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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永生的名字
———民警位洪明二三事

叶 弥

一

两个女儿想爸爸了。 妈妈就给爸爸

打电话。 对话经常是这样的：

爸爸问： 什么事？

妈妈一听爸爸的口气 ， 只好这么

问： 你在忙吧？

爸爸回答： 我在忙。

然后爸爸就挂了电话。

这是位洪明和他妻子常有的对话 。

一对年轻的父母， 路正长， 人生的美景

无穷无尽地在后面展开， 但位洪明现在

正忙， 没有时间陪伴妻女。 除了不会浪

漫， 不会给妻子买鲜花和礼物外， 他是

个好丈夫， 好爸爸。 他的妻子常说， 位

洪明把她当最大的女儿， 娇宠着她。

位洪明牺牲的前一天晚上， 是在派

出所里度过的。 连续三十个小时没有下

班 ， 他对同事说 ， 头有点晕 ， 胸有点

闷。 他也只是说说而已， 没有当真。 二

十五天工作在抗击疫情的一线， 头晕胸

闷是常事。 同事让他回家休息。 他说，

疫情快结束了， 我们熬到疫情结束。

他用了 “熬” 这个字———当时， 全

中国都在煎熬 ， 他也不例外 。 不同的

是， 他没有熬到胜利的那一天。

第二天他正常上班 ， 还是没有回

家。 这种加班加点、 随时待命、 夜以继

日的状况对他来说是生活常态。

他有两个可爱的女儿 ， 大的叫来

来， 小的叫往往。 他的生活里， 来来往

往的是无休无止的案件和各色涉案人

等。 他倒下前， 正在向浏河派出所副所

长雷清源汇报一件涉疫网络诈骗案件。

一位市民报案， 他花了将近四十万元网

购口罩， 但是钱打过去了， 对方杳无音

信 。 位洪明帮他依法追回了三十多万

元。 雷清源说， 他只听得一声， 回头一

看， 位洪明不见了。 救护车十分钟就到

了， 这十分钟里， 同事们一直给他做着

心肺复苏。 他被抬上车的时候， 战友们

细致地观察到， 他握着拳， 手也煞白，

但他那时是活着的， 谁也没想到他突发

心源性心脏病， 一去不复回了。 他生命

的钟摆停在 2020 年 2 月 20 日下午 5 点

30 分， 他没有熬到疫情结束。

战友情深。 挥之不去的悲痛， 无法

言说的创伤， 难以消除， 以至于市局请

来了心理辅导医生， 给派出所里的干警

们进行心理辅导。

位洪明 2011 年来到太仓浏河镇派

出所， 在此生活了九年， 娶妻生子， 安

家落户， 建功立业。 他从山东来， 把他

的身、 把他的魂留在了娄东大地。

还有几个月， 就是他与妻子结婚七

周年的纪念日了 。 他妻子说 ， 他认死

理。 一旦认定的事情， 不会轻易改变。

同时他是个好脾气、 有教养的人， 工作

与生活分得很开， 从不把工作上的情绪

带回家里。 “结婚快七年了， 都说七年

之痒， 他连这个机会都不给我 。” ———

枕边人的伤心话， 他是永远听不到了。

不是他无情啊。

如果他没有倒下， 他会拿上向同事

借的奶粉， 像往常一样回到家里。 他的

小女儿十九个月， 要吃奶粉， 他没有空

去买 ， 就跟同事先借了 。 小女儿出生

时， 黄疸指数比较高， 在医院放了一个

星期 ， 天天做光疗 。 他那时候压力很

大， 对同事说， 他心里很慌。 其实小女

儿的病情并不严重， 他的压力来自于关

爱心切。 他回到家里， 会给两个女儿烧

饭烧菜， 做女儿们喜欢吃的糖饼， 讲故

事给她们听。 他曾答应带两个女儿去上

海迪士尼乐园， 答应了， 却从来没有兑

现， 他太忙了， 只能给女儿和妻子烧饭

烧菜， 用以弥补对家庭的愧疚。 他去世

后， 需要他的照片进行宣传， 他的妻子

找来找去， 一共找出五六张照片， 没有

更多的了 。 他没有时间放松下来拍照

片。 假设他 “熬” 过了这场疫情， 可以

想象， 他一家四口去迪士尼乐园会何等

快乐， 他的照片数量也会成倍成倍地增

加。 世界上有 “假设” 这个词， 却无假

设这回事。 之所以要假设， 全是不甘心

的人想要时间倒流， 想要 《大话西游》

里的月光宝盒。

他感到愧疚的还有他的父亲母亲 。

他是山东德州人， 高中毕业以高分考进

了甘肃政法大学。 硕士研究生读的是中

国人民公安大学。 从高中毕业以后， 他

