下
打量，还会伸手在你腰间摸一
把，或使劲看一看你的腿，或让
你撩起衣服看看你的臀，然后肯
定地告诉你：没有你的SIZE。闺
密不止一次地表示，比起这样服
务到家的方式，她宁可直接被一
个白眼拒绝。只有没有经验的店
员才会翻出那些大SIZE让你去
试，我们对这种服务又感谢又同
情，因为恐怕她要买卖落空。在
一些幸运的大SIZE充足的店，我
们开始有了身份，比如美女、姐，
其实就是棘手货。会有经验丰富
的店员给我们找出蝙蝠袖、欧美
码、中低腰这种容忍身材缺点的
款式。当我们怯怯地要求试一件
有型有款的，眼中闪过一丝犹豫
后，店员会用“试试你就死心了”
的微笑递上最大SIZE。

当我俩没买到一件合适的
衣服时，就会去超市泄愤——— 当
然，我们不是捏康师傅、上好佳
的“捏捏族”——— 按照闺密的说
法，衣服买不到，超市的东西我
总能买吧！钱没花出去，和年没
拜出去一样郁闷。超市真是个安
慰人的地方，除了商品任挑，还
可以轻松说话。一边往购物车扔
食品，一边对某个人品头论足，

跟拍电视剧似的，结账的时候心
中都有个无形的导演喊cut！买一
堆吃的，全是有利于减肥的无糖
食品、低能量食品。和真事儿似的
看看食物说明里的卡路里，往车
里一扔，就好像已经扔掉了一坨
脂肪。不过路过曲奇、巧克力、饮
料这些总是设置在离结账处最近
的柜台时，会自暴自弃地选上一
份，理由是女人何苦对自己那么
刻薄呢之类永远用不完的借口。

不过故事总不会结束在超
市，这也太土气了。这种失败后我
们会用各自的方式进行弥补。闺
密会继续找时间逛服装店，直到
找到适合的衣服，我会转移目标
到书店。书店跟超市差不多，也是
随意挑，而且只能你来fit(适合)
我，不用我去fit你。况且今年我开
发出新的购买方式——— 购买电子
书，网上一发送，kindle阅读器上就
出现了。三八节那几天电子书商
选了些跟妇女有关的书籍打折，
才一两元，立刻买了几本。

春季是每一年的第一个购
物季，这时候打折、促销都不是
购物的理由，理由只有一个：高
兴。就像外出就餐不团票，省去
了提前预约和克制对饭菜不满
情绪的麻烦；就像精打细算过着
日子，偶尔奖励自己一小下，买
件新款衣服，全款。如果一切都
选打折的，生活还有什么意思。
我把这种高兴看做是原始基因
作祟，当我们还是“第三种大猩
猩”时，严冬过后万物初始，各种
生物都为之欢呼雀跃。鸟要鸣
叫，兽要交欢，人要狩猎。这种获
取行为发展到现在就是购物，因
此人之所以为人。写完这句话自
己忍不住要笑：不知道把花钱提
升到这种“高度”，合了多少女士
的心意，疼了多少男士的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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