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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块手表 □施光华

□黄琼

文科女遇上理工男
——我和某君的故事

2018年2月25日，是我和某君相识二十周年的纪念日。
大学毕业那年，年轻幽默的系书记曾一本正经地告诫我

们：“咱们中文系女生找对象千万别找理工科男生！他们没有
生活情趣，不懂浪漫，只知道XYZ，诗词曲赋一窍不通，你讲上句
他答不出下句，和我们绝对是两个星球上的生物，没有共同语言
……”现在想来，书记虽有“近水楼台先得月”和“肥水不流外人
田”的小私心，但细细揣摩，却也不无道理。阴错阳差，我这个在
老师眼中一贯谨遵教导、对恩师言听计从的乖乖女却偏偏遇上
了理工男，于是就有了接下来二十年的故事。

1998年2月25日，艳阳高照，下班后，我骑车到某机关找铁
杆闺蜜玩，正遇上她们单位开机关大会。会一散，大队人马蜂拥
而出，闺蜜与某君一起走出会场，见我来了，就热情邀请他留下，
于是三个单身汉来了个“锵锵三人行”。当年的他高高痩瘦，面
目清秀，貌似还有点文人气质。吃饭、聊天、散步，气氛颇为融
洽，后来闺蜜有事退场，送我回去的任务顺理成章地落在某人身
上，分别后，彼此也就没了下文。大约两周后我正在宿舍低头扫
地，他突然造访，见门大开，就用力在门上敲了两下。据他后来
描述，惊讶中我倏地抬头，不期然与他热切的目光相遇，顿时两
朵红云飞上了脸庞，慌乱的眼神无处安放。大概人猝不及防时
的表现是最真实的一面吧。他说，就在那一刻他下决心对我予
以“锁定”。据其歪论：在这个物欲横流、思想开放的年代，尚有
自然流露的“羞涩之情”，估计骨子里应该还是个“良家少女”。
于是乎，接下来，他咬定青山不放松，无论是寒冬酷暑还是阴晴
雨雪，除非出差在外，总是不辞劳苦，一下班就来报到，精诚所
至，金石为开，纯良少女的“芳心”终于沦陷了。此后，一系列教
科书式的环节皆顺其自然，徐徐展开。

作为理工男，他确实是理性有余，浪漫不足。记忆中，他好
像从未给我写过情书，也似乎没送过什么鲜花，甚至连仅有的几
次送礼物，还都是花了大价钱却难入我的法眼。不懂浪漫也就
罢了，稍微埋怨几句，他还振振有词，说什么“细水长流才是生
活！”“平平淡淡才是真！”“太浪漫的男人不靠谱，就知道处心积
虑取悦女人！”“我的什么不是你的，想要什么你就去买！”人们常
说“生活需要仪式感”，可每逢纪念日，他不是加班就是值班，要
么出差在外，总有冠冕堂皇的理由，难得遇上有空，也不似别人
有心，细致周到地提前安排、营造温馨气氛。唉，果真是贫穷限
制了想象力。勉强去餐馆吃一顿，还总念叨“菜少点些，吃不了
浪费！”让人兴味索然，每每乘兴而来，扫兴而归。

我虽不是北方女，却对各种面食喜爱有加，精致的甜点更来
者不拒，而他却喜好咸、辣。我常讥笑他是“土豆”一枚，一辈子的
咸菜命。一次我们外出觅食，我点了份淮扬名菜——松子鳜鱼
（甜口），他不仅不动筷子，还负气又点了一份剁椒鱼头。服务员
看我们点了两份鱼，就善意提醒我们换一道，可我俩就像两头怒
气冲冲的牛，谁也不肯迁就对方，一人承包一盘，各人自扫门前
雪。气极败坏之下，无异于猪八戒吃人参果——食而不知其味。

日常生活中，我俩经常相互挤兑。家中的水电故障、电器罢
工，他总能发挥专长，手到擒来，化腐朽为神奇。印象最深的一
次是他去外地出差，家中的马桶堵了，我和儿子避之不及，逃之
夭夭，赶紧溜到亲戚家避难去了。直至某人回来发扬农家子弟
不怕苦、不怕脏的大无畏精神，三下五除二，问题就迎刃而解，解
除了我们“有家不能回”的窘境。于是乎，他洋洋自得，说什么