就远离父母和家乡 ， 在异乡求学 、 工

作。 他的父母亲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

祖祖辈辈都在地里讨生活 ， 种着五亩

地， 抚养三个儿子。 父亲读到了初中，

母亲不识字。 不识字的母亲吃苦耐劳，

对子女要求严格， 有着孔孟之乡的通达

明理。 他出事的上午， 给他妈妈打了一

个电话 ， 问妈妈的身体情况 。 妈妈问

他， 你在上班吗？ 他回答， 是的。 于是

妈妈就说 ， 你好好上班吧 ， 就挂了电

话 ， 不再让儿子分心 。 2020 年 1 月 4

日， 他和他的师父张大伟两家在一起聚

会， 他对师父说， 今年无论如何要回老

家一趟， 回家过年。 忙得两年没有回家

乡了， 父母亲还没有见过第二个孙女。

他的妈妈患了淋巴癌， 动了手术， 除了

经常寄钱贴补家用外， 他还想尽人子更

多的孝道。

但疫情来临。 疫情就是命令， 派出

所的干警全都恪尽职守， 他也不例外。

两个女儿特别爱笑， 长得像他， 一

笑， 眉眼弯弯的。 当他一手搀着一个女

儿， 父女三人一齐笑起来的时候， 会把

乌云都笑跑， 把坚冰都融化。

这是一个阳光大男孩。 他像阳光一

样温暖而多情。

他去世后， 同事在他的抽屉里发现

了一张明信片， 是连云港灌南县新安镇

中心小学二 （5） 班的一位女学生写来

的， 她感谢位洪明对她的资助。 她不知

道资助她的是什么人， 等知道了已是天

人两隔。 他如果不去世， 这件事就是一

个永久的秘密。 他经济并不富裕， 为什

么还会挤出钱资助贫困儿童？ 这种好事

他做了到底有多少？

对于第一个问题， 我们大致可以这

样猜测： 他也是贫困家庭走出来的， 是

读书改变了他的命运， 是父母省吃俭用

让他一路把书读了下去。 推己及人， 他

把父母亲给他的爱回报给了别人， 他要

把自己寒窗之苦的动力传递给别的学

子。 对于第二个问题， 没有人能知道。

他是一个普通人， 他和别人一样工作、

生活， 没有什么不同。 每天， 都有这样

无数的普通人从我们的身边走过， 也许

就有位洪明一样的人身处其中。

他的辖区内 ， 有一位拾荒的老太

太， 从外地来到这里， 年龄大， 又没有

文化 ， 平时靠着拾荒维持生活 。 有一

次， 老太太偷拿了工地上的铁扣件。 按

律法， 位洪明把她送进了拘留所。 与他

一起办理这个案子的是他的同事武玲

玲， 她也是 2011 年 8 月 5 日被招聘到

浏河派出所的警员。 武玲玲说， 是她和

位洪明一道把老太太送进拘留所的。 结

了一件案子， 她心里是高兴的。 但她看

到位洪明脸色阴沉， 心情抑郁， 和平时

大不一样， 心中不解， 就问位洪明为什

么不高兴。 位洪明说， 这位老太太头发

白了， 腰也驼了， 看见她， 就像看见了

自己的妈妈。

后来， 他一直关注、 关心着这位老

太太。

他是如何关注 、 关心这位老太太

的？ 具体事例何在？ 武玲玲说， 时间太

长了， 真的记不得了。 那位老太太后来

也回了家乡。 是啊， 忙忙碌碌的人生，

谁会特意去记别人工作以外的事？ 没有

从天而降的英雄 ， 只有挺身而出的凡

人。 这样的事， 在他的同事战友身上，

也会有不少吧？ 他们也不会有意记下。

如果不是牺牲了， 谁会知道位洪明这个

普通民警？ 他会像所有这一类人一样，

默默地践行着自己的理想， 努力地生

活、 工作， 然后退休， 把自己的一生过

得无怨无悔、 有情有义。

从一位有偷窃行为的老太太身上 ，

他看到了自己妈妈的影子。 普天之下，

头发白的、 腰驼了的苍老母亲， 都是他

想要抚慰、 惦念的人啊。

他是个严正、 铁腕的执法人， 他也

是多情、 柔软的人。

二

位洪明在世时就得到了诸多荣誉 ，

连续三年荣获太仓市 “优秀公务员” 称

号， 是 2019 年的太仓市公安局 “十佳

爱岗敬业” 民警。 他因公殉职后， 得到

的荣誉更是数不胜数———

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模

江苏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

个人

江苏省最美抗疫先锋

荣登 “江苏好人榜”

