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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鲁民

作家的自信
♣ 曲令敏

一份内涵丰蕴的镜鉴
鲁枢元的《心中的旷野》，是他一套十二卷

文集中的一卷。他是著作等身的文化学者，在
我眼中，他不仅是文学、美学、哲学与精神生态
学等跨学科的通才，更具标志性的是他热诚良
善的人品和热带雨林一样旺生茂长的语言才
华，这才华成就了他大树入云的生命景观。

《心中的旷野》是一本美学散步一样的随
笔，书中融渗了古今中外名家的思想文化精
华，更充盈着切肤贴心的观察与思考。洋洋数
十万言，是他的心灵原野上生长出来的，也是
从他踏遍异国风土和大江南北的脚印里拓印
下来的。文字带着他的生命温度，带着他为精
神生态学开宗立派的学养与识见，复盘了先生
的学术道路和人生轨迹，更不乏与作家、学者
和文友的交流切磋，展卷品读受益匪浅。

学识和见识都极有限的我，只能从熟悉
的角度说一点读后感。

按照鲁枢元的定义，所谓“旷野”，其实就
是地球上那个原生态的生物圈儿，是包括人
类在内的自然万物的根。“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都潜伏着一片心灵的旷野”。以我的浅见，心
中的旷野就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
一”的大化之境，也是人心灵中充盈着天籁之
音的那块枝芽丛生的精神原野。

不知何故，我在阅读的过程中，总是用荒
野替代旷野，也许是因为打小生活在大平原
上，田连阡陌，农耕四季，没有见识过辽阔的

旷野大川，对这个旷字比较陌生吧。值得庆
幸的是，我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遇到了一个

“原生态”的班主任。语文课堂上，他一高兴
就拉二胡，要么干脆把大家带去操场上跳舞，
《茉莉花》就是那时候学会的。终身受益的是
他的作文课总是在野外上，荒水野沟，春豌
豆、秋芝麻，虫鸣鸟叫，朝露晚霞，都要求实景
实写。有一次，他带着我们跑到八里溪和桐
河交汇的地方，观察河中间沙洲上的芦苇：夕
阳西下，南风吹过，河水粼粼，一片野芦苇随
风俯仰，少年的心一下子荡到好远好远，他
说，你们好好看看，好好记住，原样写进作文
里，这就是意境，这就是才华……沙洲不是旷
野，但它是那个大自然的“根儿”。

鲁枢元在书中写道，大气污染让城里人
多年来看不到繁星密布的夜空，有一天晚上，
他和平顶山的朋友胡君散步，在楼低树高的
地方看见了天上的一轮明月，星空白云尽现，
这原本寻常的天象竟然引起胡君的惊呼。我
想起上小学的时候，晚自习油灯没油了，出来
坐在月亮地儿里，课本上的字句看得清清楚
楚。如果跟如今的小学生说，他们肯定不相
信。空气污染、灯光污染，除了登上海拔2000
多米的尧山，即便是晴朗的夜晚，我们能看见
的星星也是屈指可数的。

早年写河的时候，我曾经在阗无人迹的
山野里见过成群的雉鸡，见过白鹭起落的山

村，见过带着一群十几个猪崽儿觅食的野母
猪，见过被无意间毒死的小艾叶豹。在叶县
歪头山，更见识过一只大山雕叼着小山羊从
天空飞过，被人们呼叫着救下。最奇妙的是，
歪头山上下来一条河，河沟里的乱石缝中长
着大大小小的枫杨树，断断续续好几里长。
在郏县肖河的源头，有一处知青定居点，知青
回城了，两三把头儿粗的泡桐树，拱出厨房的
瓦坡，绿莹莹展开了巨大的树冠……

这不是荒野考察，只能算是山野漫步。
但十年行走已经成为可遇不可求的财富，让
我至今还能动笔写稿。这就是大自然对人的
恩养吧。这番经历更让我坚信胡大白所言不
虚：“鲁枢元是一位真诚的学者，在他的治学
生涯中，他坚信性情先于知识，观念重于方
法，创新的前提是精神自由。”为了这自由，学
海泛舟之外，鲁枢元不停息地行走在大地上，
从海南蛮荒的山野，到毛乌素一望无际的沙
漠，从阿尔泰的野山丽水，到长白山的原始森
林，荡荡长风漠漠人烟，都与他的心灵息息相
通，成为他耕耘不已的生命疆域。

