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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妻子同昭从来不把每年的 12
月 31 日作为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她要
挪到转一天，改为一月一日——元旦。
她想从生命里切去这一天，或者跨过这
一天。

1966年，我俩的结婚筹备像是一种
地下工作。这儿是大理道松竹里二号
楼，在一条短胡同的尽头，一幢典型的
折中主义风格建筑，原本是姓高的一家
人独住。我们结婚借用了其中的一间，
不足十平方米。当时我俩两手空空，任
何家具没有，可是那天把房子打扫干
净，再用拖布把地板拖过，站在空屋中
间，闻着清水擦过的木地板的气味，心
中忽冒出一种新生活即将从这里开始
的兴奋来。我俩相互露出笑容。我从
自己家里搬来两件家具，一是小时候使
用的书桌，再一件是租界时代的遗物
——躺柜，柜门已被砸烂。我便把柜子
立起来，用木板钉个柜门装上合页，成
了一个别致的小立柜。床是用烂木头
架起来的；没有窗帘，便用半透明的硫
酸纸糊在窗户上。同昭买了一盆文竹
放在改制的小立柜的上边，婆娑的绿叶
斜垂下来，这惹起了我们对“新生活”的
幻想，跟着便兴致勃勃去到商场，给自
己的新房添置了两件真正的家庭物品。

同昭是生活的唯美主义者，她用心
挑选了两件物品，一台是造型别致、漆
成天蓝色的浪琴牌木匣收音机，另一个
是小小的夜明钟。于是，一个在废墟上
构筑的小巢就这么温馨地出现了。

那时，我母亲交给我二十块钱，叫
我给同昭做件红褂子。同昭买块蓝雪
花呢的布料做件棉袄的罩褂，母亲说哪
有新娘子不穿件红的，又拿出二十块执

意叫同昭再买块红色的。这样母亲手里可就没多少钱
了。同昭执意不要，我却接过钱来，又拉着同昭去买了块
深洋红的雪花呢，再做件罩褂，穿了去给母亲看。依从母
亲，叫她顺心。

结婚那天晚上，同昭的父亲在劝业场附近惠中路上
的红叶饭店请我们吃饭。那是一条窄街上一家很小的饭
店，店门不过五尺宽，三层小楼，但这里专营的四川菜却
做得有滋有味，记得那天“婚宴”的菜有一碟鱼香肉丝，炒
得很香，后来只要一吃鱼香肉丝就自然会想起“结婚”二
字。当时同昭的母亲住在北京，她弟弟妹妹都来参加我
们的“新婚晚宴”。她父亲举起盛着葡萄酒的酒杯轻轻说
了一句：“祝贺！祝贺！”跟着六七个酒杯叮叮一响，她父
亲送给我们一小束淡粉色、很优雅的康乃馨花——那是
同昭最喜欢的花。

在我离开家来赴“晚宴”时，母亲给了我一个布包。里
边有一套秋衣秋裤，还有内衣和袜子。我出门把这布包夹
在自行车后衣架上，跨上车。一心去往“晚宴”，饭后骑车
到新房，忽然发现布包没了，掉了吗？那可是我带到新房
的全部家当！是掉了。因此我说我人生的新阶段是真正
从零开始的。

新婚之夜是每个人心中的一个美梦，但对我来说，却是
一个更残酷的现实。我们从外边回家、锁车、上楼、开门都是
小心翼翼，几乎没有出任何声音。

屋内没有炉火，太冷，我感到同昭一直在打颤。我悄
悄地吻了吻她的脸颊，她的脸像冷凉的玻璃罐儿。后来，
我们睁开眼时天已亮了。没有窗帘的屋子亮得早，其实这
时还不到七点钟。我第一眼就看到桌上那几枝插在玻璃
杯里的康乃馨，却感觉不到它优雅的美，它精致的花瓣，
漠然开放在冻人的晨寒中，这就是我们的“新婚之夜”了。

五十多年来，我一直把自己这个过程视作我的一个人
生财富，一生都不会丢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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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中，那年我上四年级，从谭坪塬转学到县
城刚一年。学习是最乐意做的事，虽然它本身并
不快乐。伤心的事情倒是不少，主要是想家。一
个人居然孤独到以学习为乐，不难想象他的寂寞。

家里每学期都会给我一点零花钱，一人在外，
难免有个三急两缓，所以穷家富路。当然也不多，
每学期两块左右，路再富，毕竟家穷。

放了学在街上晃荡，没缘由地被食品店里的
月饼勾住了魂。县城里就两个食品店，一个在东
街，一个在西街，我说的是西街那家。爷爷在工业
局上班，我住他办公室，下了学从西街往工业局的
大坡上拐，食品店就在旁边不远处。

