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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里又见黄鼠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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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抗美援朝的文

艺作品多如牛毛，但《英

雄儿女》 讲述上海籍志

愿军战士王成、 王芳兄

妹在朝鲜战场英勇战

斗、前赴后继、保家卫国

的故事是其中的佼佼

者，几十年来“粉丝”无

数。 怪不得舞台演出会

吸引那么多老中青各年

龄段的观众前来欣赏。

那天我在一楼前厅的布

景前排队拍照留念，为

的就是跟观众们一样，

再一次向英雄致敬。

该剧的新颖之处不

囿于原著和观众早已看过的小说和电影，

创意在于利用先进的舞台调度、 音响效

果、影像艺术和时空转换技术来演绎一幕

幕英雄赞歌。坑道里战士们停战时有说有

笑、互相鼓劲；战斗时不怕牺牲、奋勇杀

敌，他们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

情怀，不仅将观众带入硝烟弥漫的抗美援

朝战场，还为观众体会今天来之不易的幸

福生活做了更深刻的注释。所以观众看得

目不转睛，情绪随着剧情而起伏。

演出开始，王成写给妹妹王芳的一封

信在火车汽笛声与隆隆炮声中娓娓叙述，

此时背景是多媒体影像呈现的那封烧焦

的信笺，演员在舞台上的表演与情境互为

补充，使得场景更加丰富与真实。 而当王

芳在台上伏案疾书，画外音读着给哥哥的

信时，观众无不被感动得潸然泪下……

两位父亲对视的那场戏也很感人。

一位是老革命的父亲； 一位是老工人的

父亲，当两位父亲站在王芳跟前，她百感

交集。 老革命的父亲在部队给了她严厉

的爱国主义教育， 老工人的父亲给了她

优良的传统教育， 两位父亲的道德基因

沉淀于她的血液， 从而成就了她向英雄

哥哥学习、 励志当好革命接班人的决心

与行动。

如果说整部戏是一曲英雄交响乐的

话， 那么王成牺牲那场戏便是其灵魂光

彩绽放之主题曲。 王成所在的排，战士们

打到最后都牺牲了， 剩下王成一人跟敌

人决战，他背着报话机，一边战斗一边向

指挥所报告敌情。 在小小的山头掩体里，

王成面对被敌人包围的险境， 转着圈把

仇恨的子弹射向敌人！ 而为了让我军的

炮火消灭更多敌人，他握着爆破筒，不顾

自己生死，与敌人同归于尽！ 当王成牺牲

前高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时，观众无

不为他的英雄壮举所震撼。“一道电光裂

长空”“勇士辉煌化金星”“为什么战旗美

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 同样，当王

芳唱响《英雄赞歌》那一刻，观众席响起

了阵阵抽泣声。 这声音， 是对英雄的崇

尚；这声音，更是对英雄的敬仰。

话剧《英雄儿女》在原著小说和电影

基础上重新挖掘人物关系和调整基础结

构，将 70 年前年轻人奔赴战场保家卫国，

70 年后青年演员为诠释英雄精神而集

中、细腻地打磨与倾情演绎表现得淋漓尽

致，在某种程度上赋予了《英雄儿女》新的

意义，这就是“儿女有情，英雄不朽”。

近日和几个邻居在小区花园散

步，突然“嗖”的一声，六角亭旁有两只

黄鼠狼飞也似地窜出， 其中一只一口

咬住老鼠的尾巴，将其叼走；另一只紧

随其后，似在保驾护航，迅捷隐入贴近

围墙的灌木丛中。 这久违的小家伙身

手敏捷，端个是捕鼠的高手。

记得老宅不少人家养猫， 其中一

个重要的原因是“捉老鼠”。 可不咋的，

这些娇生惯养的猫儿看到鼠辈却没有

了儿时印象里的霸气。 有几次还看到，

在虎视眈眈的大老鼠面前， 竟抖抖霍

霍拔脚开溜。“缩货”！有点想念起儿时

通体土黄，头细而颈长，疾步如飞的黄

鼠狼来。 如果有这厮在，鼠辈还敢在光

天化日之下猖狂作乱。

记得那年，我刚搬迁到新居，小区

绿化好， 有春深似海的感觉。 也有缺

憾，因为附近不少工地都在建造新楼，

轰轰隆隆的打桩声逼得鼠辈抱头鼠

窜， 将我居住的小区作为安全的港湾

不亦乐乎， 时不时有老鼠堂而皇之在

绿化地嬉戏打闹， 包括那圆滚滚体型

颇大的鼠，当地人告诉我叫“田鼠”，搅

得居民好生不安宁。

也是怪，没过多久，那些在光天化

日下的鼠辈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楼下邻居土根言之凿凿地告诉我们，肯

定是黄鼠狼来过了。当时的我们哪里肯

相信， 但销声匿迹的鼠儿让你不得不

信。 直到有天傍晚，我们几个邻居亲眼

目睹有两只黄鼠狼匍匐在花坛角，似乎

要捕获什么，这下我们看清了，左前方

一只老鼠正东探西望，但见花坛角一道

黄色光束猛地蹿出， 说时迟那时快，那

