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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屋簷下吃蘋果，母親端着一小瓢玉
米去餵雞。母親向院外走，一群雞緊跟其
後。母親步履蹣跚，雞爭着向前。蘋果樹的
葉子綠了，陽光從東枝頭跳到西枝頭。這一
幕場景，讓我心底生暖。
雞是農耕時代一種重要的家禽，幾千年

前，不知道哪一個智慧的先民率先把野雞馴
化成了家雞，從此雞和村莊的命運息息相
關。印象中的冀南農村，家家都有養雞的習
慣。田間小路交錯相通，雞鳴狗吠的聲音此
起彼伏。狗在深巷中小吠，雞在桑樹上高
歌，雞和狗一起，構建了田園生活的和諧統
一，農村環境的寧靜悠閒。

村莊裡可以沒有牛羊，但不能沒有雞狗。
《詩經》中有這樣的句子：「雞棲於塒，日
之夕矣。」這個「塒」就是雞窩，很簡陋，
不過是在牆壁下鑿的一個洞。比較而言，我
家的雞窩就奢侈許多。北牆根下，用藍磚水
泥砌成，分上下二層。一層是雞睡覺的臥
室，二層是雞下蛋的工作室。雞窩上鋪一塊
平整的石板，就是天地桌，上方牆壁貼着供
奉天地的內丘神碼。在院子裡，雞窩佔據了
一個顯著的位置。
母親不是佛教徒，但她有自己一套民間信

仰體系。天地，老母，財神，灶神，倉官，
關公等，尊卑有別，上下有序。其中，天地
的地位最高，必須放在供奉的首位。逢年過
節，母親準備了豐盛的祭品，擺在天地桌
前，俯首下拜，禮敬有加。不經意間，也敬
了雞。其實，敬雞也不算錯。在中國傳統文
化中，雞是身世不凡的靈禽，例如鳳的形象
來源於雞。《太平御覽》中記載：「黃帝之
時，以鳳為雞。」我隱約理解了母親對雞的
感情，過年時，她總會在雞窩旁貼一個「雞
肥蛋多」的吉祥語。
「喔——喔——」，大公雞昂首傲立，一

聲長嘯就叫出了太陽，叫出了黎明。火紅的
雞冠，半圓的雞墜，油亮的脖子，五彩的羽
毛，金黃的爪子，注定牠要成為群雞之王。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在《詩經》中，雞的
形象往往和計時密切相連，成了獨特的時間
文化的象徵。在朦朧的晨色中，父親推開家
門，扛着一把鋤頭，踏着露水走向田野。或
者騎着那輛破舊的自行車，到遙遠的大山深
處去採購酸棗。為了這個家，父親辛苦奔
波。暮色四合，我才看到父親疲憊的身影。

一隻公雞老了之後，往往逃不掉被宰殺的
命運。收雞的外鄉人拿着長桿套網，追着公
雞滿院子跑。家中有了喜事，鄉親們也會殺
雞，燉雞絕對是一道美食。村莊裡的老蔫膽
大心厲，殺豬殺雞大家都請他幫忙。宴席上
有雞有魚，檔次就提升不少。因為「雞」與
「吉」諧音，取個「大吉大利」的好彩頭。
《左傳》之《襄公廿八年》有記：「公膳日
雙雞。」齊國公卿大夫們的工作餐，一天能
吃兩隻雞。齊王更愛吃雞，尤其是雞爪。每
讀此處，但覺這個齊王甚是可愛。因為我不
愛吃雞肉，卻愛吃雞爪。寸寸筋骨，細吃慢
啃，頗覺有趣。殺雞的現場一片狼藉，那凌
亂的雞毛還有大用處。誰家的風箱掉了毛，
就會拿這些新鮮的雞毛補上。
老母雞「咯咯」地叫着，在院子裡踱來踱

去，這兒拉一堆雞糞，那兒拉一堆雞糞。如
果是公雞這麼放肆，母親早就急了，會拿着
掃帚一直把公雞打到院外去。母親厚此薄
彼，給了母雞在院子裡拉糞的特權。指望着
母雞下蛋呢，還能怪人家拉糞啊？在那個吃
窩窩頭、菜糰子、煮紅薯的年代，雞蛋就成
了貴重的東西。雖然家裡養雞，我們一年到
頭卻吃不上幾個雞蛋。母親把雞蛋攢起來，
賣錢貼補家用。鄰居家生了小孩，有老人生
病住院，母親會小心地用手巾包上幾十個雞
蛋，殷殷送去。雞蛋是溫暖的人情，也是一
份隆重的心意。

