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加酒会，特意挑了一双

新鞋。结果，酒会还没有开始，

脚已经磨破。我知道让脚舒服

的唯一办法，是把这双新鞋立

即换掉。但是，我并没有随身多

带一双备用的鞋，马上去商店

买一双又不现实。如果不怕丢

人的话，倒是可以光着脚跟一
桌子西服革履谈笑风生，问题

是我还真怕丢人。

婚姻遇到问题，很多时候

和我参加酒会遇到的痛苦一
样。离婚，丢人；不离婚，脚已经

磨破。最好是，能有一双漂亮而

舒服的鞋子立刻出现在面前，

但这样的几率几乎为零。你的

晚宴包里可能会多装一支口

红，但不会多准备一双鞋。

那天到后来，我几乎寸步

难行。偏偏还是那种端着酒杯

走来走去的酒会，所有的食物
都放在餐台上，要走过去取。

实在痛得不行，跟身边的

女友抱怨，女友立刻从包里翻

出创可贴，对我说：贴上。

之后，脚不那么痛了。

深 夜 ，一 女 友 跟 我 哭

诉——— 事情很简单，她给老公

打电话，问在哪儿。老公说在外

面，有应酬，晚点回来。晚间新

闻都播完了，老公还没回来，再
打电话，没人接。再打，手机关

机了。

女友号啕大哭，哭完，问
我：要不要离婚？

还没等我回答，自己又哭

起来，说：孩子这么小，怎么离？

离了一个人带孩子怎么过？再

说，离婚多丢人啊。可是不离，

这日子怎么过？老公把家当旅

馆，想回来就回来，不想回来就

不回来，乐意接电话就接，不乐

意直接关机！

哭着哭着，她又后悔，后悔

自己当年为什么挑了这么一个

男人嫁，还后悔为什么婚后一
心扑在家里，光顾着生孩子养
孩子，连个婚外恋都没有搞

过——— 还曾经有男人挺喜欢她

的呢，给过她暗示呢，哪怕给自

己留个备胎也好啊！

她问我她该怎么办。我想
起了那双酒会上的鞋，反问她，

如果你是我，很不幸地穿了这

么一双鞋去酒会，你会怎么做？

是当场脱掉还是忍了？当场脱

掉，虽然脚不会那么痛，但可能

要适应他人怪异的目光，还要
当心地上的图钉啊什么的；忍

了，不仅要耐痛，还须谨防伤口

感染。

她想了半天，最后问我怎
么做的。我告诉她，我选择了创

可贴，坚持到酒会结束。然后

呢？她追问。

然后，如果不磨脚了，那就

接着穿呗，挺漂亮的一双鞋，何

必扔？如果还磨脚，再换也不

迟。

我对她说，千万别一遇到

问题，就马上去想“离”还是
“不离”的问题，先找“创可

贴”，把伤口贴上——— 也许，过

两天伤口就好了，而你脚上的

鞋，磨那么一两次也就舒服了

呢。

女友晶晶，文静漂亮，家境

优越，是那种顺风顺水的“孔雀

女”。大学里谈过一场不被看好

的恋爱，男主人公相貌清秀，成

绩出众，却来自贫穷的山区，两

人貌似般配实则性格迥异，不

出所料，这段恋爱无果而终。

工作后晶晶又交了一位男

友，某省级机关里职位不高不

低权力不大不小的公务员。从

表面看男友的条件还算差强人

意，可时间一长，其“凤凰男”的

硬伤开始暴露。男友是家中独

子，性格刚强，唯我独尊，且乡
下亲戚众多，从爹娘到兄弟姐

妹再到叔伯姑婶舅姨堂表兄弟

姐妹，时常三五成群来省城看

病找工作送孩子上学甚至没事

出来旅游。

晶晶慢慢发现，在他的心

里，自己并不那么重要，最重要
的是他乡下的大家族。他对晶

晶说：“你不接受我的那些亲戚
们，就是不接受我。如果你爱

我，你就一定会包容我的亲戚，

比我更关心我的亲戚。”两个人

观念的相左，简直就像西方文
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那样
不可调和。

爱情至上的晶晶终于还是

无法忍受对方的自私和狭隘，

决定结束这段感情。她给自己

定了个目标：找一个受过西方
文化熏陶的人士，远离不可理

喻的“凤凰男”。

交友网站很快帮晶晶精确

地搜索到了她想要的对象。他

是位“海龟”，还是某知名化妆
品的国内总代理，身家绝对不

是小公务员能相提并论的。“海

龟”也正想找晶晶这样有一点

点经历又不太世故的轻熟女，

两人一拍即合，没多久晶晶就

结婚了。

嫁给这种成功人士，应该

过着神仙眷侣的生活了吧？再
见到晶晶，她竟然满腹牢骚：老

公简直就是个工作狂，不是出

差在外就是忙于应酬，别说回

家吃饭，连电话短信都很稀疏。

我刚想宽慰她两句。工作
忙也情有可原，男人一心扑在
工作上更能说明他的自爱和自
律嘛。她却越说越懊恼：本以为
可以走出“凤凰男”的阴影了，

谁知“海龟”竟然也是出身寒

微，在海外是靠自己打工拿到

的文凭。出去吃饭经常都是快

餐，吃不了的必打包，有点档次

和情调的餐厅基本不去。据说

这是在国外养成的习惯。

最让她烦乱的是这几天发
生的事情，他们现在住的是他

婚前买的一个单身公寓，面积

相当小。最近她看到几个不错

的新楼盘，便和他商量买房的

事。这也是他婚前承诺过的。但

他却变卦了，说想买个大点儿