在《阿勒泰的“大”自然》一文中，这样写一
条河流：“额尔齐斯河河谷宽广，水势浩荡，水
质清冽，两岸森林茂密，其间孕育了白杨、胡
杨、青杨、黑杨、灰杨多个杨树种系，素有‘杨树
基因库’的美称。在额尔齐斯河畔，我看到了
见过的最大的白桦林、最大的白桦树，那斑斓

如银的树干、摇曳披拂的枝叶恍如天神。”
品读鲁枢元书中写旷野和荒原的篇什，

我联想到约翰·缪尔的《夏日走过山间》，约翰
用4个月时间考察内华达山的原始风貌，草树
昆虫与飞鸟，岩架山洞与瀑布，暴雨山洪与野
兽，山味与兽腥，岩肌与水肤，雪山的威严，潭
水的柔滑，读起来就像亲历一样。鲁枢元多
年来与旷山大野肌肤相亲，所有的文字都是
清鲜的体悟。这让我想起威廉·巴特勒·叶芝
的《凯尔特的薄暮》，这本书源于古老的凯尔
特神话和民间传说，如同飘荡在荒原上暮霭，
其间湿漉漉地隐现着古老民族的精灵鬼怪，
惊怵、刺激，读着读着，人就进入了原始蛮荒
的神秘。从语言到思想，《心中的旷野》都是
一部毫无矫饰的心血之作，让我想起约翰·海
恩斯的《星·雪·火》，这是作者的阿拉斯加荒野
手记，也是一个人彻底融入荒野的生命体验，
书中有对野兽的猎杀，绝不是贪得无厌，仅是
一种生存法则的体现。

我喜欢《心中的旷野》，因为它是思想者
的书，也是诗人的书，是一片文字的热带丛
林，苔蕨藤灌，奇花异果，处处浆汁儿饱满，走
进去无不大有所获。正如行家所言：“书中文
字融渗着鲁枢元个人的体验与感悟，兼具学
理探讨与现实关怀。百余篇带有作者体温与
心灵脉动的随笔，为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提
供了一份内涵丰蕴的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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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

♣ 南 山

天女散花
村前的山冈上，大牯牛在俯首

吃草，我骑在牛背上低头读书，自
得其乐，优哉游哉。

前面的山上突然刮起一阵旋
转的风，此风名为旋风，是当地表
温度膨胀、热气上升形成的风，也
是春天常见的风，它飞驰而来，惊
得青茅东倒西歪，吓得野桃花花枝
乱颤。我和大牯牛躲避不及，被旋
在风中，草叶花瓣从天而降，让人
睁不开眼睛，惊愕之余，我手中的
书被卷上天空，让那股旋风带着朝
山外呼啸而去。

我和大牯牛心有灵犀，我贴着
大牯牛的背一起奋勇追赶，一座座
村庄，一条条田埂，一块块麦田，像
闪电一样消失在身后。终于，在一
条干涸的河床里追上了我的书，我
跳下牛背，欣喜地捧着书抬眼一
望，一条大河奔流向前，河畔是一
望无际的花海，绿油油的苜蓿延伸
到大河尽头。

那玫瑰花漫山遍野，暗香浮
动，如同人间仙境。花儿竞相开
放，赤橙黄绿青蓝紫，蜂儿翩然起
舞，它们在这春天的舞台上演绎着
生命的华章，阐释着春天的哲理。
我忽然想起朱熹的《春日》：“胜日
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
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鲜花开放满天庭，万紫千红
别有春。”远方传来黄梅戏《天女
散花》，举目远眺，前面云蒸霞蔚，
柳色如烟，我骑在牛背上循着声
音往前走去。到了近处，是一处
院子，周围是高大的蔷薇花墙，院
子里有盛开的月季、玫瑰，姹紫嫣
红，五彩缤纷。