受了母親的影響，我對老母雞的感情也很
深。放學回家，背個小籃子就出門了。村西
鄉路上，長着一排高高的白楊。四月裡春風
吹過，樹上黑乎乎的「毛毛蟲」就會掉下
來，我們叫牠「白臘狗」。白臘狗非常柔
軟，鋪在雞窩裡雞很喜歡。雞一喜歡，就會
安安生生在雞窩裡下蛋。我每天最願意幹的
事，就是幫母親收雞蛋。當然，拿雞蛋也有
講究，不能全部拿走，必須留一個。

並不是所有的母雞都那麼聽話，有的雞調
皮搗蛋，有的雞活潑好動，牠們喜歡鬧出一
些事，打破平靜的人間。比如晚上不願睡雞
窩，偏偏要像鳥一樣，飛到高高的核桃樹上
安眠。比如不願在雞窩裡下蛋，而是隨便找
一個草窩，或者半截牆上的破筐裡下蛋。更
有甚者，還會把蛋下到鄰居家，簡直就是吃
裡扒外的東西了。大家端着碗聚在大槐樹下
吃飯的時候，就經常聽到女人站在房頂上罵

街，嗓門很大，雷霆萬鈞的樣子。彷彿只有
這樣，才能對母雞野蛋表達最強烈的憤怒，
證明事件的嚴重性。大家聽了一嗓子，沒有
誰放在心上。女人罵完了，也就下房吃飯，
好像事情從來沒發生過一樣。
三嬸子從來沒有因為母雞野蛋罵過街，她

有她的辦法，那就是防患於未然。哪一隻母
雞臉紅了，坐臥不安，走來走去的，三嬸子
就知道牠多半是有蛋了。趁着母雞不注意，
三嬸子矯健地走過去，一把抓住母雞，一手
掐着兩翅，另一隻手就游移到了雞屁股的部
位，來驗證母雞是否有蛋。判斷準確後，就
把母雞塞進雞窩，用一塊磚頭擋住，直到牠
下完蛋才放出來。扔一把糧食，慰勞這個下
蛋的有功之臣。

雞是十二生肖中的一屬，我私下認為，屬
雞的人德行一定好。因為，雞被視為勇敢仁
義的象徵，有「德禽」之雅稱。《韓詩外
傳》文曰：「頭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
武也；敵在前敢鬥者，勇也；見食相呼者，
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也。」屬雞的小
姨，一轉眼就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介紹的
對象是鄰村一個青年，長相、家世、人品都
不錯，可惜是屬狗的。算卦的說，雞狗不
好，命相不合。為了自己的幸福，小姨勇敢
地和姥爺據理力爭，和那個青年組建了家
庭。現在，小姨和姨夫婚姻美滿，兒女雙
全。看來，雞狗不合之說完全是無稽之談。
春天裡，兩隻老母雞「犯病」了，不想吃

東西，渾身發燙，不下蛋，神情還懶洋洋
的。母親把一隻母雞拴在蘋果樹上，尾巴上
綁個草棍兒，強迫牠吃點東西多點運動。把
另一隻母雞放在一個淺而大的瓦盆裡。鋪上
乾淨的麥秸，放上21個雞蛋，老母雞就半
蹲着身子，把雞蛋都抱在牠的翅下、胸下。
過了21天，小雞破殼而出，蛋黃細軟的絨
毛、尖尖的小嘴和黑亮黑亮的小眼睛，真是
好看。小院裡熱鬧起來，老母雞帶領着自己
的孩子們，自成一個軍團。

又是春天了，我坐在屋簷下吃蘋果，母親
端着玉米去餵雞。村莊裡來了一些外鄉人，
清脆地吆喝着：「賒小雞啦，賒小雞啦。」
老太太小媳婦就圍住他的籮筐。漢子抓了一
把用水泡過的小米向筐裡一撒，小雞們搶着
啄食。女人們說笑着，挑着小雞仔。槐花開
得像雪一樣，村莊裡到處都是甜甜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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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紅餐廳軼事
前幾日，小狸閒
逛中環，路過某間著

