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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自外地来看我，送了我
几袋茶叶。那天去父母家，父亲好
吃酽茶，就把茶叶带去给他老人家
品饮。半斤装的茶叶，大约有七八
袋，包装也很漂亮，母亲一看就很
喜欢，说正好，过年拿它送亲戚蛮
客气的。母亲这一说倒让我想起往
昔过年走亲戚的事情来。

俗语谓：大人望插田，小儿望
过年。我在做小儿的时节，真是天
天望过年，因过年有得新衣穿，有
得平时没有的东西吃，有得整天的
欢天喜地同热热闹闹，还有一点，
就是可以天天走亲戚。我们家里亲
戚多，过了初一初二，基本上从初
三初四开始就在亲戚家走动了，一
直要走到正月十五闹元宵，传统的
春节过完，这亲戚才算是走完了。

这个过程对小儿来说真是快
活无比、幸福无比，平时严厉的父
母，在过年时节脾气都会变得特别

好、特别宽容甚至纵容，任你胡闹
也不苛责。走亲戚真是好玩呐，一
早，就穿上新棉袄新鞋子，一边口
袋里满是零食，酥糖啦、瓜子啦、交
切片啦、灯芯糕啦、花生米啦等等
等等，一边口袋里是炮竹，甩炮啦、
扯炮啦、冲天炮啦、转转连炮啦等
等等等。吃完早饭就跟在大人屁股
后头朝亲戚家大摇大摆走去，手里
还帮大人提着年货同礼品，左顾右
盼，神气得不得了。到了亲戚家，亲
戚头一件事就是给小孩子压岁钱，
红纸包着，塞到你手中。大人就在
一边道：还不说谢谢，拜年！于是小
孩子双手作揖，赶紧弯腰：谢谢谢
谢，恭喜恭喜过个年！

走亲戚拜年，除了送礼就是吃
饭。那年月过年时节吃饭是不上
馆子的，一定是在自己家里吃。那
时没有现在的住房条件，来了亲
戚，挤得满满一屋，吃饭摆开八仙

桌，只有辈分高的人才可安座，晚
辈都站着吃，筷子从长辈的肩上
伸过去夹菜，场面混乱然而热烈。
在我家的亲戚中，我最喜欢走的
人家就是我姑妈家，因我姑妈做
得一手好饭菜。她做的杂烩、扣
肉、红烧肘子真是好吃得不得了。
俗语谓过年过节肚子细，意思是过
年过节时每日饕餮过度，人都厌食
了，但我每到我姑妈家，餍足的胃
照样又打开了。

吃完饭，八仙桌撤掉，房中央
摆进来一大盆旺旺的炭火，大人们
就开始喝茶聊天，小孩子们呢，则
到外头噼里啪啦放炮竹，堂兄堂
弟、表姐表妹，推推搡搡，锐声叫
唤，嚣闹无比。这时节学校、老师、
作业，一概忘得一干二净，脑壳里
只剩一个字：玩！炮竹放完了，口袋
里的吃食也吃光了，就又跑进屋子
里，伸出满是硝烟味的手，从桌子、

茶几上抓一大把各式零食放到口
袋里，又跑到外头，拿压岁钱在街
角杂货店买各种炮竹，当街一边走
一边燃放，笑声比炮竹还要响亮。
大人们是不管的，大人们仍是鸡一
嘴鸭一嘴地聊天，家事国事天下
事，事事聊到，过程中亲戚又端上
来热乎乎的甜酒蛋和炸年糕或煎
糍粑，大人遂朝窗子外头喊：小鬼
崽子进来吃点东西啰！小鬼崽子也
不客气，冲进屋来脏兮兮的小手捉
起年糕就朝口里扔。

那年糕里就是中国人的香甜
的年味，亦是暖融融的亲情味。

当年的小孩子如今皆已老了。
老了的人，在回忆中却是永远的小
孩子。那回忆就像照片，凝固了往
昔的岁月同时光。那回忆里会冲出
一声锐叫：打起精神，走亲戚去！

那一声锐叫几多熟悉，又几多
亲切！

十年后，我还在这里。
这十年，不比曾经的十年更好，

也不更差——— 每个时代都一样，最
好也最坏，最物欲横流也最情贞义
烈，有蜜糖、三叶草、柔软的吻，也充
斥着股票、现金、人的私欲……这就
是时间里的清明上河图，爱情与人
生的河流迤逦而下，我们也许在船
上，也许是两岸人家，在看风景。

十年来，我一直在听取读者的
故事，回复读者的来信，我看过那
么多哀怨。桑榆晚景的，一样会不
快乐，又老得不能够再做什么，我
只能安慰；新生代，在风口浪尖上，
更自恋更自私，更无私更无畏，闪
婚、闪离、短信恋、劈腿、小三……
我也不谴责。

树木总从大地上重新出发，每
一朵花都有自己的芳香。人们总是
面对相似的悲伤与痛，大部分的爱
情不过是“正确”、“错误”、“时间”、

“人”四者的混合搭配——— 我们都
有四分之一的胜算，但输面是四分
之三。我是手上没有血的人吗？我
没资格批评，我也不过是蹚过情天
恨海的痴男怨女之一枚。因此，我
不够耐心、温柔以及通达，却努力
不妄想占据道德的制高点。

