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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八

几天后，陈晶接到了刘怀的来信，

她打开一看，又喜又忧。 信中写到，他

已经托人跟公安局说好了， 准许她与

儿子一块儿把户口迁过去，进城“增容

费”两人一共是八千，另外加两千块钱

的好处费。陈晶手中一共有五千多块，

把衣服全部卖掉也不过一万块， 但她

觉得总算有了盼头，也有些许高兴。

陈晶开始重操旧业，下午一下班，

她就飞一般地蹬着自行车去卖衣服。

这天， 刚把衣服挂上， 工商人员就来

了，说她占道经营，让拿管理费，好说

歹说，交了五十块钱，人才走开。

工商人员前脚刚走， 又来了两个

女的，挑了好大一会儿，付过钱走了，

一转眼又回来了。 拿着衣服鸡蛋里挑

骨头，说前襟不齐了、针脚不匀了、线

头没剪了。陈晶好言解释，那俩女人却

撒起泼来，闹得路人都围着看，没法做

生意。陈晶只得把钱退了，她俩才消停

了。

围观的人散了，陈晶去整理衣服，

一数少了五件。旁边一个妇女说，那两

个女人根本不是买衣服的，那是诱饵，

这边吵嚷时， 那边俩男人拽着几件衣

服跑了。

陈晶一屁股坐在地上， 只感到天

旋地转，真想放声大哭。 不卖了！ 她把

衣服包起来放在车后，低头蹬车回家。

大老远，她看到父亲走在前面，苍老多

了，背驼了，走路蹒跚着。 她多想上去

搀住他的胳膊， 喊一声爸爸！“哎，算

了，自己现在这么窘迫，真是无颜面对

父亲。 ”陈晶放慢了车速，看着爸爸远

去的背影，心仿佛在滴血。

陈晶也不知道自己咋回的家，一

进屋就倒头睡觉。小燕把饭做好，叫了

几遍她才睁开眼， 打着哆嗦说：“小凡

今夜你搂着睡吧，我头疼。 ”

第二天清早，她浑身酸痛，几次想

从床上起来，都觉得头重脚轻，又躺下

了。 小燕劝她别去上班了， 到医院看

看。她觉得实在没法去上班了，就让小

燕到厂里告诉科长一声。

小燕请假回来说，科里的同事说，

刘老师打来了好几次电话， 让她一两

天内务必把钱汇过去。

去哪儿弄钱？ 发着高烧的陈晶还

在喃喃自语，惦记着处理衣服。小燕请

来医生一量体温，四十度！立马就输上

了液。

到了下午， 陈晶觉得身体轻便多

了，对小燕说：“燕子，你跟小凡在家，

我去出会儿摊，刘老师来电话要钱，要

把我和小凡的户口迁到那里。 到时咱

一块儿走，把小超凡送到托儿所，你在

附近找所高中继续上学，等考上大学，

咱一块儿到四川找阿姨。 ”

小燕说：“你刚输过液， 出门一吹

风，别再重感了。 ”

“都说铁打的汉子，泥捏的女人，

没人心疼，女人也是铁打的，没事。”她

推着车出去了，一会儿捂着头回来了，

“人要是倒霉了，喝口凉水也塞牙，哎，

碰人家三轮车上了。 ”

小燕过去一看， 见她额头肿得老

高，还流着血，就说：“晶姐，你去医院

让医生包包吧！ ”

“哪有这么娇气？你拿纱布给我包

包就行了。 ”

“晶姐，刘老师急着用钱，你不能

到你爸妈那儿说说吗？ ”

“唉，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我实

在开不了口！ ”

“要不跟厂里说说，谁能没个棘手

事？ ”

这些办法，陈晶何尝没想过，无济

于事呀。 夜深了，她还在辗转反侧，半

睡半醒间， 恍惚觉得自己抱着儿子跟

小燕在淇河边捡鹅卵石， 石头上有云

朵，有高山，有峡谷，有奔马，有卧兔，

千姿百态。 可是， 好不容易捡了一大

包，两人搬也搬不走，抬也抬不动，扔

又舍不得， 她想起了石头哥， 要是他

在，就不用发愁了。 她站起来四处看，

就是不见韩振淇的影子。转眼间，天公

变脸，乌云滚滚，下起了瓢泼大雨，大

水冲来，鹅卵石淹没在大水中，三人在

洪水中挣扎。 就在这时，石头哥来了，

他冲进水中，一手托起小超凡，一手拉

着自己，后边跟着燕子，刚到岸边，一

个大浪扑来， 燕子不见了。 她大声喊

着：“石头哥， 燕子呢？ 石头哥， 燕子

呢？ ”

燕子被喊醒了， 推了推正在说梦

话的陈晶说：“晶姐，我在这儿呢。 ”

