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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搭台、企业让利、群众受益

助力全市房地产行业平稳健康发展 打造宜居、幸福、美丽的现代化新鹰城

网上流传一段视频，一名肤白貌美

的年轻女子，穿着精致的高跟鞋，一身

白色旗袍紧紧绷在身上，手中拿着一把

锄头，装模作样地在泥泞的田地里干活，

明显是在摆拍。视频引起网友一片讽刺

之声，说你就是摆拍也得认真一点，多少

要像那么回事，至少要把衣服换了，谁见

过穿着旗袍下地干活的？

这使我想起最近网上的一个热点话

题“孔乙己脱不下的长衫”。鲁迅笔下的

孔乙己穿着长衫，意味着是个文化人，但

因读了点书，便做不了也不屑于做其他

工作，因而穷困潦倒，连喝酒都得赊账。

现实生活中，不少年轻人也有着“脱不下

的长衫”，比如学历，是资本也是牢笼，是

财富也是包袱。他们读过一些书，有个

拿得出手的学历，却干得很不如意，想要

干点其他的，比如赚钱但要下苦力的工

作，又放不下身段，拉不下面子，于是高

不成低不就，陷入很尴尬的境地。

这其实也不是多大难题，只要决心

卸下包袱，转变观念，放低身段，从实际出

发，就会发现机会多多，天高地阔，什么增

加收入，改变命运，都不成问题。关键是

要勇于脱掉“孔乙己的长衫”，不要让其捆

住了手脚。就说鲁迅笔下的另一个人物

阿 Q 吧，因为没有“孔乙己的长衫”，所以

什么活儿都能干，叫撑船就撑船，叫舂米

就舂米，叫割稻就割稻，日子远比孔乙己

过得滋润，要不是后来碰上糊涂案子，说

不定还真能混个寿终正寝。其实，他也

有穿长衫的机会，从城里回来时就带了

一大包衣服，长衫、马褂都有，可他嫌穿

长衫干活不便，就卖给了乡邻。

孔乙己、阿Q毕竟是小说中的人物，现实

生活中也有不少脱掉长衫好干活儿的例子。

1927 年，毛泽东脱掉长衫，穿上军

装上了井冈山，搞红色武装割据，打出了

一片天地。1945 年，他的儿子毛岸英从

苏联留学回来，毛泽东要求他脱掉学生

服，再读“劳动大学”，跟延安劳模吴满有

学种地。毛岸英和农民一样下地，同吃

同住，干了半年多，才算“劳动大学”毕

业。因为接了地气，了解了国情，增进了

和群众的联系，去掉了洋气和娇气，毛岸

英后来成了一个优秀干部。

1956 年，钱学森从美国回来，立刻

脱掉西装，穿上中山装，和大家打成一

片，生活朴实低调，谁也看不出他是个名

闻中外的大科学家。他把全部精力都投

入到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为中国的

两弹一星作出了巨大贡献。

朱德元帅一向生活质朴，平易近人，

每次深入军营、工厂、农村去调查研究，

都脱掉元帅服，穿着便装，轻车简从。这

一方面是为了工作方便，另一方面也是

为了拉近同基层群众的距离。

衣服可以只是本来意义上的衣服，

用来御寒保暖，也可以是身份、地位的

体现。衣服是为人服务的，如果不合

适、不方便，那就干脆脱掉；文凭、学历

是为人加持升值的，如果发现影响到

就业选择，那也毫不犹豫地搁在一边，

坚决脱掉那华而不实的“孔乙己的长

