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常道

我的一个同学， 小时候家境贫
寒，吃了很多苦。后来，他开始做小
生意，也经历过N次失败。终于有一
个机会，让他发了家。每每说起他的
成功历程， 他总是无限感慨地说：
“我吃过的苦如果化成水，能把人淹
死！”说着，他还撸起胳膊和腿，指着
身上的疤痕细数其中的来由。

还好，苦尽甘来，他终于熬出来
了。 世上有什么比苦尽甘来更幸福
的呢？可是，他像是要报复自己那些
吃苦的日子一样，胡吃海喝，花钱如
流水。有朋友劝他，他却说：“我吃了
那么多苦， 现在该轮到我享受享受
了，我要把吃过的苦补回来。”

过了一年多花天酒地的生活，
他整个人好像都变了。 原来清瘦精
干的模样， 变得肥头大耳， 满面油
光， 而且他不再殚精竭虑打理自己
的生意；生意不好了，他还继续奢侈

的生活。就这样，因为他的“报复性
消费”，又一次把自己推入困境。

仔细想想，我们很多人都或多或
少有这种“报复性消费”的心理。十年
寒窗，几乎没有痛痛快快玩过，终于
有一天熬出头了， 于是不管不顾，玩
得天昏地暗。漫长的工作，耗费了体
力精力， 因为有成功的信念做支撑，
所以一直咬牙坚持。 终于有一天，大
功告成，你也因此得到提拔。于是，觉
得自己以前太亏了， 拼命地想赚回
来。工作不用心了，心中的信念也坍
塌了，开始无限度地放任自己。

“报复性消费”的结果是什么？不用
说你也能想得到。 某一个阶段的过度消
耗，会让人生陷入前所未有的深渊，难以
再爬上来。起起落落本是人生的常态，不
论在低谷，还是在顶峰，都不要忘记节制
自己。无论何时，细水长流地经营人生，
才能获得永远的幸福。 ■马亚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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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人窝”小记
爱美， 特别是爱美女，是

上天赋予人的本性。女人的颜
值高，长得美，诸如中国古代
的“四大美女”西施、王昭君、
貂蝉、杨玉环，可沉鱼、可落
雁、可闭月、可羞花！不过，就
一个地方来说，美女的出现大
凡只是“个例’，连绵成批地出
现，以至成为某个地域奇特媚
人的景象，还真是不多。

湖南省益阳市所属的桃
江县有条桃花江， 全长58公
里， 堪称一幅绵长的画卷。江
因地而婉转； 县缘江而得名。
早在20世纪30年代，现代流行
音乐之父黎锦晖到桃江采风，
所见桃江女子均肤白水灵，身
材匀称，楚楚动人，遂创作歌
曲《桃花江是美人窝》，曾传遍
南洋，蜚声海内外，使桃花江
披上了十分神奇的色彩！很多
人不知道湖南有个桃江县，却
知道湖南有一条出美女的桃
花江。

近日，我有幸到桃花江畔
采风 ，或在青竹堆翠的山坳，
或在溪流婉转的桥头，或在群
鸭戏水的塘畔，稍加留意随时
都会邂逅桃江美女的倩影。有
几首《相见欢》的小词，就是我
用文字定格的瞬间———

比如：“伶伶巧巧婷婷，脚
步轻。 相伴携行笑迎朝霞红。
过石桥，走曲径，隐竹丛。笑声
清脆阵阵似银铃。”

又如：“清溪长篙竹筏，赶
群鸭。 悠悠缓缓漂出山洼洼。

宽裤腿，短水裙，蓝花花。阿妹
身披艳阳特爽飒 。”

再如：“崖下宅旁塘滨，橘
子林。 山姑翩然走出笑吟吟。
眉梢扬，眸光闪，风摆裙。背荷
满篓新橘灿若金。”

桃江缘何多美女？当地人
说大概有三个缘故———

一缘水土。桃江县境内有
座羞女山，主峰高375米，山后
有一眼羞女泉， 泉水纯净清
冽，淙淙汇入桃花江。据说羞
女泉的水富含特殊的有益矿
物质， 喝了可使姑娘肤色更
美， 可使老年人延缓衰老，果
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二缘饮习。桃江人爱喝擂
茶。当然，江南爱喝擂茶的地
方不止桃江。擂茶一般都用大
米、花生、芝麻、绿豆、食盐、茶
叶、山苍子、生姜等为原料，但
不同地方的擂茶又有不同的
特色和风味。桃江擂茶则以芝
麻和花生为主要原料，入碾钵
擂碎后用白开水冲泡，再放白
糖制成“甜饮”。桃江的妇女怀
孕后特别爱喝擂茶，据说喝擂
茶越多，养出的婴儿越白胖。

