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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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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振淇坐在桌子前， 刚把思绪收

到书本里，门又被敲开了，他一抬头看

是陈晶， 有点儿不耐烦地说：“不是刚

走吗，你咋又来了？ ”

“我来给你送饺子了，憨小。”陈晶

说着，自己先笑了。

“我刚吃过饭，你忘了？ ”

“这是半夜加班饭。 ”

陈晶的到来不但让韩振淇精神一

振，还大饱了口福。

夜已经深了， 石头娘与陈晶还坐

在床边说话， 谁都没有睡意。 石头娘

说：“晶晶，那饺子他吃了没有？你去鸭

棚那儿时，你爹还笑呢，真是成了大闺

女了，也不说不吃饺子皮了。你奶奶在

世时老笑你跟石头， 说月老还真是看

人系红线呢———你是吃馅不吃皮，石

头是吃皮不吃馅。 我是天天夜里做噩

梦，啥时给你俩典礼后，我就是做个鬼

心里也安生。 ”

“娘，看你说到哪儿去了？ 石头哥

就是有作为， 成了大官能把妹妹扔旁

边？ ”

“嗨，他要敢说这话，看我不揍扁

他。不知道你忘了没有？你跟石头是小

鸡卧门槛， 两边叨食， 到哪儿院吃哪

院，一条枕头睡咱仨，大了也不知道嫌

娘脏不嫌？ ”

“娘，看你又说哪儿的话，有几天

才不跟你睡了？您对我的恩情，跟俺妈

不分上下。我们还年轻，正是学知识的

时候，先立业，后成家。 我劝您不要跟

石头哥常提这事，怕分他的心。一心不

能二用，争取明年考个名牌大学。别学

我，勉强挤进大学的门里。 ”

“就这也中。 不要这山望着那山

高，你奶奶好说，‘有饭别嫌淡，是衣都

挡寒’。 不管啥学校，学肚里本事才是

根本。你一个人在外边，石头不在你身

边，说话办事都要多长个心眼。万一有

个啥好歹，多让大人担心啊！ ”

“您放心吧，到哪儿都有好人，俺

学校有个刘老师， 对我可好， 去的时

候，我的包被偷了，包里的通知书、户

口簿、粮食关系、钱全没了。 要不是刘

老师，我都没法了。 ”

“你可别跟他走恁近， 山南海北

的， 谁知道谁长个啥心眼。 不是有话

说，十个男人九个坏。 ”

“娘，看你说的。人家有女朋友，长

得可洋气，又是城市户口。 ”

“孩子是自家的好，老婆是人家的

好，以后离他远远的。 ”

陈晶又给石头娘带来个心病，半

宿没睡着，刚睡着便被噩梦缠住了。

二十九

到了二十三， 春节粘着边。 这一

天，附近的镇上开始有年集了，山里的

核桃、柿饼、花椒、毛皮都上市了。

石头娘早早便催石头爹去赶集，

置办年货。韩世诚走之前，问陈晶买啥

不买？ 陈晶摇摇头。

韩世诚骑着自行车来到集上。 集

市上马路两旁摆满了年货，琳琅满目，

让人看不过来。突然，一阵驴叫声把韩

世诚的视线吸引过去，他扭头一看，孬

牛的驴车在路边站着。 孬牛一只手提

个塑料桶， 一只手拿个水舀正在大口

品尝人家的酒，喝了一舀，又要舀第二

舀，他看韩世诚过来，转过了身，嘴不

离舀：“能喝，能喝。 ”

韩世诚割了一块猪肉， 买了几斤

枣，还给三叔韩玉山买了几斤核桃、几

斤糖，换了几十块钱新零票。骑车回来

时，只见小驴车顺着原路跑得正欢，孬

牛仰面躺在车上打着呼噜， 看着是又

醉了。韩世诚一路跟在车后，看着毛驴

车拐进孬牛的家门， 他才走进韩家门

楼。

石头娘正在忙着蒸馍、蒸花糕。今

年蒸得特别多，她说：“晶晶，你也过来

打打下手，不学一直不会。 ”

