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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明

剩女多是一根筋

感悟人生 □李远

我的若干女性朋友，芳龄三十有余，但因为荷
尔蒙分泌得不是太慢腾就是刹不住把，总之分泌
得不够正点，就一直那么空盘，只好剩着剩着，剩
成了悲怆剩女。

比如Ｆ，翘臀细腰，智商颇高，不算第一眼美
女，也是白领耐看型，可惜天生情场愚拙，大学4年
她一经贸系小文青，偶尔犯点花痴错误，却屡屡遭
遇四处撒网的花心男，遂心灰意懒。

现在拜父母所托，Ｆ成为单位相亲狂人。不
过她的每次相亲都是被动的，是不断被单位阿姨
和两个姑姑强迫着做连线历史题。这样弱智的连
线题可以虚拟为：左边一串是现代版司马迁、石
崇、张飞、李后主、隋炀帝、鼓上蚤时迁、浪里白条、
鲁智深等牛人，悲伤人生则是右边只准她孤家寡
女一个。除了吃饭上班她所做的工作，就是一边
和那串大侠眉来眼去，貌似暧昧，一边在单身宿舍
里恶狠狠地划“×”，然后换上新人继续填格子，继
续假装和相亲男眉来眼去，凑合着以示对父母感
恩戴德。

另一个老姑娘艾拿铁，就是我隔壁单
位的。拿她雷人的话说，老娘年轻那阵子
曾是闪婚达人，虽然少不更事却沧海
历尽。第一个月伊呛了口爱情水算初
试云雨，第四个月结婚在海水中忘情
畅游，第十个月离岸分手彼此挥一挥
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真是一笔巨大
的精神财富。

所以她很不屑于自怨自怜的那群
剩姑娘，不屑于为完成不“剩”的事业
而殚精竭智自信摧毁，又不是真倒掉了半
边天。所以她杏眼桃腮又虎视眈眈，让男人吃不
到天鹅肉心生嫉恨，如此说来，让男人嫉恨是女人
维持安全感和自信的法宝。

第三位阿凉与我一块儿撮过几顿饭，是半个
局中话唠。她的相亲故事里必定埋伏一位爱财
男，问她有没有存款，对未来想做什么，自己却没有
规划。说送礼物，只是说说而已。我呸！想做小
白，也要看看自己几斤几两。如果结婚对象在意的
不是这个女人本身的价值，而是她背后的什么东
西。这个女人本身就是可悲的，因为她只是个附属
品！阿凉喊：“我并不怕，不嫁男人一样从零奋斗！”

在苍凉红尘里，人人都是跌跌撞撞往前奔。
婚恋状态，其实和职场拼杀差不多。一些剩女的
病根，就是一根筋地生活。Ｆ、艾拿铁和阿凉，起
初情场失措，一朝被蛇咬从此把井绳视作蛇，不管
被动相亲、假意挑逗，还是觉得世间满是爱财男，
病根在于心理惧怕，渐渐再反弹出本能的抗拒。

恋爱得多几根筋。不能解开杯弓蛇影的心
结，还真可能被一根筋绑死。

进入知天命的年龄，时常会陷入一种对
往事回顾的重重思绪之中，一旦陷入竟是那
样的痴迷和陶醉，而上个世纪 70年代初“上
山下乡”那段特殊的经历，又总是抢先跃入
脑际，瞬间便会冲开记忆的闸门。

四十年前，我还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初中
生，然却告别父母，离开家乡，奔赴广阔天
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记得上世纪
70年代的第一个冬天，准确地说是1971年的
1月 16日这天，一大早我就来到母校郑州二
十四中大门口，那天异常的冷，刮着刺骨的
寒风还下着雪，是那种小雪粒子，打在脸上
生疼生疼的，很多家长前来送行。上午九点
钟，来了几辆“解放牌”大卡车，同学们争先
恐后地攀爬而上，很少有人觉察到家长在车
下偷偷抹泪，一路上几个同学不停地摇动着
红旗，唱着雄壮有力的革命歌曲。

黄河岸边、邙山脚下一个百把号人的村
落——姚湾，是我们新生活最初的摇篮。傍
晚，带队干部领着我们开始安排住处，看到
摊在地上的麦秸草和房梁上的蜘蛛网，同学

们都傻眼了，不少人哭了，坐在
“解放牌”上的那种激情，似乎一
下子跑的无影无踪。在接下来的

大田劳作和生活方面，艰苦程
度更令人难以想象。刚
下乡时的纪律是很严

的，首先规定一年内不能回家，违反劳动纪
律还要被关禁闭，同学们都没什么指望，都
只能默默地忍受。

最初进山安家的时候，在邙山一条叫杨
家沟的山坳里打窑洞、盖房、打井，同学们尝
尽体力劳动之苦。那个时候，山里的用电还
不能保证，土窑洞内经常还点着煤油灯，一
早起来鼻子孔都是黑的。

连队的拖拉机手沙臣义和他培养的副
驾驶“小马徒”，应该是最受同学们爱戴的
人，只要听到突、突、突的声音，准是他们从
郑州回来了，因为他们经常要去郑州拉些生
活用品和农资，这时同学们便会从不同的方
向蜂拥而至，将他俩团团围起来，七嘴八舌，
急不可待地询问家乡的情况，从他俩那里可
以得知家乡的变化，亲人的嘱托，在当时对
于同学们来说，这是一种多么大的满足和享
受啊。