名牛腩店時正趕肚餓，遂尾隨着一
隊操各國語言的朝聖者入店，我吃
飯，他們「打卡」。其時，不認識
的大家互圍一桌，叫的品類逃不出
那幾款紅中之紅，店員了然於胸甚
至帶着預測性地下單，然後三下五
除二地飛快上菜。
待每個人的牛腩一上桌，小小一
圍的五湖四海人士齊刷刷拿出手
機，各角度狂拍，幾個姑娘拍完當
場開始P圖，嫻熟地切換着各個APP
和濾鏡，之後有人傳上朋友圈，有
人傳上微博，有人傳上facebook，還
有人傳上Instagram，真真體現了「同一
個世界，同一個夢想」。
人氣餐廳自古就有，但看上去十分
類似的網紅餐廳卻是近些年的一個新
詞，其背後的根本成因，是微博、微
信等社交媒體迅速蓬勃的結果。內地
最傳統意義上的網紅餐廳其實並不是
中環這間牛腩店這樣的老字號，而是
特指2012年以黃×吉煎餅為起點的
「具有互聯網思維」的新型餐飲品
牌，比如第一代網紅餐廳的「×爺牛
腩」、「×小姐不等位」和第二代網
紅餐飲的×師傅、×茶等等，而「互
聯網思維」也成了這類網紅餐廳的基
本思路和標配。
自帶話題性，是正宗網紅餐廳們
所共通的屬性。從當年黃×吉的開
豪車送煎餅，到×爺牛腩的「無一
物無來歷，無一處無典故」，再到
今天的×茶、×師傅排隊要排7個小
時，成功的網紅餐廳無一例外都是
現象級話題的製造者。

然而尷尬的是，純正的網紅餐廳
們雖然風頭都一時無二，但卻難以
保持長紅。當年2012年前後興起的
第一波網紅餐廳鼻祖們到今天要麼
倒閉，要麼面臨倒閉。而第二波的
新興網紅餐廳們也都頻頻爆出醜
聞，比如最近剛剛有記者暗訪了武
漢市場，發現之前以「排隊」著稱
的某網紅餐飲店原來是在花大錢僱
托兒「充場」，黃牛們更爆出內地
網紅店界的內幕——排隊超過50人
就一定是找的托兒。眼見他起高
樓，眼見他樓塌了，這一句在網紅
餐廳界格外應景兒，以至於餐飲界
對網紅餐廳有一句總結︰「一年紅
火，兩年穩中有降，三年就撐不下
去」。至於原因，網友給出的答案
簡單乾脆︰難吃。
難吃，是正宗網紅餐廳的原罪，

因為網紅餐廳的出現就不是為了好
吃而是為了營銷，不是為了滿足味
蕾，而是為了滿足眼球。味道不好
沒關係，上鏡來湊，沒有什麼困難
是「把牆刷成蒂凡尼藍」所解決不
了的。 而這背後最根本的原因，是
人們內心的社交焦慮在作怪。
而促成網紅餐廳的推手——社交
媒體以及其連帶的點評APP、微信公
眾號、美食大V們，也連帶着把一批
確實好吃的傳統餐廳也點化成了網
紅餐廳，就比如前文提到的中環的
牛腩店，但可惜的是，雖然這些店
原本是以品質取勝，但在人們無比
習慣的網紅餐廳的打開模式下，也
淪落成了網紅餐廳——君不見，牛
腩一早涼掉了，但那幾個忙着P圖的
姑娘卻還沒來得及嚐上一口。

二零一八年，又
見世界盃足球賽決

賽周，四年一度，剛好在干支紀年
的寅午戌年舉行。現在世界太亂、
有太多令人不安不快的事，最宜暫
時放下紛爭、拋開煩惱，看看球
賽。足球是很貼近現實人生的運
動，優勝劣敗並非必然，仍有少許
運氣成分在內。人生又何嘗不是？
第一次在電視看世界盃是一九七
零年，已經是近半世紀前的遙遠歲
月！這毫無疑問是屬於球王比利的
世界盃！巴西的進攻足球將善於防
守的意大利打個落花流水！
一九七四年全能足球發揚光大，
可惜告魯夫的荷蘭為山九仞、功虧
一簣！西德碧根鮑華成了贏家。
一九七八年荷蘭捲土重來，換了
蘭辛布寧領軍，告魯夫則開小差。
當年很不理解告魯夫怎麼「臨陣退
縮」，有什麼比世界盃更重要？許
多年後才知道告魯夫收到死亡恐
嚇，足球和國家榮譽很重要，但是
都比不上生命。這回算是甘巴斯的
世界盃，他是這屆的神射手。也是
有史以來最醜惡的一屆，評論認為
阿根廷只能在自家場地獲冠，如果
這一屆不在阿根廷舉行，莫說冠
軍，在分組賽就早出局了！
一九八二年是意大利羅斯的世界
盃，先後技術擊倒阿根廷、巴西、
波蘭和西德四支勁旅。一九八六年
是馬納當拿的世界盃，阿根廷再次
奪標。但是他的體育精神有嚴重缺
失，有球王的技巧，卻無球王的風