第二十四届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

2020 年 5 月 24 日下午， 我去了太

仓市浏河镇派出所， 位洪明生前工作九

年的地方 。 现在正是广玉兰开花的季

节， 坚挺的树干上， 绿叶纷披， 硕大如

碗的花洁白芬芳。 更有荷叶伫立水中，

绿盖如罗， 映日临风， 素洁脱俗。

浏河镇位于太仓东部， 长江南岸 ，

是江苏的东大门。 与崇明岛隔江相望，

与上海宝山、 嘉定两区接壤， 也是长江

口的第二道门户。 历史上， 浏河是郑和

七下西洋的始发地， 海线上漕运的始发

港。 这是一个有文化、 有故事的名镇，

目前正在打造高质量滨江田园城市。 位

洪明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硕士研究生毕

业后， 选择了这个美丽的地方。 遗憾的

是， 他的妈妈每次来这个地方总是水土

不服， 发烧、 呕吐。 他是个孝子， 却因

为这个原因无法把父母亲接到自己身边

尽孝。

到浏河镇派出所来当一名普通民

警， 是他的选择。 他的同事们说， 他有

机会留在北京， 也有机会去南京、 去苏

州执教 ， 但他都没有去 。 这么高的学

历， 在浏河镇派出所当民警， 一干就是

九年。 究其原因， 有说他是热爱基层工

作 ， 喜欢与老百姓打交道 ； 有说是北

京、 南京、 苏州房价物价高， 他无法承

受大城市的生活成本， 只能选择到基层

来。 他来浏河镇的那年， 这里的房价是

每平方米八千元左右。 他也实现了三年

买车 、 五年买房的生活规划 。 而在北

京、 南京、 苏州， 出身寒门的他， 学业

再优秀， 也不可能实现这样的规划。

这两种原因， 都是可信的， 都是成

立的， 相互也不矛盾。 英雄也是凡人，

凡人有的苦恼、 困惑、 逆境， 他一样不

会少， 甚至更多。 社会不是真空， 有种

种不公平、 不如意的地方。 他能扛下艰

难困苦， 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 保持着

对工作的热情， 保持着对社会的责任，

更让人痛惜， 更让人肃然起敬。 生活并

没有给他的道路铺满鲜花， 相反， 充满

着荆棘。 他是一个负重而行的英雄。

在浏河镇派出所， 我见到了太仓公

安局领导顾晓红和简新海、 浏河镇派出

所所长沈冰和位洪明烈士生前的徒弟、

同事们。 他们说， 所里出了这么一个英

雄， 他们感到骄傲。 但是他们不想要这

样的英雄， 他们只想要他活着一起并肩

工作。

位洪明生前的桌子还摆放在那里 。

一间不大的 L 形办公室， 他的位子在西

边竖位的最北， 靠着窗。 窗外不远处是

一个整洁有序的小区， 假山草地， 绿树

成荫， 住着安居乐业的居民。 这是他要

保护的地方， 他一刻也不曾忘记。 他的

笔记本上写着八个字：

守土有责
守土担责
他也曾用朴素的语言说过： 不管我

们多忙， 只要老百姓认可你这件事做对

了， 哪怕是说声谢谢， 我们就会开心。

他的电脑还开着， 桌子上的东西一

样不少， 就像时刻等待着他的归来。 他

的战友们照常在办公室里工作。 太阳照

