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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写手

你说我说

绘图 仁伟

文学ABC 领悟
□赵钰昆

偶尔听到香港歌星林忆莲唱的那
首《领悟》，我颇有感触。这首歌很多
人翻唱过，不过我最钟爱的还是她这

个版本。
林忆莲在唱这 首 歌
之 前 ，说 过 一 段

话：“ 李宗盛
的歌词

跟曲子配合得很好，常常会让大
家 喜 欢 他 那 些 很 特 别 的 歌 曲 。
接下来这首歌，我一看到歌词就
哭了……”

林忆莲在说这段话时，显然不
像汪峰表白那样打了腹稿。她寥
寥数语，道出了李宗盛在写歌方面
的出众才华，以及她对这种才华毫
不掩饰的钟爱。更重要的是，这种
爱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任何做作

的成分，这就更加难得了。

我之所以喜欢林忆莲的歌，是
因为她那种精灵般的气质。林忆
莲的容貌算不上惊艳，但是她的
歌声足以弥补她身上的不足，从
而让她信心满满地在舞台上深情
演绎。

此时，我忽然想起林徽因的一段
很有诗意的话——终于明白，有些路，
只能一个人走。

那些邀约好同行的人，相伴雨季
走过年华，但有一天终究

会在某个渡口离别。
红尘陌上，独自行走，绿萝拂过

衣襟，青云打湿诺言。
山和水可以两相忘，日与月可

以无瓜葛。
那时候，只有一个

人的浮世清欢，一
个人的细水
长流。

对于家庭暴
力，警察虽有干预的

职责和权力，但因为要保
护隐私、取证困难等，处理起

来非常困难。
我在当社区民警时，一天晚上，辖

区居民打电话报警，某小区有一对夫妻
在打架。

我急忙赶到现场，见一个体态丰
满、30岁左右的女人，骑在一个瘦弱的

男人身上，使劲儿打他，还用尖酸刻薄
的话骂他。男人被打得哇哇叫，女人就
是不下来，还不停地说：“打死你，窝囊
废。”这是从农村来的夫妻，男方在街上
卖水果，女方没工作。这女人平时张牙
舞爪的，稍有不如意就打骂丈夫。这次
因为男人偷偷地给乡下老娘送钱，她发
现后随即“追杀”到小区里。

我准备把她送到派出所，她打滚儿
撒泼。邻居和风细雨地劝她，她根本不

听，我只好把她带到附近的警务室。
“你涉嫌殴打他人，派出所要对你

依法拘留。”“我打自己的男人，关你们
什么事？”“真是个法盲！殴打他人就要
负法律责任。你丈夫累死累活地赚钱
养家，你却这样对待他。不想好好过，
你们就离婚吧！”我刚说完，房东接道：

“你要是喜欢打人，就回家好好打。这
里是文明小区，不兴打人。”

第二天早上，我刚进警务室，就见

这两口子在
等我。女人说：

“昨天是俺不对，你批
评得对，教育得好。俺脾
气不好，可俺们不能离婚，一家
人还指望他挣钱养活呢！”

我心想，这一咋呼还真管用。后来
我不当社区民警了，听朋友说，这两口
子现在过得很不错。这就好，希望他们
越过越幸福。

“家贼”难防
□徐进良

我爱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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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写手 写百姓事

老赵教了几十年小学语文，
退休后本想在家里发挥余热，教小
孙子背“白日依山尽”之类的，可儿
媳妇要让孩子上双语学校。儿媳妇
领孩子出门时，老赵还隐约听见她
在嘟囔：“背了一辈子，啥也没弄成，
还在背……”老赵气得脸都绿了。

老赵是我们这条街上的文
人。过去逢年过节，大家都找他
写春联、福字、喜字。虽说挺麻
烦，但能得到大家的称赞和尊敬，
他很满足。

近些年，求他写春联的人少
了，孩子也不用他教了，他就像学
校那口老挂钟，被晾在墙角了。

老赵出门，跟他打招呼的人少
了，他就贴着墙根儿走。跟老伴去
菜市场买菜，他像教学一样一丝不
苟地跟小贩讨价还价，有时还跟小
贩吵起来。老伴嫌他烦，买菜也不
带他了，他只好闷在家里。

