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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幸 提案

 




影观 纪事

《透过欧内斯托的眼睛》是一部静
水流深式的影片，它没有曲折生动的
情节，也没有波澜壮阔的场景，有的是
风烛残年的老人和他流水潺潺的日
子，庸常、平淡、琐碎。仿佛是摄影师
扛着摄像机随机走进一幢老年公寓，
遇到一个叫欧内斯托的独居老人，跟
拍数天，稍加剪辑便成了这部片子。

影片要表达的主题是独居老人的
孤独、寂寞。编导不玩套路，不像许多
同类电影那样，把独居老人的悲凉归
之于客观环境，诸如儿女不孝、恶邻欺
凌、社会冷眼、天灾人祸等，相反，主人
公的孤独源于主体、源于自身，与生俱
来，无可回避。正如马尔克斯所说：

“生命不曾离开孤独而独立存在，孤独
犹如影子一样存在于生命一隅。”

欧内斯托老人，78岁，老伴去世多
年，青壮年时是皇家摄影师，见多识
广。退休后一个人过日子，身体还算
健康，能吃会睡，没有大毛病，生活可
以自理，就是眼睛不行，视力衰退厉
害，看东西模糊不清。

其实，欧内斯托老人是完全可以
不独居的。儿子拉密罗很孝顺，他因
工作关系移居里约热内卢，丢下父亲
他很不放心，想要卖掉老房子接父亲
来和自己一起住，但好说歹说老人就
是不肯。一来他认为老房子住了快一
辈子，那里有自己的记忆和感情，舍不
得离去。二来儿子单身带着孙子，儿
媳已经去世，自己尚自顾不暇，实帮不
上儿子的忙。三来自己的身体只会越
来越差，肯定会拖累儿子，而他没有权
利让儿子承担自己年老的代价。四来
自己有退休金，衣食无忧，雇了个钟点
工，每周房间清理打扫一次，闲时与哈
维尔聊天填补寂寞。因此，从某种意
义上说，是欧内斯托老人选择了孤独。

对面邻居哈维尔和欧内斯托年龄
相仿，两人关系融洽、情同手足，相互
照应。每天清晨谁先开门，必先看对
方邮箱里邮件是否取走，若是未取便
赶紧敲门，防止有个三长两短。哈维
尔耳朵不好，要大声说话才能听见。
两人结伴出行，前引后呼，“优势互补”
倒是一景。

欧内斯托老人平静得如同一潭死

水的生活，因为投入了两颗“石子”，于
是荡起了阵阵轻微的涟漪。

其一是女孩比亚的出现。比亚与
老人的相识，始于她遛狗时撞翻了老
人手持的午餐，她竟然拿狗吃过的食
物来抵偿，老人当然不要。进老人家，
她看到厨房脏兮兮的，便帮忙擦洗收
拾。与老人闲聊时，她谎称自己的姑
母住在这楼上，正生病，她来帮忙照顾
小狗。其实她是做钟点工，帮遛狗，偷
吃了雇主家的东西而被辞退。比亚走
后，老人家里的钥匙不见了。过一会
儿，比亚又来了，她给老人送来吃的，
并表达了歉意。临走时她把“捡到”的
钥匙交给老人，老人心存疑窦，但还是
感谢了比亚。

初次见面，比亚给老人留下的印
象是聪明、善良、热情，但有歪心思，手
脚不干净。第二天，老人把值钱的东
西藏好，又把一张钱放桌台上，然后出
门。比亚用昨天偷配的钥匙进入老人
家，拿了桌上的钱和一本书，看到钢琴
忘情地弹奏了起来。在门外的老人发
现比亚潜入，他假装刚好回家，比亚吓
了一跳。老人又假装给儿子打电话，
大声地说，遇到一个遛狗的女孩，很细
心，会读信，人善良，准备雇佣她。接
着老人又假装洗澡，打开水龙头，让哗
哗的水声掩护比亚逃离。

