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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张朋友圈照片想到的
□王萌

早上翻看朋友圈，一张照片引起了我的
注意：一个女生身着一袭藏蓝色长衫，落落
大方地站在舞台上说着相声。照片下附文：
言必信行必果。第一次这么酣畅这么开心
地登台说相声，感谢带我出道的棉花老师，
感谢拍摄者院长大人，感谢所有观众们的掌
声和欢笑声。来年再见！……

照片中的她是我的高中同学，高中毕业
后考入吉林大学，后读硕士，之后又留学美国
获得博士学位，归国后任教于吉林大学。她
的履历说明了她的优秀，但我要说的是，她不
但是一个优秀的人，还是一个有趣味的人。

高二那年，我和她还有另外两个同学四
人同桌，并排而坐。她给我们三个人的名字
均冠以“火”字，说我们都是“火”字辈的，至于
名字的由来我不记得了，她分别称呼我们仨
叫“火萌”“火洁”“火鹤”。现在想来，依然觉
得好玩。

她的风趣来自于她的家庭。她跟我讲，
有一天，她放学回家一进门，朝里屋的父亲
兴奋地大喊：“爸，爸，快看，克林顿来了！”她
的父亲随口接了句：“啊，快给拿拖鞋！”说到
她的父亲，可是不一般，他是吉林大学历史
系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她曾很自豪地
对我说：“我爸爸是吉大考古系的老师，你上
百度就能找到他。”能上百度找到的人得多
牛啊，我当时在心里暗暗崇拜。虽是出身书
香门第，但是她的父亲对她的要求并不严
苛，比如，老师布置的理科习题，她常常空白
呈现——那是她的弱项。不过，这并不妨碍
她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女生：她写得一手洒脱
飘逸的好字，弹得一手娴熟自如的吉他，会
写细腻却不乏理性的文章，模仿起赵本山的
小品来也是惟妙惟肖。她还爱看漫画，喜听
摇滚，与男生互称哥们，人缘颇好。现在看
来，宽松、自由的家庭环境成就了她热爱自

由、幽默风趣的性格。
时至今日，她发到朋友圈的内容多是关

于读书——诸如哲学、逻辑学、电影、音乐，
你从中能感觉到那是一个有灵魂的人。

我们说教育的本质是“唤醒”，这意味着
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
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它不是简单的传
授知识或者灌输观念。在中国，有多少孩子
被家长裹挟着奔走于各种兴趣班、补课班，好
像对一个人的教育全是关于成绩、升学。有
多少家长愿意在周末陪着孩子读一本童话然
后交流感想，或是带着孩子去河边抓鱼，去田
野里逮蚂蚱？恐怕不多吧。他们或许会说，
作业还来不及完成呢。但是像这位博士生导
师父亲，如果当初逼着自己的女儿做数学题，
反对她练习吉他，恐怕今天又少了一个内心
丰富有趣的老师，又多了一个平庸无趣的
人。大多数家长都重视学校教育，忽略家庭
教育，尽一切努力只为帮助孩子取得优秀的
成绩，考上理想的大学，而到了那时，教育的
使命就算完成了。可是，然后呢？这样的教
育方式培养出来的孩子快乐吗？教育是“润
物细无声”的过程，它的意义绝不仅仅是那一
纸文凭。并且，大学毕业也不是学习的终点，
而是要培养孩子终身学习的能力。在这个新
知识、新技术快速更新迭代的时代，吃老本的
人终会被远远地甩在后面。

我现在最大的感悟是，对孩子真正产生
深远影响的是家庭教育。身教胜于言传，如
果不是她的父亲潜心钻研学术，家庭充满书
卷意味，她也不会一路孜孜不倦地求学而获
得博士学位；如果不是她的父亲给予她发展
兴趣爱好的空间，她也不会精通琴棋书画，
像现在这样如此才华横溢。

真正成功的教育是，促进个体潜能的实
现，让每一个人都能成为独特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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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处仰天窝在我的人生旅程中刻下了印迹。一处
是都江堰市的仰天窝，那是我弱冠求学时每天路过的地
方，另一处便是而立之年后常去游玩的龙泉驿区仰天窝。