常升起， 城市也照常运作， 他却长眠在

他守护过的、 担过责任的土地上。

善良、 单纯、 热情、 孝心、 细心 、

爱心……这些都是他的战友、 同事们对

他的评价。 一件件事从回忆里带着深深

的感情流淌出来， 从九年的时光里流淌

出来。 要说的事真是太多了， 从什么地

方开始说呢？ 好吧， 就从他编写的 《行

政案件办理流程规范》 说起。

他是太仓市公安局里公认的法制水

平很高的人 ， 大家叫他 “百科全书 ”。

他是那种专家型警员， 在工作上， 他有

完美主义倾向。 一份 《行政案件办理流

程规范》 体现了他的用心、 细心。 整个

PPT， 内容丰富， 逻辑缜密， 没有华丽

的过场， 没有绚丽的图片， 里面的每一

句话， 每一个词， 都是用心推敲过。 字

里行间积累了他多年基层法制工作的经

验， 体现了他对这份工作的热爱。

说到基层法制， 不能不说到 “法制

员” 这个工作。

他是派出所里的法制员。 法制员 ，

是派出所执法规范化建设中的灵魂岗

位。 小到邻里纠纷， 大到杀人越货， 大

大小小案件里的每个程序、 每个环节，

都需要法制员的介入。 法制员要用最新

的司法解释和法律条文， 帮助基层民警

规范执法， 让每个老百姓都感受到法律

的公平公正。

每一个案件， 包括事件， 都可能存

在风险点。 法制员要事先评估， 提前提

醒办案民警。 位洪明这个法制员， 事无

巨细 ， 不厌其烦 。 对于案件往哪一步

走， 怎么取证、 审讯， 前期怎么制订计

划， 他都会一一与民警交代， 也会和民

警们反复商量。 有时候， 案子破了， 大

家都放下了， 他还会进行后续跟进。 拿

太仓市公安局新闻中心的简新海的话

说， 位洪明这个法制员就像是烧小龙虾

的大厨师， 别人只要把小龙虾洗洗涮涮

交给他就行。 他要重新检视这些小龙虾

是不是新鲜、 洗得干净不干净。 然后他

要确定所用的调料、 火候、 盘子。 最后

他再亲自端上桌子， 听取顾客的意见。

是啊， 每一件事， 他都像第一次面

对那样充满热爱和激情。 他去世前办的

那件案子， 留下了一张案件导向图。 八

层关系的网格， 一层一层密密麻麻地排

列， 从受害人到嫌疑人， 每一层都指向

明确。 思路、 线索、 办法、 涉疫诈骗的

网络……林林总总， 全在里面了。

本来法制员不需要冲到一线， 但这

次他冲上去了……他最后一条短信， 也

是关于工作的。

他的工作能力， 戴智涛深有体会 ：

两户居民因为宅基地的矛盾闹了十多年

了 。 戴智涛从安徽调过来 ， 不懂当地

语， 面对着这样的难题觉得漫无头绪、

手足无措。 是位洪明帮他理清了思路，

指导他调解技巧， 带着他实地走访， 前

后十多次， 花了一个月时间， 终于让两

户人家握手言和。

岁月没有消磨掉他的热情 ， 在琐

碎、 平凡的工作中， 他始终保持着最初

的激情， 这就是初心和赤子之心。

他的徒弟朱竞翔跟着师父五年了 ，

师父的为人处事， 对工作的态度， 深深

地影响了他。 譬如师父负责的片区， 有

一位老人把自家的车库改成了棋牌室，

师父依法予以劝阻、 关停， 却经常关心

着这位老人， 自掏腰包买了礼物上门探

望。 师父去世前不久， 有一天来到办公