老人的三次“假装”，把他发自内
心的善良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小心翼
翼地保护女孩比亚的自尊，对她成长
中的毛病予以最大限度的宽容，同时
又用心对她进行正面启发引导。比亚
行为越轨，老人并不现场抓包，当面训
斥，而是让她在眼皮底下溜走，在仓皇
中自我反省。老人假装给儿子打电
话，尽说比亚的好话，既巧妙地雇用了
比亚，更是对比亚的肯定和鼓励，让她
懂得人生努力的方向。此后，比亚与
老人相处得很好，老人有一次出门前
把一些钱放在微波炉上，比亚没有拿，
而是收下老人付给的钟点工钱，老人
很高兴，比亚果然是可以教育好的孩
子。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老
人既伤心又失望，连饭也吃不下：原来
是老人刚领回的退休金被比亚偷走
了。此时原先雇佣的钟点工来了，老
人只好抱歉地对她说，工钱只能拖欠
到下个月。比亚由此受到很大触动，
坦白了自己偷拿钥匙、钱和书的事实，

还说自己欠男朋友的钱，男朋友因此
分手还打了她。老人选择原谅比亚，
收留了这个无家可归的女孩，让她住
在儿子的房间。

一天早上，老人发现昨晚比亚留
男朋友在他家过夜，他觉得这样的做
法很不妥当，但他并没有说什么。当
他知道比亚欠男友3000元时，觉得这
可能影响两人关系，应该给予帮助，随
后老人给儿子打电话，说家里水管破
裂修理需要钱。刚好儿子顺路来看望
老人，到家后看到比亚穿他的衣服，睡
他的床铺很是生气，但心想这一定得
到父亲许可，就没有发作，留下钱，住
酒店去了。

独居老人情绪的落寞和感伤总是
难免，欧内斯托老人说过：“随着年龄
的增长，死亡也变得更加甜蜜。”他与
比亚的忘年交成为一道墙，“挡在他和
死神面前，遮蔽了死神可怕的越来越
清晰的面孔。”

其二是露西亚老太太的来信。露
西亚是欧内斯托年轻时的初恋，后来
她嫁给他的另一个共同的同学和朋
友，相互间就没有了联系。如今半个
多世纪过去，两人都已进入人生暮年，
露西亚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呢？接到信
后老人兴奋得手忙脚乱，他拿来放大
镜看，不争气的眼睛让他雾里看花。
他摸着围墙走到咖啡馆，本想请熟悉
的老板娘帮读，然而见面时老板娘的
热情反倒让他担心她的长舌，便很快
又打消了主意，只好来求助于老邻居
哈维尔。信里说露西亚的丈夫去世
了，她很悲伤，哈维尔边读信边调侃起
他俩的暧昧关系，欧内斯托老人尴尬
而生气，收回信件。回到家里，他请钟
点工读，但她识字不多，只读了个开头
就读不下去。后来比亚来了，信终于
完整读完。信写得很悲戚、伤感，失去
丈夫的陪伴，露西亚的生活像被掏空，
无所适从。听完露西亚的信，老人的
心理、情绪起了微妙的变化，他觉得应
该重视自己的生命，开始认真吃药，入
睡前要用椅子堵住房门，才放心睡
觉。善解人意的比亚为老人出主意，
老人照她意见把回信写得真情得体。

比亚觉得奇怪，通讯方式已经发
达，有话说就打电话，无需用书信这样
麻烦。老人说，露西亚不喜欢电话机
的铃声，信的语言更让人愉快，这孕育
在时光、等待以及打开信封前的期待

