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9月11日 / 星期五 / 责任编辑 / 王志红 / 编辑 / 孙伟芳12 榕树谭

近视的我，竟然天真认为，凡

事都会两极相抵，犹如长得黑就不

会变白，近视的人也会远离远视

呢。几年前，当我拿起药物说明

书，字迹突然变得模糊时，还使劲

揉了揉眼睛，以为眼睛有毛病了。

当医生告知我是远视时，我

还一脸不解。当答案无情被确认

时，那一刻，脑海瞬即浮现长辈们

远视情景。

中学阶段，几位老教师，讲课

时候，那副眼镜总是不断推上拿

下。当要看书时，他们便把眼镜

往上推一下，有时干脆摘下眼

镜。或许这双眼睛隐藏太深太

久，乍看令人有些害怕。家里长

辈，每逢穿针引线，就眯着眼睛，

把手伸得远远的，或者干脆叫我

们年轻人替代，耳旁听到最多的

一句是，老了，花了。

现代人基本不用穿针引线，

但有了手机，远视与否很容易露

馅。当拿着手机和眼睛遥遥相对

时，无疑是远视者。一次，同事经

过我旁边，我正看手机，同事说了

一句，远视啦？你怎知道？我反

问。把手机拿得那么远，一看就

是远视。

远视者看手机的动作确实有

趣。一同事在办公室躺椅上午休

时，因远视，把手机伸得很远。一

位同事见到此景，打趣说，老师

呀，你也玩自拍呀。

原本近视的人，一旦远视，简

直是内忧外患，内外夹攻，好不受

用。已戴着近视眼镜了，因远视

看不清楚字迹，总不能再架上一

副远视眼镜吧。于是，改作业或

者备课时便摘下眼镜，但若恰逢

有人问事，猝不及防，来不及戴上

眼镜，人家看到那双长期佩戴眼

镜而深陷的眼睛，犹如被人窥见

了内衣补丁，羞愧难当，所以在办

公室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时，赶紧

把眼镜戴上。

改作业或者备课倒可以摘下

眼镜应付，但上课的话，有时想看

书，若摘下眼镜，不大雅观，有损

形象；不摘，看不清楚。特别是迎

考前校对练习时，密密麻麻的五

号字，让人背后生凉。有位原本

近视的同事，为了上课，“改邪归

正”，干脆摘下眼镜，说远视比近

视还难受。这话我现在感同身

受，在家越来越不愿戴近视眼镜

了，尽管因近视看不清楚，但觉得

“裸视”舒服自在。

不过话说回来。近视的人相

比好视力的，有时也有优势。原

本好视力的人，远视了看报纸必

须戴上老花镜，近视的人如果不

顾眼睛形象，完全可以摘下近视

镜，看得轻轻松松。特别是临睡

前的阅读，近视者可以毫无顾忌

摘下眼镜，平躺在床上，枕着枕

头，和文字进行近距离接触，舒坦

极了。

一位朋友告诉我，若想迟点

远视，少看手机吧。言之有理，我

母亲将近 70 岁了，但她平时没看

手机没看书，自然也从没配过老

花镜。除了白发，她那张面庞，还

比较紧致鲜有皱纹，而我们这些

低头族，早已显出一副麻木的手

机脸了。

时下社会，或许我们可以从心

态或者扮相使自己年轻化，但机不

离身的当下，远视不请自来。

似 乎 是 与 生 俱 来 ，从 小 到

大，我一直喜欢红色。

年轻时候的我，苗条、肤色

白，穿红色的确比较好看，于是

在众人的夸奖声中一发不可收

地爱上了红色服饰，以至于一年

四季衣柜里总有不同款式的红

色衣裙“你方唱罢我登场”。时

至今日，年轻不再，半老徐娘，却

仍对红色情有独钟，难道骨子里

就有一份顽固的红色情结？

其实，很多中国人都有着不

同程度的红色情结，因为红色代

表着吉祥、热烈，是中华民族最

喜爱的颜色，甚至一度成为中国

人的文化图腾和精神皈依。婚

嫁喜事，新春佳节，大家都用红

色来装饰。红双喜、红窗花、红

头绳、红衣裳，大红中国结，无一

不向我们传递喜庆气息，表达我

们对美好未来的幸福憧憬。

对红最敏感也最痴狂的当

属炒股大军中的股民同志了。

在股市，红色表示上涨，绿色表

示下跌，很自然地，每个股民都

希望“红旗飘飘把钱赚”，于是莫

名其妙喜欢上红色，有的还特意

穿起红衣服，为的是能讨个好彩

头。前段时间，股市低迷，跌跌

不休，有消息称，北京一饭店突

发奇想办起了全红宴，不仅吃的