陈晶从大盆里拿出一块发好的白

面，石头娘说：“晶晶，这面太软，面得

硬些，不然蒸出的花糕不成形。多掺一

些生面，蒸出的花糕才白。 ”一块块软

面在陈晶手里变得光滑、松软时，石头

娘端来大枣，她先用刀切块面，揉个花

糕底盘，又用刀切一块面团，在案板上

搓成长条，顺势盘好后，用筷子在中间

一夹，成了一个大花朵，又捏了几下，

花瓣就出来了。 她又切一块面揉成长

条，两头分开盘，放在花糕底盘的圆圈

上说，“这叫做富贵不断头。”一圈富贵

不断头放满后， 她又把煮好的枣摆在

花瓣上， 花糕成形了。 陈晶也有样学

样。

馍、花糕都蒸好了，石头娘拾了一

大兜豇豆馍、枣馍，又拿出陈晶从鹤壁

提来的点心说：“你去看看你三奶，就

说俺娘让我来看您。以后，人情世故都

该你俩替大人了。 ”陈晶点点头，提着

东西走出了二门。

“二十八，贴花画”，到了三十的上

午，小满囤拿着一张红纸推开了二门，

他看陈晶站在门口，一脸沮丧说：“嫂，

石头哥呢？ ”

陈晶把住东屋门说：“你找他干啥

呢？ 说不清不准进屋。 ”

石头娘从屋里出来说：“你这小，

就知道跟你姐开玩笑。 有事跟你姐说

不一样吗？ ”

“俺爸让石头哥写春联呢。 ”小满

囤说。

“这时候才写？ 在河滩鸭棚呢。 你

别走，我跟你说句话。 ”

小满囤站在二门口， 陈晶走到他

身边， 趴在他耳朵边说：“傻满囤！ 走

吧。 ”

“对了，还没典礼呢。”小满囤恍然

大悟，头一点一点走了。

石头娘说：“晶晶， 你跟满囤一块

儿去鸭棚吧，中午你爹去替你们，你跟

石头一块儿回来，下午一块包饺子。 ”

陈晶跟小满囤有说有笑来到鸭

棚，小满囤一进门就说：“哥，俺爸让你

给俺写春联呢。 ”

“都写啥？ ”韩振淇揉了揉眼站起

来说。

“反正就那几个门，再写个出门见

喜、清水满缸，还有灶王爷、老祖宗的

牌位，你看着写吧。 ”小满囤说。

韩振淇接住纸一看，只一张红纸，

没有黄纸，他把纸往床上一放，一把拧

住小满囤的胳膊， 按住他的头， 笑着

说：“今天你不给我下个鸭蛋， 你别想

离开这儿。 ”

小满囤仰着头说：“打死我也给你

下不了鸭蛋，赶紧写吧。 俺爸说了，纸

不够让你自己想办法。 ”

“也没有春联本，写啥呢？”韩振淇

放下满囤说。

“我想好了，上联是，风调雨顺粮

满囤。 下联我还没想好呢。 ”陈晶说。

“下联是，五谷丰登驴肥壮。 ”韩振

淇脱口而出。

“中，中，把我编上了，驴也编上

了，赶紧写吧。 ”小满囤说。

大年三十中午，家家都是盛宴，孬

牛自斟自饮已喝得不知道东南西北。

小满囤拿着春联回到家， 他抬眼瞧了

瞧笑了：“中， 中， 他爷儿们还真没记

仇，吃罢饭就贴上，他们过年，咱也不

少过一天。 我给你说那一句话写上了

没有？‘过了一年又一年，年年还是没

有钱’、‘在家谁怕我，出门我怕谁’？小

哎，这是你爹的名言，忘写了没有？“

满囤妈正在忙活，听见这话，瞪了

他几眼说：“写上了！ 成天就知道喝！ ”

