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好多人都在玩微信，都在晒图片，晒
心情，晒生活，有事没事都拿个手机在手里，一
个人玩得开心笑得开心。曾聪明也玩起了微信，
也加入了朋友圈。曾聪明加入朋友圈后，每天不
时都掏出手机看看，看那些朋友的动态，看他们
的图片，看他们的文字。有的图片拍的是自己，有
的拍的是别人，不管好看不好看，有趣不有趣，他
都要去点赞一下。当然，对于那些朋友的文字，不
管是关于心情的文字，还是关于信息的文字，曾
聪明也要去点赞一下。点赞，是出于礼貌。看了人
家的东西，总得称赞一声。况且，别人看了都去点
赞，他不去点赞，就太不够意思了。

不过，看归看，点赞归点赞，曾聪明却从来
不把自己的图片和文字弄上去。他想的是，我把
自己的图片弄上去干什么呢？我把自己的文字
弄上去干什么呢？吸引别人的眼球别人的关注别
人的点赞吗？曾聪明是一个低调的人，干什么都
低调，甚至他换了新房买了新车的事，也没几个
人知道。他觉得，生活是自己的，自己想怎样就怎
样，自己过得怎么样，自己清楚，干吗让别人来关
注来评价呢？人有时候不怕不出名，怕的是出名。
况且，自己的生活有一部分属于隐私，不便让别
人知道，更不想让别人来评价。低调做人，简单生
活，开开心心，曾聪明觉得这样就挺好。

曾聪明只看别人的东西，不晒自己的东西，
没多久，大家就对他有意见了，就指责他了，说
他太不够朋友了，大家都要求他晒晒自己的图
片，晒晒自己的心情，也让大家了解了解。看到大
家对他有意见了，曾聪明也觉得挺不好意思的。
是啊，这些日子，他只看别人的东西，从不晒晒自
己，的确不够朋友啊。可是晒什么呢？每天生活的
内容很多，不能什么都晒给别人看。中午，曾聪明
吃饭的时候，就把饭菜拍了下来，然后发到微信
上，心想，你们不是想看吗？那就看看我吃的饭菜
吧！刚发上去没多久，就有人指责：这饭菜也没什
么特色，有什么好晒的？晒点别的！

曾聪明见有人指责，心想，是啊，自己这饭
菜又没有什么特色，的确没有什么好晒的。曾聪
明突然有了主意，夹了菜递到了妻子嘴边，妻子
张嘴来吃菜。当然，在妻子张嘴的时候，曾聪明
左手用手机拍了下来。接着，他就把这张图片发
到了微信上。很快，有人点赞：真恩爱哦！跟着有
人点赞：好浪漫啊！我老公要是这样对我就太幸
福了！有人跟着说：做女人真好！有人送鲜花，有
人送祝福，等等。曾聪明笑眯了眼，觉得这张图
片晒得真值，既开心了朋友，又开心了自己。当
然，他也不忘对大家一一表示感谢。既要吃饭，
又要玩手机，为此，曾聪明忙得不亦乐乎。

这天晚上，曾聪明洗澡的时候，他把妻子

叫了过来，让妻子给他拍照。妻子问他干什么，
他说要晒到微信上。妻子就给他拍了上半身。
曾聪明一洗完澡，就把照片发到了微信上。很
快，就有人点赞：真棒的肌肉，太羡慕了！有人询
问：你是怎么练就这身肌肉的？有人却有意见：
怎么只拍上半身？赶快拍个全身的发上来！全身
的才有意思！曾聪明给每个朋友都做了答复，他
不想冷落了哪一个。厚此薄彼，人家肯定对他有
意见。因为是晚上，大家都有空，你来我往的，十
分热闹。曾聪明觉得朋友圈真好，怪不得那么多
人都玩微信，他后悔从前没玩，少了那么多乐趣。

从此之后，曾聪明有事没事都拿个手机在
手上，拍图片，晒图片；写文字，晒文字。自己的
没意思，就拍别人，就写别人，拍看到的，写听到
的，总之，要有看点，能吸引大家的眼球，让大家
来关注来点赞。因为曾聪明每天晒的东西多，又
有意思，于是很快他就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当
然，曾聪明为此觉得很有成就，也很幸福。可是
他天天玩手机，妻子对他有意见了，就说，你怎
么每天总是想着讨好大家？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啊！曾聪明就说，他们都是我的朋友啊，我没有
讨好他们啊，我只是让他们开心，也让自己开
心。妻子说，他们真的是朋友，对你这么重要？