衫”。

如今，博士生干家教、当幼师，硕士

生送外卖、送快递，本科生当护工、拧螺

丝，都不算啥稀罕事，而且大都干得甘之

若饴、如鱼得水，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就是因为他们及时脱掉了“孔乙己的长

衫”，没有了精神包袱、心理羁绊，于是路

就宽了，选择余地就大了。

也有人说 这 是 大 材 小 用 ，但 从 实

际出发，社会需要更多的是脚踏实地的

劳动者。而且一个人是不是大材，与多

读了几本书关系不大，因为读书固然可

能会读出“黄金屋”与“千钟粟”，也可能

读成“百无一用是书生”。

脱掉“长衫”好干活儿
◇ 陈鲁民 下午，突然想起很长时间没给

大伯家二哥打电话了，好像过年也

没有打电话，这是不可原谅的，20

年来从来没有过的。我立刻拨通

电话，关机，连续拨打电话两次都

是这样的提示。两个小时后，又

拨，电话通了。二哥话语间很平

静，没有以往打电话时的情绪高

低起伏。而我很兴奋，毕竟这几

年太艰难了，亲人联系得越来越

少。我先是问候了大妈，得知大

妈身体很好。我又兴高采烈地问

到二嫂，祝二嫂身体健康、天天开

心。二哥平静地说你二嫂已经走

了。走了，出差了吗？我问出差

去哪儿了，二哥说去世了。我的

眼泪突然夺眶而出，泣不成声，一

直断断续续地说，二嫂是一个好

人，接着就是号啕大哭，止不住，不

能通话了，挂了电话，一个人坐在

那儿泪如泉涌。

二哥爸爸的太爷爷和我爸爸

的太爷爷是亲兄弟，我小的时候我

们两家走得很近。

小时候经济拮据，父亲常年在

外打工，家里农活又特别重，母亲

一个人应付不过来。我记事时起，

每到收麦、插秧、收稻时节，任何需

要劳动力的时候，我大伯就会和大

哥一起来帮助我们家。

小时候不喜欢拜年，但从不抗

拒去大伯家，大伯一家特别亲切，

大妈给我拿他们家最好吃的炸糖

糕。记得有一次，好像是收割水

稻，大伯和大哥来我们家帮忙，晚

饭后，坐在稻场上，我拿着扇子给

大伯扇风，他特别高兴，说我有孝

心，问我长大了怎么孝敬他，我说

给他买个电风扇，免得扇扇子累得

胳膊痛。他听了高兴得眉眼都舒

展开了。以后好多年见面都说这

个事，说他记着呢。

我上学、工作，每年回家都去

看望大伯，他还会提起那个电风扇

的约定。大哥身体后来出了一些

问题，1992 年，年纪轻轻就走了，

1997年大嫂也走了，再后来大伯刚

过 60岁也走了。大哥大嫂留下了

3 个孩子，当时最大的才 10 岁，二

哥家的担子更重了。

每一次回家，提起大伯一家，

爸爸妈妈都说：“那是一家好人，帮

助我们家太多，不应该走那么早，

守田的担子太重了。”守田是二哥

的名字。又说我二嫂太好了，接过

去大哥的 3个孩子，又把大妈接到

武汉。

因为一个案件，我从 2008 年

连续 10 多年，每年都去湖北，路过

武汉。每次都去看望大妈。2008

年 3 月初，我在武汉转车，那时才

第一次见着二嫂。30 多岁，瘦瘦

高高的，应该有 167 厘米，脸色有

些暗黄，满脸笑容，像外面盛开的

海棠。二嫂很热情，说，早听说老

叔家弟弟，今天真的见着了，说我

太瘦要多吃，180厘米的身高才 130

