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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巧送巧””的幸福时光的幸福时光
■黄选坚

美哉，罗马
■周华光

■金 洁

电梯遇险记

■张鹤鸣

普雅花开（寓言）

世界上有一

种神奇的花，叫

做普雅花。它们

生长在南美洲安

第斯高原上，海

拔 4000 多米，终

年人迹罕至。

与 普 雅 花

相 依 相 伴 的 只

有 一 个 硕 大 的

蚁 穴 ， 一 代 又

一 代 的 蚂 蚁 在

这 儿 繁 衍 ， 它

们 从 未 见 过 普

雅 花 开 放 。 蚂

蚁 们 问 过 爷

爷 ， 爷 爷 说 ，

它 也 曾 经 问 过

它 的 爷 爷 ⋯⋯

爷 爷 的 爷 爷 的

爷 爷 都 没 有 见

过 普 雅 花 开

放。于是，蚂蚁

们得出结论：普

雅花徒有虚名，根本不会开放！

小蚂蚁发现这一惊天秘密，羞于与之

为邻。它们天天去讥讽、挖苦甚至谩骂。

一代代小蚂蚁在骂声中接连死去，而普雅

花却毫发无损，它默默无语地在骂声中积

聚能量。小蚂蚁不知繁衍了多少代，却依

然没有忘记祖宗遗训：无情揭露和谩骂徒

有虚名的邻居——普雅花。

终于到了一个不平常的日子，一群小

蚂蚁爬上普雅花，正想谩骂时，却发现普

雅花竟然轰轰烈烈地绽放了！

哇！普雅花开放时竟然如此惊天动

地，如此灿烂绚丽，简直令所有鲜花都黯

然失色了。

蚂 蚁 们 羞

愧得无地自容，

蚂蚁家族讽刺谩

骂了多少代的普

雅花原来是世界

上最独特最神奇

的花！面对着无

休无止铺天盖地

的谩骂，它毫不

在乎，居然有如

此博大的胸怀！

蚂蚁们向普雅花

深深致歉。

普 雅 花 坦

然 笑 道 ：没 关

系，我一直无暇

顾 及 别 人 的 谩

骂，因为我需要

累积能量，整整

一百年的储存，

就 是 为 了 如 今

这 2 个 月 的 花

期啊！

蚂 蚁 们 听

了，佩服得五体投地：普雅花忍辱负重，不

事张扬，耐得住寂寞，经得起委屈。这种

品格，世上绝无仅有。蚁王率领全体蚁民

倾巢而出，要为普雅花召开最盛大的庆祝

会。

普雅花淡然叹道：惭愧！比起胡杨

大哥，我们普雅花算什么呀？胡杨大哥

“活着千年不死，死了千年不倒，倒下千

年不朽。”胡杨大哥耐得住干旱，经得起

酷热，它默默无闻地扎根在沙漠，作出了

多大的奉献！可它从来不曾炫耀过，更

何况是我们啊！

是的，真正的强者不需要自吹自擂、

自我炫耀的啊！

7 月初，参加欧洲游，一路游览了卢森

堡、法国、瑞士、德国、奥地利等国，最后到

达意大利。

一路上越过一座座山谷，穿过一个个隧

道，两小时后，地势变得平坦起来，气温也随

着升高。山坡上橄榄树承受雨水滋润，郁郁

葱葱；公路侧葡萄园挂满一串串葡萄，晶莹

剔透。车辆明显多起来，快车道上一溜烟跑

着各色轿车；慢车路上大货车高高的驾驶室

里司机淡定地把着方向盘。这一切，不禁使

我想起那句名言：“条条大道通罗马”。

按惯常的游览线路，我们先去城西北

的梵蒂冈。

梵蒂冈是罗马城中之国，是世界上最

小的国家。但这里既无边界，又没卫岗。

一条街道，中间一条嵌着大理石的细线，

跨过去即是一个国家。来往自由，好像就

是罗马的一部分。

据说，罗马有大大小小教堂 600 多

座。这些教堂不仅是教徒们举行宗教仪

式的地方，更是艺术品集中和展示的场

所。而世界上最大、最豪华的教堂，就是

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是令所有参观者

赞叹不已的建筑精品。

教堂前面是圣彼得广场。广场呈椭

圆形，南北长约 340 米，东西长约 240 米，

两旁排列284根高18米的大理石圆柱，中

央矗立着一座直插云霄的埃及尖顶方碑，

气势磅礴，雄伟壮观。