室， 拿出他给大家准备的喷雾酒精。 这

是他自己制作的， 透明的小塑瓶， 可爱

又实用。 朱竞翔说， 做工作一时认真容

易， 但五年中时时这么热情、 严谨是不

容易的。 他说， 和师父相处的时间里，

师父只请了一次假， 是在师娘生大女儿

时， 休了三天。

大女儿叫来来， 才五岁。 她还不能

完全明白死亡这个概念。 位洪明的葬礼

上， 大女儿捧着爸爸的照片走在队伍前

面， 大人们让她一边走一边喊： 爸爸，

我们回家了。 大女儿说， 你们为什么要

让我对着照片喊爸爸？

小女儿叫往往。 位洪明去世时才十

九个月。 每当听到门铃声， 她都以为是

爸爸回来了。 她可能心心念念地等着爸

爸回来做她最爱吃的糖饼。

现在， 位洪明的妻子悲伤之余， 她

得努力让女儿们明白爸爸永远不会回来

的事实。 她对女儿们说， 世上有一个地

方， 那里有一扇神奇的门， 人只能进不

能出。 你们的爸爸就进了那扇门， 不能

回来了。 但是等我们将来老了的时候，

我们会和你们的爸爸在门的那一边重逢。

忽然有一天， 大女儿问她， 爸爸是

不是变成一颗星星了， 每天晚上在天上

看着她们？

她告诉女儿们， 是的。

女儿们大了， 自然会知道， 爸爸曾立

下过誓言， 守土有责， 守土担责。 爸爸不

仅是她们的爸爸， 还是一位人民英雄。

这位人民英雄 ， 有着鲜明的个人

特色 。 他的人生并不完美 ， 却在工作

中时时追求完美； 他的人生并不完整，

却在工作中时时追求完整 。 他经手的

东西都会安排得井然有序， 一件工作，

怎么开头， 怎么度过中间阶段， 最后怎

么收尾……他都要尽善尽美。 他对完整

和完美， 有特别的追求。 朱竞翔说， 师

父对工作的认真负责， 几乎到了有精神

洁癖的地步。

多么希望这样的人， 没有受过贫穷

和挫折 ； 多么希望这样的人 ， 长命百

岁。 可现实就像钱币的正反两面。 一直

到牺牲， 他都被失眠的毛病纠缠着。 他

长期失眠， 睡得晚， 醒得早， 经常是第

一个到办公室的人。 失眠，也许来源于他

完美主义的性格，也许来源于他工作的烦

琐，也许还有内心不愿提及的创伤……和

未曾实现的梦想。

他努力地活着， 直至让自己的名字

成为不朽。

他去世后， 他片上的群众自发进行

了悼念活动。 他的大学同学们、 他的战

友同事们都在回忆他生前的点点滴滴。

让我们记住这个年轻的名字， 让他在我

们充满敬意的回忆中闪耀光辉。 他曾对

他哥哥说， 他的理想是当警察或记者。

现在， 记者们聚集起来， 以这位英雄警

察的名字， 写下数不清的文字。

他的警号是： 245629

最后 ， 让我们来看一看位洪明在

QQ 空间写给他的师父张大伟的一封信：

……夜幕降临， 炎热的暑气已散去
些许。 坐在车里，打开车窗，迎面吹来凉
爽的风，我，舒服！ 你问我为什么选择这
里，选择这里以后有什么感觉。 ……记得
当时我说自己感觉有点小落差， 和原来
预想的不太一样。 你告诉我这些都是正
常的， 无论到哪里都会有的。 还告诉我
一定不要把自己专业放下， 工作了也要
多学习。 没有什么大道理， 没有什么高
谈阔论， 但是让我明白了许多东西， 让
我正确审视自己， 正确定位自己， 以正
确的态度工作、 学习。

