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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曲折迂回的故事

听不见山盟海誓，看得见地久天长

情场眼色

滚滚红尘

□阿简

第三只眼

围城风景

精彩的

理由

是勇不是剩

□李月亮
我们能不能把未婚男逐级分成各种光棍？比如二十五岁以前叫自然光，二十五岁到三十岁

叫可见光，三十岁到三十五岁叫男极光，三十五岁以后统称传奇之光？

□叶倾城

越来越觉得剩女是个恶毒的
词，暗含着深刻的否定、蔑视、贬
损，好像积压的库存、过季的衣
服、隔夜的剩饭、被挑拣后卖不出
去的烂土豆。一个好好的女人，一
旦给贴上“剩女”标签，身价马上
大跌。

我主观认为该词一定是某个
不怀好意的大男子主义男人创造
出来的，然后被更多不怀好意的
大男子主义男人追捧，最后大行
其道，连女人自己也默认了。最可
悲的是，连全国妇联也跟着起哄，
在官网发出《克服四大心理障碍
剩女成功脱单》、《简单八招从“剩
女”中突围》之类的雷文，与之口头
上对女性倡导的“自尊自信自立自
强”毫不相符。这好比一家有几个
漂亮女儿，外人非把她们的美分出
三六九等，把最前卫、最有个性的
一个定为最丑，而她们的那个有文
化的妈居然也迎合外人的标准，公
开指教所谓最丑的那个，让她顺从
众人、放弃自我。

这真让人悲哀和愤怒，让人
忍不住想连问一百多句：凭什么？

杨丽萍五十多岁了，单身，她
说她信爱情不信婚姻。一生未婚
的邓丽君也表达过类似的看法。
新上任的韩国女总统朴槿惠是单
身，她说她嫁给了国家。和她差不
多情况的还有英国女王伊丽莎白
一世。

这些女人，你说她们是剩女？
笑话！她们只是更坚持自我，更追
求婚姻的价值，或者更愿意发挥
自己在婚姻以外的价值。我想那
些被社会贴上“剩女”标签的女
人，有相当多的是这一种，虽然她
们不著名，不是艺术家或政治家，
但人家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何
错之有？凭什么一个女人在一定
的年龄没走进婚姻，就被默认为
失败？难道在没遇到合适的另一
半之前，为了证明自己不会被剩
下，匆忙草率地嫁掉，才是成功？

我反倒认为，能在这样的社
会文化背景下坚持不向世俗屈
服，敢于做自己，追求自己想要的

生活，身边没男人心里也不慌的
女人，是勇敢的、值得敬佩的。她
们更符合妇联所倡导的“自尊自
信自立自强”原则，她们是勇女，
而非剩女。如果非要提出点不同，
最多也只能说她们可能运气不太
好，没能早早碰上自己要找的人。

最新出炉的中国人婚恋调查
报告显示，三十多岁的未婚人士
里面，男人比女人多出 613 万，比
例超过 2 ：1 ，也就是说在婚姻市
场上，两个未婚男对应一个未婚
女，显然，男人的择偶压力更大。
换个角度，根据另一个广泛流传
的说法，如果把人分成 ABCD 四
等，男人通常会选择比自己略低

的女性，所以 A 男选了 B 女，B

男选了 C 女，C 男选了 D 女，所
以剩下 A 女和 D 男——— A 女不
会真的嫁不出去，D 男倒是货真
价实的老大难。那么到底谁才是
剩下的？

不久前，我们在同事群里讨
论剩女这个称谓，女人们一致认
为这个词儿既扭曲事实又充满恶
意嘲讽，男人们却嘻嘻哈哈觉得
合情合理。一位男士还跳出来说，
你们知足吧，剩女算好听的了，在
日本，年过三十而未嫁的女人叫
败犬。此言引来一阵猛攻，连已经
做了奶奶的女同事都深表不服。

去年一位全国政协委员提出
了与“钻石王老五”对应的新词：
翡翠张小丫。这词儿很不错，可惜
由于种种因素，它的流传度远远
达不到该有的程度。就像剩男这
个词同样很难广泛传播一样。

鉴于此，我觉得公平起见，应
该创造出更多更合适的说法。他
们不是按年龄把未婚女人分成了
剩斗士、必剩客、斗战剩佛、齐天
大剩吗，我们能不能把未婚男逐
级分成各种光棍？比如二十五岁
以前叫自然光，二十五岁到三十
岁叫可见光，三十岁到三十五岁
叫男极光，三十五岁以后统称传
奇之光？

