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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雪峰

奶牛乳房上的地球仪

醉花阴

尘世间 ■ 冯文丽

从《渴望》到《小巷人家》

电视剧《小巷人家》讲的是寻常巷陌人家上世纪七十年
代到上世纪末前后的故事，是小家庭在大时代变迁中的社
会记忆。从庄父到庄超英，维系代际关系的是“孝”，但在个
体意识突出的当下，剧的叙事突出了孝道中“愚孝”的一面，
从而将传统家庭模式在社会转型中“终结”了。

传统的“孝”维系了“家”几千年的代际传承。《红楼梦》
中贾母当众训斥儿子，贾政只能跪地赔罪。巴金《家》中，大
哥觉新承受延续家道的重任，顺从隐忍，他的弟弟们则叛逆
离家。《红楼梦》预示“家”衰，巴金则用笔墨“拆家”。经五四
洗礼，“家”被否定，孝被批判，个体意识觉醒，许多人冲出家
庭。百年中国，“家族”变成现代社会的小家庭。在《红楼
梦》称“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的苏州，《小巷人家》叙
述着里巷小家在现代社会进一步的变迁。庄家老父母竭力
想通过大儿子顺从并付出的“孝道”，来控制整个家庭。这
在庄超英身上表现为“愚孝”的倾向，逆妻子及儿女之心，得
不到大家的认同。剧中，传统的家道终在社会转型中陨落。

长子庄超英是生活在当下的觉新。他长大的时代，传
统的孝道观念在家庭中还浓厚。费孝通谈到，乡土中国的

“家”，“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
的。夫妇成了配轴。”即，父母和儿子儿媳是上下关系，是纵
轴、首要的。儿媳妇是外来人，儿子与她的关系是横的，是
配轴。父母把子女拉扯大，把家庭有限的资源用在对他们
有益的人身上，如给大儿子读书，让小儿子顶职，女儿则下
乡去了贵州。重男轻女是有深厚的生产关系基础的。大哥
庄超英虽然受了现代教育，但在家庭意识上，他受父母子女
是纵线主轴的观念根深蒂固。父母让他回报整个家庭，就

迎春花 ■王杏芳

去湘南打一场球赛

生活就像一幅丰富多彩的画卷，而体育，则是其中最耀
眼、最坚韧的线条。

小时候，我就对运动情有独钟，还是学校的体训生。学
校的操场，是我心灵的乐园，是我肆意奔跑的天地。每当体
育课铃声响起，我就像一匹脱缰的小马，兴奋地奔向操场。

在排球场上，我和队友们肩并肩，一起跃起，一起扣杀，
排球在我们手中传递，每一次击球都让我感到勇于拼搏的
力量。而在羽毛球网前，我轻盈地挥动球拍，紧盯着飞来的
羽毛球，享受着敏捷与技巧的美妙结合。

那时候，我们经常代表班级参加比赛，无论是篮球还是
排球，我们班总能夺得年级冠军。说起篮球，我印象最深的
还是那次学校组织的高二女生篮球比赛。为了能在比赛中
取得好成绩，我们积极备战，哪怕是在炎炎夏日的午后，我
们也满怀热情地冲向操场。

那时候，我们的球技还很青涩，投篮姿势也不规范，但
我们团结合作和勇于拼搏，夺得冠军。“中锋”沃同学掩护我
进球，才能让我这个“得分后卫”连续轻松进球七个。每当
篮球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空心入网时，心中的喜悦和成就
感就像烟花一样在夜空中绚烂绽放。那一刻，所有的付出
和汗水都化作了无与伦比的幸福和满足。

就这样，体育的时光伴随着青春的汗水，让梦想在我心
中生根发芽。

前些年我就听说影视明星韩栋对家乡湘南村的体育事
业非常热心，心里不由得对他产生了敬意。2022年镇级篮
球赛筹备的时候，韩栋经常回到家乡，和大家一起训练。

湘南村的人说，韩栋如普通队员一样，和大家一起在场
上挥汗如雨。他耐心地纠正每个人的投篮动作，从腿部发力
到手臂伸展，从手腕抖动到身体平衡，他都一一指导，毫无保
留地传授自己的赛场经验和技巧。