迈入教堂大门，你立即会被它的恢

宏、豪华慑服。其金碧辉煌令我们瞠目结

舌，简直无法形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著

名的艺术大师如拉斐尔、米开朗基罗、丰

塔纳等，都曾在这里创作出旷世之作。

从梵蒂冈出来，跨过圣天使桥，就是

罗马市区。经过著名的万神庙，大巴车在

帝国大道上缓缓行驶，绕着雄伟的威尼斯

广场，默默瞻仰庄严的祭坛。高大的教

堂、列柱；宽阔的广场、庙宇；人随车走，车

动景移，眼前映过一幅幅中世纪到16世纪

罗马风情的长卷巨画。

导游带我们走进罗马市中心。街巷

仍保留着 11 至 14 世纪的建筑，路面全是

由石块铺筑，街道两边咖啡馆、古玩店、画

廊林立，各地游客在商店前桌椅上喝着咖

啡、冰淇淋，或是挑选着纪念品。

罗马城的广场不计其数，大多数广场

都有喷泉。这些广场、喷泉，或错落有致

地点缀在公园绿树中；或星罗棋布散落在

车水马龙的街上，是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去

处。许愿池就是其中一个。

高大的海神宫前，广场的水池上耸立

一群浮雕，讲的是海神尼普顿的故事。泉

水从群雕下喷涌而出，在阳光照耀下银花

飞溅。据说人们常来这里往水池投注硬

币，许愿平安，祈望再来罗马，故称许愿

池。浮雕场面恢弘，工艺细致，人物塑造

栩栩如生，展现了高度的想象力和超人的

艺术魅力。

斗兽场，也称圆形露天剧场，是罗马帝

国鼎盛时期进行血腥斗兽表演的场所，由

维斯帕西亚诺皇帝于公元72年开工，用了

整整8年建成。斗兽场占地2万平方米，有

4层，每一层的拱形门和柱子都不一样，最

多可容纳 8 万人观看，主要用于人和人格

斗，或人与兽斗的血腥表演。据说光是开

幕那天，就有 5000 头狮、虎、豹和约 3000

名角斗士（大部分是奴隶）当场丧命。在罗

马帝国最辉煌的时期，该斗兽场被认为是

帝国的荣耀，后几经兴衰，多次修缮，有自

然灾害的破坏，有人为的掠夺。罗马的每

一页历史几乎都与斗兽场紧密相关。

斗兽场西边是方形君士坦丁凯旋门，

据说巴黎的标志性建筑凯旋门即是按此

仿建；远处的古罗马广场，一片片残垣断

壁，一段段大理石圆柱，七零八落横竖在

旷野里。它们在沉默，也在等待，等待有

一天重新咆哮和歌唱。

夕阳西下，晚霞映红了古罗马城头。

环观广场上数千游人，尽管服饰各异，肤

色不同，但面对着这座全球最大的“露天

博物馆”，均现叹服之情。

数千年历史沧桑，跨越几世纪的变迁，

人类文明的积淀，铸成了罗马今日的典雅。

美哉，罗马。

壮哉，“永恒之城”。

有机会，我想再来罗马！

自从 8 年前搬入高层住宅，便每天与

电梯打上了交道，电梯的方便快捷曾一定

程度上提高了我的幸福指数。后来，各地

电梯事故时有发生，但也只是听说而已，更

多时候我总抱有侥幸心理，以为那些骇人

听闻的遭遇不会让自己碰上。没想到前不

久，我也亲历了一次电梯故障，至今想起仍

心有余悸。

我们大厦共有三部电梯。那天晚上，

我从外面回来，发现 1 号电梯处于维修状

态，3 号电梯正在往上，只有 2 号电梯停在

一楼恭候我的到来，我立即不假思索走了

进去，随后又进来一个女的。载着我们两

人的电梯先是没有任何征兆地正常上升，

突然冷不防剧烈抖动而后迅速下坠，我们

惊恐万分大呼小叫，然后眼睁睁看着电梯

像跟谁怄气似的停在 19 层上不来也下不

去。惊魂未定的我们赶紧猛按开门键，希

望赶紧逃离这是非之地，可毫无作用，电

梯仍然双门紧闭。于是我拿出手机拨打

物业电话说明被困窘境。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无计可施的我们

面面相觑，这大热天的，幸亏电梯里还有

风扇，要不然闷热加上心急，不成热锅上

的蚂蚁才怪。过了好几分钟，外面还没有

动静，我愈发紧张起来，生怕遭遇不测，便