初步想法，版权所有，尽可转
载，欢迎补充。

十几岁那年，我无意中知道，
长沙大伯家里，原来除了大堂哥
和大堂姐之外，还有过一位我不
曾听人提起的二堂哥。

我一时好奇，去问我妈。
我妈向来不是个爱讲闲话的

人，但这个故事或许太复杂，让她
非得细说从头。

“你二哥，小时候遇到三年自
然灾害，吃不饱，所以他比较矮小
瘦弱，老被人欺负。”这是第一层。

“他当然不甘心受欺负了，就
在社会上交了坏朋友保护自己，
后来就被政府管了几年。”这是第
二层。

“出来后，他就好好做人。到
了恋爱的年纪，也交了朋友，都快
结婚了，姑娘听说他以前的事，就
和他分手了。”是为第三层。

“你二哥呢，接受不了，去了电
影院楼顶——— 那时长沙最高的建
筑。跳下来，死了。”至此，全剧终。

不就是“二堂哥因失恋自杀”
吗？怎么啰啰嗦嗦讲这么些？矮个
子多了，也不见得个个都要结交
混混，最后一败涂地？这心底的诧
异、这不以为然，使我一直记得这
平淡无奇又冗长的故事。

二十多年后，我因缘际会，在
长沙工作过一两年。公司替我租

的房子在老城区，从破破烂烂的
东鱼塘街一穿出来，满目繁华，全
是高楼大厦，我不免想到：目前，
长沙最高的建筑是什么？

大伯全家早已迁离长沙。我
却突然懂得了二堂哥的故事。

每一桩错误的背后，都有草
蛇灰线，命运伏脉于千里之外。走
上歧路，不是生性如此，是环环相
扣的不得已，事前看不透，事后挣
不脱。

而那错误的前路，还会有势
不可挡的惨剧，尤其是发生在即
将柳暗花明之际。你以为造化已
经赦免你？NO ，它只是在玩猫抓

老鼠的游戏。某一刹那，心凉到
底：这一生从来不曾交过好运道。
绝望笼罩你，像抓娃娃机里的铁
爪牢牢攫住你，再，将你抛出……

而我妈的讲述里，包括了多
少同情、原宥与体谅。她在说：这
一切，都有来龙去脉。你不是坏
人，你也不是故意要伤家人心。你
命运的全部曲折迂回，爱你的人，
都明白。我妈始终都觉得，她的讲
述，只是还原了历史的真相，她没
有添油加醋，她的态度是客观的。

肯为你的所有错失找尽理
由，叫做恕道，叫做爱；会这样做
的人，就是亲人。

朋友圈里以挑剔著称
的 君 君 新 近 锁 定 了
Mr.Right ，大散喜帖。众人
皆惊异什么样的高帅富才
入得了她的法眼，于婚礼上
见面了，原来新郎也不过是
一个平平凡凡的男子。

“他人很聪明的。”明艳
照人的君君掩嘴笑，“我问
他会不会变心，你猜他怎么
说？”

要知道，太多的相亲男
败倒在君君这道“天问”上，
答曰“不会，我永远只爱你
一个”，君君会皱眉说：虚
伪！未来日子长得很，变化
无数，你怎么知道？如果老
实答“嗯，有可能啊，男人的
本性嘛，成龙大哥说这是天
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结
果当然是——— 出局更快，君
君绝不再见第二次，婚前都
不能保证，婚后就别指望他
忠诚了。

我曾笑她，你这问题，
不管虚话实话、怎么答，到
你这都是错，这不是成心为
难人家和自己吗？所以我对
过关斩将、终抱得美人归的
新郎的回答特别好奇。

“他很快就答：不会，拈
花惹草太容易了，我要做点
有难度的事情。呵呵，这是
我听到的最精彩的回答。”
君君说。

我也不禁莞尔，这看似
顽皮的话果然透出聪明和
幽默——— 我不会否认人性
的软弱和世事的多变，可是
我也不会放纵自己流连声
色，并不是婚姻和妻子的外
在形式束缚了我，而是我内
心的自律让我想过更有“难
度”的生活。

在我看来，无论关乎爱
情还是生活，精彩的理由都
蕴含着智慧。一代才女林徽
因，家世、容貌、学问样样出
色，引无数才俊竞折腰，其
中包括浪漫诗人徐志摩，但
是她最终在理性的指引下，
选择了父亲朋友的儿子梁
思成。婚前，梁问她：“有一
句话，我只问这一次，以后
都不会再问，为什么是我？”

林徽因回答：“答案很
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

林梁之后琴瑟和鸣、志
同道合的生活，果然印证了

“用一生回答”这个看似打
太极、实则真诚的理由。

有一位英国女士读过
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之后，
心生倾慕，打电话给钱先
生，想去拜见他，钱钟书并
不愿和这位异国粉丝见面，
他拒绝得得体而风趣：假如
你吃了鸡蛋觉得不错，何必
认识那个下蛋的鸡呢？

读了好文章，有让你赞
叹和共鸣的时刻，会心一
笑，便和作者莫逆于心，如
同精神聚会了，好好品这只
美味鸡蛋吧，何必要见那只
不 一 定 羽 毛 光 鲜 的 母
鸡——— 这个理由，够不够好
呢？