的房子把农村的父母接过来一
起住，买什么样的还是征求一
下父母意见吧。

晶晶愕然。她还没好好享受

过两人世界呢。《双面胶》里的婆
媳大战她简直不敢想象。“‘凤凰

男’怎么都让我碰上了呢？”

谁不是“凤凰男”？有八卦者

做过调查，不管他们愿意承认与

否，这个城市资产千万以上的成

功人士起码百分之八十都是白手

起家驾着奋斗的翅膀向城市飞来

的“凤凰”。他们过惯了苦日子，有

着比一般人强大得多的出人头地

的欲望。更出乎意料的是，尽管屡

屡受到“孔雀女”的口诛笔伐，而

最终他们娶回家的仍然是“孔雀

女”。没办法，这也是优胜劣汰的

必然。

举个耳熟能详的例子，地

产精英潘石屹也是典型的“凤
凰男”，据说婚后他的太太张欣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衣橱里

的衣服全部扔掉，按她的衣着

品位换新的。但她承认对潘石

屹的改变都是表面化的东西，

自己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方
面却是在慢慢被他同化。

要说风险，嫁给谁没有？爱
是需要用心沟通的，聪明的女

人一定不会逃避，而是用智慧、

用宽容去解决。

陈独秀的最后一位妻子叫潘兰珍，

1908年出生于江苏省南通一个贫苦农

民家庭，比陈独秀小 29岁。这个不幸的

女子，4岁时就被父母带着逃荒到上海，

父亲在外滩码头搬东西，母亲捡煤渣。

10岁时，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潘兰珍便

去一家纺织厂做了包身工。几年后，父

亲又把她介绍到自己卖苦力的英美烟

草公司当童工。因受一个流氓的哄骗，

同居后生了一个小孩。小孩夭折了，潘

兰珍的眼泪也流干了，她选择重新生

活，最终在石库门的亭子间找了个栖身

之地。

让潘兰珍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这

石库门生活竟开始了她不同寻常的一

生。她的邻居便是陈独秀。这是陈独秀

政治生涯里最黯然的日子，职务被停

了，国民党还四处悬赏通缉他，一个没

有前途和未来的男人，生活上注定毫无

章法，他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长期的

营养不良，让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一次，

陈独秀外出胃病复发倒在回家的路上，

幸得下班回家的潘兰珍相救，才得以保

住性命。这是他们的第一次非正式见

面。陈独秀在潘兰珍面前，自我介绍说：

“我姓李，是南京人，原在大学教书，与妻

子离异后搬到这里，现在以为报纸撰稿

为生。”潘兰珍对陈独秀的话深信不疑，

甚至为他的遭遇感到心疼。

因“同是天涯沦落人”，都无依无靠，

还都是独身，你来我往之间，陈独秀和

潘兰珍渐生好感，见面时话也多了起

来。闲时，潘兰珍会帮陈独秀洗洗衣服、

收拾一下房间，陈独秀则教潘兰珍识字

学文化。张宝明和刘云飞先生在《飞扬

与落寞：陈独秀的旷代悲情》一书中说：

“在外人眼中，他们是父女，在二人心中，

他们是师生，但是这种纯朴的师生关系

在时间酵母的催化中也渐渐地发生转

变。年龄已不足以成二人结合的障碍。

经过一场场激烈的思想斗争，潘兰珍终

于定下了心，在寒冷的冬季向陈独秀表

达了火热的爱慕之情。”

面对小爱神射来的箭矢，陈独秀在

惊讶于她勇气的同时劝她慎重考虑。潘

兰珍则表示，只要先生不嫌弃，愿陪伴

服侍他，患难与共，不弃不离。在她看来，

国母宋庆龄比国父孙中山不是小 20多

岁吗？爱情应该没有年龄的界限。

无疑，这对身处困境的陈独秀来

说，是最为温暖和值得安慰的事情。他

怎么忍心拒绝又怎么舍得拒绝呢？他说

不清自己对她的感情，但是已感觉生活

上离不开她。再者，当时的潘兰珍在还

不知道自己就是赫赫有名的陈独秀的

情况下，就愿意下嫁给他这样一个衣食

无着的孤苦老人，可见潘兰珍对他的感

情是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接受她，珍

惜她，才是他要做的。一对老夫少妻就

这样开始了他们的别样生活。

1930 年，陈独秀突然被捕，被押解

至南京老虎桥监狱关押。重情重义的潘

兰珍毅然辞去在烟厂的工作，只身从上

海来到南京，在监狱旁租住民房，每日

入监照顾陈独秀，“伴监”达5年时间，直

到第二次国共合作蒋介石释放陈独秀。

这分真情，让陈独秀感念不已。

在 5年牢狱生活之初，当潘兰珍终

于获准与陈独秀见面时，那情景煞是感

人。陈独秀一扫往日的庄重严谨，双手

紧攥着将他俩隔离开的铁栏杆，激动得

不能自已。他们之间的对话，充满了东

方式的悲剧色彩。“先生，你受苦了。”