比赛那天，赛场周围人山人海，热闹非凡。韩栋站在人
群中，眼神坚定而炽热。他大声地为球队呐喊助威，声音洪
亮，仿佛有魔力一般，激励着队员们奋勇拼搏。

在一场比分胶着的比赛中，球队陷入了困境，队员们脸
上都露出了焦虑和紧张的神色。但韩栋却临危不乱，他迅
速召集教练和队员，调整战术。他的眼神专注而沉稳，语气
坚定有力，简短的话语指明了突破的方向。他的鼓励和信
任，就像一束温暖的光，驱散了队员们心中的阴霾，让他们
重拾勇气和信心。

最终，在队员们的紧密配合和全力以赴下，球队成功突
围，夺得了冠军。那一刻，胜利的喜悦笼罩着湘南村，欢呼
声在村庄上空久久回荡。

转眼间，时间来到了2024年。湘南村篮球队在萧山区
村BA赛场上再次续写辉煌，一路过关斩将，跻身四强。虽
然因为种种原因，我没能亲自到现场感受那热血激情的比
赛，但通过网络、通过湘南村人的叙述，我仿佛身临其境，目
睹了赛场上的精彩瞬间。

队员们在场上就像猎豹一样疾驰，传球精准无误，投篮
时充满了对胜利的渴望和决心。篮球带着他们的梦想和期
望，呼啸着飞向篮筐。他们展现出的顽强拼搏的精神，就像
夜空中璀璨的星光，照亮了湘南村的体育之路，也成为了激
励众人追梦的强劲动力。

岁月流转，如今，因为工作的原因，我运动的时间少了，
但对体育的热爱却像陈年的美酒，越久越醇厚。单位组织
的教工运动会，我总是积极参加，报了所有能报的项目。

湘南村的篮球故事，就像一颗蕴含无限生机的种子，它
让我明白，体育不仅仅能强身健体，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和
寄托，是一种跨越时空、种族和性别的伟大力量。

就像湘南村篮球队的历程一样，无论前路多么艰难，他
们始终怀揣着对体育的热爱和执着，奋勇向前，毫不退缩。
这种精神，不仅属于湘南村篮球队，更应该成为我们每个人
人生路上的珍贵财富和精神支撑。

愿湘南村的篮球梦像雄鹰一样展翅高飞，在未来的天
空中自由翱翔，铸就更多的辉煌。而我，也将带着对体育的
热爱，在自己的人生赛场上坚定优雅地奔跑，无畏风雨，全
力追逐属于自己的梦想之光，书写属于自己的绚烂篇章。

真想去湘南村打一场“篮球赛”……

“诗意的栖居”是众人的美好追求，但不同的人有
着不同的见解。或说“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的与民同乐，或说“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
钱”的富足惬意；或又“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安
乐自得。于我看来，田园栖居的闲适自得却是最具诗
意。

诗意的栖居，是远离尘世喧嚣的良方。是晋时陶
渊明对于官场钩心斗角的厌恶，而发出“误落尘网中，
一去三十年”的感叹，最后“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的欣喜。诗人从大自然中寻取精神慰藉，在几亩田园
草地几所方宅草屋中修身养性。诗意的栖居，是人们
在尘世中久经喧嚣捶打而寻得的一方宁静，宁静的田
园生活带来了惬意，滤去了外界繁琐刺耳的杂音，是古
今人们的静心室。

诗意的栖居，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若说远离尘世喧嚣是一种逃避，诗意的栖居，更是

对于自然的一种向往。可见李白笔下“飞流直下三千
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庐山瀑布；或见白居易笔下“几
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季灵动；抑或是
刘禹锡写下“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的秋
日美好。山水风景，秀丽动人。诗意的栖居更是在山
川河水、一草一木间享受自然，与自然共生，在自然中
寄寓身心。