中，纸上的文字像是独立的个体，抽离
了具体的生活。两人对书信的偏好，
是情到深处的独特感受。

自从给露西亚回信后，老人有了
新的期待和向往，他不仅认真吃药，而
且锻炼身体，还参加年轻人的集会，激
情朗诵诗歌。不久，露西亚的回信来
了，老人认为比亚比较懂得感情，等着
她再帮读信。露西亚信中深情回忆曾
经在一起的美好时光，说欧内斯托的
信给她带来喜悦，等待的喜悦，并叮嘱
回信不要让她等太久。比亚边读边被
感动得热泪盈眶，她立即帮老人回
信。鸿雁传书，两位老人旧情复燃，迅
速升温。欧内斯托老人打定主意，收
拾行装，留下钱给比亚，交代房子由她
住，想住多久就住多久，然后愉快上
路，向着露西亚奔赴他俩的“黄昏之
恋”。

影片从欧内斯托老人的视角，结
构了比亚和露西亚两条线，一明一暗、
一实一虚，互相交织、互相推进，落点
集中到老人身上，刻画了他宽容、善
良、理性、纯情的人格特质。欧内斯托
老人对人性有深入的体察和悲悯的观
照。女孩比亚身上有不少毛病：一是
馋，偷吃雇主的东西；二是伪，会说谎；
三是偷，偷钥匙、偷钱、偷书；四是乱，
把男朋友留在老人家过夜。然而老人
对这位漂泊无依的女孩不是用大棒打
死，而是给予理解和同情，看到她身上
的优点，理解年轻人成长的代价，因而
他包容接纳了比亚，帮助、引导她走上
正道。比亚的青春、活力和热情也激
活了老人生活的乐趣。对于初恋露西
亚，当她选择的是自己的同学，他予充
分的尊重，剪断了与她的联系，把爱深
藏心底，既不干扰伤害别人，又成全高
尚了自己。而当露西亚的丈夫去世
后，她的来信让他喜出望外，他自读和
请人帮读来信的过程一波三折，很有
戏剧性，真实呈现老人急不可耐的迫
切心情。露西亚向老人倾诉悲伤并表
达爱意后，他听从内心的召唤，载欣载
奔，返老还童般地拥抱自己人生的“第
二春”。

马尔克斯说：“一个幸福晚年的秘
诀不是别的，而是与孤独签订一个体
面的协定。”欧内斯托老人用善良、爱
和通透与孤独签订了一个不失尊严的
协议，他的心灵在孤独中获得宽广的
自由。

独居老人生活的“教科书”
●洪辉煌●倪怡方

生
活
需
要
使
点
劲
●
王
馨
宇

大寒是二十四节气中的最后一
个，至此，二十四节气完成了一次轮
回。大寒是一年中最冷的时期，到处
是冰天雪地、天寒地冻的严冬景象。
大寒节气也是辞旧迎新的喜庆时刻，
家家户户置办年货，热闹无比。

大寒，是冬季的尾声，寒意愈发
凛冽。窗外的世界被一层薄薄的雪
覆盖。屋檐上垂挂的冰凌悄然掉落，
发出清脆的响声，如同岁月的钟声，
宣告旧岁的离去。迎接新年的大门
即将敞开，大地在大寒的拥抱中沐浴
成一幅宁静祥和的画卷。

夜幕降临，繁星点点，寒风掠过，
星辰在夜空中闪烁。正如古人所言：

“大寒无瑕，瑞雪嘉年。”寒冷的天空
中飘着洁白的雪花，犹如天使的羽毛
飘落，轻盈而纯洁。大寒虽冷，却给
予新年最美的祝福，那是一片洁白而

宁静的雪世界，宛如梦幻仙境。
在这寒风刺骨的时刻，家家户户

都沐浴在温暖的灯火中。屋内暖意
融融，窗外的寒冷被一家人的欢笑和
团聚的温馨所冲淡。大寒已到，年味
渐浓。一家老小围坐在火炉旁，团圆
的场面让人感受到岁月静好的祥和。

95岁高龄、一头银发的爷爷，是
家里的福星，慈祥的眼眸中透露着岁
月的沧桑。他坐在火炉前，手中拿着
古老的骨雕烟斗，轻抿一口，吐出的
烟雾在灯光下弥漫。爷爷的身旁是
小孙女，她那双小手握着热腾腾的奶
杯，稚嫩的脸上洋溢着天真的笑容。
年岁的差距在这一刻形成了一幅几
代同堂的幸福画面。