院子的大门是敞开的，我骑牛
站在门口朝里张望，院内凉亭里有
七位红衣少女正在唱黄梅戏《天女
散花》。声音悠扬，如这春风暖阳，
让我不禁有些沉浸其中。

“小哥哥！”一声呼唤，把我从沉
醉中唤醒，一位美丽如花的女孩站

在我面前，我急忙从大牯牛背上下
来，把遇风追书的经历讲给她听。
女孩看看我手里的书说：“如今喜欢
读书的人不多了。”说完她抚摸着大
牯牛说：“老田家的牛真棒！”大牯牛
不知道是听懂了女孩的话，还是被
那只肤如凝脂的玉手轻抚得舒服，
高兴地摇头晃脑起来，那憨憨的样
子，把我们都逗笑了。

回家的路在哪里？我茫然四
顾，如此陌生，又如此引人入胜！

“沿着河堤，朝南不远就是回家的
路。”那女孩告诉我。大牯牛像是
听懂话似的俯下身让我骑到牛背
上，不等我与少女告别，兴奋地

“哞”的一声大叫，便撒蹄向前飞
奔。身后隐约传来少女的声音：

“山高水长，天涯未远，江湖再见，
后会有期。”

回到家里，想想这一天发生的事
情，感觉还是太不可思议！我问村里
的其他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
后来我又循着记忆去找过几次，却再
也找不到了，但这件事情却留在我心
里，那美丽的画面不时浮现在脑际，
伴我走过一年又一年春风花草香。

多年后的一个春天，我在黄河
岸边采风，途经一所大院，见门前
悬挂着学研基地的牌子，旁边有一
头大牛的塑像，好生威武。

我好奇地走进去，里面桃红柳
绿，鲜花盛开，春游研学的师生人潮
涌动，很是热闹。我正随着熙熙攘
攘的人群走着，前面忽然出现一位
红衣女子，我正疑惑间，那女子蓦然
回首，好一张绝美的容颜！却怎么
会如此面熟！再定睛细看，竟然是
我数年前见到的那位红衣少女！她
回眸一笑，瞬间便消失在人海里。

我急忙向前找寻那位少女的
身影，前面又出现一个院子，约两
米的蔷薇花墙，里面似乎正演绎着

“鲜花开放满天庭，万紫千红别有
春，采得仙花下人世，好分春色到
凡尘……”

《天下良田》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部具
有较强社会意义和现实关怀的长篇小说，它以农业综
合开发项目为背景，探讨了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农
民增收等现实问题，展现了国家政策对农村发展的重
要作用，也反映了农村基层干部在推动农业发展中的
艰辛和付出。

作家柳岸凭借 6 年基层工作经历与 9 年创作沉
淀，将政策性内容与文学性深度融合，突破“粮田”概
念，将“良田”诠释为承载粮食生产、社会责任与精神
良知的复合载体，既呈现亩产提升等物质变革，也刻
画农民从土地依赖到主动参与乡村振兴的心理嬗变。

故事的开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村民冲突让县里的
重点项目遭遇了严重的挫折，也使得刚刚上任的农开
办主任陈姝陷入了困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陈
姝凭借过人的智慧和勇气，一步步化解着村民的疑虑
和矛盾，最终赢得了村民的信任，也让项目得以重启。
然而，这只是陈姝走马上任后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小
说以细腻的笔触和生动的人物形象，展现了农村基层
工作的艰辛。小说的主人公陈姝的形象鲜明突出，具

有多面性：她有韧劲和担当，为了保住重点县资格，不
惜冒险争取高标准农田项目；她也有柔情和无奈，为了
工作而忽略了家庭，不得不与病重的母亲分离时肝肠
寸断。陈姝的形象塑造得真实可信，让人感同身受。
作为陈姝在褐村的“合作伙伴”，褐天瑞的形象同样立
体。他是一位曾经的优秀支书，却因种种原因而颓废
消极，失去了工作热情。陈姝的出现激活了他的责任
感，他为了村里的发展而振作起来。褐天瑞的形象既
有悲剧色彩，也展现了人性的复杂性。

小说以突发事件为线索，将人物命运与事件发展
紧密结合，如项目推进与村民阻挠、职场矛盾与个人
选择、农村发展与生存困境等，这些冲突和矛盾推动
了情节的发展，也展现了人物的成长和转变。让这部
作品兼具可读性和感染力。作品以国家高标准粮田
项目建设为背景，以陈胡县农开办为叙事核心，通过
三代农民、基层干部与县乡公务员的多维视角，记录
党的惠民政策落地生根的过程，探索农业发展的新模
式与乡村精神觉醒，全景式展现了中原农村十年间从
传统农业向现代化转型的史诗性变革。