“文科生真是百无一用，生活能力极低！”诸如此类，琐事很多，有
纷争有欢乐也有甜蜜。

现如今，风风雨雨二十载，出生背景、成长经历、生活习惯、
性格爱好迥异的两人，一起跨过了“七年之痒”，又爬过了“十年
之痛”，跌跌撞撞，一路前行，努力奔向理想中的康庄大道。蓦然
回首，伤感且无奈。当年曾被同事们戏称为某办“形象大使”的
他已悄然华发丛生，脸上写满了疲惫与沧桑……而我亦在不甘
中，努力去抓住青春的最后一缕阳光……岁月如歌，光阴似水，
即使三观有异，搭配有误，也早已过了“三包期”，丧失了“退货
权”，只能将错就错，求同存异。所有的爱恨情仇经过岁月的洗
礼和积淀，最终都变成了刻进骨子里的理智与责任，血浓于水的
亲情……也或者，如我们这般，包容且不断的磨合，最终活成亲
人的模样，才是爱情最好的归宿吧！

最后，把我们曾经各诌一首打油诗作为小文的结尾。愿普
天之下的文科女，都能在理科男的“枯燥”里，找到生活的美好。

我：琴棋书画也曾经，
柴米油盐最深情。
多少患难曾与共，
且以深情共余生！
他: 文科女，理工男，
和谐共处并不难。
你小资，我作伴。
你浪漫，我点赞，
你包容，我奉献。
生活照样比蜜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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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方块 大大智慧
——读《我的世界·冒险故事图画书》有感

记得千禧年，我还是一名在校大学
生，与好友去看过一部叫做《小鸡快跑》

（Chicken Run）的动画电影。剧情里那
只勇敢的、不甘心被奴隶的小母鸡一次
又一次地尝试逃离农场，给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时隔多年，我又在一套书中
看到了当年那只小鸡的影子，这就是

《我的世界·冒险故事图画书》系列。
《我的世界·冒险故事图画书》是一

套漫画书，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从美国
天马社独家引进的原创故事。起初吸
引我眼球的是“我的世界”这四个字。
与一款游戏的名字不谋而合，难道有什
么关系吗？我不禁寻思道。带着好奇
心，我翻开了第一本书《异形村的孩
子》，这，这都是些什么？！对于看惯了
唯美漫画的我来说，方块式的画面堆积
和方方正正的人物着实挑战到了我的
审美极限。可是，当喜爱“我的世界”游
戏的女儿探过头来凑热闹时，随着她

“啊”的一声惊呼，我手里的书已经被抢
走，然后就是她津津有味地沉浸在书中
的安静时光。原来，方块式的设计完全
还原了游戏中的设定和场景，她可以轻
易指出白乎乎一团的是小羊，粉兮兮的
是小猪，灰不溜秋的是小狼，甚至连人
物的表情也都是方方的。一切都是方
方的，却展现了一个曲折离奇的故事。

小凤和爸爸、妈妈、弟弟生活在村
子里，生活平静且安逸。小凤却不是一
个甘于平庸的孩子，她对村子外面的世
界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总想出去看一
看。终于有一天，爸爸妈妈去参加朋友
的派对，让小凤和弟弟在家写作业。爸
妈一走，小凤就说服弟弟一起来到村子
边界。围墙上有个洞，小凤让弟弟守在
洞口，自己步入外界去一探究竟。她左
看看右看看，好奇地四处搜寻新奇的事
物，却没注意身后竟然跟来几个僵尸！
幸运的是，她反应灵敏，及时逃脱，可返
回围墙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弟弟不见
了！原来，守在洞口的弟弟被僵尸偷
袭，感染僵尸病毒，谁都不认识了。小
凤一面要提防被弟弟咬到，一面又要设
法将弟弟带回村子，寻找医治的办法。
回到村子，小凤的爸妈得知了这个噩
耗，才对小凤坦言她的身世：小凤之所
以不像别的村民那样安于现状，是因为