三缘文化。桃江县不仅自
然风光秀美，而且文化积淀丰
厚。这里，有上古女娲炼石补
天和炎黄二帝设台祭天的地
名文化与传说；相传屈原的著
名诗篇《天问》就是在该县的
凤凰山写的，至今尚存多种遗
迹；以后历代名人辈出，艺文
氛围浓郁。 这样的文化背景，

自然有益于氤氲女孩子文质
彬彬的素养和气质！

在新的历史时期，桃江人
发展经济的理念、思路、创意
都很新颖，他们把“美”作为一
种资源，紧紧抓住“桃花江是
美人窝”这一无形资产，围绕
“美女文化”做文章，培育“美
丽产业”，着力组织与美女有
关的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
系列活动， 发展极具桃江特
色的“美人经济”。近年来他
们还特意创办了桃花江女子
旅游学校， 培养了一批批优
秀的靓丽人才。 从桃江走出
去成千上万的美女， 步入各
行各业， 各现英姿， 尽显风
流。 在北京中南海国宾馆和
全国各地旅游服务业中，都
有桃花江美女的身影， 从而
产生了很有吸引力影响力辐
射力的“美女效应”！

游走在桃花江畔，《桃花
江是美人窝》 这支歌儿的旋
律， 不停地在我耳畔回荡，我
和着节律一遍又一遍地默吟
着歌词：“全是伶伶俐俐小小
巧巧，娉娉袅袅多媚多娇……
桃哇桃花江是美人巢，桃花颜
色好呀， 比不上美人娇……”
着实感到心醉神迷———这是
典型的审美陶醉！直到步入动
车的车厢踏上归程时，还频频
回首，依依不舍三湘大地上那
条如诗如画的桃花江……

■王继兴
（大河报首任总编辑）

长沙策

难忘猪头肉
喜欢吃猪头肉的，对其喜

欢得不得了； 讨厌猪头肉的，
似乎听其名就会心生厌恶。在
我看来，这与榴莲的遭遇如出
一辙。至今，我尚未尝过榴莲，
而对猪头肉那是相当的青睐，
毫不夸张地说， 就算天天吃，
我也不会厌烦。

猪头肉其实只是一个统
称而已， 它包括了： 拱嘴、猪
脸，猪耳朵以及猪舌头。我们
在市场上看到的猪头肉是经
过了一系列加工过程的，一般
呈黄褐色，经过卤制的猪头肉
颜色会深些 ， 它们静静地躺
在食盆内 ， 等待着食客们带
其回家。猪头肉不肥、不腻、喷
香，放青红椒小炒很香、凉拌
着吃味道也不赖，皆是绝妙的
下酒菜。当然，用来送饭也是
很好的选择。

我对猪头肉的记忆，可以
追溯到自己的孩童时代。那
个时候，我的父母由于工作
的缘故无暇照顾我，我便与
祖父母一同生活。 隔三差
五，祖父总会做一道猪头肉
吃，不是小炒，就是凉拌。而
我似乎更喜欢凉拌猪耳朵
些。每次中饭吃剩的凉拌猪

耳朵便会名正言顺地成为
堂姐和我的消夜佳品 ，一边
看着电视剧《射雕英雄传》、
《上海滩》、《霍元甲》......一
边嚼着凉拌猪耳朵，那美美
的感觉真是难以言语 。不
过，哪天住在道门口的舅祖
父来祖父家吃饭，那又另当
别论了。那晚堂姐和我想用
凉拌猪耳朵消夜的计划也
就泡汤了。因为舅祖父也非
常喜欢吃凉拌猪耳朵。酒足
饭饱后， 舅祖父对我祖父
讲 ：“三哥 （我祖父排行第
三）， 你做的凉拌猪耳朵真
的好吃。” 祖父每每闻之总
是报之一笑。舅祖父每回都
是高兴而来、 满意而归。可
堂姐和我， 总会有些扫兴 。
唉 ，毕竟是小孩子嘛！此时，
祖父便会安慰我，说明天带
我去先锋厅吃烤羊肉串。呵
呵，我的好祖父！

其实，我的祖母做猪头肉
也很有心得。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祖父在长沙一家运输队上
班，他老人家的工作就是用板
车将南煤栈的煤往城北转送 ，
先锋厅便是其中一个中转站。
拉板车完全是个体力活儿，为

了减轻祖父的工作负担 ，我
的大姑妈总会为祖父送饭，那
时荤菜以物美价廉的小炒猪
头肉为主 。

可以说，猪头肉是当之无
愧的劳动人民食品。祖父家的
隔壁邻居林六宝一次可以吃
两斤猪头肉。当然他并不是白
嘴吃猪头肉 ， 而是就着啤酒
（冰镇的啤酒更好） 吃。 文昌
阁、油铺街 、二马路里的饮食
小店都是他的“根据地 ”。前
阵子， 我碰巧坐上了他开的
106路公交车，他还是老模样，
不过比以前又胖了不少。不知
道，他下班后还会不会坐在街
边小店里喝喝啤酒吃吃猪头
肉呢？可以肯定的是，二马路
的小店是去不成了 。 如今的
文昌阁、油铺街 、二马路已经
面目全非了。唉，好怀念过去
的猪头肉呀！