荐书架

♣ 熊 丰

《天下良田》：中原乡村十年转型的文学史诗

灯下漫笔

♣ 张富国

吃 了 吗

唐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宰相王方庆
献给武则天十卷祖上书法真迹。武则天命
宫中制作摹本后，归还王家。如今，仅存的
唐代摹本，最接近真迹风格，王徽之的《新
月帖》就是一例。

《新月帖》记述的事，有一番凄美的诗
意。“二日告，氏女新月哀，摧不自胜，奈何
奈何。念痛慕，不可任。得疏，知汝故异恶
悬心，雨湿热，复何似，食不？吾牵劳并顿，
勿复。数日还，汝比自护。力不具。徽之
等书”。人家的女儿夭折，内心惶惶，好似
梅雨时节的郁闷滞塞，那种沮丧难过无法
形容。沉痛的悲哀里，似乎悟透生命的本
质，没有什么可以留住，没有什么可以依
恃。字里行间漫溢着平实、沉稳，简直是其
父王羲之静穆雍容的翻版。

王徽之是王羲之的第五子。“吾牵劳并
顿，勿复，数日还”，旅途流浪中困顿劳累，不
用回信，几天就回去了；“汝比自护”，各位多
保重，照顾好自己。读《新月帖》，像读散文
诗，平凡无奇的文字里，更有诗的质素。“食
不”，就是如今人人皆知的“吃了吗”。一句
降到最低生存线上的询问，像窗外一泓秋
水，潺潺流去，只记得那安静的声音。

“吃了吗”，这招呼纯朴、友善。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只为糊口的那碗饭。过去，遇

有战乱、洪水、瘟疫等，逃荒要饭是常事；辛苦
干一年，扣除杂税，勉强能糊口。简单的生产
工具，低下的生产能力，大多数人的生活十分
艰苦，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一见面，“吃了吗”
一个招呼满满的关心。“吃过了”是满足自信；

“没吃呢”是憧憬期待；“正吃呢，来点？”那是
亲密礼让。寒暄的口头语，终成问候。那种
嗟来之食，施舍的傲慢原形毕露，在清澈可人
的“吃了吗”面前，显得那样猥琐。

其实，“吃了吗”不仅是饥肠辘辘的牵
挂，更是绅士风度的延展。北宋时，陕西蓝
田的吕大钧兄弟在史上第一本《吕氏乡约》
里规定，“凡往见人，入门必问主人食否”，不
管到谁家，进门先问“吃了吗”；正开饭时，就
等人家吃完再进去。《吕氏乡约》的传播，淳
朴了民风，“吃了吗”也开始行走中国。千里

之外的广东香山人黄佐，制定的《奉泉乡礼》
复制了《吕氏乡约》。传教的葡萄牙人发现，
广州人见面总问“食饭未先”，《南明行记》
里，记下普通话的问候“吃了吗”。如今，广
州人见面，依旧会问“食饭未先”。

到了清朝，“吃了吗”已流行全国，从乡
约的规定演变成问候习惯。据说，康熙年
间，朝廷搞了一个“千叟宴”，在皇宫招待来
自全国各地的老人吃饭。这帮老人纷纷问
候：贵州的问“企莽没”，福建的问“汝食未”，
河南的问“吃罢冇”，广东的问“食饭未先”，
康熙一乐，金口玉言，改成了统一的“吃了
吗”。人情味浓厚的问候，成了文化标牌。

古人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经历
饥饿滋味的人，才懂得什么是饥饿，一句

“吃了吗”，便成了最谦卑的人文关怀，映射

出人性善良淳朴的光芒。问答里，暖意浓
浓，镌刻在国人的基因里。但是，西方列强
的眼里，哪里会有什么人性？《马关议和中
日谈话录》里记载，李鸿章会面日本首相伊
藤博文，那句文绉绉的“曾进食否”，怎能阻
滞那份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所以，
后来才有了那句“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
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