範。路明尼加的西德兩次在決賽落
敗，卻兩次阻止了柏天尼的法國晉
軍決賽。有評論認為，如果在一九
八三、八四、八五這三年都有世界
盃，法國都可以奪冠，奈何！結果
柏天尼兩度缺席季軍賽。唯一的安
慰，是一九八四年的歐洲國家盃冠
軍，以及五場入九球的驚人紀錄。那時
歐洲國家盃決賽周只有八隊參加，
支支都是勁旅、場場都是硬仗。
一九九零年是馬圖斯的世界盃，

以勤奮彌補天分不足，他在十六年
內參加過五屆世界盃，上陣時間最
長的紀錄很難打破。統一後的德國
這回打敗了阿根廷的馬納當拿，報
了上屆一敗之仇。一九九四年是巴
西羅馬里奧與意大利巴治奧的對
決。巴治奧以一人之力，一而再、
再而三拯救了意大利，卻因最後射
失十二碼（內地稱為點球）而被當
為罪人！意大利球迷未免太過忘恩負
義。一九九八年原本是巴西朗拿度
的世界盃，但是在決賽失準，變為法
國施丹的世界盃。二零零二年，朗
拿度重奪四年前只差一步的榮譽。
二零零六年、二零一零年，都是

平庸的世界盃，意大利和西班牙都
沒有一個可以帶領全隊、代表全隊
的球星。二零一四年，德國再以鐵
一般的效率取勝，同樣沒有哪一個
球星特別的光芒四射。二零一八
年，筆者期望是美斯的世界盃，看
足球喜歡見到優勝劣敗、見到王者
順利登上最高榮耀的寶座，於是第
一次祝願阿根廷再次捧盃。

居然有這樣的一位香港學聯主席，她說
「一聽到國歌就想嘔」。她懂得中國的現

代史嗎？她知道國歌的來源嗎？她有一顆中國心嗎？如此
無恥、無知的，竟能當上香港學聯主席，真是香港學聯之恥！
中國的近代史，就是自從鴉片戰爭以來，屢受帝國主義

者侵凌的歷史。這是略有近代史知識的青年皆知的。中國
的國歌，即《義勇軍進行曲》，正是這個時代的產物。如
果她聽到中國的國歌，聽到中國近代的義勇軍進行曲就作
嘔，那應該說，她的身上，充滿了漢奸的種子，充滿了要
當帝國主義的奴隸、走狗的思想。其無恥程度，卻可當上
學聯主席，真是香港「學聯」之羞！
我們這一代人，經歷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凌，經歷過
日本帝國主義者對中國的大規模侵略。「九一八事變」、
「七七事變」及八年抗戰都銘記在心。不僅是《義勇軍進
行曲》的國歌，還有許許多多的抗日歌曲，都跟隨着我們
成長。正是民族的苦難，國家的存亡，強化了我們的國家
民族意識，增長着我們的愛國心，更為我們作為教育工作
者，應盡對下一代青少年學生進行愛國教育的神聖責任。
現在有一個學聯主席，居然打出一個反愛國、倡「港
獨」的政治主張，這可不是開玩笑的事。更可恥的是，她
沒有一點國家民族意識，也完全不了解中國的近現代史，
她身上流着的是奴才的血液，沒丁點兒的愛國之心！
中國近現代史記載着許多民族的災難，也記載着許多熱

血中國兒女的可歌可泣的故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
即《義勇軍進行曲》，正是表達了中華兒女的愛國情懷，
抗戰到底的決心。今天我們的國家雖然強大，但不應忘記
過去民族的苦難ZC1中華兒女奮戰抗敵的決心。今天我
們的熱血青年，仍然應該以《義勇軍進行曲》的奮鬥精
神，為祖國的強大奮鬥到底！