“我问的是满囤，你搭啥腔呢？ ”孬

牛喝得舌头都是直的。

“要写的反正都写了。吃过饭我还

去洗澡呢，不管贴。 ”小满囤一面去盛

菜，一面说。

“我贴，你就别管了。 ”孬牛一盅酒

又倒嘴里了。

下午又是忙碌的一晌。 陈晶与石

头娘坐在案板前，一个擀，一个包。 石

头娘擀了一会儿说：“晶晶，你学擀吧，

右手往后拉擀杖，左手往前推，皮就自

动转圈了。 擀的时候要中间厚， 边上

薄，包的饺子下锅不容易破。 ”

晶晶一会儿就学会了。

“对，就是这样，这点像你妈，啥东

西一学就会。 你看， 捏饺子时把馅填

满，先把边捏好，左拇指推住，右拇指

摁着里边， 食指向后拉着就成了。 你

瞧，像元宝，也像金鱼，过年不比平时，

要规矩。“

陈晶说，以往过年时，她妈总要在

饺子里包上枚硬币， 谁吃到这个饺子

来年就会顺风顺水，事事如意。石头娘

看着一脸孩子气的陈晶， 小时候的两

个孩子仿佛又回到了她的身边， 她从

抽屉里翻出个硬币，洗了洗，让陈晶来

包。陈晶在饺子上留下一个记号，想到

石头哥被硌着后的样子， 她忍不住笑

了。 （28）

□

陈琨

心情复杂地看着《人民日报》等诸

多媒体报道的“中国七成家庭自我用

药不当”的调查结果。

先是心里带着点“阿 Q” 似的安

慰：原来，如我一样经常拿着药看着与

“适应症状”差不离就吃、就抹的，大有

人在，且还是大多数；接着就惊出一身

冷汗了：看看专家警告的“不当用药”

的诸多严重后果———比如那个被很多

人当成“包治百病”的去痛片，竟有可

能导致肾功能衰竭！

“是药三分毒”这道理，我们都懂，

怎么偏偏“知易行难”呢？而且偏偏，还

是自己给自己“吃错药”？

源于同家调查机构的另一数字

称， 我国存有备用药品的家庭比例在

78%左右。 自 1988 年中国非处方药物

协会创建起， 自我药疗在我国已经走

过了 20 多年。 但经过 20 多年的“培

养”，中国居然还是一个“集体性药盲

大国”， 甚至每年约有 20 万人死于药

品不良反应，这何等痛心而窘迫！它令

大家不得不思考： 用药安全的整体环

境，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集体性药盲”

现象，该怎样迅速扭转？

自我用药带有浓烈的公民个人主

导色彩， 但用药安全从来不是单方面

的事，涉及诊断、开方、配方、给药、服

药等管理环节； 而用药也绝对是门很

讲究很专业的学问，所以，“专业指导”

尤其重要而必须。

在美国， 药师的公众信任度超过

了牧师———这一方面反映美国药师的

职业水准，一方面也说明，美国民众对

药师的依赖度很高。在台北，有个著名

的“药师公会”，成立 60 多年了，4000

多名会员全是来自药师领域的义工，

他们主要致力于医药分业推动、 持续

教育、参与民众用药安全，声誉颇高。

反观国内呢？我们的药师，大多蜷

缩在医院、机构、药房中，少有人面向

市民、村民，指导居民用药，监督医生

处方。而个别医生常会为回扣乱开药，

基层单位对药品的管理普遍不重视，

医药管理法律还存在缺陷， 这些现状

都进一步加剧了用药安全的风险与危

害， 加大了公众掌握恰当用药的难度

系数。

没有人愿意“吃错药”。 人们苦恼

且无助的是，不知道怎样才算“正当用

药”？ 如果，那些遍布大街小巷的药店

里， 药师能对每一种非处方药用法进

行专业而详细的指导；如果，人们在自

我用药时，遇到不懂或疑问处，便能随

时拨打用药咨询热线， 并及时得到热

心、准确的服务；如果，我们的医生都

能“对症下药” ……可以肯定，“吃错

药”现象会少许多。

但愿这些“如果”，能很快变成现

实。

谁能告诉我该怎么“不吃错药”