小时候害羞，不敢直接往里闯。假装不经意
瞟一眼，赶紧又扭回头来走路，脚下不敢停，心怦
怦跳，总怕被人看穿了心思。几次三番过后，紧张
似乎消除了不少，终于横下心来，硬着头皮迈进了
门槛，脸上挂着一副无欲无求、路过看看的表情。
太紧张了，除了早就盯上的月饼，其实啥都没看
见。这个门进，那个门出，夹着尾巴赶紧溜。耳畔

“咚、咚、咚”的巨响，一声接着一声，原来是自己的
心跳。长大后玩过医生的听诊器，声音一模一
样。几次三番，又适应了一点。可以把脚步放慢，
大模大样地进出，甚至敢俯身探头去看包装纸上
的字。山里娃就这点出息，进城逛商店都得练上
十遍八遍。别的没记住，只记下了“五仁月饼”四
个字，价钱两毛多。多多少，现在忘了，但当时肯
定记得。

那时虽才十岁出头，但专一的程度着实让人
感叹。一块月饼，看一眼便长在了心里。五仁是
啥？瓜子仁、花生仁……这东西，比杮饼和白糖还
要甜吧？想着想着，口水流出来了。自以为是的
懂事，最终扛不住口腹之欲的诱惑。鬼使神差地
拿了两毛多钱，在街头又是几番犹豫、数度徘徊，
到了还是把“胆怯”两字抛转，跟着“魔鬼”一般的
欲望，不管不顾地踏进了西街的食品店，直奔梦寐
之所求。那德性，活像饿了八辈子的狼娃子，为一
块肥肉，天罗地网敢闯。

那一刻我的心是空的，没有对父母的体恤，没
有对贫穷的顾虑，没有该与不该、对和不对，什么
都没有。一切放下，就是要吃掉那块月饼。三扒
两口，狼吞虎咽，心虚得跟做贼一样，到底没吃出
啥滋味，却吃出了半辈子的心病，吃出了此后几十
年去不掉的愧疚。

其实没等吃完我就后悔了。那是一种难以名
状的沮丧，倒不是因为金钱的挥霍，那只是一个结
果而已。根本上讲，是对自己彻头彻尾的失望
——关于良心和道德，关于自律和约束，关于意志
和毅力，霎那间我对这一切不再自信。

这件事让我看穿了自己的内心，也看透了自
己的一生，觉得此生无论多么久远，从这里出发注
定一败涂地。咋说呢，种下了高粱籽，长不出小麦
苗。

四十年来，这块月饼一直堵在心里，咽不下去
也吐不出来。说出来没有相信，我至今没有弄清
啥叫五仁，不想知道也不敢知道。那五个“仁”仿
佛一串密码，保险柜里锁着我的历史，翻一次卷

宗，就像扯一次自己的脸皮。四十年过去，血淋淋
的还在。

欲望，来时可怕，走后更可怕。
其实多大点事呢，但就是过不去。我的父母

和弟妹，那时绝没有吃过所谓的五仁月饼，而我竟
为了一己之贪欲，如此这般地挥霍他们的血汗。
深夜自省，为这两毛多，心里扇过自己无数耳光。

后来考上大学，进了城，参加工作，各种应酬，
有了数不清的第一次，鲍鱼、龙虾、鱼翅……但从
来没有负罪的感觉，唯独这一块月饼，始终是铭刻
于心的不赦之恶。这些年，我像一个独食迫害妄
想症患者，一个人的时候要么不吃，要么吃最简单
的饭，一碗羊汤两个饼子二两酒就是上限。跟人
一起的时候，但凡兜里能掏出钱来，总想抢着买
单。然而一单又一单，到了也还不清心里的旧
账。一块五仁月饼像驱不散的阴影，把我死死笼
罩在那一年的秋天。也曾一次次试图为自己开
脱，毕竟只是十岁出头的孩子，毕竟这点小小的欲
望本来也无可厚非，但这一切在贫穷底色的映衬
之下却是如此的刺眼，如此之贪婪。

每年中秋，本来喜好甜食的我，都会把月饼吃
到快吐。然而多少甜也掩饰不了曾经的苦。据说
吃过的苦都是人生的财富，但被独食和贪欲沾染
过的穷苦，似乎成了永远都无法清洗掉的不洁和
罪恶。

