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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说河洛】

人生加减法
谁能算得清

□记者 张丽娜 文/图

“民间拾宝”之老银器

市总工会免费电影周周看

本期影片：《天注定》
领票时间：本周四、周五上午8：30

至12：00，下午2：30至6：00。（凭工会会
员证或本人身份证可领电影票两张，

凭《河洛》版加领一张票，可一家三口
一起看）

领票地点：市工人俱乐部售票处
放映时间：5月24日下午3：30

“心灵鸡汤”喝多了也腻歪。某日
朋友聚会，有人感叹挣钱太难、活着太
累，一小资女闻言故作深沉状，劝导大
家：人啊，欲望别太强，要学会做减法，
把生活中不必要的事物都剔除掉。

这话有哲理、有深度，初听十分“高
大上”。遗憾的是，此非原创——眼下微
博、微信里有太多这样的“心灵鸡汤”，已
经到了令人倒胃口的地步。于是，此女
被众人扣上了“矫情”的帽子。

说话要切合语境，小资女的失误，
就在于没弄懂有些道理不是绝对的。
人生中是有需要做减法的时候，但在许
多情况下，生活习惯、体验需求会诱惑
人们选择做加法。

就拿写毛笔字来说吧，有笔墨纸砚
足矣，可是墨客不满足，为了书写顺手，
也为了增添更多的趣味，他们便在文房
四宝之外增添了笔筒、笔架、笔洗、镇
尺、臂搁等文房用具。这些东西铺开，
能占满一张书桌，不嫌麻烦吗？

洛阳周氏银器博物馆馆藏的古代文
房用具，足以证明有些人“偏爱”麻烦。

据该博物馆讲解员马丽介绍，上图
中这两个贝壳似的玩意儿，是清代传下
来的银质笔掭，专为除去毛笔上多余的
墨汁：毛笔蘸墨之后，顺着“贝壳”的纹路
理一理，笔尖便平顺均匀。

砚台上也能掭毛笔，何必要用笔
掭？花钱不说，用完还得擦洗。在小资

女看来，笔掭大概就是那种可有可无、
应该减去的东西。

可在某些人眼里，某些物件给人带
来的精神愉悦大过实际功用，自有其存
在的价值。

如此精美别致的银笔掭，本身就是
艺术品，可供闲时把玩，也可借此摆阔、
彰显身份：你看我多有能耐、多有品位，
用得起银笔掭！

这道理跟喝茶一样，俗人只需一把
茶壶、一个茶碗；雅人摆茶道，茶匙、茶
则、茶宠、公道杯、养壶笔……样样不能
少。喝口茶需要这么费事儿吗？哎，人
家喝的不是茶，是心境，要的就是“费事
儿”中的自得满足，就着好时光自斟消
磨、怡情养性。

有个说法，奢侈是通向朴素的必经
之路。还有个说法，生命在于体验经历。

人家没吃过猪肉，想尝尝，你偏要
说萝卜、白菜就能吃饱，没必要吃猪
肉。就算你管得住嘴，能管得住想吃猪
肉的心吗？

返璞归真，需要一个自我认知、接
纳、消解、放下的过程。欲望可以是罪
恶的深渊，也可以化作前行的动力。

生存之外，一切爱好都是加法。偏偏
有些加法，是人不至于苦闷无聊的基础。

擦洗笔掭、摆放茶具浪费时间？那
是人家的事儿，等人倦得不想折腾了，
自会减去，咱就甭操心了。

靠近老城南大街的农校街，是
民俗专家李健虎先生组织看老城
活动的一条必走之路，我曾随着探
访的人群走过两三回。

农校街位于老城区西南隅，
东至南大街，西接仙果市街，全长
约２00米，轿车相遇可错车，街树
葳蕤。

农校街曾叫察院街，因清朝河
南府察院设在此而得名。再往前，
老人们说这里是明朝军队的营
地。这里有一个传说成为千古美
谈。此地的大户人家董家和李
家一墙相隔，曾为这一墙之地起
纠纷。董家告诉在朝为官的儿
子，儿子提笔书写了“千里捎书
为一墙，让他一墙又何妨？区区
小事不足提，邻里和睦理应当”，
化解了这场纠纷，两家各让三尺筑
墙，中间便成为小巷。传说的位
置大概就在现今农校街小学西边
的小巷。其他地方也有类似传
说，均是借此弘扬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

作为河南府的第二大衙门，河
南府察院兼有行政监察、司法审
理、人才选拔等职能。说起人才选
拔，实际上就是延续千年的科举考
试制度，对于底层知识分子来说，

这既是一座天桥，又是一座独木
桥，运气好的话可以青云直上，做
大官；运气不好的话，穷尽一生也
不能考取半点功名。有人因为年
年来考年年落第，直到胡须花白，
悲愤之余一头撞死在察院西边的
文昌阁。这真是“莘莘学子寒窗
泪，蟾宫折桂几人成”啊！当然，也
有因中举而喜疯了的范进之流。

后来，科举制度被废除，洛阳
士绅宫玉柱等人在清末租用察院，
创办了河南府中等蚕桑学校，民国
初年改为河南省洛阳甲种农业
学校（省立第三农校），清察院华
丽转身，成为教书育人的地方。
察院街也成为现在的农校街。
新中国成立后，农校又被改为农
校街小学。

农校街的风云变幻，始终离不
开清察院。五四运动那年，洛阳的
先进知识分子群起响应，在农校
（清察院）开会，成立豫西学联，推
动了洛阳追求进步的革命。抗战
结束后，伪政府的汉奸们惶惶不
安，也在此地商量对策，被国民党
暗杀团发现，一些汉奸被捕，一些
汉奸死伤或在逃。

在这条街的西边，树荫掩映下
用繁体字写的“洛阳市卫生防疫
站”的青石招牌还清晰可见，市卫
生防疫站曾在此办公20年。

历经沧桑，农校街在悄悄改
变着模样。街名可以变，地上的建
筑可以变，居民可以搬迁，但是传
统美德、和谐的邻里关系不会变。

农校街：察院变校园
□庄学 文/图

【老庄探路】

农校街街景

带上《河洛》版 全家一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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