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民族是一个非常重情的民族，韩
国人尤其重视人情往来。人情是什么？
韩国有句俗语说：“人情就是有去的情，
才有来的情。”如何表达人情？寓情于

“礼”是韩国人的普遍观念。
春节是韩国人最重视的两大传统

节日之一，另一个是中秋节。每当这个
时候，韩国人都要为自己的亲朋好友准
备一份礼物，以表达自己的祝福。礼物
无所谓贵贱，只要能表达自己的心意。
小到两瓶芝麻油或几盒金枪鱼罐头，大
到一箱韩国特产的“罗州梨”或一盒韩
牛排骨肉，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现代
社会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上班族已经没
有时间亲自送礼上门，那些大大小小的
速递公司便成了节日前后最繁忙的工
作部门。

韩国人送礼不仅讲究面子也往往有
些寓意。刚到韩国不久，一位韩国朋友
坚持要来家里访问，说韩国人有个习俗，
就是在朋友搬家后一定要去帮着“安
家”。我只好在征得妻子同意后表示欢
迎。于是周末的时候他来了，而且带着
全家老小一起来了。美美地吃了一顿妻
子做的中餐，说了一通祝愿的话，走了。
等妻子看到他们带来的礼品时，不禁皱
起了眉头。原来，他们带来的是一袋子
厕所用的卫生纸和一瓶厨房用的洗涤
剂。惊诧之余，我忍不住向在韩国生活
多年的朋友请教。朋友告诉我，韩国人
在给朋友“安家”时特别喜欢送此类礼
品，寓意深刻，一是祝愿你们家的日子像
卫生纸一样源远流长，二是祝愿你们家
的财产像洗涤剂泡沫一样越来越多。我
把这良好祝愿向妻子说明后，妻子忍不
住乐了。

文化习俗的交融总是需要有一个
互相适应的过程，礼品文化也不例外。
有一次我去拜访当地一位有名的韩国
金融专家，为示尊重，特备了一瓶中国
白酒。见面后相谈甚欢，然而等这位专
家看了我带去的礼物时，他脸色一变，
用韩国语大呼：“如此毒酒，如何能喝？”
我当即慌乱，赶快解释，这不是“毒酒”，
是中国的名酒。专家哈哈一乐，说：“我
们韩国人管高度酒都叫毒酒。”我不禁
汗颜。虚惊一场之后，熟悉了，成为朋
友。后来每次我约他见面吃饭时，电话
末尾他总是用神秘的口气问我，今天有
毒酒吗？我不禁担心，他是不是真有些

“中毒”了。
韩国也有用公款送礼的案例。当

然，这种案例只能发生在总统身上。每
年春节和中秋的时候，韩国现任总统都
会从总统特别资金里拿出部分钱给社会
各界名流送一份礼物，以感谢他们为国
家发展作出的贡献。笔者作为外国人士
代表每年也会收到一份同样的礼物。总
统每次送的礼品都不一样，但都带有总
统个人特色。金大中任总统时送的礼品
往往带着地域搭配的特点，比如他会把
全罗道的绿茶和江原道的松子一起送。
这位一生经历无数磨难的老人一直有一
个心愿，就是希望韩国人能够克服地域
隔阂，实现共同发展。在李明博任总统
时期，韩国水稻丰收，米价下跌，稻农损
失惨重。为了鼓励国内民众增加大米消
费，他呼吁国民多吃米饭，多喝米酒。那
年春节我们收到的总统礼物是一盒五彩
米粉。后来我把礼物转送给一位韩国朋
友，那位朋友由此改变了“老板总统”不
懂民生的看法。

在韩国工作生活多年，最让我难忘
的礼物是一位韩国老妈妈做的泡菜。韩
国人喜欢吃泡菜，更喜欢吃自己家里做
的泡菜，而现在城市家庭做泡菜的越来
越少了。一位韩国朋友的妈妈因为身体
不好，常年在乡下休养。每年秋末，她都
会用自己亲手种出来的萝卜白菜做泡
菜。每年在给儿子寄泡菜的同时，也给
我——儿子的中国朋友寄一桶。她对中
国好像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韩国人都
喜欢吃自己妈妈做的饭菜，说世上最高
的美味就是“妈妈的手味”。我有幸连续
几年吃到带着韩国妈妈“手味”的泡菜，
至今仍难忘记。

