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想，约翰•凯奇的《4 分 33 秒》不
应该在剧场演出，因为人群所在的寂静
不是真寂静。

在那标明沉默的时段里，我无法感
受真正的寂静。我用三分之二的时间
来做准备，因为对这样一支曲子好奇而
兴奋，还有怕不明白而导致的恐慌。这
些情绪虽然轻微，却也鼓荡着，如同二
月的风，卷一些冬天剩余的碎屑，枯枝，
朽叶，或者尘埃。我将这些情绪一一摁
压，但是强迫显得无可奈何。退一步，
我选择闭上眼睛，注意呼吸，希望一份
宁静自然来到，然而到来的，是一些盛
传不衰的话，譬如生命只在一吸一呼
间。我被这些话诱导，调整呼吸，想让
它们更加均匀，但我听见自己心跳的声
音，那是一个钟摆，有着顽固的钝音。
于是我又徒劳地睁开眼，注视手握乐器
的演奏家，以及观众。他们没有几个神
情舒缓，极力镇定，或者强作认真。我
想到他们身体里面，同样是一些钟摆，
还有各种情绪正在左冲右撞。怎么可
以如此混乱不堪呢，我这样气馁，然后

鼓励一番。片刻安静终于降临，但同时
又有蝉叫一般的耳鸣声，自右耳上方
响起。

瞬息如此漫长，时间绕着半径画
圆。之后想象四散，一些片段旁逸斜
出：乐队忙碌着，看不见的音符如同野
蜂，然而，它们都已失去声息，乐手的胳
臂在空气中凝固，颤动的弦弯出弧度
……

那些飞翔的，没有声音没有抑扬顿
挫的音符，以及那静止在乐谱上的音
符，它们，与琴键和弓弦奏出的音符，哪
一种更具备个性？

调整一下坐姿，我发现想象和幻
想、还有胡思乱想，它们都携带声音。
大脑始终是架搅拌机，各种喧嚣嗡嗡回
旋，如风过枝梢，如河流，或者如一根长
鞭虎虎生风。它们并且不断从大脑向
身体其他部分逼近，侵袭，占领，吞没，
最终成为飞沙走石的风暴。

颓然放弃。我的沉默里隐藏着更
为巨大的喧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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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4分33秒》

那个想法已经在马延的心里憋了很
久。马延想，再憋下去恐怕就会爆炸，是
该给老板好好说说了。

老板总是一脸严肃，好像所有人都欠
他八百万。有时老板娘唠叨，老板更是板
起脸：我是卖面，不是卖笑！

按理说，有这样的老板生意肯定不咋
地，可邪门的是，在这座城市旮旯里的这
家拉面馆却是红过了头，每天人山人海像
赶庙会。可是，老板的钱袋子鼓了，脸上
依然不见一丝笑容，也不给大家涨薪水，
铁公鸡一只。

近来兰兰打来的电话勤了些，每天
都嘘寒问暖，这让马延更是心猿意马。兰
兰就是马延心里盛开在高原上的马兰花，
为了这朵花儿开得更美、更艳，马延才远
离那片黄土地，跟着铁公鸡老板来到这座
城市，当起了拉面匠。

那片黄土地富不了马延，也救不了兰
兰的命。自从知道兰兰患了白血病，马延
的心就一直在滴血，医生说可以移植骨
髓，但需要的钱在马延看来就是天文数

字。最终马延狠狠心，
决定出来打工挣钱，就
算挣不到移植骨髓的
钱，也要挣出来结婚的
钱。马延想好了，干上
一年半载，他就回去和

兰兰扯结婚证。
马延挺忙，这还要怪铁公鸡老板不舍

得请人，后厨只给马延配了一个小工。忙
起来的马延连给兰兰寄钱的空都没有，每
月工资发到手交给小工帮忙寄给兰兰，身
上只留下 100块，反正铁公鸡老板管吃住，
自己要钱也没用。