鼠儿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一前一后的两

只黄鼠狼死死地咬住了脖子。可怜这鼠

儿拼命的挣扎， 四条腿飞速的颤抖，嘴

巴还吱！ 吱！ 吱！ 的惨叫，好像在喊:“救

命啊，救命啊！”可在黄鼠狼的利齿撕咬

下，不消一会儿便没了声息。 有邻居打

趣说，这两个小家伙好似身手敏捷的侦

察兵，配合默契，没有丁点儿拖泥带水，

从设伏到出击一气呵成， 生活绝对清

爽，今天开眼界了！

有人给楼下邻居土根通风报信，

土根笑道，我说你们是少见多怪吧，还

搬出老话“黄鼠狼给鸡拜年， 没安好

心”来开坏它，其实，它是地地道道的

捕鼠高手， 一只黄鼠狼一年能灭 300

至 400 只害人的老鼠。 偷鸡可能实在

是因为饿极了，才偶尔为之。 土根退休

前是园林所的老花匠，见多识广，他的

话应该不会错。 想想也是，过去小区里

常见三二老鼠招摇过市， 现在自打成

了黄鼠狼的“菜”而几近绝迹，功莫大

焉。 看来，我们这些缺少学问的人，应

该给一直蒙受着不白之冤的黄鼠狼脱

帽加冕，平反昭雪的。 应该真诚地对它

道一声：I'm� sorry。

土根还告诉我们， 黄鼠狼真正的

名字叫黄鼬，是鼬科动物中的一种，它

个头小巧玲珑，身体细长，周身棕黄或

橙黄当道，一对乌溜溜的大眼睛，可不

是让人讨厌的坏家伙， 而是妥妥的益

兽。 土根说得在情在理，黄鼠狼喜欢在

灌丛、草丘等环境下活动，而渐入佳境

的城市绿化给它们提供了良好的生存

环境。 既然来了，我们就把它们当成小

区里的一员，绝不能伤害它们。

邻居张医生说得好， 上海在建设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现代化城市进程

中，需要每个市民呵护生态文明建设，

一座接纳自然的城市， 最大的收获便

是被自然所接纳。 小区里又见黄鼠狼，

让它们在小区帮你们抓老鼠， 而且是

“免费”的！ 老鼠数量减少了，其传播疾

病给人类的可能性也在降低， 这不是

好事一桩吗？！

有人曾问弘

一法师：“你是如

何对待高兴与痛

苦的呢？ ”

弘一法师淡然一笑，回答道：“高

兴时，我会节制自己；痛苦时，自己挠

痒自己笑，笑而前行。 ”

好一个“自己挠痒自己笑”，何等

的洒脱，达观，豪迈！

俗话说得好： 不如意者十之八

九。 不如意才是生活的常态。 每个人

都有痛苦的时候，是愤懑不平，抱怨

诅咒，还是自己默默承受，继而笑而

前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

狭隘的人眼睛总盯着眼前的痛

苦，反复咀嚼，日夜吞咽，把痛苦无

限放大，一任痛苦化为潮水，在心田

肆意奔流。 所过之处，芳草枯萎，鲜

花凋零，淤泥遍野。 如此，毫无疑问

会降低感知幸福的能力， 不仅影响

了当下的生活， 更破坏了以后的幸

福生活。

豁达的人坦

然面对痛苦，平

静地接受生活赐予他的一切，视痛苦

为人生平常。 当痛苦来临之际，在短

暂的慌乱过后， 便收拾残破的心情，

擦干眼泪，自我疗愈。 或读书，或运

动，或旅行，或听音乐，以此转移自己

的注意力，稀释痛苦，消融痛苦。

这世间锦上添花的人多，留在身

边陪你承受痛苦的人少。 说到底，痛

苦是你一个人的事，是你自己不得不

穿越的黑暗， 不得不泅渡的劫波，不

得不跨过的沟坎， 不得不翻越的高

墙。 如何化解痛苦，只能是你一个人

的事。 因此，清楚自己的痒点，摸索

着找到挠痒的

方法，自己挠痒

自己笑，笑过之

后， 默默前行，

拥抱幸福。

自己挠痒自己笑

�张燕峰

当威严的法官庄严念下：死

刑！她 22 岁的人生一下就触摸到

了尽头， 在场她的亲人们顿时悲

痛欲绝。 她却似乎显得那么无动于衷，似

乎一切与她毫无关联。 让我们假设一下，

如果时光倒转，一切倒回。

21 岁：她带了一伙手下去报仇，一言

不发就大打出手，她狠狠把刀扎进一个人

心窝，来不及擦拭血迹又举刀砍人……

20 岁： 她男朋友死于一场争斗中，她

痛哭，发誓要血债血还！

17 岁：她有了男朋友，一个帮会老大，

警局早已几进几出。 她在一家舞厅认识了

他，她被他的威武深深吸引。 当晚，他们就

睡在了一起。

16 岁： 她没心思上课了，翻

《水浒》，看得津津有味。 班主任

过来没收了书，她一把抢回。

15 岁： 一直成绩优异的她仅考上职

校，三个月前，父母刚离异。

14 岁：她还是个小女孩，一和男生讲

话或是上课被老师提问就不自觉会脸红。

小脸红彤彤的，像一对灿烂的苹果。

10 岁：她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学雷

锋”活动，被评为校优秀“学雷锋”标兵，捧

着鲜艳的奖状回家，她乐开了。

她出生了，和着温暖的晨曦。她哭着，蹬着

粉嫩的小腿。 所有在场她的亲人都笑着……

回 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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