听了妻子这话，曾聪明沉默了，这些人
真的对我重要吗？他突然心生一计，发了一
条微信：我妈生病住院了，可是还差五千块
钱，大家帮帮忙，一个月后就还给大家。拜托
了！可是没有谁理他。一个小时过去了，没有
反应。两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有反应。见没
有反应，曾聪明就有些着急，从前大家不是
这样啊，一发东西上去，大家就来关注来点赞
啊！怎么现在都沉默了？曾聪明不甘心，又发
了一条微信：太感谢大家了，只差一千块钱
了，请大家再帮帮忙啊！过了半个小时，还是
没有一点反应，哪怕就是有人上来说他是骗
子也好啊，至少证明大家都关注了他啊！

第二天早上，曾聪明一睁开眼睛就看手
机，结果那两条微信还是没有人回复，他十
分难过。在上班的路上，曾聪明碰到了以前
的同事大刘。大刘见他不开心，便问他怎么
了。曾聪明随口就说，我妈生病住院了，还差
五千块钱。大刘说，你等等。大刘跑到不远处
的取款机上取了钱，走过来说，这是一万块，
你拿着！曾聪明没伸手，却哭了，是感动得哭
了。大刘见了拍拍他的肩膀，别难过，你妈肯
定没事的！大刘一把将钱塞进了曾聪明的手
里，又说，要是钱不够，我再给你！我还有事，
就先走一步了，晚上打电话给你！大刘走了，
曾聪明抹着泪笑了，他还是有朋友。

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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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日花开
◎王玉海

蝉是昆虫界声名最大的昆虫之
一。正如法布尔所言：“有谁不知道蝉
呢？”我也是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它
了，躺在摇篮里，只听院落里的高大柳
树上，有什么在一个 劲儿地“叫”，最
初我还以为是只鸟呢。其实不是，稍大
一点后，我就从村子里的小孩子们那
里得知这只“鸟”叫“知了”，因为它发
出的鸣声极像汉字中“知”的 读音。有
趣的是，它在鸣叫时，可以一直就这么
一个音无止无尽地叫下去，基本上没
有起伏变化，那个劲头真叫人佩服。

在村庄里，绿树很多，因此夏日一
来，蝉也 很多，当然也没多到到处都
是，鸣声鼎沸的程度，记得《诗经》中有

“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句子，就是用
来形容声音之杂乱的，而这“蜩”就是
指蝉。但四五只乃至七八只同时鸣叫
的情况总是有的。而且，我还发现一个
有趣的现象，就是几只蝉在鸣叫时，总
像是在进行一项接力赛，一只方才住
口，另一只立即接声而唱，此起彼伏，
像是达成了默契似的。每当蝉鸣的时
候，我总要引领而望，然而有密密的枝
叶遮挡，我总是望不见，只觉得有蝉栖
息在高高的树梢而已。

或许正因为栖息得高，而且有密
叶遮挡，蝉自以为很安全，就放心大
胆地一味高叫，往往很容易就落入捕
获者之手。因此，蝉常常成为一些寓
言故事讽喻的对象。在我看来，蝉确
实有些笨，呆头呆脑地叮在树上，不
够机警。我小时候就和小伙伴们捕过
蝉，用铁丝做成一个圈，插在竹竿上，
拿到某个屋角粘上一些蛛网，就可以
拿 来黏蝉了，这没有什么难的（因
此，多年后我读庄子的寓言“痀瘘承
蜩”，并没有觉得那个痀瘘者有什么
特别了不起）。蝉捕来以后，我们就把
它的翅膀剪短，使它不能再飞走。而
玩弄蝉的乐趣，就在于让它鸣叫。呆
头呆脑的蝉被捕以后不再鸣叫，但只
要敲敲它的大脑袋——它那脑袋也
真够大，仿佛与肩等宽，它便又会叫
上 一阵。有些小伙伴不知从哪学会
将蝉烧烤来吃，而我是从不吃这样怪
异的食物的，即便后来进城在一些筵
席上，有一道炸蝉蛹的名菜，我也是
不敢下箸的。