诗意的栖居，是一次养心修性的修行。
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田园栖居中

修心养性，“心远地自偏”。也如林徽因所说：“真正的
平静，不是避开车马喧嚣，而是在心中修篱种菊。”田园
栖居更重在提升我们的情操、气质与人格境界，教会了
我们讴歌生活中的无限美好，体会到静心生活与淡然
处之的可贵。

田园栖居，是最具诗意的。从远离喧嚣到与自然
共生，再到养心修性的精神修行。田园栖居渐渐教会
人们抛去物质，懂得宁静处世，不断发展自我的精神世
界。或是安乐自得，或是随性洒脱，成就了人们独特的
生活情操与气质。

田园栖居，教人们守住了一份恬淡，舍去了一份世
俗的欲望。

闲适自得最是诗意

■巫盈润尖尖角

■戴琴雅

阿创的“爱情”

职场事

阿创追李静已经很长时间了，毛估估，三年多了，
从李静研二开始，如今，快博士毕业了，阿创的爱情，却
还悬在半空，兄弟们看不过，给阿创出主意，什么“天涯
何处无芳草”、什么“生米煮成熟饭算了”、什么“找个更
好的气死她”等等，但阿创有点死心眼，非要一条道走
到黑。

为了给这个榆木脑袋开窍，一帮损友特意开了个
座谈会，主题是“李静到底喜不喜欢阿创？”

会议首先要求阿创讲讲他和李静交往的细节。
阿创说，“其实李静对我挺好的，上次校庆舞会，人

家男生有请，李静都是大大方方的，我请她，她是退步
走了。”

哈哈，参会人都笑死了，人家明显是拒绝嘛，这个
智商160的家伙，真是少了根情弦。

“哪里，这不算拒绝，从女生心理分析，李静是担心
你们起哄。”阿创死鸭子嘴硬，自己不会察言观色，还上
升到心理高度去分析，简直Q到家了。

接着，阿创又报料了李静不吃他打的饭，李静故意
不坐他占的位，这样那样，在我们非当事人看来都是很
明显的信息——李静不喜欢阿创。

最后，会议开不下去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觉得阿
创没戏，但阿创自己却觉得他戏份很足。

这样不咸不淡又过了半年多，某天，阿创兴奋地跑
来找我们，说他接到李静的短信邀他去“静工作室”聊
聊，哈哈，不好意思，我前面忘记交代了，李静读博期
间，开了家小小的心理诊所，其实也就一找人聊天演习
课堂内容的地方，李静给它取了个高雅的名字，叫“静
工作室”。我手快，抢过手机一看，上面写着，“阿创你
好：下午一点方便的话你来静工作室坐坐。”

哈，这回看来是真的了，我们一帮人赶紧帮阿创
“出谋划策”，人家李静的橄榄枝好不容易伸了出来了，
咱哥儿们得辅导他接着啊，为了这事，连最吝啬的室友
庆林都慷慨赞助了一打红玫瑰。

阿创兴奋地哼着小曲走了，我们几个也悄悄尾随
到了工作室，“啊，怎么回事？来了这么多人。”

我数了数，一个八个，难道静博士安排了群面？
正在我们纳闷的时候，李静的小师妹来了，她说不

好意思，师姐临时让导师给叫走了，大家随意，师姐一
个小时回来。

帅哥们蒙了，但到底个个高智商高涵养，一个也没
离开，照镜子，理头发，都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
心中的女神。

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整整等了半
个下午，李静终于出现了，“不好意思，我故意来晚的，
大家看看墙上的摄像机，感谢你们刚刚配合我做了一
个心理测试，题目是男生在等候心仪对象时的各种表
现？专业术语叫隐蔽调研。”

这下，阿创们气坏了，纷纷要求李静将带子删了，
唯独创博士，站起来，深呼吸，“各位兄弟，我代李静给
大家赔不是了，课题需要，大家见谅，这样吧，晚上我做
东，大家不醉不归。”