屋檐下挂着的红灯笼摇曳生姿，
照亮了寒夜中的每一个角落。窗前的
梅花开放着，淡淡的香气飘散在屋内，
使整个屋子弥漫着一种清新的气息。
大寒之际，寒梅依然怀抱花蕾，坚韧而
顽强，为新年的到来点缀出一抹芬芳。

身穿红色棉袄的婆婆，忙得不亦

乐乎，只见她手捧着一盘热气腾腾的
饺子，来到餐桌前放下，她不时在餐
桌上摆上新做的菜肴，她的脸上写满
了对全家的关爱和期待。一到夜晚，
餐桌前，一家人齐相聚，欢声笑语，共
同分享这顿丰盛的团圆饭。

村里村外，每个角落都充满迎新
年的气氛。家家户户都紧锣密鼓地
置办着年货。冬阳下，竹竿上那一串
串腊肉腊肠腊鸭，散发着诱人的香
气。围炉旁，老人们讲着旧日的往
事，年轻人在欢笑声中诉说着新年的
愿望。这一刻，时光仿佛凝固，所有
的美好在烛光中绽放。

大寒已到，带着冰雪的印记，为
新年的到来铺展了一条银色的道
路。家家户户心怀喜悦，共同期待着
新一年的美好。大地在大寒的拥抱
中迎来了新年，岁月如歌，寒冬虽寒，
但心中的温暖却是最深沉的。祝愿
新年的阳光温暖而明媚，如同大寒的
日子里蕴含的希望一样，洒满人间，
永远照亮我们前行的路。

水似 年华

●黄 莹

近海养殖（永宁梅林） 高红卫 摄

周末，我给朋友
打电话，想约她打羽
毛球，但电话那头的
声音却显得低沉而
疲惫。我只好独自
去登山，气喘吁吁地
到了山顶，汗流浃
背，却非常爽快。山
顶上有一片摆放着
体育器材的休闲区，
不少人聚在那儿，一
阵阵喝彩声不时从
人群中传出。

我好奇地凑上
前去，只见几个中年
人正光着膀子，举着
杠铃，练着肌肉，其
中一位“大力士”十
分引人注目。他单
手背后，一只手撑地
做着俯卧撑。待他
起身，一旁的朋友逗
趣道：“你年纪也不
小了，怎么还这么拼啊？”他一
边擦汗，一边说：“使点劲，全身
都舒坦了！”

我默契一笑，生活使点劲，
让阳光照进心窗，抚慰疲乏，灿
烂精神，岂不畅快？由此，我想
起我的父亲。

父亲爱花，从初春到寒冬，
我们家的阳台都是花团锦簇
的。有一次，他买回几袋花
种。我问道：“市场里不是有现
成的花卖吗？何必买这些种子
来种呢？”父亲摆摆手，解释道：

“我多花一些心思与气力，花草
是会读懂的，开得也就更有劲
了！”我被他的认真劲打动了。

之后，父亲每天都会准时探
望他的花草，打过招呼后，顺手
浇几勺水，铲几下土，摘几片枯
叶。在父亲的呵护下，各种花草
蓬勃地开放。氤氲缱绻的花香，
成了父亲赠予家人的礼物。