回想起韩国人的礼物，我经常有些
感动，让我感动的是那些礼物中寄托的
对亲朋好友的情，对国计民生的情。

韩国人的

情与礼
□ 古 韩

卓别林小时候，有一年圣诞节学校组
织合唱团，卓别林却落选了，他很沮丧。卓
别林在班上背诵了一段喜剧歌词，博得了
大家的喝彩。老师说：“虽然你唱得不好，
但表演很有幽默的天分。”为了生计，卓别
林四处到剧院打听，希望能演一个角色。
一天，伦敦一家剧院要上演一出戏，剧院老
板答应让卓别林演一个孩子的角色，结果
演出并不成功。《伦敦热带时报》在批评该
剧的同时却说：“幸而有一个角色弥补了该
剧的缺点，那就是报童桑米（卓别林）。以
前我们不曾听说过这个孩子，但可以预见，
在不久的将来定会看到他不凡的成就。”再
后来，年轻的卓别林获得了一个去美国演
出的机会。不巧的是，这次演出没有引起
任何轰动。然而美国《剧艺报》在谈到卓别
林时说：“那个剧团里至少有一个能逗笑的
英国人，他总有一天会让美国人倾倒的。”
多年后，卓别林终于成为享誉世界的艺术
家。卓别林的成功，除了天赋和勤奋，在人
生的十字路口和最关键时刻，他还受到了
赞美和肯定。

有一位母亲，她的小孩上幼儿班。孩
子非常调皮好动，课堂上一会儿也坐不稳，
但班主任还是对他母亲说了赞扬的话。回
到家里，这位母亲笑着对孩子说：“宝宝，今
天老师表扬你了，说你有进步，一节课有 5
分钟可以坐得稳稳的，乖乖的。”宝宝听了
很高兴，第二天上课竟有 10 分钟能坐稳
了，后来，他真的慢慢地克服了这个不好的
习惯，班主任也感到很欣慰。

有一位好朋友，初恋时俩人甜言蜜语，
相互体贴，而婚后两个人的生活却改变
了。他们总为一点点小事斤斤计较，总看
着对方不顺眼，大吵大闹，相互指责和谩骂
时时发生，家庭生活很不顺心，日子过得很
糟糕。有一次丈夫在街上闲逛，正巧碰上
厂家搞服装促销活动。看着价格便宜，他
就顺便买了两件，一件是给妻子的，这是结
婚以来他第一次为妻子买衣服。回到家
里，妻子试了试正合身，开心地说道：“老
公，谢谢你，我真幸福。”这句赞美的话，看
似简简单单，却说进了丈夫心里去。他突
然醒悟过来，俩人相拥说了好多心里话，都
感到以前的事情是自己不对。从此俩人和
好如初，像个初恋情人似的，谁也离不开
谁，生活真的就幸福起来。

生活需要欣赏和肯定，学会赞美别人，
人与人之间会多一份理解，少一份隔膜，多
一份温暖，少一份冷漠，还有可能会给一个
人增添生命的活力，改变他的现状和命运。

与风信子共勉 □ 杨莉波

晕车记事
□ 李耿源

生活需要赞美

□ 卜庆萍

十几年的乘车史，是与晕

车斗争的历史。最惨的，是

我从未赢过。

韩国人重视人情往

来，寓情于“礼”是韩国

人的普遍观念。

生活中有时需要批评，

有时需要关爱和帮助，有

时也需要赞美。

阿田叔是我现在对他回忆的称呼，其
实在我小的时候，我很不礼貌，一直叫他阿
田。我在小学的时候，家住东湖轮船码头
附近的一个弄堂里，阿田叔和他的母亲就
住在我家的斜对面。

阿田叔终身未娶，和他的佝偻着背的
八十岁的母亲相伴，住在两层楼的木质结
构的老房子里。我记得那时的阿田叔已有
50 岁左右的年纪了，他穿着缝着补丁的棉
布衣服，脸色白白的，个子也不高。他没有
工作，因为他原先下放在近郊农村当知青，
但他是城里人出身，不会干农活，就干脆不
去乡下了。在寂寞的日子里，他只有以烟
酒相伴了，烟抽的是 3 分钱一包的“经济”
牌香烟，酒喝的也是几分钱一小瓶的当地
土烧白酒。周围邻居都看不起他，也不和
他搭理，他的年老母亲好像也不和他说话，
他们母子俩常常默默地坐在旧方桌的两
边，一坐就是大半天。

我不知道阿田叔为何没有老婆孩子，
当我长大了，我才知道，在上个世纪 70 年
代以前，城里人因为当知青，或者家庭成分
等原因，延误结婚甚至终身没结婚的人不
是一个两个。