发现龙泉驿仰天窝步道实属偶然。11年前端午节的
下午，骄阳映照下的山峦和步道正散发着熠熠的光辉，于是
呼朋唤友，叫来了嘉哥和小蒋。那天也颇有默契，我们仨在
上坡路上汇合了。上山路不急不缓，路两旁种满了桃树、柑
橘，显然之前是个果园。齐整的树林，路边简陋小店的零食
和玩具，自然让人想起倔强成长的少年。扶苗剪叶，少了年
少轻狂，有了瓜果飘香。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登临半山后
蓦然回首，蓝天、白云、远山、脚下的高楼一览无余。

一鼓作气往上爬，山势陡峭了些，一段迂回蜿蜒的木
质栈道，楠木林遮天蔽日，两旁静悄悄绽放着美人蕉，还
有绿叶悠悠的箬竹、沿阶草、麦冬、十大功劳、桃叶珊瑚在
默默衬托。草木葱茏，还有年轻的我们。

抵达山顶的仰天窝，一个坦坦荡荡的平坝。我们都
喜欢眺望远方，似乎那孕育着无限的可能。坝子中心有
一处莲花堰。传说湖心隐藏着一朵紫莲，六十年方才在
月圆夜浮现，见证者会有好运。标牌显示，上次莲花出现
是在1963年，言之凿凿，不知道有没有人真的在1963年
见过或会在10年后的2033年能有幸见到这朵莲花。

莲花堰是个各得其乐的地方。这里，碧空如洗，波光
粼粼。岸边平缓的小路两旁散落着几处农家。相信很多
人的乐趣都包括在农家院品品狼牙土豆，拌上现摘的折
耳根、芫荽和小葱，累了歇歇脚，不妨再尝尝手搓冰粉。
一块块晶莹剔透，含着气泡，沁人心脾。小蒋特别欣赏湖
畔一处白墙青瓦的小院坝，说是让他想起小学课本里的
农村小学。嘉哥貌似对垂钓和游泳更有兴致，但只是看
却不见实践。我则喜欢用手机拍拍农家的猫儿狗儿。在
仰天窝，并不是永远只有三个单身汉。后来的游历中，嘉
哥带来了夫人，小蒋也在莲花堰结识了女友并且组建了
家庭。两人都稳扎稳打，有了蒸蒸日上的事业。

莲花堰往前经过一个小丘，昔日是香火鼎盛的火神
庙，于是小地名就叫庙子山，现如今只剩下两块基石。过
了庙子山，就迂回转入下山路。眺望远处山梁，梁上的山
泉镇炊烟弥漫，人们不紧不慢地走着聊着笑着。微风徐
来，摇动路边的芭蕉叶簌簌响动，眼里都是纯净的风景。

下山路伸进了桉树林。一抹夕阳透过密叶洒满台阶，
照亮了崎岖，也照亮了坎坷。天色暗淡下来，我们不觉已
加快步伐。高挺光洁、树皮斑驳的白桦林间，一条小溪顺
势而下，水声潺潺，不紧不慢。如果愿意，大可在溪水边农
家门前轻抚小猫，在芭蕉林里听听金蟾仙子候郎君、断碑
为桥治洪水的古老传说，或者看看废弃的石料厂和仍在使
用的农村蓄水池堰塘，回想过去那段激情燃烧的的岁月。

出山的道口交汇于老成渝路，豁然开朗，对面是龙泉
驿区第一人民医院。在那天的黄昏里，我们听见了婴儿
的啼哭。出生与衰老，平平静静，这里又有多少悲欢离合
的故事。仰天窝步道，无论奋力攀登、缓坡疾步，还是平
稳着陆，又多么像人的四季，光彩登场、体面退场。

从那以后，仰天窝融入了我们的生活。如今，当年的小伙
伴们都已迈入中年。岁月倏忽，如流星之于夜空，浪花之于长
河，生命微微，如水滴之于大海，人生几多悲喜，几多苦乐。