很喜欢汪曾祺的一句话：
“一个人要兴旺发达，总要有点
精气神。”我相信，一个使劲生
活的人，心中定然能装下一座
花园。

大寒到 年味浓

龙年话龙
肖生 故事

恰逢龙年，不妨和大家一
起来说说龙。

成语典故里，有关龙的描
述不少，如龙行天下、龙吟虎
啸、龙凤呈祥、龙腾四海、龙腾
虎跃、生龙活虎、飞龙在天等，
都是吉祥用语。

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
龙生九子，各有不同：长子囚
牛、次子睚眦、三子嘲风、四子
蒲牢、五子狻猊、六子赑屃、七
子狴犴、八子负屃、九子螭吻，
它们各司其职，本事也不同。
比如传说中的老大囚牛，其母
亲是牛，性格温顺，耳听八方，
尤喜音律，人们把它放在琴头
上。老二睚眦，传说中其母亲
是豺狼，性格凶残，又兼小心
眼，有些小忿小仇必报，人们把
它刻在刀柄上，用以震撼敌
人。老三嘲风，传说中的母亲
是鸟，它喜欢登高眺望，人们常
把它放在宫殿和房屋一角上，
用来威慑妖魔，镇宅辟邪。老
四蒲牢，传说中其母亲是蛤蟆，
它住海边，天生胆小，尤其见了
鲸鱼，会大声吼叫，人们把它放
在洪钟上，用鲸鱼当槌敲，它就
会发出响亮的声音。老五狻
猊，传说中它的母亲是狮子，性
格温和喜静，喜欢香火，人们常
把它雕刻在佛座上和香炉脚
上，明清时期又把它放在大门
口，用于驱邪镇宅招福。老六
赑屃，传说中它的母亲是龟，但
是它有牙齿，而且背上的纹路
与龟不同。它喜欢驮重，力大
无比，人们用它来做碑的基座，
以示千秋永固，也有长寿、吉祥
的寓意。老七狴犴，传说中它
的母亲是老虎，因此它长得威
风凛凛且明辨是非，敢于仗义
执言。人们常把它装饰在监狱
大门、衙门两侧和“肃静”“迴
避”牌上方，用于显示正气，作
为黎民百姓的守护神。老八负
屃，传说中它的母亲是青龙，而
它却是文艺小青年，喜欢诗文
和碑文石刻，所以人们通常把
它放在石碑上方，与老六赑屃
的基座相辅相成。老九螭吻，
传说中它的母亲是鱼，它龙头
鱼身，喜欢在高处张望，张嘴吞
火。它的母亲属水性，所以人
们常把它放在房顶避免火灾，
并有辟邪驱鬼，守护家宅平安，

保佑人丁兴旺作用。
其实龙生九子只是一种神

话传说。另外也有一些说法，
说龙不止九子，还有麒麟、饕
餮、貔貅、椒图等。“九”只是一
个至尊之数，泛指而已。不管
怎样，中华民族传承五千年，我
们都是龙的传人，这是一个不
争的事实。

长期以来，龙作为我们中
华民族的图腾，一直激励着我
们去开拓进取、创造奇迹。在
传统节日里，舞龙、点龙灯也成
了一种民间传统习俗。

比如我们常常用“龙马精
神”来形容人的精神状态。其
实龙马不是龙和马的一种合
称，而是古代的一种骏马。传
说上古时期，黄河中浮出龙马，
背负河图，献给伏羲，伏羲因此
而演出八卦。“龙马精神”最早
出现在唐代李郢诗作《上裴晋
公》中：“四朝忧国鬓成丝，龙马
精神海鹤姿。”夸奖唐人裴度四
朝为官，年纪虽老却精神矍铄，
后来“龙马精神”就成了一句成
语，用于形容人像龙马一样精
神抖擞。

再一个就是“潜龙在渊”。
出自《易经》中的乾卦，意思是
水满则溢、月盈则缺。蓄势待
发是事物最强势的时候，达到
巅峰则是示弱的开始。它告
诉我们一个哲理：人生有高
潮，同时也会遇到低谷，我们
在低谷的时候千万不要迷失
方向，要奋力拼搏，向巅峰勇
敢进发。