斤体重，不行的。说回老家的时候

去看过我爸妈，晚上不要走了，多

说一会儿话。

二嫂住的是学校的房改房，70

多平方米，改造了 3 个卧室，两个

卧室都是高低床，其中一个卧室放

了两张高低床。二嫂系上围裙开

始做饭，我和大妈唠家常。吃过午

饭，我还要去鄂州，没有在武汉停

留。二嫂不是那种倾国倾城的美

女，但她温良贤淑、蕙质兰心、性格

开朗。

后听说大哥的 3 个孩子分别

读了大学、中专、研究生。

二嫂和二哥是大学同学，二嫂

毕业后成绩优秀，留校任教。二哥

也一路狂奔，博士毕业，去了一家

大型国企。他们的女儿像二嫂，活

泼可爱。二嫂常说，大哥大嫂的孩

子就是他们的孩子。

每次路过武汉去二哥家，二嫂

听说后总是急急忙忙从单位回家，

坐在大妈旁边，听我和大妈唠家

常，时不时问我工作顺利不，叮嘱

我注意身体，要多回去看看爸妈，

然后张罗做饭。

2013年秋天，二哥打电话说二

嫂来郑州开学术研讨会。我张罗

着迎接二嫂，可是等到会议结束

时，二嫂来电话说在回武汉的高铁

上。二嫂说家里面孩子多，作业需

要辅导，大妈身体不好，学校有个

课题实验还没有做完。我知道二

嫂放心不下那个家。

时间飞逝，孩子们都渐渐长

大，参加工作了，听说小侄女也上

大学了。2019 年又见到二嫂，二

嫂皮肤明显好很多，没有以前那

种暗黄了，可能是孩子们都成家

立业，操心的事少了一点。她还

是那样急急忙忙回家，安静地坐

在大妈旁边听我唠家常。大妈说

再给我炸几个糖糕吃，我笑说大

妈怎么还记得这个，大妈说年龄

大了，好多事都忘记了，说我爱吃

糖糕也是刚刚想起来的，二嫂就开

始烫面。

2020 年疫情，武汉处在风暴

中心，我很担心二哥一家人的健

康。大年初一，我赶紧打电话给二

哥，二哥说一切都好，不用挂念。

此后 3年间，没有再见二嫂。

我就想，这么好的一个人，怎

么说没就没了呢！断断续续听二

哥说，二嫂很忙，很少去医院，年终

体检，发现淋巴癌，已经扩散了，在

医 院 治 疗 ，2022 年 底 感 染 了 新

冠。今年 1月，一个好人刚走完 48

年的人生就这样没了。

我想天堂 一 定 很 美 ，一 路 风

景 有 大 伯 、大 哥 、大 嫂 相 陪 ，希

望 二 嫂 在 天 堂 里 面 不 再 有病痛

与伤悲。

302.龙凤溺器

明朝礼部尚书李杰的夫人患有遗溺

症，每天晚上 都 尿 床 ，而 且 梦 境 都 一

样：两位宫女捧着饰有龙凤图案的溺

器。时逢皇太子大婚，夫妻同赴皇宫

祝贺，席间李夫人尿急坐立不安。皇

太后大为不满，问其原因，李夫人如实

相告。太后命两宫女将夫人引至僻静

处，所用的溺器果然有龙凤图案。从此，

夫人遗溺症一去不返。

303.七七魄散

民间风俗：人死每遇七日，则作佛

事，谓之“做七”。很多人不知为何如

此。清朝人王应奎所撰《柳南随笔》解释

说：“人生四十九日而魄生，亦四十九日

而魄散。”因而人死后，各种祭奠仪式从

一七延续至七七，到四十九日这天，按迷

信的说法，人的魄散已经归天，丧事自然

就结束了。

304.避讳多多

明太祖朱元璋发迹前在皇觉寺当过

和尚，他对这段身世不愿提及。做了皇

帝后，但凡廷臣上奏或赋诗言及“光”