大招工是同学们记忆中最难忘的一件
事，在我们下乡的第二个年头，郑州市的很
多企事业单位到各个知青农场有选择的招
工，这一剧烈的震荡打破了山沟沟里的宁
静。那时就已经有了找关系、托熟人之说
了，同学们各自都在神秘的奔忙，心照不宣，
在这人生转折的关键时刻，还有的同学干脆
写决心书，立志扎根农村一辈子，但到后来
不知什么原因，这次大招工又全部推翻了。

在那段苦辣酸甜俱全的日子里，同学们饱尝
了世态的炎凉，受尽了命运的捉弄，如梦方
醒，一夜之间似乎明白了很多道理，自己不
光是要做一个知识青年去战天斗地，而是还
要有一个归宿，要有工作、家庭，还要报答父
母的养育之恩，未来不再隐藏于同学们的心
底，而是飞出了心窝。

近四十年过去了，当年我们曾经有过多
的追求向往，甚至为之苦心焦思、愁肠寸断
的目标，今天都一一得以实现，抚今追昔怎
能不使人感慨呢。虽然如此，日月星辰的照
耀，劳动智慧的熏陶，大自然的恩惠，穷苦人
的美德，亲与仇、爱与憎，铸造出了我们性格
中独有的时代特征。“上山下乡”是我们这一
代人生命中刻骨铭心的一部分，我们有了人
生的另一种收获。

2010年的初春，我们一帮同学又来到了
当年战天斗地的邙山沟里，这里已是一个高
尔夫球场，放眼望去，视线之内的沟壑山峦，
像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绿地毯，在邙山故有地
貌的衬托下，宛如世外桃源般，唯一还在的
参照物就是当年连队门口的那棵老柿树，当
年我爱人曾带着她 5岁的小弟弟，在这棵大
树下照相留影，今天我爱人又带着她小弟弟
5 岁的男孩前来游玩，又是在这柿树下照相
留影，事先并未这样刻意安排，只是站在了
这棵大树下，猛然才有了恍如隔世的感觉。

有一个年轻人，总觉得自己很不幸福，
工作压力加剧，家庭负担过重，婚姻单调乏
味。郁闷之余，就去拜访当地一位极有名望
的禅师。

禅师听完他的倾诉，目光深邃地望着远
方，轻捻胡须沉思良久，然后告诉他：“既然
你很苦闷，不如就在我这里小住几日，散散
心吧。”年轻人想了想，就答应下来。

禅师居住的寺院后面，有一座20余亩的
花园，里面亭台楼阁，茂林修竹，曲径通幽，
鲜花簇拥。当远离世间喧哗的年轻人，第一
次看到这样清静优美的环境，忍不住欢呼雀
跃，心情豁然开朗，仿佛自己所有的烦恼，瞬
间逃得无影无踪。

以后的几天里，年轻人每天陪禅师在花
园里散步赏景，下棋作画，吟诗品茶，逐渐忘
记自己此行的目的。但时间一长，年轻人对
周围这一切，渐渐地失去了最初的兴趣。置
身于百花丛中，竟然嗅不到鲜花扑鼻的芳
香，蜜蜂轻盈的舞姿，再也吸引不了他的眼

球。于是，他开始厌倦这种日复一日的枯燥
生活，变得烦躁不安急欲挣脱此地。

一个月后，禅师把他叫到跟前，问他：
“是不是已经不喜欢呆待在这里，准备回
去？”年轻人没有言语。禅师笑了，带着他攀
登上寺院附近的一座山峰。然后，站在巅峰
之上，对年轻人说：“你再往下看看那座花
园。”年轻人疑惑地俯瞰望去，不由得眼前一
亮，只见那座花园犹如一座浓缩的盆景，镶
嵌在错落有致金碧辉煌的寺院之中，精致玲
珑郁郁葱葱，在周围蓝天白云和悬崖峭壁的
陪衬下，别有一番韵味和风景，是那样的美
丽迷人！

年轻人一脸迷茫和困惑。禅师问他：
“现在你愿意再回到花园里吗？”年轻人尴尬
地点点头。然后，禅师语重心长地告诉他：

“孩子，其实幸福就像是一座花园，当你初
次看到这样的美景，心里一定会觉得新鲜
好奇，这就好比是你第一次走上工作岗位，
第一次步入婚姻建立家庭那样，一定会感

到很幸福。而当你长期身在其中，再美的
景致如果经常面对，必定会有些腻味和淡
漠。现在让你跳出身外，再回头去看时，它
虽然仍是原来的风景，可是让人感到留恋
和向往！”

禅师的话，让年轻人茅塞顿开。不经意
间，一些生活的细节映入眼帘。回去时，妻
子总是做好热气腾腾的饭菜在等着自己；疲
惫时，女儿会用小手轻轻捶打自己酸困的后
背；出门时，衣服和皮鞋总是一尘不染；尽管
工作压力很大，但相信付出总有回报；虽然
生活不算富裕，但全家健康平安和谐团结。
原来不是自己不幸福，而是因为工作的忙
碌，还有生活的奔波，让自己淡忘和忽略了
身边拥有的幸福。

幸福就像是一座花园，无论园内有没有
遍布奇花异草，满园姹紫嫣红，但一定有属
于自己的风景。有时候，不妨转换角度，走
出自我，回头凝望后重返其中，一定会发现
里面风光无限，幸福依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