小时候，我曾经以为我们家是
不够和谐幸福的。同为小学老师的
父母亲两个人才挣七八十元的工
资，在家要教养三个孩子，工作上
又从不肯甘居人后，疲惫和焦躁之
下，吵嘴斗气之类的小摩擦就像夏
天的雨，是不知哪天就能碰上的
事。印象中，父亲摔过碗，母亲也掉
过泪，好在都是雷阵雨，而且不会
形成洪涝灾害——— 前后总不出一
天，雨过了，天晴了，又是一个你疼
我爱的家。

父母退休后，不知是因为工作
上的压力卸载了，日子也一年比一
年好起来，还是因为年纪大了彼此
需要照顾，老两口似乎越来越分不
开了：买菜遛弯儿养花访友，出双
入对；看电视读报纸做手工练书
法，形影不离。我逗他们：“俗话说
得还真好——— 秤杆离不开秤砣，老
头离不开老婆儿！”母亲瞥我一眼：

“去！他心脏不好，一个人出去时间
长了你能放心？”

这话说的是没错。其实不要说
父亲一个人，就是加上我两个，甚
至于再加上弟弟妹妹等等 N 个
人，只要不在她的视线范围内，也
还是不放心。母亲晕车，每次父亲

去医院看病，她都只好留在家里，
因为看不到医院的情形，便幻想出
种种可怕的可能，把自己吓得惶惶
不安，电话追着一个又一个：“看上
了没有？怎么这么半天？”告诉她挂
上了专家号，人多，要排长队多等
一会儿，心里似乎踏实了。没过一
会儿，电话又响：“还没看上吗？你
爸早上没吃饭等着验血，这么半天
他饿了没有？”饿了是肯定的，可是
有什么办法呢？又不能中途去吃
饭——— 前面的饿不是白挨了？我告
诉她，医院里不让用手机，等有了
结果，我会第一时间打给她。她乖
乖地答应了，电话果然不打了，却
在屋子里来来回回地转圈，用外孙
女的一个造句来说就是：“姥姥急
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团团转！”

跟很多退休老太太一样，母亲
是离不开电视连续剧的，虽然男女
主角之间爱来爱去的表白，时常让
她深感肉麻地“嘁”一下表示不屑，
可实事求是地说，她跟老爸的爱
情，其实也挺那啥的，不说，不过是
因为嘴硬。比如老公给我买花，妈
妈总调侃他“又浪漫啦”，等她跟父
亲一个剪、一个接地把窗外种的玫
瑰拿回屋里装进花瓶时，我问父

亲：“你又送妈妈玫瑰了？”母亲却
说：“嗨，不就是放在家里，大伙一
块儿看嘛！”

我抗议：“马列主义手电筒，光
照别人，不照自己！”

前阵子，母亲在一帮退休老同
事的影响带动下，喜欢上了编中国
结，为了突出琴瑟和鸣的温情效
果，老两口还时不时地搞一点合
作——— 父亲写了漂亮的毛笔字，母
亲用事先编好的小红辫儿，描红一
样地把它攒到一个盘了花边的圆
盘上，底下缀上象征平安的景泰蓝
小瓶和鲜红的穗子，那“福”和

“乐”，便悄无声息地在几间屋子里
弥漫开来了。说实话，我对她这位
半路出家的手工爱好者是有点求
全责备了些，倒是父亲，每每在母
亲被我说得扫兴或是自信全无的
时候，十分仗义地站出来，很权威
也很果断地判定：“不错啊！那么一
点点(小问题)，谁能看得出来呢？”

我歪过头去窃笑：那么显而易
见的缺陷，连我都看出来了，不可
能逃过心细如发的父亲那标尺一
样精准的眼睛。之所以“看不出”，
这其中的道理，用膝盖都能想明
白。

看着老两口惺惺相惜甚至有
点同仇敌忾的样子，我觉得有点好
笑。想起当年他们吵架时，我还写
过一封信，洋洋洒洒地动员父亲离
婚……那时都十二三岁了，还以为
自己路见不平、目光如炬呢，回过
头来想想，真是蠢。

有一回跟老公生气，我曾经醉
翁之意不在酒地问过母亲：“你跟
父亲闹别扭的时候，就不觉得委
屈，就没想过走？”母亲没有回答，
却哒哒哒地反问了我六连发：“走？
到哪儿去？自己的家，一个不合适
说走就走？嫁了别人吵不吵架？再
吵还走吗？什么时候是个头？”

以前跟朋友们聊天，常有人感
叹为什么现代人的海誓山盟就比
不了父辈人无言的默契，其实道理
很简单：老一代的爱情，不是没
有委屈，不是没有埋怨，而是委
屈和埋怨过后不想退路，擦干了
眼泪，还是要一心一意地挽着他
的手一起走。那些拮据而劳神的
朝朝暮暮里，点点滴滴、丝丝缕
缕的恩情平凡而隽永，两个人心
心念念想着的，都是对方的好
处，听不见山盟海誓，却看得见
地久天长。

□童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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