如此的「學聯主席」
吳康民

生活生活
語絲語絲

人生無常，天氣反
覆。雖然科學發達，社

會進步，但是今時今日世界上，宇宙洪荒，
各地天災人禍，何處是福地？何處有搵食
的地方？事實上，世界各地貧富懸殊，
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佛誕日不少善信
虔誠禱告，望人人安康，家家幸福，處
處和平無戰爭。可惜，天公不作美，佛
誕節後世界各地都有不如意事件發生，
實令人遺憾。
傳說「六月飛霜有慘劇」，然而六月

還未到，五月初夏，有地方酷熱幾達攝
氏40度，有的地方卻竟下起雪來，寒風
凜凜。天氣差別如此，人又怎有好日子
過呢？這是自然現象的不妥協所發生的
事件，奈之何如？雖然現代人都積極提
倡環保運動，特別在我國，習近平主席
最近在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提出︰
「要加大力度推進生態文明建設、解決
生態環境問題，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
戰，推動中國生態文明建設邁上新台
階。」但這些單靠一個國家去推動，力
量並不夠。
全世界人民，特別是落後地區，也應

加強由政府倡導，官民合作把生態環境
搞好。為了自己，也為全人類，必須這
樣做。
環顧世界各地都有大事發生，好淡消

息交錯發生，令世界不安，人心不安。

各國為自身利益發生地緣爭端，如果人
人都向我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學習看齊的
話，本着包容互利互助精神，特別是共
同構建世界命運共同體的主導思想掛
帥，各地的紛爭都能減少，人人都為本
地經濟發展而努力，如此一來，大家都
有安樂飯吃了。
遺憾的是，竟有某些國家特別是發達

的大國領袖，既要當世界大阿哥，可惜
卻又無能，思想質素不好，所謂既定政
策朝令夕改，令人無所適從，令世界環
境如此多不明確因素出現，使各國之間
引起爭端。
眾所周知，近日常發生地緣政治爭端

之同時，在經濟方面也挑起了戰火紛
爭。政治方面，中東形勢緊張，而朝鮮
半島緊張談談停停，本以為美朝峰會將
會舉行，平壤甫拆核試場，特朗普即宣
佈致函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美朝峰會取
消」，並警告準備好軍事行動，令本身
平靜和緩的朝鮮半島形勢又再緊張起
來。曾為此作出努力的有心人均大失所
望，更令亞洲方面產生恐慌情緒，影響
金融市場和投資者信心。
另一方面，中美對有關貿易戰的談

判，表面看來似乎有進展，遺憾的是看
到美國有關人士有意無意再放冷箭。相
信我國領導人一定會謹慎面對，中國一
定會更開放，無懼貿易戰，奉陪到底。

積極推動生態環保運動

台北藝術氣氛濃
厚，最近在畫家沈平

老師帶領下，我們十多個同學展開
了多天愉快的台北藝術之旅。
大伙兒首先出席台灣著名水彩畫
簡忠威的個展「意境」開幕，還聽他
的技巧和經驗分享。畫家開個展又
同時舉辦多場演講會實在難得。當
聽畫家的講話後，觀眾會更明白每幅畫
所發揮的技術和演繹的意境，畫展
會看得更投入，更能體味到每幅畫
所展現的趣味，從中得着更多。他
的演講還是一連兩天，場場精彩。
另一位當地著名的水彩畫家楊治
瑋，家住台中，是次專誠到台北和
老師及大隊會面。他不吝在幾個文
化園示範寫生，讓我們一開眼界，
同來的還有他在台中和台北的一群
弟子。楊治瑋可說是神快手畫家，
每幅風景寫生畫僅約花十五分鐘，
已表達出層次透視等眾多元素，
瀟灑而讓人看得舒服。
畫風截然不同的另一位大家是
冉茂芹，他先後就讀廣州美術學
院附屬中學及該學院舞台美術專
科，跟隨俄羅斯學成回國的教
授。在香港待了幾年後，移居到