·核心词组·

阿里巴巴自曝

供应商欺诈丑闻

2 月 21 日， 阿里巴巴

网络有限公司宣布，公司在

2010 年清理了约 0.8%逾

千名涉嫌欺诈的“中国供应

商”客户，公司 CEO 卫哲

和 COO 李旭晖承担责任

引咎辞职。（详见本报今日

6 版）

@ 张辛可： 我非常非

常钦佩马云的铁腕价值观！

诚信———已经是中国最稀

缺的珍宝了。

@ 东南曙光： 阿里巴

巴是为重塑市场信任？卫哲

成为马云清理门户的牺牲

品？

@ 林子： 欺诈难道不

是犯罪？仅仅辞职未免处罚

太轻。

@ 阿拉木斯： 马云不

可能不知道这样做对整个

集团的负面影响，这一次他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商业

文明透明、 责任和诚信精

神。

@ 京东老刘 :我觉得卫

哲辞职和价值观肯定没有

什么关系！这只是一把根据

需要随时可以动用的宝剑

而已，而且整整两年了。 其

实公司管理人员适当更迭

很正常。

□

黎明

“江西鄱阳证实干部携县财政亿

元巨款外逃”， 这条新闻于 2 月 18 日

曝出。

看了对这个大案的报道， 我当时

断定： 鄱阳财政局一定是个常被表彰

的先进单位。在网上搜索，果然不出所

料，在江西财政厅网站上，我找到了上

级猛烈夸赞下级的一篇奇文，题为《跋

涉———鄱阳县财政局实践“决策科学

化、管理精细化、监督规范化”纪实》。

2010 年 8 月，鄱阳县财政局出了

一本 80 多万字的书，书的名字叫《跋

涉》。“书的大样送到省厅、市局领导的

案头后，即刻引起了巨大反响”。 简而

言之，文章以大量“事实”和制度设计

阐述，论证了潘阳县财政局的“万无一

失”和高屋建瓴，该单位“事事俱精、件

件皆细”，“从理论构建到工作实践、总

结回顾，无不涉及、无不贯穿、无不深

入”。

鄱阳县财政局比我所预料的先进

性更雷人。它留下“串串闪光的足迹”，

连续被授予省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

文明单位，八项服务承诺、乡财县管、

涉农资金、工程三审制、信息化管理等

多项工作先后被中央电视台、 中国财

经报、江西卫视等媒体多次报道。

一个股长携巨款跋涉到了境外，

“跋涉”这个题目似乎是一个寓言或预

言，事发后此文的讽刺意味非常强烈，

2 月 18 日晚上，江西省财政厅网站就

把该文给删掉了。

在我看来， 我们有时候缺少的不

是评论，而是发掘或发现。这里的发现

有前提条件， 至少你得预想可能会有

什么、应该搜索什么，具备发现力并揭

露丑陋。 这不是因为我们和哪一级政

府、哪一个部门有仇，而是我们对自身

的权利状况有清醒认识， 对权力怀有

警惕， 对那些为权力行为制造文化和

舆论保护伞的人怀有警惕。

由于辖区内决堤而被开除过党

籍， 这是鄱阳县财政局欧阳局长的前

科。他仕途中的第二次“决堤”，即这次

近亿元专项资金被盗取。 这些专项资

金，主要是用于补救病险水库，而鄱阳

县正是险情严峻地区之一。 专项资金

被盗却发现不了，合理的解释之一，可

能是没把资金用于病险水库。 局长因

决堤受处分， 应该对水库险情及资金

保障更加上心，近亿元专项资金流失，

几年发现不了， 很难说这位局长对问

题有足够的重视。

编写出《纪实》一文的人，不论真

假， 将监督虚设和溃坝之危论证成滴

水不漏、无可置疑，他们与权力一起传

递给人虚假的印象， 这种印象可能在

当地民众并不会被认同， 但对于权力

系统而言，这是被需要的。英国文学家

萧伯纳说，一切文学都是宣传，对权力

系统来说，某种程度上成绩也是宣传。

很难说造出这些文字的人是多么

邪恶的人， 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决定

了进入这个生态的人的基本状况。《纪

实》的删除，不是对哪一个写文章的人

的反讽，而是对权力环境的反讽。

鄱阳县财政局的反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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