如果一定要我说这十年来的
变迁，我只能说，十年前，大部分感
情烦恼在说“爱情”，而现在，大部
分，在说“钱”。这曾让我不安，但现
在，我想通了。

让我说个比喻吧：我还记得人
行道上跳绳的小女孩，以及野地里
一棵歪脖子的槐，沾着尘埃、油烟，
顶着一天一地的车声人声，这里那
里到处被撞出伤痕——— 也许粗糙，
但更真实。这些都已不见踪影，每
个城市都是高楼大厦，被切割的是
什么？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而我，也变了……我仍然在

写，以一种温柔而坚定的姿态。但
我写的东西，与当年不一样了。如
果你曾经用“缠绵”、“缱绻”甚至

“纠缠”来形容我，现在也许你会换
用“理性”、“犀利”甚至“冷酷”。

我又掀起新一轮的减肥大战，
很抱歉我还没有做到如我理想中
那样与身体及欲望和平相处。要很
幸福很幸福，幸福到不必靠有限的
姿色在江湖上打拼，才能安心地发
胖吧。

我曾经羞于承认，我上一次发
愤减肥，是为了某个我终将不要的
男人。到最后，兜兜转转，他终于真
心对我说：还是你对我最好。如果人
生是一篇心灵鸡汤，我应该潸然泪
下，发出类似“平平淡淡才是真”之
类一毛钱三打的金句感言。但事实
上我不过不耐烦地笑了一声——— 还
用说吗？说这些有什么用呀。

有过新欢，问起过这一段旧

爱。我想了又想，慎重地答：幻象。
新欢问：如果我离开，你也会认为
我是幻象吗？一语成谶。而如果他
看到这篇文章，他会看到我的答
案：是的。离开过的，都不过是波光
云影。

而现在的我，减肥是为了工
作：我想上电视好看一些；我想座
谈会后与读者合影的时候，不必难
为情地把自己的庞大身躯半藏在
读者背后。读者是我的衣食父母，
如果他们希望看到我美丽快乐聪
明优雅……那么，我尽全力。

十年间，发生了什么？无论是
中国，还是我，不过是：得到与失
去，相信与幻灭。我忽然去看《增广
贤文》，并且坦承里面说的句句都
是真言。

你还相信爱情吗？我信。
但你更多的在谈钱吗？我也

是。

从我读五年级开始，那
家名叫“珍珍”美发的理发
店便已存在于通往学校的
路 口 。那 是 一 座 矮 小 的 房
子，屋顶常年挂着藤蔓，或
青或黄。这一年的藤蔓还未
烂尽，第二年的藤蔓又开始
蔓延。理发店门口挂着各式
各样的海报，里面全是俊男
靓女。那是我对于时尚最初
的印象，那些造型各异的头
发常常让我莫名悸动。

这间矮小的房子见证
了我的成长。第一次我坐在
镜子前的椅子上时，满脸惊
恐，直到理发剪刷刷在我脑
袋上游走，我忽然喜欢上这
种感觉。我清楚地记得以前
理发时手动理发剪夹住头
发 时 的 那 种 生 痛 ，但 是 现
在，这样的事情再也不会发
生。那个年过三十的阿姨得
心应手地帮我理着头发，顺
便跟我聊聊天。

那时，镇上仅有一家理发
店。店里的生意自然格外红
火。那些从农村赶来的男男女
女、老老少少往往要坐在门口
的椅子上排队。阿姨从不慌
乱。她井井有条地帮人们理着
头发，颇有临阵不乱的意思。

有时，客人实在太多。她
便叫后面的客人先去买东西。
乡下人，大凡到镇里来的，总
是要买一些东西的，或农资用
品，或副食产品，总归要带一
些回家。等他们把该买的东西
买到的时候，差不多也该轮到
理发了。

我曾经仔细观察过阿姨
理发。她往客人的脖子上围一
条毛巾，把客人的头发淋湿，
快速地打上洗发膏，搓出泡
沫，然后冲洗干净，用梳子梳
理客人的头发，接着用毛巾擦
干。她给客人围上理发布，接
着拿起理发剪，开始打造她的

“作品”。理完了头发，她把客
人的头发快速吹干。左手上的
梳子不停地跃动，于是，客人
刚才还湿淋淋的头发忽然变
干了。他们的头发变得蓬松油
亮。大多数客人最后会满意地
到镜子前整整衣领，从容跨出
店门。

即将过年的时候，那个小
小的理发店忽然间成为物品
寄存中心。乡下人大多赶在这
个时候买年货。阿姨说，人们
拿着这么多东西来来回回地
走不方便，只要把买好的东西
寄存在她那儿就好。

当年，与“珍珍”美发齐名
的还有镇上的农资部和粮站。
乡下人到镇上，基本就在这三
个地方之间奔走。说起这三个
地方，几乎无人不知。这样的
情况一直持续到我初中毕业。