“和”“尚”等敏感字词，朱元璋必严惩不

贷，轻则贬谪，重则诛戮。有一天，朱元

璋宴请群臣，命诸臣赋诗。监察御史施

孟微诵诗曰：“日出光华照四方”。皇上

立马翻了脸，将施孟微撤职问罪。

（老白）

想去武汉的念头不知道是什么时

候有的，可能是在某个公交车或是街

角屏幕画面里看到了樱花，脑子便悄悄

记下了。离家不远的街心花园里，辛夷

花盛开，路过的时候站在繁花下眯眼抬

望，嘴里就念叨：去武汉看樱花吧。

出发前，家人并不知情，导航切入

耳机中，当听到预计四小时五十分钟

后抵达的播报在耳边响起，心中窃喜。

向南方行驶最直观的变化是水越

来越多，池塘、小河、湖湾，水以各种方

式出现。进入湖北时是日暮时分，大

地恰是最浓郁的墨色，在整片的墨色

大地上会有明亮的部分闪现，这部分

是瓦蓝色、橘红色的，能让布满晚霞的

天空落在大地上的，也只有水聚成的

河与湖，像黑丝绒上点缀的宝石。

夜晚八九点钟的武汉最是热闹。

安顿好下榻的民宿，便匆匆出门觅

食。位于江汉区统一街洪益巷的吴长

子卤菜馆是很多本地人的心头好。吃

上卤味前，你要穿过熙攘吵闹并不干

净的、明暗交替的胡同小路，随后你就

会看到小小的似乎歪歪扭扭的门面，

加热的铁盆中，不断冒热气的各色卤

味，肘子、猪舌、猪尾、猪耳朵、香肠、鸡

蛋、鸭腿、大肠、藕和各类豆制品，异常

齐全，丰富程度不亚于千与千寻汤婆婆

汤屋外的那条美食街。卤菜口味急剧

变化，从入口到咽下，每一口都有起承

转合。原本是惧怕卤肉腻味的家人，也

因为醋的妙用，让盘子见了底，美中不

足的是母亲无法吃辣，并未尽兴。

黄鹤楼比我想象中的高很多，离

江也远很多。驱车行驶在长江大桥上

就可以看到它。虽已不是古时文人墨

客登上的那座楼宇，但看着雾中隐约

可见的长江依然心生感慨。顶楼的壁

画江天浩瀚很漂亮，其中一幅画里可

以看到天地间小小的鹤金光闪闪。如

果是白色的羽毛飞在夕阳里，也会是

金色的吧，这个经验源自于去年在三

亚的某个黄昏，熔金夕阳照着落在船

头的白色鸥鸟身上，一身金黄，一如画

中这般。站在黄鹤楼上总会想远在天

边的扬州，会想比天边还远的唐朝。

它就是这么一个文化符号，时空锚点。

咖啡巧克力味的黄鹤楼冰淇淋好

吃，印着樱花与黄鹤楼的明信片也飞

去了北京。

无论从大学毕业多久，都还是喜

欢学校。喜欢看白衣的充满希望的清

瘦的少年。所以每到一个地方，总会

想抽出时间拜访这里的名校。比如去

了北京就央求哥哥带着逛清华园看图

书馆的猫馆长。

到了武汉，肯定得去武大，即使没

有樱花。奈何武大只在盛花期才开放

入校赏花预约，只能早早赶往最后一

站——东湖樱园。

三月初，武汉地区只有早樱开放，

东湖开放的早樱主要是云南早樱，也

有初美人、飞寒樱等品种。好在早樱

也不少，且在我的故乡目前依然是铅

灰色的主色调，所以看到满树粉白绽

放虽未染尽全园也还是很过瘾。白

色、粉色的细小樱花瓣在阳光里像是

碎掉的月光和冰块，清晰可见其上的

脉络，像白皙女孩的耳朵和血管。樱

花便是如此，总让人呼吸缓慢，想到安

静的柔和的光景和事物。

不用风来，盯着它看的工夫，就有

花瓣儿不断飘落下来，樱花和蜉蝣一

样，代表着自然界中“一瞬”的概念。

同时日本物哀的理念也常以樱花为符

号。讲人应与万物共振，风、光、花、

雨、山、石。我们的感知应伸展向广阔

的时间与空间。

在翻阅园区资料时，看到一则有意

思的记录，1991年，这里的樱花树中有

200株、多个品种去往了北京，在玉渊潭

公园扎根安家。它们便这样提前20年去

往了哥哥的新家，此刻陪伴着我的侄女。

这是怎样的一种联系呢？这似乎是与一瞬

不同的概念。樱花树跨越了20多年的时

光、1000公里的空间，成了某种纽带。

至于盛花期的樱花，像关山樱、雨晴

垂枝樱、八重红垂枝樱，还如同烟雾一般

沉睡着。放眼望去整个园区大片烟雾裹

挟着几片早樱盛开的区域，不敢想已让

人眼花的早樱真正进入盛花期的景色：漫

天的落樱会把湖面都变成粉色的吧。

二 嫂
◇ 胡传贵

武汉琐记
◇ 曲繁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