我承认生命自私，知道总有人性经不起的考
验，但是，小小一块月饼竟然拷问出了人性之恶，
这无论如何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情。但是的但
是，果真要用这样一件小事来对一个孩子施以道
德审判，又是何苦？

说到底，小孩子的馋嘴只是不善掩饰罢了，欲
望铺就的万丈红尘里，哪个生命不是从生到死都
流着口水？敢说不是的站出来看看！

沧浪之水濯足，就这样为自己开脱吧。此后，
我将不再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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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于 帮 扶
村的村民来说，他们就像
自己生病时那样脆弱与
软弱，需要救护与救助，
自己就应像母亲和老班
长对待他一样用心照顾
他们。

在提心吊胆的焦急
中等了 5个小时后，张荣
萍躺在病床上被医生护
士推出了手术室。她看
上去和进去前没有太大
的区别，只是脸有些发
白。她对丈夫及儿女们
说：“不疼，一点也不疼。”
杨河芬脱下自己的棉衣
给她遮风，说：“回到病房
再说话。”

张荣萍这次手术既
取了肾结石，又切掉了一
个乳房。医生用一个白
瓷盘把一大把切出的肾
结石给他们看，也把那个
有癌细胞的乳房放在白
瓷盘里让他们看。朱荣

贵和家人看着这些全都
呆傻傻的。

朱荣贵的儿子朱海
和儿媳陈春燕从深圳一
路坐火车赶回，奔波劳碌
不说，精神一直处于高度
紧张状态，看着张荣萍手
术成功，精神终于一下子
放松下来。儿媳陈春燕
怀孕已经 9个多月，这一
番身心俱累的折腾让她
极度疲惫。杨河芬安顿
好这一切，正准备回村，
毕竟村里还有一大堆事
情等着他，这时，陈春燕
有了要生产的迹象。

朱海的一个电话把
正准备上车回村的杨河
芬又叫到了住院楼，朱荣
贵的儿媳要生孩子了，朱
家请求杨河芬联系医院
妇产科。杨河芬当即又
联系了许大夫，让再给
找个妇产科的医生朋友，
于是就近让陈春燕住进

了市三医院的妇产科。
杨河芬回村回不成了，陪
朱家人在妇产科外等
候。陈春燕顺利产下一
对双胞胎。杨河芬要带
着朱海、陈春燕和新生的
一对小宝宝回许家窑村
坐月子，临别时，张荣萍
让把小孙孙抱到她病房
看一看。她看了又看，想
抱一抱，刚做完手术又怕
伤了伤口。

《在太行山上》极好
地表达了全中国人民的
抗战心声，收到了极佳的
宣传效果，特别是在太行
山区影响最大。朱德总
司令听到这首展示人民
战争情感的歌曲后大加
赞赏。他不但要求八路
军 总 部 机 关 人 人 会 唱
《在太行山上》，还亲自把
《在太行山上》歌词抄录
下来，随身携带吟唱。

这首脍炙人口、激发
斗 志 的 抗 日 经 典 歌 曲
《在太行山上》，抒发了太
行儿女为国捐躯、英勇杀
敌的革命精神，抒发了中
华儿女救亡图存、报效祖
国的豪情壮志。它是中
华民族铭心刻骨的精神
力量，是中华民族屹立于
世界民族之林的冲锋号
角，它将超越时空，成为
永恒的旋律，鼓舞人民继
续前进。
行进中的游击队之歌

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
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
重要组成部分，表现了中
华民族不屈不挠、团结对
敌的强大凝聚力和伟大的
爱国主义精神。国共两
党，共同对敌，无论正面战
场，还是敌后战场的生死
较量，都对日本侵略者以
毁灭性打击。中国共产党
深入敌人后方，广泛发动

群众，开展了独立自主的
游击战争，建立、巩固和发
展了抗日民主根据地，使
解放区逐步成为抗日主战
场。在全民族全面抗战
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
人民武装力量，作战 12万
次，消灭日伪军 171 余万
人，其中日军 52 万余人，
缴获各种枪支 69万余支，
各种炮 1800 余门……充
分显示了我人民战争不可
战胜的威力。伴随着敌
后游击战争的开展，激励
人民群众投身抗战的优
秀音乐作品也如雨后春
笋般涌现出来。《游击队
之歌》无疑是其中的典型
代表。这是一首进行曲
风格的群众歌曲。其曲
调流畅、生动、欢快，节奏
感鲜明，刻画了游击健儿
巧妙与敌人周旋、灵活消
灭敌人的形
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