《诗经》说，“人而无礼，胡不遄死”，历
史上的每个朝代，都有独特的文化基因，孕
育出贴心的问候。以礼待人，是文明社会
的开端。上古时期，有“无它”的问候：或穴
居或草居，蛇多为患，那时称蛇为“它”，因
此，见面时，是心有余悸地问句“无它乎”？
简称“无它”，今天写作“无他”，用于书面
语，以示“没有别的”，或没有二心。“别来无
恙”也是一个通行的问候语：恙，或为虫，或
为忧，或为兽，医学上是说恙虫，也叫恙螨，
叮咬皮肤后易感染。古人见面的提醒，渐
渐成了宽慰，透着亲热和关切。

饥饿、病害、困苦如雪，常常缠绕着哀
愁。但中国人一定毫不犹豫地选择雪中送
炭，数千年不改。“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
无”，围炉煮酒夜话，拒冷酷于身外，不忍让
人心凝结成霜。因为，那些透着人性的关
爱，是可以融化冰雪的。

以DeepSeek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多个版本陆续问世，极
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人工智能的快捷、高效、精确、规
范，明显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约了工作时间。但也让一些人
产生恐慌，生出担忧，譬如那些作家。与他们相比，人工智能
不仅写得超快，而且写得也颇有水平。一个作家绞尽脑汁、
废寝忘食写出来的东西，人家可能就是几秒钟的事。

不过，也有不少作家在AI技术的冲击面前镇定自若，十
分自信。麦家说，AI固然可以作为写作辅助工具，但最好的
那1%的作品，依然需要人去创造。在他看来，人和智能机器
的最大区别是人是有灵魂的，人有心跳，机器不会流眼泪。

“它流的眼泪是我们以往的、已有的大量的作家流下的眼泪，
而未来的眼泪在哪里？机器不知道，但伟大的作家知道。”

贾平凹表示，AI再有本事，也只能合成研究我以前的作
品，探讨我的既往风格，至于我下一步写什么，怎么写，它永
远不会知道。

余华指出，AI可以表达看法，但无法表达命运。人类文
明复杂，人的命运走向多样，这不是AI能够指引的。

毕飞宇更是自信满满，人类的核心优势在于深邃的心灵
世界和精神世界，而不仅仅是智力。AI虽然能够生成故事，
但缺乏人类那种深层次的情感共鸣和独特的生活体验。

自信是好事，但自信是要有本钱的。优秀作家的异想天
开，妙笔生花，各具特点，各有千秋，各有性格，各有不同美学
追求，就是他们保持高度自信的重要前提。司马迁《报任安
书》的悲愤激越，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恢宏气势，王勃
《滕王阁序》里的名句连连，崔颢《黄鹤楼》里的巧妙构思，马
尔克斯《百年孤独》不拘一格的开头，鲁迅《阿Q正传》别有深
意的结尾，曹雪芹《红楼梦》里缠绵悱恻的宝黛爱情悲剧，汪
曾祺《受戒》的独特写作风格与人物等，都是AI无法完成，甚
至是望尘莫及的。

如果你有了司马迁的坚韧不拔，愈挫愈勇；有了王勃的
才华横溢，语惊四座；有了崔颢的丰富联想，文采斐然；有了
东坡的大气磅礴，字字珠玑；有了曹雪芹的妙笔生花，锦心绣
口；有了鲁迅的深刻睿智，入木三分；有了马尔克斯的奇思妙
想，魔幻无穷；有了汪曾祺的剑出偏锋，禅意十足，还怕什么
AI，你不自信谁自信？

平心而论，AI固然可以作为创作的有力工具，帮助提高
效率、提供创意和辅助写作，但人类的情感、经验和创造力仍
然是文学创作的核心。毕竟，AI没有灵魂，没有情感，没有
创新能力，只不过是知识与史料存储量更大，反应速度更快，
排列组合的技术更娴熟而已，字里行间却充满了机械呆板的
痕迹，似曾相识的情节，并缺乏特色的语言。

因而，一个作家要迎接人工智能的挑战，就要持这样的理
性态度：自信而不恐慌，对人工智能要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无须
惊慌失措，乱了方寸；紧迫而不紧张，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要
有一定的紧迫感，但并不杞人忧天，自灭威风；正视而不轻视，对
人工智能要充分地重视，认真研究，绝不轻估其带来的巨大冲
击；拥抱而不拒绝，把人工智能当助手、拐棍、秘书、资料员、图书
管理员，对其张开双臂，笑脸相迎，与其共舞，为我所用。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作家是一个最需
要自信的职业，自信地想象，心骛八极，神驰天地；自信地写
作，笔走龙蛇，酣畅淋漓。一个AI时代的作家，更应保持足
够的自信，如果有了在线的天赋与才华、足够的刻苦与坚持，
即便是面对AI技术的咄咄逼人，仍旧会如鱼得水，左右逢
源，大显身手，佳作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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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人书话