还有就是“画龙点睛”，这
个成语典故出自唐代张彦远的
《历代名画记·张僧繇》，讲述的
是画家张僧繇为安乐寺墙上画
了四条栩栩如生的金龙，但是
没有给它们画上眼睛，说是担
心龙会飞走。在人们强烈要求
下，他只好给其中两条龙点上
了眼睛，结果那两条龙真的破
壁而去。此成语比喻在关键的
地方处理问题，使整体效果更
加传神。

龙年逢盛世，抖擞上征
程。愿我们在新的一年里，不
卑不亢、不骄不躁，发扬龙马精
神，人人各展所长，个个都有

“点睛之笔”，画出自己最新最
美的图画。

●青 衫

小时候，是奶奶把我带大
的，我和奶奶的感情特别深。奶
奶是个极爱美的人，常常把我打
扮得很“新潮”。那时候人们不
太讲究穿着打扮，我的衣着便成
了街坊邻居模仿的对象。

家里没有缝纫机，这一切都
是靠奶奶的一双巧手和那个在
我眼里有无尽“宝藏”的针线篓
完成的。一有空闲，奶奶就会坐
在板凳上做针线活，家里人多，
一年四季的衣服鞋袜都得一针
一线地制作，得费很多工夫。

奶奶的针线篓是用细藤编
的，褐色，有提梁，被奶奶用花布
包裹住，里面除了针线，还有各
色划粉、剪刀、弯尺、直尺。除了
针和剪刀奶奶不许我碰之外，其
他东西随便我玩，我常常拿裁衣
用的划粉满地涂鸦。

奶奶喜欢绣花，有好多绣
样，薄薄的白色软纸上细细地描
绘着鲤鱼跳龙门、喜鹊登枝、鸳
鸯戏水，还有各种花卉枝柳。我
最喜欢那样的场景：奶奶戴着花
镜绣花，我也搬个小板凳在旁
边，一笔一笔地跟着画。清风微
吹，柳树摇枝，飘飘扬扬的柳絮
落满纸面，那应该是我最早的

“美术启蒙课”。
奶奶把裁衣服剩下的边角

余料也放在针线篓里，各种颜
色卷在一起，仿佛优雅落寞的
美人。很小我就知道怎样辨别
布料的正反面，什么样的布料
是平纹、斜纹，能分辨段子和绸
子的区别。奶奶未出阁的时
候，存了不少好衣服，可惜随着
时间的流逝，奶奶已穿不上，样

式也过时了。奶奶翻出满是樟
脑丸味的衣服，在我身上比画，
过不了两天，一件缎面小棉袄
或丝绒小背心，就惊艳了一整
条街人的眼球。

奶奶把我照顾得很好，小时
候我很少生病，偶尔的伤风感
冒，奶奶如临大敌。这个时候我
就会顺势提个要求，让奶奶给我
做个沙包。奶奶自然是忙不迭
地答应着。我的病就像好了一
半似的，再加上晚上母亲买的水
果罐头，不出一天，病就全好了。

针线篓里花花绿绿的纽扣
也是我喜欢摆弄的，我把它们穿
在一起做成手镯，或者把一颗极
大的纽扣做成项链，美美地显摆
给小伙伴看，想象自己是一个珠
光宝气的公主，奶奶常常说我

“臭美”。
腊月里是奶奶最忙的时节，

奶奶很讲究，除了给我们姐弟三
个做全套的新衣，还要给父亲母
亲绣鞋垫，家里旧了的台布，奶
奶也要换新的，绣上花。最让我
兴奋的是，这时候的针线篓里常
常出现大惊喜：硬币！不知道是
不是奶奶放进去的，每次我想买
花炮的时候，总有几分钱在里
面；每次我想买糖葫芦的时候，
针线篓也总不令我失望，每次都
有收获。

现在回头想想，感叹奶奶的
良苦用心。平常的日子过得清
苦，在我们最盼望的年景里，奶
奶总会带给我们一个锦上添花
的春节。时至今日，我依旧像小
时候那样盼望春节，同时，也无
限想念离世多年的奶奶。

奶奶的针线篓奶奶的针线篓

的家 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