“不，不苦，我这是……第四次坐牢，已经

习惯了。”“先生，你要保重身子。不管判

你多久，我都会等着你的。”“兰珍，你不

要感情用事。你才 22岁，正值青春年华，

我这次即使不被枪毙，也定然会老死狱

中。兰珍，你还是……回上海去吧，我不

忍心……耽误你。”“先生，你不用劝我

了，兰珍如今已是先生的人。先生被判

20年，我便等你 20年，只要先生在世一

日，兰珍便等你一日。”陈独秀嘴唇哆嗦，

泪如泉涌……

知否，知否，这就是我爱你。这爱不

要天天厮守，亦情深如大海。潘兰珍，这

个没有上过学堂的女人读懂了，所以她

始终形影不离地伴随着陈独秀，直至陈

独秀生命的最后一刻。

婚姻需要创可贴

谁不是“凤凰男”

第三只眼

谈情说爱

□宗瑜琮

那时烟花

滚滚红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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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兰珍：

知否，知否，

这就是我爱你
条件一一摆开，怎么看，都

是般配的一对。

男硕士女本科，男军官女税

官，男温文女娴静，男公派出国

深造，女科室业务骨干，在各自

的圈子里，都是好评不断的人

物。

生活的难题，也许就在于好
+好≠好或更好。

他先来投诉的，衣衫整洁，

礼貌周全，言谈冷静。

“她父母为人很好，对我也
好。恋爱的时候我就想，有什么

样的父母就有什么样的子女，这

无形在我心里为她的印象加了

分。”

“她受过高等教育，是国家

公务员，素质应该很高了，我们

一直以来关系都不错。”

他甚至懂得欲抑先扬。

“她生了孩子后，我母亲托姐

姐带了一个红包来给孙女，她对

我姐非常冷淡，只收下红包，饭都

没留她吃一顿，我姐可是火车转

汽车赶了八个小时才到的。”

“我的工资卡交给她，我吃

住用全是部队的，一个月能挣
5000多块，上次回来我一查，卡里

还剩20块。这几年她没对我母亲
尽一点孝心，没给老人家买过一

件礼物。”

“我休假一个半月，才在家

里住几天，她就赶我走。她说要

我提出离婚，不然就分居。我真

不明白问题出在哪儿？”

马上，她就现身，给予反击。

一样打扮得清爽齐整，并不花枝

招展，脸有愤愤之色，言谈却条

理分明。

“他虽是个硕士，可老家是

贫困山区的，重男轻女的思想严
重，自从我生了女儿后，他的态

度就与以前大不相同。”

“我说给孩子做一岁生日，

他姐竟然说，一个女孩子过什么

生日。我能没想法吗？”

“他的工资取光了，因为我

要养孩子，还房贷，并没一分用

于自己吃喝玩乐，我的品行在单

位是经得起调查的。”

“是他想和我离婚，他不愿

自己提出来，部队管理严格，他

顾忌在领导心中的形象，所以找

我的茬儿，逼我提出离婚，这人

心机太深了！”

一时分不清是公有理还是

婆有理，症结在于男方重男轻女

还是女方薄情寡义。

“多好的一对，既非贫贱夫
妻又没移情别恋，怎么就过不下

去了？”有人惋惜。

“不好。”我说，“他们或许什

么都好，就是没有爱。”

他兵来，她将挡；他条分缕

析，她言之凿凿；他冷静，她客

观；他给人好感的理智，她博人

同情的道理，我看到的是一男一

女的专业辩论，却不是一夫一妻
的爱恨情怨。

男人不曾叹息，女人不见眼
泪，男人没有分崩离析的忧伤和

惋惜，女人也没有将失挚爱的心

痛和害怕，有的是义正词严要争

出个是非黑白，还要拉来公众明

辨对错。情场转化成战场。

佛家有言：由爱故生忧，由

爱故生怖，若离于爱者，无忧亦

无怖。这一对无忧亦无怖、只有

兵戈相向的人，之间想必早已无

爱，所以一阵微风也能让家风雨

飘摇，岌岌可危。

世人眼里，考量般配的是男

女学历高低收入多寡，却不曾念

及“爱”。

其实，有爱一切皆可调和，

无爱，不可能般配。

无爱不般配

□童卉欣

世人眼里，考量般配的是男女学历高低收入多寡，却不曾念及“爱”。

千万别一遇到问题，就马上去想“离”

还是“不离”的问题，先找“创可贴”，把伤口

贴上。

□萧萧

□春日迟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