全是红色美食，饭店环境布置从

餐厅、窗帘、地毯到桌椅也全部

弄成红色，深受股民喜爱，生意

空前火爆。

上周一，我穿了一套绿色衣

裙到办公室，同事直呼好看，赶

紧给我拍照，哪知我发到朋友圈

后，马上有朋友跟帖说：“你同事

没人做股票吧？”另一同学语气

也同出一辙，她嗔怪说：“难怪今

天大盘跌了，下次周一记得换件

红色的！”哈哈，典型的“股民红

色综合症”！

更多时候，红色彰显的是气

势和气概。9 月 3 日，抗战胜利

70 周年大阅兵，国母彭丽媛身穿

一袭红色裙装，与习大大一起迎

接外宾，那一身耀眼的红色，是

如此端庄典雅，如此吉祥喜庆！

那一天，整个朋友圈被中国红刷

屏，大家不仅纷纷激情转发阅兵

盛况，还不约而同将自己头像换

成鲜艳的五星红旗，希望代表中

华儿女拳拳爱国心的中国红红

遍神州大地！

而我们，比别人更多了一份

骄傲和自豪，因为国旗设计者曾

联松是我们瑞安市实验小学的

校友，这份荣耀将与鲜红的国旗

同在！五星红旗高高飘扬！这

红，气贯长虹！这红，与日月同

辉！

时代在变，社会在变，思想

在变，审美在变，但我会永保红

色情结不变！

进水容易放水难，“方便”不

是找不到厕所，就是要钱。这是

旅欧途中的一大尴尬。

导游设身处地，每当大巴进

高速服务区时，就使劲吆喝，马

上下去“方便”，这是免费厕所！

于是旅友们排成长长的一行列

队，男女各就各位；男的利索，走

的快，“思想解放”的女同胞就管

不了那么多，进了男厕所，关门

大吉，也就凑合了。

进徳国方向，是非要钱不可

的。在归途中，停车小歇，当大

家涌入厕所出来后，个个心照不

宣，嗤嗤地笑出声来，原来是守

门人不知开小差去哪儿了，满车

50 人谁也没往铁灌子丢钱。想

想中国老早就取消了收费规定；

在这里放一次水，却要给一欧

元，实在难以善罢心甘。

如进市中心、旅游点，急了

进厕所，你非得买一杯咖啡或一

个冰淇淋，才给放行。那天在摩

纳哥城逛街，饿了去一间饭馆，

小孙女先小便，我们看饭菜不中

意想走，女堂倌跟着要索 0.5 欧

元的如厕钱，给了后方让出来。

欧洲人客气，但小气没商

量！周游列国，15 天走了 9 国，

唯一一次在巿中心找到厕所既

免费又高档的是卢森堡；清洁不

用说，洁具贼亮，座位宽敞，洗手

液、卫生纸、冷热水齐备。卢森

堡人均国民收入为世界之最，如

此大方也许与该国富裕有关系，

但也不尽然，富的不少，只能说

是其人性化有差别。

我意外还发现与欧洲人肾

功能健全程度似有关系。肾功

能好，小便不会频繁，忍耐性强

些，故市政设施考虑少盖厕所，

多搞花园。也许是我臆想，举例

或许可以说明点原委。

我从北京出关是乘中囯国际

航空公司航班的，座位往里紧挨

的是一对70开外的老外夫妇。我

们坐的是前排，与机上洗手间靠

近，10多小时的飞行，我起码去了

3 次，但那老头仅离座去了一次，

而老太不是翻阅报刊，就是看座

位上的电视。我是坐外头的，怕

她出来不方便，几次缩紧膝盖，但

她始终没挪动半步。

无独有偶。回国机上邻座

又是一名外国女子，年龄不大，

10 多小时也没起来一下。难道

欧洲人只进水不放水的吗？至

少可说明其肾功能不弱。

由此看来，欧洲人看轻厕所

也是可以理解的。

终 于 等 到 老

妈来接我，她

见 我 的 第 一

句话总是说，

“怎么又玩得

这么脏！”

我想，世上所

有 游 戏 都 是

小 孩 想 出 来

的吧。

眼 看 学 校 人

越来越少了，

坐 花 坛 边 玩

三叶草拔河，

玩 得 不 亦 乐

乎！

在 学 校 旁 的

小 河 边 玩 打

水 漂 ，虽 好

玩，可是从未

成功。

光 是 看 路 边

小 摊 ，就 能

津 津 有 味 看

很久。

放学之后，等

待老妈来接，

手拿课本，心

想朗诵课本，

眼 睛 却 到 处

乱看。

母女

旅欧的一大尴尬
■周坚建

放学之后

钟情红色
■金 洁

远视不请自来
■张秀玲

■陈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