平原城市成都周边并非无山。往北出三环可到天回
山、凤凰山，往西则要出四环方有横山子，往南三环以内
便有琉璃场和竹望山，往东出二环便起坡狮子山，但要寻
得一处山势尚可的去处，最近的就是仰天窝。朋友，山高
我为峰，原阔任驰骋。来爬爬仰天窝吧，这里山朗水清，
是一处心灵的原乡，这里盘旋曲折、起伏跌宕，处处都是
人生的风景。

成都人怎样泡茶馆
□曾智成

多年以前，老成都南打
金街“宝林轩”茶馆就是
我家所开，印象最深的，

当数茶客泡茶馆。
成都人爱喝茶，因为喝了一天都觉得精

神。茶客泡茶馆，从清晨四五点钟就开始
了。这时的茶馆知道茶客在门外也不会开
门，堂倌要摆好桌子椅子，掌灶的要烧好开
水，听着火钩掏着炉膛发出的“嚓嚓”声，茶
客心痒难耐。门终于打开，等候已久的茶客
们一拥而进，灯火通明的堂子瞬间人声鼎
沸，碗碟翻响。嘈杂趋于平静时，你就只听
见喝水发出的声音。这么早到茶馆喝茶的
人，是真正有茶瘾的人，这种人往往认为，喝
茶要过瘾就必须水烫，而且水烫必须是炭火
烧的水才烫。

天色大亮，太阳升起。茶馆迎来了第二
批也算喝早茶的人，他们大多是暂时无事可
做的年轻人、出门晨练归家的老人、约了当
天要在茶馆谈业务的生意人以及给民工发
工资的包工头。这些人到茶馆来，几乎人人
腋下都夹着一份报纸。喝早茶，看报纸，成
都人的又一好习惯。报纸上登的时事新闻，
立刻成了喝茶人每天不变的龙门阵开头。

成都茶馆的龙门阵漫无边际，俄乌冲突
接过话去就变成猪肉这两天又有点涨了。成
都茶馆的龙门阵也精彩：你晓得吃糖锅盔咋
个把背烫了？一咬糖锅盔，糖顺着手流，去舔
手上的糖，忘了还举在手上的锅盔，那糖流下

来当然就滴在背上了，不烫倒才怪。成都茶
馆的龙门阵也很玄，著名散打评书艺人李伯
清说的“给府南河安个不锈钢盖盖”，“黄总又
接到了装修月亮的工程”等精彩段子，就出自
成都茶馆。泡在茶馆里，除了可以摆这些漫
无边际、精彩绝伦、夸大其辞的龙门阵，茶客
在茶馆里还可以享受到一些特色服务。

成都茶馆内常见到提着小包、举着镊子的
人，这些人不言语，只拨弄手中的镊子发出“当
当”响。听着这响声，就知道掏耳朵（采耳）的
来了。将竹椅端到向光处，抄手闭目，尽量把
半边耳朵朝外伸而人斜坐在椅子上。采耳师
先用小毛刷刷清耳廓，再用耳勺挖，挖过后用
小棉球清扫干净。采耳师再拿出更小的耳勺
伸向耳心，被掏者此时会眉毛鼻子皱到一起，
有的还会发出“呵喝”声。这是享受，是心尖尖
都能感觉到的舒畅。除了掏耳，成都茶馆内还
有人能为泡茶馆的人提供算命、擦皮鞋、画素
描肖像服务，这些服务也都很精心。

春暖花开，周末节假日，成都人还会全
家去泡茶馆。买上点心，瓜子，糖，选一个中
意的公园茶馆坐下，大人磕瓜子拉家常喝
茶，孩子们给他一些钱，各人去儿童乐园
耍。中午或吃盒饭，或叫点菜，更多的是吃
自己带来的食品，大家将就一顿，其乐融
融。饭后再换上一杯茶，好好喝一会儿，常
常要到回家时才发现，人已融入暮色中。

成都人泡茶馆，泡出许多愉悦、许多幸
福……

蓉城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