对蝉的好感乃至敬仰，是在中学
读到课文里那篇法布尔所写的《蝉》，

“四年的地下苦工，三个月阳光下的
欢乐”，这样的句子深深地刻印在我
的心底，并作为鼓舞 自己艰苦奋斗、
冲破黑暗走向光明的佳例。

蝉趣
◎晓言

在雨夜中行走，丁香花一样的女
子，从遥远的雨巷中走来，在雨声中挥
动着忧郁的情思，古典的美丽，在多年
以前的飘着雨的夜里，飘落成动人的
回忆。长街的影子无语，路灯昏昏欲睡
的眼睛无语，匆匆而过的行人无语，唯
有满世界的雨声让你无法回避无法脱
离这冰冷的现实。

夜雨敲窗的寂静中，我轻轻地翻开自
编自写的诗集，阳光曾经绽开在青春的每
一个每一个片断，犹如一夜之间开放的野
花烂漫了整个山野。而我无从明了的，那
些曾经无言的情节，那些曾经穿过指缝的
阳光，是否都已成了最终的结局。

在雨夜中行走，雨声滴滴嗒嗒地
在雨伞的边沿敲出一串心音，那个阴
雨绵绵的季节，是你多年不曾梦到的
旧日时光，孤单的足音响过，城市的车
流如潮，你的脚步始终未曾停留，就这
么伴着满世界的雨声，流浪的心灵总
在流水行云之间无休无止地行走，直
到你的身影出现的一瞬。

岁月的风铃在窗前摇响，成长的
过程总是风雨阳光，唯一不老的是雨
中行走的少年情怀，和雨中渐渐平淡
的心绪。你依旧行走在雨中，那个多年
以前的少年，在雨中跑过积水的街巷，
在淋漓的雨幕中一身洁净的奔跑。

物欲的世界里总是充满太多的狂
躁，只有独自在雨中行走的时候才会偶
尔想起多少年以前的那份单纯。那个无
牵无挂没有忧伤的年代，岁月的影子轻
轻飘 过，只有雨夜中偶尔漏出的一缕
灯光会牵引着我们的思想，在雨声中寻
找曾经湿漉漉的梦想。

在雨声中行走，独自踏过了雨声中
那些曾经的岁月，独自安享那份潮湿的
宁静，我看见了多年以前的自己，一个少
年怀着一个和丁香花有关的女子的梦，
走在多年以前的雨夜，浑身被雨水洗涤。

丁香花的女子啊，你永远在一个
少年的梦里开放。行走在这满世界的
雨声中，你的花香就这样漫过了少年
的一生。就像这雨声，清凉的感觉就这
样漫过心灵，让我无处逃离，无法拒绝
长大。只是今夜的雨声仍在，少年的梦
想不知早已遗落在岁月的哪个角落，
像花儿一样开放，永远美丽，永远清
新，一如当年，却只停留于你的梦里。

雨夜

踏着乳白的浪花，走向大海深
处，心中荡着海的潮音。没有私念，
没有忧虑，只是搂着怀中之梦，朝
前走去，朝前走去……

走向自己的追求。也许，前面
会有海市蜃楼，为你安排一个温馨
的夜晚；也许，会漂来一叶小舟，把
你带进璀璨的明天……

也许，也许一排大浪会把你连
根拔去，精心编织的理想花环，成
了海底冷月，人生句点。但，我相
信，你会微笑着死去，给人类留下
一个神话故事，一个美的思念……

也许
◎海梦

砚，又称砚台、砚田、墨池等，它既是文房用
具，又是极具收藏价值的工艺品。好的砚台，以其
丰富的观赏性和文化内涵，历来为君宠人爱，书载
诗传，那些色理莹润、坚而发墨、呵气成云、贮水不
涸的名砚更是被文人雅士推崇为至珍至爱之物。
为此，古人还风趣地赋予了它拟人化的称号：姓

“石”名“虚中”，字“居墨”，号“石友”，封“即墨侯”。
砚台的类别品种繁多，其中以石砚最为常

见。一方石砚，应以石色纯美、石质温润、雕饰精
致高雅、造型美观大方者为上品。端石如学士，竟
体润朗；歙石如寒儒，聪俊清濯；洮河如闺秀，含
蓄温婉；澄泥如艳妇，千娇百媚……石砚本是案
头之物，但其一旦被文人雅士供奉于座右，它就
开始镇守书房与精神为伴了。

真正爱砚的人都知道，砚也是有生命、有活力
的，同样也需要关爱和养护，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
说的“养砚”。一方石砚能否长保活力，那便要看藏者
是否懂得保养了，若保养得好，其锋芒必然锐利，发
墨性一定良好。只有“养”过的砚才能保持色泽自然
沉稳，砚体莹润如玉，周身散发出古朴的气息。