我从小就是个不懂事爱玩的孩子，所

以常常在弄堂里众多邻居家里串门，也不
管受不受欢迎，阿田叔的家里，我就经常
去。记忆中的阿田叔家里，光线总是暗暗
的，阿田叔坐着桌子旁喝茶抽烟，他的母亲
坐在另一边，俩人就这样静静地坐着。碰
到吃饭时分去他家，阿田叔自己就一个菜，
用小灶烧点下放的生产队给他的米煮的白
米饭，有时他也从附近的“东方红”饭店买
一个小菜在喝白酒。他母亲的三顿饭则由
在轮船公司里当干部的阿田哥的弟弟的两
个孩子轮流送来，阿田哥是自立的。

有一年的大年三十，我吃过了年夜饭
又来到阿田叔的家里。阿田叔对我笑笑，
算是打过招呼了。阿田叔虽然穷，虽然没
人理，但他白净的脸上有时总露出那种善
良的笑。

“阿田，吃什么菜啊？”我也像当时那个
年代的人们一样，没礼貌地称呼他。

“你自己看啊。”阿田叔回答道，他的脸

上洋溢着满足的微笑表情。
白菜烧咸肉、白菜烧油豆腐，阿田叔过

年的两个菜，也许是他一年中最好的菜
了！他还是喝着土烧白酒，他的母亲早早
地上楼睡觉去了。那时没有“春晚”，收音
机也是富裕人家的奢侈品，阿田叔就一个
人吸着“经济”牌香烟，喝着劣质白酒，要不
是我的串门，他就是一个人过的大年除夕！

其实阿田叔还有两个兄弟，分别在附
近的轮船公司和嘉兴的单位里当着不大不
小的干部，他们的孩子都长得漂亮而健康，
就是阿田叔只是一个人。当时我还小，也
不懂得问这是为什么？

1978 年，我们家要搬到新的楼房里去
了。记得一次我放学回家，看到阿田叔坐
在了我家里，恭恭敬敬地在和我爸爸聊着
什么，其实不算聊，他只是惶诚惶恐地坐在
爸爸的对面，脸上露着善良的微笑，他也许
是来和我们道别吧，也许是来祝贺爸爸又

获得了新的前途吧！阿田叔其实什么都
懂，他懂人情世故，他懂人生的道理，只是
对于那个年代，对于他自己的人生，他有点
无奈罢了吧。

当我离开那个弄堂后，我再也没有回
去过。也不知道阿田叔和他的母亲后来怎
样了。我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成长，
后来当了兵上了军校当了公务员，虽然人
生路上也曾遭遇坎坷，但当我静下来，我便
想起阿田叔，想起自己当时对他的不礼
貌。其实阿田叔是善良的，他是理解我这
个小孩的，所以他经常对我露出善良的微
笑。也许阿田叔当时许了愿，要让我懂事
后还想着他⋯⋯

此时，我耳机里想着潘美辰的“我想有
个家”的旋律，“虽然我不曾有温暖的家，
但我依然一天天长大⋯⋯”阿田叔，你那遥
远而亲切的形象会永远永远留在我的脑
海里。

阿 田 叔
□ 缪宇光

阿田叔是我幼时的邻居，小时候不礼貌，一直

叫他阿田，现在却时常想起他。

乡下孩子都喜欢坐车，能乘车进城
玩一圈，比过年还高兴。我会晕车，童年
便少了这份快乐。

十二岁那年到小镇读初中，一去三
十公里，不坐车不行。上车能挤个站的
位置已不错，就别奢望有位子坐了。车
摇摇晃晃在崎岖的山里上颠簸，不到十
分钟，我就开始恶心、头晕、目眩，然后头
重脚轻，虚汗直冒，浑身乏力。车才到半
路，便狂吐不止，有时连苦胆水都呕出
来，几次差点晕死在车上。

同样也会晕车的同学说，每次回家
就如走了一遭地狱。让人死去活来的晕

车，成了想家的少年最痛苦的记忆。
于是寻医问药，凡有偏方，都要试

试。含西洋参片，虽然推迟了头晕，可后
来翻江倒海吐得更厉害。生姜切片，用
手帕绑在手腕处，没效果，下车时连手帕
都不知道丢哪儿去了。备风油精，开始头
晕时便拿出来死命擦太阳穴，虚汗是少冒
了些，可头更疼。吃晕动片，效果不错，可
它的副作用更可怕，站在车上昏昏欲睡。
有一次瞌睡时额头撞到椅背鲜血直流。
唉，不吃也罢！这晕动片，是让有座位的
人吃的。