而今， 没有什么大道理、 也没有什

么高谈阔论的位洪明， 让我们都在审视

自己， 让我们明白了许多东西。

写于 2020 年 6 月 1 日-11 日

心安即吾乡
查 干

毋庸讳言， 在人世间， 多数人的

生存状态， 可以说是属于流浪的。 体

面的说法， 叫做闯荡， 或曰： 行万里

路。 譬如探险家、 旅行客、 移居他乡

人 、 域外求学者 、 被贬官吏 （古代 ）

等。 而乞丐、 逃荒人、 偷渡者等， 则

属于被逼无奈的流浪人群。 我们有一

句俗语， 叫做 “此处不留人， 自有留

人处”， 便是流浪者的无奈独白， 是给

自己打气儿的自言自语。 流浪， 这个

词汇， 就是背井离乡者生存状况的缩

写。 既流又浪， 前途茫茫， 不知何处

是栖身之地。

体面的流浪者， 和被逼无奈去流

浪的人的生存状况有所不同， 但心灵

的苦楚是一样的。 背井离乡， 总是让

人感到， 自己的灵魂无处安放。 于是

出现了 “落叶归根” 这个词汇。 青丝

出门， 白发归乡， 是人生的出发点和

终结点。 然而， 如今的白发人， 如我

者， 几人能够归乡？ 乡又在哪里？ 我

们有条件归乡吗？ 现代社会的疾速发

展， 抹去了归乡人那条荒草没膝的小

路。 归乡一说， 只属于古人， 与我们

没多大关系了。

我十四岁离开家乡， 一步一步地

走远， 迷迷茫茫地走失。 虽然是走出

了深山老林， 来繁华的都市求知、 求

学， 想争得更好的生存状况， 但心中

却是空洞无助的。 看不见故乡那一缕

炊烟， 便感到凄楚、 恐慌。 觉得自己

已成为一棵无根之草， 四顾茫然， 只

有随风游荡的份了。 但那时， 却不知

自己是在———流浪 ， 因为心中没有流

浪这个词汇和概念。

后来， 大概是 1957 年吧， 观看印

度影片 《流浪者》， 听到电影插曲 《拉

兹之歌 》 之后 ， 才恍然大悟 。 为此 ，

伤感顿生， 暗自流泪， 又怕同学们看

见， 赶快用衣袖擦去， 装作无事的样

子。 后来学唱 《拉兹之歌》， 唱得像模

像样 ， 休闲之时 ， 总是 “阿巴拉古 ，

阿巴拉古” 地哼哼， 以此来发泄背井

离乡的那一腔离情别绪。

《拉兹之歌》 歌词如下：

到处流浪 到处流浪
命运伴我奔向远方
到处流浪 到处流浪
命运伴我奔向远方
到处流浪

孤苦伶仃 露宿街巷
我看这世界像沙漠
四处空旷没人烟
我和任何人没有来往 都没来往
……

后来， 同学们总来打趣 ， 叫我阿

巴拉古。 阿巴拉古系印地语， 意为到

处流浪。 对这个称呼， 我一点也不反

感。 甚或， 把自己当作了拉兹。 这属

于青涩年华之人， 流浪中的浪漫情怀，

和苦涩中的自乐行为吧。 因为， 家境

贫寒， 没有多少经济来源， 全凭学校

提供的助学金维持生活。 两双胶鞋穿

了三年， 后来鞋帮和鞋底分离， 只好

用麻绳连接起来接着穿。 刚开始， 有

些难为情， 尤其在女同学面前。 后来，

心中有了拉兹， 就有了敢于露穷的勇

气。 甚至， 穿着破胶鞋去参加学校组

织的舞会， 也不觉得多么寒碜。 现在

想来， 人的一生， 的确充满了戏剧性，

那是无法选择的生存方式。

然而， 假使一个人， 把流浪生活

看得太过沉重， 无望， 就没有了坚定