一般说来，新养一方美砚至少要半年以上，
其间藏家必须坚持每天磨墨洗砚。常言道：宁可
三日不洗面，不可一日不洗砚。洗砚必须洗净，不
可使宿墨留存，以免因墨干燥龟裂而燥损砚面；
洗砚只能磨洗砚堂，而决不可磨砚的其它部位，
否则容易磨损砚的表层包浆，甚至伤及雕刻的细
部。尤其是古砚，包浆是年代久远的象征，若被磨
去，价值也就会大大贬低。

砚洗净以后，还须用清水保养，以养砚石之莹
润。《砚笺》中早有记载：“凡砚池水不可干，每日宜
清水养石润之，磨墨处不可贮水，用过则干之，久
浸不发墨”。这就是说，养砚时应每日更换清水，时
时让砚池保持湿润状态，而砚堂处不宜长时间浸
水，以防久浸不发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失锋”。

时间在研磨中逝去，智慧的生命一截截缩短
在砚中，这曾使得多少文弱的长衫书生坐在青灯
黄卷下将岁月磨穿。今人养砚，多为藏砚。养一方
石砚为伴，每当默守书屋，枯坐案前时，对砚如晤
古人，虽不能有言语的交流，却能神游百年之外，
于遥远处得到一个苍老的提醒。每每从恍惚中回
过神来，握砚把玩，权当握住一段历史，且有一种
旷远的回味。

砚的本性是爱水而不溺水，需水而不吸水，
这恰如养砚者的人生。养砚的过程，也就是藏家
自身逐渐改变的过程，或为投资，或为喜好，但是
风雨彩虹后都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的传
承。目的在变化，境界也在变化，养来养去，最终
才发现其实自己“养”的不是一屋子的砚石，而是
自己的一辈子。

养砚
“整个下午/我听见银镯/在你的

细腕上/轻轻作响//这金属的朗诵/这
春天深处的歌谣/想告诉我什么//光洁
的银镯/细致的银镯/时光一天天打磨/
它一天天地亮/我清贫的日子/熠熠生
辉”。这是我多年前为一位乡村少女所
作的题为《银镯》的短诗。

在我的记忆中，在我的乡下老家，
银手镯是少女们最爱佩戴的饰物，而
且这样的传统似乎早就有了。上了年
纪的老婆婆，在自己的孙女、外孙女们
长成婷婷玉立的少女的时候，总要翻
箱倒柜找出她们曾经戴过的银手镯，
用一方细绒布轻轻拭去上面的尘埃，
然后亲手送给孙女、外孙女们。我知道
那上面停留着她们美丽的少女时光，
有她们曾经的快乐和忧伤，有她们曾
经的渴望和梦想。可以想像：当她们把
银手镯送给孙女、外孙女们的一瞬，她
们的内心会受到怎样的一击：韶华易
逝，青丝已成了白发，说老就老了。

在村里，我们还常常见到这样的
场景：黄昏时分，夕阳西下，晚风轻拂。
田间劳作结束了的人们，扛着各式各
样的农具走在田埂上。女子们的衣袖
大多高高地挽着，腕上的银手镯在落
日的余辉里一闪一闪的。

关于银手镯，在我的老家流传着很
多故事，它们大多与爱情有关，悲剧的。
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则：民国初年，
翠是方圆十几里最漂亮的女子，家里早
已把她许配给了外村的一个大户人家，
而她自己则与本村一位穷小伙子深深
暗恋着，那个小伙子把家里惟一的一件
传家宝一对银手镯送给了她。后来，她
终于无法违 背父母之命，只有答应嫁
给那个大户人家。临出嫁前的夜里，她
投河自尽了。一大早，人们在河里发现
她穿一身火红的衣裳漂在水上，而尸体
旁边，竟然漂着那对银手镯。等那个小
伙子痛不欲生地来到河边时，那对银手
镯开始慢慢下沉……再后来，那个小伙
子远走他乡，不知去了什么地方。

那对漂在水上的银手镯让我感动，
同时又感伤，为这个世界上的一种爱情。

这是一个黄金钻石珠光宝气的年
代。银手镯，像是一位其貌不扬的内秀
女子，只存在于穷诗人的诗句当中，但
银手镯泛着的那种哑哑的光，依然会
使一些人怦然心动，像我。

银手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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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天真 ◎李代金 ◎徐学平 ◎明晓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