同学的土办法是饿一餐，看它吐什
么。我一试，差点没把肠子吐出。本来
回家有肉吃，不用再啃咸菜干，我却白白
饿了一餐。后来想，反正都是吐，吐的是
红烧肉，总比吐的是胃液更有成就感。

十几年的乘车史，是十几年与晕车
斗争的历史。最惨的是我从未赢过。

参加工作后，我宁愿背负不孝的骂
名而少回家，也不愿坐车受折磨青着脸
形容枯槁去见父母。

一想到这辈子与快乐旅程无缘，我
就挺恨肩上的这颗脑袋。

那回，听人说司机开车时没有一个
会晕车的。于是下狠心花几千元钱学驾
驶。学有所成时，开着师兄的车去省外，
来去几百公里，竟然一点也不晕。

呵呵，原来，开车是不会晕车的！
另有一次，第一次和恋人出远门，匆

忙之中忘了吃晕动片。没想到，旅途欢
愉无比。待到目的地，猛然发觉，头不
晕，身不乏，仍能精神百倍赏美景。

原来，有相爱的人陪伴着，也是不会
晕车的！

不晕车的旅途才是欢快的旅途。如
今，还买不起车子自驾游，所幸的是，有
爱人始终陪伴着，晕车就不再属于我。

花鸟迎春 苗 青摄花鸟迎春 苗 青摄

年前买了一株风信子,用玻璃瓶装
着，放到桌上，添一些水，没有太费心思。

几天过后，我看到风信子的花苞悄
悄绽开了，粉色的小花朵探头探脑地挤
着，仿佛在说着悄悄话。我知道，花要开
了。但我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早晨起
来，这株风信子几乎歪倒在桌子上，我连
忙把花扶起来，但在松手的瞬间，花枝又
倾斜了。我看到开花的那一枝花茎变得
格外粗壮，一夜之间变了色彩，绿中发
紫，像握紧的拳头青筋暴起，充满力量。
原来，开花需要这么拼命啊，拼得花枝俯
身，为花朵铺路。

为了不让花枝倒伏，我先用一本厚

书支起花枝，谁知到了下午，花开得愈发
密集，书也支撑不住了，于是我找来软铁
丝把花枝和花瓶捆绑在一起，固定住一
个直立的造型。这个造型只保持了一
天，第二天另一株花蕾也绽放了，两枝盛
开的花齐心协力挣脱开了我捆绑的细铁
丝，又一次倒伏，枝干几乎和花瓶成 90
度角，和桌面平行，球根也斜在玻璃瓶
口，根须只有一点儿泡在水里。

为开花简直是奋不顾身了，看着这
株两次倒伏的风信子，我感动得很，拿相
机不停地照。

这株风信子，哪怕把身子努成歪斜
的，也要把春天顶在头上。开花的愿望
不分伟大还是卑微，不论是年年生长的
大树还是只开一季的草木。

开花的风信子风姿绰约、吐露芬芳，
在我的桌子上春光满面。春节假期，我
每天都看它，进行着“赏花”仪式。开花
的枝已经远远高过了无花的枝，花在最
高处怒放，像在大声朗读宣言，居高声自

远，仿佛是实现了理想的丰收者。
买来赏花，本来是我照顾它。现在，

却是它感动了我，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
励志课。我对它一见如故，把它当做难
得的好友，我会永远记住它。

感动之余，我上网查询知道，风信子
被称为“西洋水仙”，传说太阳神阿波罗
爱上了菲亚辛思，却招惹来西风神的嫉
妒，于是西风神将阿波罗和菲亚辛思变
为一对风信子。由于风信子的花茎上长
着一串串小铃铛似的花朵，风吹过时，每
一朵花都显示出飞翔的姿态，人们认为
这是阿波罗和菲亚辛思在为这个世界呈
现着美。它的花语是：只要点燃生命之
火，便可同享丰盛人生。

点燃生命之火，同享丰盛人生。我
默念着这句话，欣赏着飞翔姿态的花朵，
如同播撒着一把把种子，在我今年刚刚
开始的全新日子里。

与为开花而两次倒伏的风信子，共
勉。

买 来 赏 花 ，本 是 我 照 顾

它。而它奋不顾身地开花，却

激励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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