走完人生全程的勇气。 其实， 流浪也

是一种改变命运的生存方式， 有不少

人 ， 会流浪出情趣和精彩来 。 譬如 ，

唐代大诗人李白。 他的一生， 可以说，

是流浪加浪漫的一生。 他从蛮荒之地，

流浪到了皇城长安。 甚至， 醉态中的

他， 得到高力士为他脱靴， 杨玉环为

他研墨的待遇 。 你说他 ， 狂也不狂 ？

他流浪中的豪放吐纳， 的确像杜甫所

说： “笔落惊风雨， 诗成泣鬼神。” 现

代诗家余光中， 在他的诗作 《寻李白》

中， 也由衷地赞叹： “酒入豪肠/七分

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

一吐/就是半个盛唐 。” 这一赞美 ， 不

算太夸张。 因为他流浪的过程， 就是

体验人生苦乐的过程， 就是壮怀山水

的过程。 我觉得， 他的一腔豪气， 一

定是来自大山大水的。 再者， 在漫长

的流浪途中， 他总是把信义之地， 当

作了故乡 。 譬如他在七绝 《客中行 》

中就写：

兰陵美酒郁金香， 玉碗盛来琥珀光。

但使主人能醉客， 不知何处是他乡。

是啊， 身处一方温馨之地 ， 又可

以与挚友同酌而酩酊， 何来流浪之苦？

这就是李白， 以四海为家的李白。 豪

饮之下， 竟 “不知何处是他乡” 了。

而宋代词家苏轼， 也曾留下一首

《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 》

的词作， 与之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常羡人间琢玉郎， 天应乞与点酥
娘。 自作清歌传皓齿， 风起， 雪飞炎
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 微笑 ， 笑时犹
带岭梅香 。 试问岭南应不好 ， 却道 ，

此心安处是吾乡。

王定国乃苏轼的好友， 因苏轼之

事受到牵连， 被贬谪到地处岭南荒僻

之地的宾州。 后北归， 苏轼在酒席间，

带有自责地问寓娘， 岭南之地荒蛮艰

涩， 日子应该是不好过的吧？ 寓娘则

微笑答曰： “此心安处是吾乡。” 这使

苏轼很是感动， 作此词以赞。 这里的

点睛之笔就是： “此心安处是吾乡。”

的确， 一个人流浪至何处， 是由不得

自己的。 生存环境和条件如何， 也没

有选择的余地 。 然而 ， 生活的现实 ，

必须面对 。 悲观对之 ， 会雪上加霜 ，

自我捆绑 。 乐观对之 ， 则海阔天空 ，

神安心畅。 这一位寓娘， 虽是一介柔

弱女子， 但因心理素质刚毅坚韧， 对

事物常能换位思考， 引导自己往健朗

的方向走， 就有了 “此心安处是吾乡”

的悟性。 何况， 她身边有心爱的玉郎

陪伴， 于是， 苦与乐， 一样都是好日

子了。

与其哀怨， 不如欢畅， 这便是生

存中的辩证法 ， 亦可谓之 ： 硬道理 。

人， 躯体的流浪不可怕， 怕的是灵魂

的流浪。 如斯， 可不可以说， 安顿好

自己的灵魂， 尽量不叫它去流浪， 便

是最佳人生状态？ 犹如寓娘所说———

心安即吾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