因为初中毕业后，我辗转
到了其他城市，所以此后相当
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再没有回
到镇里。那三个风靡一时的地
方，也被我抛之脑后。

后来的一个春节，我到镇
上拜年，忽然异常怀念“珍珍”
美发，于是去洗了个头。我离
开后，理发店几乎没有进行过
装修，门口的海报和屋内的布
置显得越发陈旧。当年过四十
的阿姨打开洗发水的时候，那
股暌违数年的味道忽然扑入
我的鼻孔。我突然间有些伤
感。在外的日子，我们把家乡
缩小成一个小小的符号，从来
没有时间把它最大化。而当家
乡的味道扑鼻而来的时候，我
忽然间泪流满面。

最小化的

家乡

人生边上

□范泽木

走亲戚去
悠悠我心 □何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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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青未了

提起工装裤，人们就会很自然
地联想到电视剧《大工匠》里一代
铮铮铁骨的产业工人，还有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宣传画上线条刚烈的
举着铁锤的产业工人形象……其
实生活中的工装裤要委婉、富有人
情味多了，特别是对我们这代上世
纪四五十年代生人来说，工装裤给
我们带来更多的是童年的甜蜜回
忆。

众所周知，中国过去没有“童
装”这个概念，所谓“童装”就是大人
的衣服尺寸改改小，既累赘又不方
便儿童嬉笑玩乐。童装应该也是和
西风一起吹入，在上世纪三四十年
代，童装在上海、广州、天津等大城
市开始流行，工装童裤就是一例。上
海人称工装裤为“背带裤”。儿童穿
工装裤最大的好处是对胃部和腹部
的保暖，另外儿童没有腰身，裤子容
易往下垂，背带裤就可以避免这个
不足，另外背带裤又起了一个罩衫

和围兜的作用，保证内里的毛衣、衬
衣的清洁。

我仍清晰记得我的背带裤童
年，料子多为灯芯绒，背带裤前胸的
装饰图案真切体现出“与时俱进”的
精神：上世纪 30 年代是白萝卜、葡
萄仙子，上世纪 40 年代是白雪公主
和木偶皮诺奇，上世纪 50 年代是小
猫钓鱼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上世
纪 60 年代是向日葵朵朵向太阳和
红小兵英姿飒爽……正所谓万变不
离其宗，任背带裤胸前的图案千变
万化，但它的基本样式没有变化，而
且几乎清一色的是左背带前胸用安
全别针别着一块手帕。犹记得上世
纪 50 年代每天清晨，街头都会有一
辆辆加上扶栏改装过的三轮车，那
是当时幼儿园的校车，一辆车上挤
着五六个穿工装裤的小孩子，总会
吸引行人充满慈爱和欣慰的目光，
可能这都给我们带来了温馨的童年
回忆吧。其实小时候不太喜欢穿工

装裤，因为小孩子手短，每次上完厕
所，要把背带拽到前面扣扣子很费
劲，但家长还是固执地把我们套在
背带裤里面，久而久之，背带裤就成
为儿童的指定服装。

孩子过了十岁，背带裤开始分
流成背带裙和西裤了，工装裤就成
为专用的工作服。在工人阶级领导
一切的年代，穿着油腻腻的工装裤
走在南京路上，那才叫有型呢。

过去，无论中外女性，裤装或两
截装都是出不了街的，上海这样的
大城市都如此。二战期间，美国本土
的男人都上战场了，女人走出家门，
投入后方的生产，裙子当然不方便
操作，如此歪打正着打破了惯例，女
子裤装也成为一种时尚潮流，并且
令工装裤有男女之分。

读者应该都记得，《霓虹灯下的
哨兵》中的女特务，她化装成进步学
生，就穿一身很时尚的工装裤。解放
初期，许多进步女学生都脱下旗袍，

穿上这样的时尚化的工装裤，打着
腰鼓庆贺新中国的成立。所谓时尚
化，就是放宽工装裤的两条背带，分
别嵌上三粒纽扣，然后束腰，将女性
的曲线自然地显现出来。说真的，这
种时尚化的工装裤内配白衬衣，显
得正气、朴实、大方。小时候我就很
向往长大了可以穿上这样的工装
裤，但可能因为太显示女性曲线了，
反而只在舞台上展现。当时的一部
电影《年青一代》中，曹雷饰演的林
岚就穿着这样的工装裤，内配细格
衬衣，活泼而充满青春活力，但日常
生活中还是很少有人穿着，所以直
到改革开放以前，这都是女学生一
种特定的演出服。

而今好像不太看见穿背带裤的
小孩子了，倒见不少男女青年大大
咧咧地穿着牛仔背带裤，有长有短，
款式各异，再抱着一个大大的毛公
仔，这是舍不得告别童真的一种心
态吧。

工装裤
生活直击 □程乃珊

十年后，你与我
性情文本 □叶倾城

你你你还还还相相相信信信爱爱爱情情情吗吗吗？？？我我我信信信。。。
但但但你你你更更更多多多的的的在在在谈谈谈钱钱钱吗吗吗？？？我我我也也也是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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