“唉，我又做了个梦，每次做梦都

少不了他，不知道他梦中有没有我？ ”

说着，陈晶的泪水流了出来。

“你梦中喊的石头哥是谁？ ”

“我俩一个村，一块儿长大的，从

小定的娃娃亲。 从小一块儿在大槐树

下的井旁修水渠、在淇河里打水仗，一

块儿高中毕业， 形影不离。 他一身正

气，很有抱负，现在是淇河养殖公司的

董事长，报纸上经常出现他的名字，他

叫韩振淇……唉，哪像那个人，吸烟、

喝酒、吃名牌、穿名牌，胸无大志，就知

道充大瓣蒜！万一哪天我有个好歹，你

告诉石头哥，我对不住他！ ”

“你咋没跟他结婚呢？ ”

“刘怀帮了我的忙，也害了我。哎，

不怨旁人，都怨我自己……”陈晶叹息

着。

天亮了， 陈晶来到单位跟科长请

假，说要去医院打针，科长答应了，临

出门时又交代她说：“早点儿回来，科

里一会儿要开会传达厂里的一份重要

文件。 ”

陈晶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 拿出

自己的存折，上面有五千块钱；又拿出

支票，在“支取”一栏上填上五千块钱

现金，一切办妥后，锁上保险柜，骑上

车，匆匆忙忙向银行蹬去。

她像往常一样， 把支票从窗口递

过去，等待银行工作人员验印鉴、递现

金。 工作人员验过后，看了她一眼说：

“你稍等一下，我到里边去取钱。”过了

几分钟， 那人出来说，“今天的运钞车

来得晚一些，打过电话了，还在路上，

马上就到。 ”

又过了几分钟， 来了两个公安人

员， 走到陈晶面前问：“是你取钱不

是？ ”

里边那个工作人员立马来了精

神，在旁边大声喊：“就是她！ ”

公安人员厉声喝道：“伸出手来！”

眨眼功夫，陈晶手腕上多了副手铐，被

推上了警车。

五十九

不知道是跟妈妈有心灵感应，还

是哪里不舒服， 小超凡从上午就哇哇

直哭，怎么都哄不住。 燕子看着钟表，

好容易终于熬到了中午， 却不见陈晶

回来。 天黑了， 她抱着小超凡来到路

口，一辆辆自行车过去了，就是不见晶

姐的身影。

起风了，吹得人睁不开眼睛，吹得

燕子浑身打颤。她想，是不是晶姐从别

的路回家了。 她三步并作两步走到家

门口，屋里仍是漆黑一片，没有一点儿

动静。 是晶姐病了，还是路上出事了？

燕子不敢再想下去。她推开屋门，抱着

小超凡做好饭，盼着陈晶的出现。

夜深了，陈晶还没有回来。燕子总

是听到门外有脚步声， 风中好像还夹

杂着陈晶的哭声，燕子越听越像，越听

越害怕， 不由得把怀中的小超凡抱得

更紧了。

“哇”……小超凡又哭了起来，燕

子又怕又无奈，也哭了起来，漆黑的夜

里，哭声随着大风传得很远很远。

天终于亮了， 燕子早早地抱着小

超凡到厂里去找陈晶，她来到财务科，

见门还紧锁着。她只好站在门口，等八

点人家过来上班。

财务科的人来了，燕子拦住人家，

问陈晶昨天来上班了没有？人家说，来

了，请假出去了，再没有回来。 有好心

人让她去问科长， 或许能问清楚是咋

回事。

科长的门开了， 燕子跟进去问：

“陈晶姐呢？ ”

“坐监狱了。 ”科长说。

“你胡说，我姐怎么会坐监狱呢？

是你把她送进监狱了？ ”

“我哪有那个权力？是你姐以身试

法，自己栽进去了。 ”科长说。

“我姐犯了啥法？ ”

“你姐到银行诈骗，被公安局抓走

了。 不信，你到公安局去问问。 ”