♣ 周振国

父亲的“金句”

父亲话不多，没上过学的他更不喜欢煞有其事地讲道理，
但这并不妨碍他有时也随口冒出个把“金句”来。

小时候我常被送往外曾祖母（我们当地叫太太）家小住。
太太家在圩区，圩区水多，河道四通八达，人们下田地或进出
村子，常以船代步。太太屋后便是荷塘，荷塘通着河道。有一
次父亲送我过来，我看太太家的小船泊在屋后，在好奇心的驱
使下就上去划。小船我常坐，就是没划过，结果由于不得要
领，船在水中边打转转边远离岸边，吓得我边哭边大声喊“救
命”。父亲听到哭喊声立马从屋后门奔了出来，并迅速蹚水过
来稳住船身，然后边哄我边教我划船，嘴里喃喃着：“行船身要
正。”情绪稳定下来的我照着父亲教的努力把身体摆正着划，
船果然不转了，并缓缓向前驰去。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划船，虽
然以后没有多少行船的经历，但父亲的“行船身要正”这句话，
却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其实人生如行船，也得身正才行，
恐怕这也正是父亲要教我的。

跟着父亲去打鱼，是我儿时欢乐美好的时光之一。父亲
打鱼在当地颇有些名气，逢年过节生产队打鱼一般都请父亲
开头网。父亲打鱼有些讲究，撒网后往往会在不经意间提留
一下网绳，再观察一下水面，看有什么动静，有鱼没鱼鱼大鱼
小鱼多鱼少他基本上就能估摸个大概。不过偶尔也有意外，
就是撒网后啥感觉也没有，但在收网的最后一刻，却突然从网
里蹿出一条大鱼，溜之乎也。这时父亲往往会懊恼得直拍大
腿，嘴上啧啧嗔怪：“稀罕，一点动静都没有！”冷不丁逃网的
鱼，大多是深水鱼，如黑鱼、鲤鱼等，像浅水鱼如鲢鱼、鳙鱼等，
往往还没怎么着呢，就又蹦又跳地把人搞得兴奋得不行。

多年后，我已是部队的一名军官，一次回家探亲，有件事
我处理得有点急，父亲看我有点绷不住，就说了句：“鱼不惊，
水不动！”当时我心里一震。事后我常以“鱼不惊，水不动”来
提醒自己，遇事要沉得住气。

“蛇有蛇路，鳖有鳖路，螃蟹自有横爬的路。”这是父亲常挂
在嘴边的一句话，说的是人要走自己的路，听着有点俗，但意思和
画面感都有了。父亲儿时曾跟爷爷在水上讨生活十多年，所以
他对人生的一些认知和经验，便深深地打上了这段时光的印记。

女儿两岁多的时候，我们请已退休的父亲来照看了一
年。女儿小时捣得欢，爷俩喜欢在一起逗乐。有一次，女儿被
逗得乐不可支，我就问：“乐什么呢？”女儿边笑边夸张地对我
来了句：“孬子孬，吃鱼泡！”我没反应过来，父亲在一旁搭腔
说，逗乐呢。原来“孬子孬，吃鱼泡”是父亲逗女儿的一句乐
子，听着有点无厘头，但架不住女儿喜欢。可话说回来，鱼泡
过去在江南水乡也真的没人乐意吃，不似现在，烧成鱼杂，成
了佳鲜美味，制成鱼胶，跻身上等营养品。

5年前的一天，我们回老家探望父亲，那时父亲已86岁高
龄，且重病在身，但一大家人团聚，仍是其乐融融。其间，我们
视频连线已远赴国外留学的女儿，并让女儿先跟爷爷视频，没
曾想视频中爷孙俩还拿“孬子孬，吃鱼泡”来逗乐。女儿平时
大大咧咧的，但那天她跟爷爷说再见时，爷爷不舍，她竟也忍
不住湿了眼角。谁料想几天后，父亲就走了。如今“孬子孬，
吃鱼泡”已成为我们全家逗乐的“金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