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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边去吴哥所在地暹粒，基
本是每个去柬埔寨的游客必走的
线路。我在观赏吴哥古迹之前，却
先去附近的洞里萨湖转了一圈，领
略了湖上浮村的独特魅力。

其实，一开始我并没有对湖上
游抱多大的兴趣，我的老家就在
洞庭湖边，其面积跟洞里萨湖差
不多，春夏秋冬四季风景不知看
过多少遍。据说，从空中俯瞰，洞
里萨湖的形状有点像葫芦，东西
窄、南北长，它是东南亚最大的淡
水湖，是湄公河的天然水量调节
器，像一块巨大的碧玉镶嵌在柬
埔寨中心，从古至今影响着这个国
家。

坐上快艇，驰骋在洞里萨湖
上，湖岸绵延不绝的独特风景立刻
吸引了我的眼球，这就是“水上浮
村”。那些靠湖为生的水上人家在
湖面上搭起高脚木屋或船屋，鳞
次栉比的村落非常简陋，椰树叶
搭成的房舍极其轻便，据说四个
人就能抬起来移走。这些简单、破

败的房子中不但有住家，而且还
有学校、商店、教堂、医院，甚至警
局，居民们在船上洗菜做饭、打台
球、喂小孩、洗澡。外来游客们乘
船沿着水道一路看去，这些景象
宛如一幅长卷生活画，十分生动有
趣。

我的老家洞庭湖边，即使在上
世纪六七十年代，也没有过这样
大片的水上浮村，居民们也不会
终日在水上生活。据洞里萨湖当
地人介绍，这里的“水上人口”达
10 万之多，相当于中国从前一个
县城的人口规模。水上浮村的人
们有着独特的生存方式，他们大
多来自越南和柬埔寨各地，主要
分为“越南浮村”和“高棉浮村”。
那些游动的房子其实都有编号，
其中一些由现代建材建成，屋内
有电视机等现代设备；较多的是
草木结构的房子，室内没什么值
钱的东西。一般来说，每个水上人
家都有一两艘木船或机船，供日常
交通之用。

近年来，到洞里萨湖游览的外
国人逐渐增多，九、十月份的旅游
旺季里，很多游客都租不到船。这
时，湖面上便常常有黑瘦黑瘦的孩
子光着身子漂在水上，或划着小
船，或坐在大水盆中，或干脆泡在
水中，游动在大大小小的游艇中
间，向游客乞讨。

在我的镜头中，这独特的“浮
村生活”别具东南亚风情，还是蛮
有味道的。生活在浮村中的老人、
孩子、女人，看上去心情并不差，脸
上笑意融融，神态放松。他们的生
活虽然非常简陋、单调，但却自然、
轻松，没有那种都市里经常看到的
紧张、忧郁和匆忙。

我去过很多富国和穷国，看到
过不少类似这样贫民聚居的地方，
像印度的贫民窟、阿曼的穷人区
等，看起来都不那么美观，居住肯
定也不舒适，但对当地的穷人来说
却是一方乐土。这些国家允许这些
贫民区存在，甚至把洞里萨湖这样
的“浮村”当做旅游点供人游览，至

少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国家的客
观存在，不需要刻意去掩饰或回
避。

有时我暗暗想，要是换到中国
国内，这些贫民区会不会遭到强拆
或改造？贫民们会不会遭到驱赶或
安置，不让他们聚居在一起，以免
影响市容？当然，国外的游客是绝
不会被带到这种地方游览的，因为
中国人常常会觉得这很没有面子，
要是被人拍了照片发布出去，便认
为是被人揭了丑。

穿过浮村相夹的水面，快艇开
到洞里萨湖中心后，遥望四周则是
茫茫一片，一望无际，能看见的只
是一些被水淹得剩了顶的树木或
水草。湖的中央建有一处鳄鱼饲养
中心，成了别致的一处旅游点，据
说这些凶猛的鳄鱼主要销往海外，
用来制作各种皮制品。这大概是水
上浮村除了旅游之外唯一的产业，
而浮村的孩子们就经常在水中嬉
戏，居然不担心是否会有鳄鱼偷
袭。

浮村生活

在校园里看到一个大一的小
男生，站在路边上，征集一万个人
写下的“生日快乐”的祝福，送给他
暗恋的女孩。

有人会停下来，拿起笔，写下
自己的祝福，并给予羞涩站着的男
孩一抹鼓励的微笑，他们多半是在
甜蜜的爱情时光里，懂得男孩暗恋
的惶恐与不安，并愿意将正在历经
的幸福的微茫分一份给他；有人像
看一处风景，漫不经心地审视一下
男孩和他面前的横幅，有兴趣的则
问一句是送给女朋友还是在追求
中的女孩，没有兴趣的则继续打着
电话离开；也有人连停驻的时间都
没有，闪电一样骑车倏忽而过，只
有那随车而起的风，将地上大红的
横幅吹起一角，并卷入一些淡漠的
沙尘。