燕子惊呆了，泪珠滚落下来，打在

怀中小超凡的脸上。小超凡一惊，又哭

了起来。燕子也跟着放声大哭，拖着直

打哆嗦的腿走出了厂门， 走进了那间

遮风避雨的小屋。 （54）

无烟清明寄相思，

挺好！

□李鹏

今年，清明融入了低碳理念，我市

不少市民表示将会选择环保的祭祀方

式，缅怀故者、祭祀先人、表达哀思。

（详见本报 4 月 2 日 3 版《无烟清明

一缕相思寄故人》）

据中消协统计， 我国每年在清明

节期间用于祭祀焚烧的纸张都达千吨

以上， 估计今年清明节全国“白色消

费”高达 1 0 0 多亿元；每年都会因为烧

纸祭奠，引发大大小小的火灾。

行文至此， 笔者不由得想起了那

位路人的话，“祭祀用品糊得再好，烧

完也是一堆灰，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年

轻人都主张绿色祭祀。 ”不错，祭祀表

达的是对已逝先辈、故人的怀念，重要

的是心意，没必要买成堆的祭品，烧大

量的纸钱，跟别人攀比。

清明祭祀也给交通带来了不少压

力。 据报道，“许多人选择在 4 月 3 、 4 、

5 日三天出行、祭扫，易出现人流、车

流高度聚集， 市交巡警支队将在市区

通往市殡仪馆的桐家庄路口和东大线

东环岛各设一个卡点， 维护祭扫场所

及周边道路交通秩序， 并对东大线周

边干线公路、 高速公路和农村道路及

通往市殡仪馆路段进行隐患排查整

治。”集体共祭、网络祭祀、种植纪念树

等祭祀方式既低碳环保， 又减少了交

通压力，也体现了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确实该大力提倡。

献花缅怀先人，鞠躬敬故人。缅怀

故者、表达哀思，只要心诚意到就好。

无烟清明，一缕相思寄故人，挺好！

□侯江

清明节是纪念逝者的日子。 可是，据新华社

报道，清明节前,一些网站、论坛分别推出了自撰

“墓志铭”的活动。 仅在网易微博“清明节———写

给自己的墓志铭”专版上，从 3 月 30 日开始,网

友已发布了 2800 多条“我的墓志铭”，平均两三

分钟就有更新，不少人的“墓志铭”还引来了众

人围观讨论。（详见本报今日 13版）

反省，从来都是好事。 曾子说，他一天要自

省三回。 朱熹后来就告诉大家，“曾子一日三省，

则随事用力。 ”过清明节的时候，好好审视一下

自己走过的路，总结总结，哪怕就是发发感慨，

应该对将来的日子都很有帮助，虽然做到“为人

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 ”

比较难，但是调校一下生活的准星儿，还是有可

能的。

不过，这些有闲心写网络墓志铭的人中，估

计没几个真面临生死交替的问题。 如果想到了

最近公众聚焦的殡葬业暴利问题， 死亡也就真

变成了一道实在无解的难题。 逃避它真的很难，

但面对它，难度也没小到哪儿去。

现在公墓用地越来越紧张，不远的将来，人

们可能真的要面对“无墓可葬” 的局面。 4 月 2

日，民政部举行《殡葬绿皮书》发布会，发布《中

国殡葬事业发展报告（2 0 1 1 ）》，强调要加强立法

研究工作，推动相关殡葬法律法规出台。 管理是

必要的，但是为逝者安息，活人得想新的办法。

既然大家能写“网络墓志铭”，也许，在网络

建墓园也并不是完全不可能。 海葬等新的殡葬

方式遇到瓶颈，除传统的“入土为安”观念外，人

们可能还会因为没有一个固定的场所纪念逝者

而不安。 假以时日，当土地利用问题让人们再也

无法回避， 当更多的人对于殡葬方式的理解再

一次飞跃， 网络墓园也许可以会成为人们纪念

逝者、寄托哀思的固定场所，且绝对经济实用有

利环保。 博客、微博已经成为不少人网络生存的

家园和别墅，那么，网络墓园，也会慢慢变得不

那么遥不可及。

网络墓地是否可行

生为房奴 死为墓奴

□付小为

吉林长春墓地价格，较一年前增长近万元，一知名

墓地甚至打出 288000 元的超高不打折价， 相当于当

地 45平方米的商品房。 (4月 1日四川新闻网)

� � 市场开放， 用能买 4 5 平方米房子的钱买墓地，闻

者也就瞠目结舌一下，算不上大不可。但如果是墓价全

面疯涨，总不能让人连块葬身之地都混不上吧。难怪网

友发问有没有廉租墓，专家建议出台墓地限购令。

殡葬业的暴利“一条龙”日趋离谱，行业内混乱竞

争，市场上无度标价。国家明令禁止的“活人墓”生意暗

地里做得风风火火。活人房屋限购，坐地增值的思维便

把游资引到墓地，逼着普通人务要坚强地活着。

几年前，英国墓地不足，有人曾提议建造四个棺材

叠起的四层坟墓， 对至少 5 0 年历史的坟墓重新排序，

一时舆论哗然。如今来看，还算仁慈，好过没钱不得葬。

从古至今，无论贫富，死后一块墓一个碑，算是人

活一世的证明，也是生者对逝者的敬重。像古代王公贵

族一样建墓修坟，当然要反对；土地珍稀，对墓地规范

管理也属必要；移风易俗，新的丧葬方式也应该提倡；

但墓地贵到让人望死生畏，无论如何都是不人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