了台灣。他尤其長於人像油畫，國
際知名。今次難得到他的個人畫室
欣賞眾多巨著，大幅大幅的油畫，
述說着一個又一個歷史故事，他花
很長時間去研究典故，甚至回到內
地去找尋當日的足跡，多番修訂構
圖，思量表達方式，再請模特兒。
好些畫花上數年甚至上十年時間去
完成。他說，畫家所留下的便是感
情投放的畫作。這份對藝術的熱愛
和認真，實在令人敬佩。這個旅程
當中不少時間，我都到冉老師的畫
室跟隨他學習。
這個時期開辦水彩畫展的還有謝

明錩，他在台灣早已有一定知名
度，學生眾多。在旅程中各同學像
海綿般吸收不同畫家的教導深感興
奮，每有時間便到台北不同的文創
園區去寫生，台灣就有這樣的環境
讓大家去浸淫！

台北藝術之旅
余似心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說起來，認識文學評論家吳
義勤很久了，當時，他雖然也

寫評論，但出大名還是以後的事情。他有稿
酬，那時港幣匯率還高過人民幣，他總是說，
不忙，只是為了紀念而已。
他是江蘇南通人，揚州大學碩士，後來是蘇

州大學博士，工作時分到山東師範大學，任教
授，帶博士生。那年我去河南焦作開會，之前
應黃萬華和吳義勤之約，奔往濟南，承他盛情
接待，陪我遊山玩水，他還帶我參觀他在山師
大的教研室。
承他看得上眼，寫過幾篇評論我作品的文
章，至今讓我感激。後來他調到北京，先是當
中國現代文學館常務副館長，那時就看出有接
替館長陳建功之勢頭；後來果然，還兼任《中
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主編。他似乎越來越
忙，有一段時間，他調到西安，任市委常委、
副市長；問他是否準備高升，他大笑，說，下
去鍛煉呀！等到再調回京城，不久便提升為中
國作家協會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中國作家
出版集團管委會主任、黨委書記，作家出版社

社長。雖然如此，但還是不乏老朋友的情誼。
早在二零零一年十二月的第六屆全國作代會
時，我們住在奧林匹克飯店，那年冬天天氣特
別寒冷，有一晚，圍爐取暖，義勤和李敬澤、
徐坤還有我，還在飯廳照了一張合影。那時的
義勤，是多麼的年輕，意氣風發，頭髮濃密，
讓人羡慕。二零一一年全國作代會，當時他也
還是山東代表，還請我和張煒到我們駐地北京
飯店旁邊，王府井全聚德烤鴨店吃烤鴨。到了
前年（二零一六）的全國作代會，見他奔忙於
會務，只是有一天碰到，在餐廳一起午餐，之
後到我房間裡神聊了一會。他說，這次太忙，
不能和你吃烤鴨了。
他現在確實很忙，見他經常外訪，只是沒有

來過香港。《香港文學》創刊三十周年紀念酒
會時，我曾邀他來香港一聚，但他走不開，錯
過了見面機會。但二零一三年九月，方忠校長
邀我去徐州參加會議，見到義勤，會議期間，
方校長加插了一場「陶然創作四十年研討
會」，吳義勤講了一番話，還有方忠、曹惠
民、袁勇麟、趙稀方、劉俊、陸士清、黃萬

華、王豔芳、計紅芳、朵拉等，好多人也都講
話了，但我都記不住說了什麼，也都是鼓勵
吧，我心裡只有無言感激，無限感恩。
那時，他還在西安掛職，回北京國家行政學

院學習，我正好在北京探望楊絳先生，於是相
約在南沙溝附近見面。我從楊府出來，不見
人，通電話，說他司機正去接我。因為堵車，
遲遲都未到。那時是十月了，天氣已變涼，我
只好在附近徘徊，等到天色昏暗，才見到車子
駛來。司機以前就認識，連聲道歉，我明白交
通的問題，哪能怪他？車子把我載到白石橋國
家行政學院對面，義勤早已在那裡等候。進到
菜館，兩個人在那裡侃大山，還喝了一點啤
酒，不知夜之既深。之後由他陪着，請司機送
我回酒店。
我記得他邀過我去西安走走，西安幾十年前
我去過，但今日面貌已經大不同了。只可惜還
未實現再走一回的願望，義勤已經回北京就職
了。但，江河湖海，人生何處不相逢？我期盼
有一天，我們可以重敘舊歡，再煮酒閒聊風雨
人生。

文學評論家吳義勤

養雞的村莊那麼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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