再次拨打物业电话，得知保安已上来营

救，悬着的心才稍稍安定下来。

又过了几分钟，终于听到保安在电梯

外施救的声音。只见保安不知利用什么

工具，费力地将电梯门撬开一道窄缝，叫

我们侧身挤出去。站在廊道上来一次深

呼吸，想起刚才的惊险场景，多少有点劫

后余生的感觉。几天后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读到电梯下坠时保护自己的最佳动作：

（不论有几层楼）赶快把每一层楼的按键

都按下；如果电梯内有手把，请一只手紧

握手把；整个背部跟头部紧贴电梯内墙呈

一直线；膝盖呈弯曲姿势。之前因为完全

缺乏这方面知识，所以在那次电梯下坠事

故中，我只是手足无措地站在电梯里听天

由命，所幸事态没有朝更严重的方向发

展。

从那以后，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

阴影笼罩在心头，每次乘坐电梯都不免担

惊受怕，但又不能因为吃饭噎着了就不吃

饭，这电梯还是不管你愿不愿意，成为我

们这些高层住户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真希望亲爱的电梯在为我们带来便捷的

同时不再有类似的安全隐患。

年迈的母亲收拾着行囊，准备回老家，

说是快近“七月七”，家里说不定会来客人。

她说的客人，其实就是我的舅舅，他每年的

七夕节前都会来“送巧”，依着旧习俗，带着

礼物过来，陪自己的老姐姐说一会儿话。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舅舅来“送巧”是

我们小孩子心中的头等大事。干了大半

辈子村会计的舅舅，那时还很年轻颇为英

俊，穿着雪白的衬衫，迎面而来，满脸笑

容。那时候没有电话，客来人不知，不过

农村里的人家大都没有大白天锁门的习

惯，门都是敞开的。舅舅一脚迈进门槛，

就被我们几个眼尖的小孩盯上了，一边忙

着给舅舅看座，一边满世界找自己的父

母，把多半是在田地里干活的父亲喊回

来，陪舅舅说话，一边又偷偷取走舅舅送

来的“巧食”：一对系着红线，贴着红纸，用

纸蓬包成菱形的礼品装，还有一大袋的蚕

豆。用手兜一把蚕豆，然后把纸蓬包挑一

条缝出来，从里面取一条麻巧，轻轻咬一

口，满嘴的脆香。

舅舅“送巧”后的几天，都是我们小孩

子的幸福时光，每天可以分到一根麻巧作

零食。舅舅很细心，在纸蓬里给我们包了

各式“巧食”：有一指宽的小“巧食”，也有

两指宽的、放了芝麻的大“巧食”，黄澄澄

的，透出面粉的甜香；还有放在模子里压

制出来印上喜庆图案的“巧食”，那些就如

工艺品似的，我们看着都舍不得吃。在所

有节日习俗中，七夕节仿佛就是为我们这

些放暑假在家里的小孩子们准备的。母

亲说，这是织女的兄弟们为一年一会的牛

郎和织女的两个孩子准备的。

很久没见到舅舅了，这次送母亲回老

家，母亲已经和舅舅在电话里约好了，所以

我们前脚刚到，舅舅就踏着三轮车来了。

只见他满头花白的头发，身子也佝偻下来，

但是身上的衬衫依旧清清爽爽。舅舅从车

里搬出来一大堆大大小小的甜瓜，看得出

都是刚摘不久的。时过境迁，舅舅来“送

巧”，也不再送“巧食”了，而是自家出的瓜

果。舅舅家在江畔，松软的沙地里极易种

植甜瓜、花生之类，舅舅便一边用算盘子噼

里啪啦地给大家算账，一边还见缝插针地

在沙地上忙活着，到了七夕节前，一家一家

地给我们这些外甥们送“巧食”。

舅舅说，这些瓜都是自己种的，让带到

城里去吃。我便拿了一个圆滚的甜瓜，洗

了尝上一口，清甜可口，绝不是大棚里出产

的反季节瓜果的味道。回头看着坐在堂前

的两个老人，头发花白，正喁喁细语。

我突然发现，舅舅来“送巧”，不管是

过去现在，送来的依然是我最爱吃的东

西，也是我们最珍贵的那份亲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