后来，阿创的爱情真的开花了，套用李静的话说，
如果有一个男人肯陪着你一起傻，那就别等了，赶紧嫁
了吧。

漫画《难以承受》是《中国国土资源报》“地球日特刊”向我
约的稿。谈及此画，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世界地球日”。这个
日子是由美国的盖洛德·尼尔森和丹尼斯·海斯于1970年发起
的，旨在提高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动员民众参与到环保运
动中来。该节日的设立背景是当时的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盖洛
德·尼尔森和丹尼斯·海斯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创造一个清洁、简
单、和谐的生活环境。每年4月20日的地球日，全球都有超过
10亿人参与到各种环保活动中，“世界地球日”已然成为全球
性的环保活动，半个世纪以来，这一天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
民间环保节日之一。

《中国国土资源报》从保护环境出发进行组稿，而保护资源
同样是在保护环境，于是我开始构思：地球日一定要以地球的
形象或相关地球喻义的构想来表达，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采
取哪个角度来切入，自由在作者。

如何表达资源的无度开发，这是此画的眼睛。
我把地球的版图布置在奶牛的乳房上，让乳房扮演地球，

“地球”已现干瘪，被狂挤，流出的奶让读者很容易联想到地球
的资源日渐枯竭。而牛奶是没有情感的，它只在流出，看不出
痛苦，因而要用瘦骨嶙峋、体弱如柴的奶牛来强化地球的痛
苦。这还没完，堆满一地的空桶上写着“无度开发资源”，借此
警告人们：倘若地球的资源断供，桶们也一起玩完！

对父母言听计从，以博得认同。“不孝”是儿子最难以承受的骂
名；但他娶媳妇并独立门户时的80年代，苏州社会经济发展，
现代工厂给妻子黄玲以社会角色，分了她一套小房子，使她拥
有了在庄家人面前不卑不亢博弈的硬气，从而能夯实自己的小
家。庄超英则是当代的觉新，屈服于父母与妻子对立。而黄玲
是个体意识强的女性，不是《家》里善良顺从的瑞珏。黄玲一直
外柔内韧地与“主轴”结构相抗争，改变夫妻是配轴的处境，成
就了儿女优秀的小巷一家，庄超英在“觉新”与“觉醒”间的转变
是电视剧的一个看点。

观众可能对庄老夫妻的偏心和控制欲感到气愤。其实他们
年轻时的家，就是巴金《家》里的氛围。家长是权威，他们需要服
从。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等到他们做家长，延续的是上一辈的模
式，以孝的名义，控制大儿子顺从，交出部分工资，维持家的传统
模式。但到黄玲进门的80年代中后期，小家庭分出去了。个体
意识、男女平等、独立自主激荡着小家，老两口的权威在经济大
潮的新意识下想强力维持但日渐式微；天下父母难免偏心，精通
事理如贾母者，大儿子也暗戳戳喻示老太太偏心，只是庄老夫妻
偏心小儿子太分明。不平衡撬动了传统家庭的融合模式。父母
经济力弱，但控制欲强，他们被塑造成自私偏心、滋生不和谐的
负面家庭成员。传统模式的“家”在内患外因下“终结”。

上世纪90年代初《渴望》曾经风靡全中国，善良忍让处处
为他人着想的刘慧芳维系了“文革”中动荡支离的家，成为一代
人心中的美德典范。30年后的剧中，黄玲的做法与刘慧芳不
同，她在家中不委曲以求全。她尽力维护自己的小家，坚持原
则，与公婆小叔子邻居周旋，尽心护犊，对丈夫则怒其愚孝，赢
得了观众的称赞。与刘慧芳最后心力交瘁不同，她收获了儿女
们的亲爱和尊重。可以说，从《渴望》到《小巷人家》，影视剧在
表现中国家庭时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终结了代际延续的
不良基因，开启了家的新型关系。

《难以承受》赵雪峰作

《家和万事兴》杨祯柔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