她基因中带着冒险的特质——她就是一
个充满好奇、希望不断探索未知世界、不
畏冒险的孩子。为了救回弟弟，小凤毅
然决然地离开村子，深入充满怪物的外
界中，寻找可以救命的“金苹果”。

在到处是危险和陷阱的世界里，小
凤用自己的勇气和智慧闯过一个又一个
难关，拿到了梦寐以求的金苹果，救回了
被僵尸感染的弟弟。一家人在小凤的努
力下，又幸福地团圆了。《寻找金苹果》的
故事就此完结，但孩子看到的远不止一
个圆满结局，还有聪明、勇敢、敢于挑战
的小凤。小凤的性格或许不讨人喜欢，
甚至会给别人带来麻烦，然而，也正是这
种性格让她能够不畏艰险，在弟弟遇险
之后，她能够勇敢挑起重担，带领大家战
胜一个个困难，最终取得胜利。这只是

《我的世界·冒险故事图画书》中的一个
故事，纵观每一个分册，小凤这种充满好
奇又勇于担当的性格，总是可以帮助她
化险为夷，最终收获友谊和尊重。

虽然《我的世界·冒险故事图画书》
始于“我的世界”这款游戏的基础设定，
但是它却能让孩子放下游戏、拿起书本，
沉浸在阅读中；虽然小凤和《小鸡快跑》
中的小鸡有些许不同，但她们所表现出
的勇气和智慧给了我们回味和反思的空
间；虽然《我的世界·冒险故事图画书》是
一个满是小小方块的世界，但它蕴含着
成长的大大智慧——充满好奇、勇敢、坚
强、勇于担当的特质会让孩子受用一生。

现在人们生活条件好了，几乎无荤
不餐，其中猪肉需求量占了很大比例。
这不禁使我想起小时候家乡养猪情形，
但那时养猪可不是为吃猪肉，而是为给
家庭增加一些经济收入。

小集镇一个生产大队下辖 10 个生
产小队，数百名社员，在六七十年代兴起
一股养猪热潮，绝大多数家庭都有“天蓬
元帅”的身影。这“天蓬元帅”除了“衣
服”自理外，吃住行都有老乡们周到安
排。因为大伙儿都知道，亏了它，它长得
慢或不长，甚至生病，吃亏的是自己。它
吃的范围很广：米糠、豆腐渣、山芋、剩饭
剩菜、猪草等；住得也挺好，有的睡猪圈，
有的睡厢房，有的干脆躺在堂屋中。

在日常生活中，有人以“蠢猪”讽刺
某个人愚蠢，这我不敢苟同。这猪肉多
身懒是不假，但懒而不蠢，甚至有时候
很聪明，我却亲眼所见。我十几岁时，
家里有事等钱用，向食品站卖了一头
猪。这食品站在街中间大市场设了一
个收购点，卖猪那天还是逢集，赶集人
很多，而且这个收购点与我家居住的地

方相隔半站路公交车距离，并且还不是
一条街，收购点是上街，我家是下街。
可就在我母亲卖完猪返回家关上大门数
钱时，只听见门外猪急切的“哼哼”声，我
们都很诧异，打开门一看，卖出去的这头
猪竟然又跑了回来。过了不久，食品站
两名工作人员上门找猪来了，一个拎着
猪耳朵，一个拿着棍子敲打猪的屁股，抓
壮丁似的，将这头猪“抓”走了。心里酸
酸的同时又纳闷：这“天蓬元帅”从未光
顾过的地方，咋会找到回家的路呢？

“天蓬元帅”不仅给乡亲们带来一
定的经济收入，还满足了我的虚荣心。
1970 年我进厂当学员，月工资 18 元。
当时社会上流行戴手表，可一块手表
120 元，我根本买不起，只得向家里求
援。家里将一只大肥猪卖了，给我买了
一块“北京”牌手表，甭提有多高兴了。

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了分田到户，
自主经营，乡亲们的腰包也鼓起来了，谁
还愿意去伺候“天蓬元帅”呢？然而，作为
权宜之计，农民家庭养猪事业在当时历史
条件下，不失为明智之举，创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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