但男孩依然微笑着站在那里，
用青春中丰沛又脆弱的勇气，面对
着那些横扫而来的议论、指点与审
视的目光。他暗恋的那个女孩，或
许也从某个角落里瞥见了他，但是
却对此一无所知，或者，她从未注
意过这个青涩的男孩，更不知道那
笔迹不同的签名是即将送给自己
的。甚至，她还曾经嘲笑过他种种

不合时宜的举止以及见面时他突
然木讷笨拙的言语，在某个自己早
已忘记了的时刻。

其实我更想知道的是男孩完
成这项浪漫之举以后的事情。他会
不会有勇气拿去给暗恋中的女孩？
会不会这份真诚，在女孩的眼里，
只是一种可笑与痴傻？假若女孩被
男孩感动，两人牵手走到了一起，
度过了校园中浪漫且不沾染任何
世俗尘埃的四年，而后迈入柴米油
盐的日常琐碎生活，那么，男孩这
种不花费分文的浪漫，是否还能够
给予女孩惊喜与心灵的震颤？她会
指责他不务实际吗？会将他从路边
采摘的野花扔掉，并抱怨他不肯一
门心思挣钱，却搞这些没用的营生
吗？某一天她回忆起他曾经在校园
里的万人签名“生日快乐”的浪漫，
会从心底深处不屑一顾吗？

这当然是很久远以后的事情。
至于那个站在校园里的男孩，他内
心纯净犹如山中的清泉，这样的世
俗烦扰，于他不过是天边的一抹霞
彩，不仅构不成威胁，反而因为距
离，现出了澄澈与明亮。

可是这样的在时光里日渐浑
浊的人生，却在我们的身边，日日

流经。那些在青葱岁月里曾经深深
打动过我们的浪漫，被浑浊的河水
冲刷而过，便现出干裂枯瘦的河
床。你或许会觉得不可思议，怎么
能够将他送的糖块的糖纸全都收
集起来，珍藏在铁盒中呢？你还会
嘲笑他那时真是不修边幅，将自己
整成一个艺术青年，天天站在楼下
唱歌给你，只为你能够听到且探出

头来看他一眼。而说起他将一块红
薯揣到怀里，一路顶着寒风给你送
到宿舍楼下，你也会心生淡漠，说：
谁让他那时没钱，不能打车去找自
己呢。

那个纯真的少年，在你世俗以
后的回忆中，不过是一个傻傻的影
子，固执地站在那里，却不知手中
的玫瑰，于爱慕虚荣的你，会很快
地凋零枯萎。浪漫不值一文，而男
人最大的魅力，则是务实地养家、
买房买车，并且安居乐业。

而这时的你，在他的眼中，也
不复是昔日那个值得他站上一天
一夜只为看你经过的纯美动人的
女孩。当你絮絮叨叨地指责他不上
进、不懂得与领导交际、不擅长表
现自己的时候，他拿起的那张报
纸，不只是挡住了你急功近利的
脸，还有你们曾经因为共吃一碗面
却心心相印的那份爱与怀念。

很多时候，那些年轻时的浪
漫，就是这样，被我们一地鸡毛的
生活和对奢侈物欲的迷恋给冷漠
地赶走。我们以为浪漫是高级饭店
中的烛光晚宴，却不知，它一直隐
在凡尘之中，是我们自己不屑一顾
地给抛弃掉了。

而今不屑

以以文文为为戈戈
刘刘武武专专栏栏

他们的生活虽然非常简陋、单调，但却自然、轻
松，没有那种都市里经常看到的紧张、忧郁和匆忙。

那些年轻时的浪漫，就是这样，被我们一地鸡毛
的生活和对奢侈物欲的迷恋给冷漠地赶走。

小小浮浮生生
安安宁宁专专栏栏

安宁，生于泰
山 脚 下 ，8 0 后 作
家，出版长篇小说
与作品集 18 部，代
表作《蓝颜，红颜》、

《聊斋五十狐》、《见
喜》等。现为内蒙古
大学艺术学院影视
戏剧系副教授。

刘武，导演兼
制片人，曾任大学
讲师、新闻记者，出
版 过《 醉 里 看 乾
坤》、《生命的几分
之几消耗在路上》
等专著，参与编导
100 集大型纪录片
《睦邻》、45 集纪录
片《兄弟》。