■黄显耀

讲故事

我是个念旧的人
我是个念旧的人。有人说，念旧

的人，活得都像拾荒者。拾荒有什么
不好呢？我喜欢。

十八岁那年，我喜欢上一个人，
他也喜欢我。第一次约会，就在公园
的湖边，一张长椅，两个人却坐得远
远的，努力掩饰着脸红心跳，每说一
句话都像背台词。他不好意思地从口
袋里掏出一本书《三毛的宝贝》。那时，
我正疯狂迷恋三毛，这是他送给我的
礼物。多年之后，我早已经失去了他
的消息，那本书，还被我珍藏着，每次
看到它，总会想起当年那个勇敢而美
好的少年，在心里默默祝福他。

那年刚参加工作，离家的孤独，
对新环境种种的不适应， 一度让我
的情绪陷入崩溃的边缘。那天，因为
一份报表做得不够好， 被领导批评
做事粗心大意。别人都下班了，我一
个人趴在格子间里默默流泪。 窗外
的暮色渐渐浓了，我抬起头时，发现
不知何时，桌子上多了一杯热水，两

张纸巾。那样晚了，留在办公楼里的
只有保洁阿姨了， 她悄悄传递的这
份关心，让我心头一暖。离开那家公
司好多年了， 我一直保留着这位阿
姨的地址，从不主动联系她，但每年
都会寄一包她最喜欢的绿茶。

念旧，让我常常想起许多往事：
原来，我曾经那样爱过一个人，喜欢
过一件首饰，一件衣服，一本书；有
人曾经在我情绪最不好的时候，给
过我一杯热茶； 有人曾经在我最迷
茫的时候，给过我最真诚的建议；我
的影集里的旧照片， 我的书架上摆
着从前的旧书……

我喜欢在阳光晴好的日子里，
慢慢回忆旧事旧人旧物，做一个不慌
不忙的拾荒者。最重要的是，念旧也
要保持过滤的心态，只念好的，忘掉
不好的。

只有这样念旧， 才会让一个人
懂得感恩，珍惜当下，并值得拥有更
好的生活。 ■张军霞

谈古今

寒夜说晚安之前， 洗个热水澡
是个不二之选，花洒一开轻松搞定。
但是，在我们这些“60后”的韶华时
光中，洗澡是件麻烦透顶的事。

30年前，位于乡下老家，很多人
家中没有浴室。秋冬时节，一般按照惯
例每周洗头洗澡一次。先烧好热水，在
外间洗头后，再把澡盆搬到卧室里，将
热水注入澡盆。冬日室内室外一样冷，
哆哆嗦嗦洗完，还要倒水和拖地，每洗
一次澡，都会感觉人生很“艰难”。

那时， 临近春节除夕前的洗澡，
绝对堪称大事。母亲会提前和在公交
公司上班的亲戚打好招呼，让她买好
澡票。家里几个小孩“组团”去公交公
司的大澡堂洗澡。澡堂里热气升腾，热
水狂冲，大家从头到脚拼命搓，感觉要
把旧年的污垢彻底清除才作罢。

1980年，我们家盖起新房，父亲
利用楼梯下的空间挤出了一个狭小
的卫生间， 才算彻底解决了一家老
小的沐浴问题。 而还没盖新房的左

邻右舍，冬日未到，就经常到我家来
“蹭澡”。

1984年，我考入大学，洗澡再次
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一件大事。 到学
校的公共澡堂洗澡，对南方人而言，
迈进澡堂与袒胸露乳的同学“赤诚
相对”，绝对需要勇气。偶尔遇上豪
迈的妹子， 热气蒸腾中对方还会提
议互相搓背，火热畅聊各类八卦。那
时的我只能羞怯摇头，热水再诱人，
也只求“速战速决”。

看书偶得， 大文豪苏轼竟然是
公共澡堂的拥趸。 他在公共澡堂沐
浴后身心畅快，诗兴大发，专门写了
二首《如梦令》记述沐浴的感受。其
一云：“水垢何曾相爱， 细看两俱无
有。寄语揩背人，尽日劳君挥肘。轻
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其二云 :
“自净方能净彼， 我自汗流呀气。寄
语澡浴人，且共肉身游戏。但洗，但
洗，俯为人间一切。”每每回想，不免
笑从心生。 ■浩瀚汪洋

冬季沐浴是件大事

细水长流才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