一次，我在阳台上浇花，见老
赵脖子上围着一圈报纸，老伴正
在给他剪头发，还说整天不出门，
随便剪剪就行了。老赵过去对仪
表格外讲究，现在也开始凑合了。

后来我搬家了，再见到老赵，
已是半年后了。那天去文化宫开
会，我见广场一角有不少人围成
一个圈，看一个人写大字。那人
手握一支自制的大笔，正聚精会
神地写一首古诗：“凌霄不屈己，
得地本虚心。岁老根弥壮，阳骄
叶更阴。”走笔如行云流水，笔力
雄劲，柔中带刚，顿挫之间韵味十
足，赢得一片称赞声。我一看，写
字的人是老赵。他脸色红润，留
着小平头，穿一身运动衣，年轻了
不少。

我想，会后一定得去看看老
赵，他又变回来了。

前几天，我写了一篇怀念往事的
文章发到微信朋友圈，很快有很多朋
友点赞，有的还不吝夸赞“好文采”

“写得真好”“让人感动”等，我心里美
滋滋的。

有个老同事却与众不同，他没有
简单地点赞，而是给我发来一大段评
论，就像给学生的作文写评语。他认
为我的文章表现了那个时代人们的
生活状态及个人的感情变化，尽管脉
络清晰，感情细腻，但这些能够打动
读者的要素没有更深层次地发挥作
用，究其原因是因为文章缺乏自我意
识，不能更好地引导读者对过去进行
深入思考。

我离开教师岗位多年，也多年没

见过他，没想到他会对我写的东西这
么关注，更没想到他会站在这样的高
度来审视和评价我的文章。我真的
很吃惊，甚至觉得他有点儿小题大
做，但仔细琢磨，发现他的评价是坦
诚的，是言之有物、切中要害的。他
的批评让我汗颜，我陷入了深思。

真正的朋友就应该相互吸引、相
互认可、相互欣赏，而不是没有原则
地迎合、迁就。这个老同事、老朋友
能费时费力对我的文章进行品评，说
明他够朋友。

给我点赞的朋友，让我自信，让
我享受喜悦；给我“挑刺儿”的朋友，
让我冷静，让我看到不足，我才能更
好地进步。我真诚地感谢大家！

我爱好写作。当年有一个叫青
儿的姑娘，就是冲着我这个爱好，对
我展开爱情攻势的，人家没费多少力
气，我便缴械投降了。

结婚后，青儿承包了全部家务，
为的是要我把爱好发扬光大。我写
作时，她端茶倒水，尽心“伺候”。

我常感叹自己有福气，慢慢地习
惯成了自然，在家里油瓶倒了我都懒
得扶。有一次我下班回家，青儿打电
话让我先把锅添上水，正在看电视的
我以写文章为由拒绝了。她到家后
刚埋怨了一句，我就说：“你发表一篇
文章，我做半个月家务！”

过头话说不得。我忘了她也是文
学爱好者，不仅常给我的文章提建议，
还时常给我提供写作素材，与我讨论
报纸副刊上的文章。当她撂下“走着
瞧”的狠话后，我后悔了。一个月过去
了，我没见她写文章，正暗自庆幸，她
却拿来一份《洛阳商报》让我看，《儿子
二三事》那篇文章的作者正是她。看
来，我得干半个月的家务了！

读她的文章，我好熟悉，竟是我
跟她聊天时透露的构思。此后，我与
她聊天时，尽管小心翼翼，仍会落入
她的圈套，暴露自己的写作计划。结
果，我构思好的内容，一不留神就被
她“偷”去了。

我感慨“家贼”难防，她说我不知
好歹。“摸摸你的肥肚腩，想想你的椎
间盘，我要不想着法儿逼你多活动，你
的身体恐怕早就出问题了！”我听了一
愣，原来她是在为我的健康着想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