做个低碳人
侄女从加拿大回来，变成了一

个素食者，只吃蔬菜、豆制品，连鸡
蛋也很少吃。奶奶劝她：你才 1 8

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怎么能不
吃点肉呢？侄女说，一斤猪肉要 5

斤粮食呢。听到这里我明白了，这
孩子是要过一种低碳生活。

每个人生命故事的动人之处
在于，它总是以个人传记的形式表
现出来。侄女那种认真的眼神和语
气告诉我，做这个选择，她是严肃
的。侄女行为的可贵之处，除了从
现在起过低碳生活的信念，还在于
她的这个选择是经过思考、独立做
出的。

是将自然赐予的一切怀着感
恩的态度善加利用，还是将一切物
品都视为人造的商品无情地消耗？
这的确已经成为每个人应该严肃
对待的问题。面对日益严重的环
境污染，我们每个人并非无能为
力。生态伦理是一种需要以行动
来表达的价值观，从现在起做一
个低碳人，就是一种最佳的表达
方式。工业文明这种生产方式是

建立在市场需求基础上的，这给
了我们通过改变自己的消费方式
来倒逼生产企业和商家进行生态
转向的机会。

比如一个人买了一件动物皮
毛服饰，她可以为自己开脱说：我
不买别人也会买，再说反正已经
制成成品了，没办法让它再回到
动物身上去。猛一听，这话似乎有
点道理，但如果略加深究，就会发
现这借口很荒谬。只要野生动物
皮毛服饰还有买卖市场，就一定
会有偷猎者存在；只要有人还吃
野味，就有野生动物买卖，这是显
而易见的一条一环紧扣一环的

“链”。
再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餐

馆，如果昨天卖了 10 份鱼翅，今天
卖了 20 份鱼翅，他肯定会为明天
准备 20 份以上鱼翅的原料。如果
反过来，昨天他卖了 1 0 份鱼翅，
今天一份也没卖出去，他就要考
虑明天是不是还要购进鱼翅原
料。这就是“没有消费没有贪吃就
没有买卖，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的道理。
人们为了象牙而杀害大象，为

了犀牛角而杀害犀牛，为了虎皮和
虎骨而杀害老虎，为了熊掌而杀害
熊，为了海龟壳而杀害海龟，为了
鱼翅而捕猎鲨鱼，如果大家都不
买，没了市场需求，就能从根本上
抑制并最后使捕猎杀害动物的现
象绝迹。

现在很多国家、很多地区和很
多人群，都提倡不持有的生活理
念，选择低碳生活，反对浪费，反对
过度消费，回归自然，追求简朴，这
正在成为一种时尚。人们的生态意
识、环保理念和绿色生活方式，已
经和正在成为推动生产企业顺应
消费者理性选择，改进生产工艺，
减少减轻对环境的污染损害，推进
环境友好产品的研发，选择有利于
环境的营销模式，实现生态转向的
有效途径。

如果说，在历史之初，人类需
要逸出自然以走进文化，那么现
在，人类需要从利己主义、个人主
义中解放出来，从人类中心主义

中抽身出来，退后一步往远处看，
或乘坐宇宙飞船升上太空，使自
己获得一种超越性的视野。这时
我们会发现，地球是一片充满生
命的福地、一片由丰富的史迹和
所有生物的命运交织而成的蓝色
星球。

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一直
未被人类所重视，那就是——— 生命
对于人类是一种宿命，一种永远无
法逃脱的束缚。人包含在地球之
中，人只有和地球在一起才能生存
下去。人类是地球上最珍贵的产
物，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比地球更高
贵，也不意味着人比地球更低贱。
人类必须尊重地球，以控制自身发
展的方式，以地球看守者的身份来
尊重地球。

人与所有的生物，自然与社
会，城市与乡村，生态与经济，这一
切都是相互依赖的。可笑的对抗，
愚蠢的征服……这一切随着一个
时代，已经成为一个过去，今天人
类面对的，是必须与自然万物和谐
相处的一个新的千年。

呼呼吸吸之之间间
刘刘亚亚伟伟专专栏栏

人类是地球上最珍贵的产物，但这并不意味着
人比地球更高贵，也不意味着人比地球更低贱。

刘亚伟，笔名
亚子，北师大研究
生学历，原籍曲阜，
下过乡，当过兵，资
深报人，现为自由
作家，出版长篇小
说、科普读物等十
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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