不过马延确实想回高原一趟，想看看
兰兰，最想把兰兰接到城市来，给她好好
瞧瞧病。看着铁公鸡老板的脸色从未放
晴过，马延欲言又止。该怎么给铁公鸡老
板说？自己离开了这店怎么开？马延的
心里就像烧着一堆煤炭。

又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正在操作间里
忙活的马延听到外面一阵嘈杂，从窗口伸
出脑袋便止不住热血沸腾，饭馆的正中央
站的不就是兰兰吗？没错，就是兰兰！兰
兰在众人的簇拥下走进饭馆，在一堆陌生
的脸庞中，马延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那
不是铁公鸡老板吗？他今天怎么笑了？

马延的脑袋有些晕，感觉自己像在做
梦，竟不知道怎么走出的操作间，耳边仿
佛听到老板娘说：这些客人一直以吃面的
形式给兰兰筹集医疗费，老板也拿出这几
年的积蓄，给兰兰已经办了住院手续……
马延的脑袋依然晕晕乎乎，感觉已经回到
了高原，看到漫山遍野开满了美丽的马
兰花。

好一朵美丽的
马兰花

深秋，夏都东城，第一抹阳光
才从一座金色穹顶上静静流下，城
市喧哗。

早起，去一菜市。整条约一里
长的街道，人声鼎沸，摩肩接踵，多
是提篮儿的老妪，拎包儿的少妇，
还有早起溜达的各色人等，多为中
老年人，有推着小孩儿的，有带着
宠物狗儿的，也有讨要的。真是熙
熙攘攘，人为食忙。卖菜的贩儿叫
得心烦意乱，买菜的姑婆挑得尖酸
刻薄。唉!世间之事阴阳相搏，有
彼此有高下有善恶有美丑有真幻
有生灭……惟有上苍秘知不宣。

在街的东头，有一群翁妪围
观，品头论足着什么。我好奇趋
前，一看，一地摆了许多绿底白纹
的瓜，看上去十分地有意思，纹路
有如雪花纷落，有如雪泥鸿爪，有
如碧池浮藻。人皆好奇，问此为何
瓜，能吃否？

瓜贩是一操河州口音的人，不
温不火，十分伶牙俐齿。他不厌其
烦，一一解答：这是看瓜，不是吃
的。吃也能吃，三两年看完了再吃
不急。你说贵，我说不贵，你老一
包烟少说也得一二十元，这物件长
成这样，容易吗，在外着风受凉
的。看在你老识货喜欢的份上，少
给几元拿去，摆在堂屋，偷闲瞅瞅，
一个心情。看瓜看瓜，看看无妨，
不买不要紧，生意不成仁义在，再
看看。看瓜看瓜，走过路过，过来
看看……

看瓜有大有小，大可双手鞠
之，小则一掌之盈，憨态可掬，不与
世争的样子，一个一个窝在那，等
待慧眼、等待赏识，等待缘分。我
看了会，瞅准了一个，长得不周正，
一面凸出一些，有些歪，但更朴拙
憨厚，于是买了回家，摆在客厅，增
添了些秋天的况味。

我前后左右观摩一番，着实可
爱 。 这 时 ，家 人 见 了 ，问 ，你 在
干嘛？

我说，看瓜！
家人过来，莞尔一笑，说，傻瓜

看瓜，一绝！
憨豆吃豆！我不知怎么灵光

一闪，对了这么一句。
皆大欢喜。
此刻，秋阳款款穿堂入室，从

看瓜上流下来，流了盈盈一地，我
的心中悠然生出一缕明亮但不耀
眼灼心的暖。

秋阳盈屋。看瓜看上去愈加
温敦仁厚，蹲在一隅，好像有些满
腹心事不与人说的深邃和睿智。

何为看瓜，我上网摆渡了一
番，果然有“看瓜”一说，说得也不
是十分的清楚；看瓜，顾名思义，只
能看不能吃。看瓜长势超强，野性
十足。瓜圆形，表皮绿色，有清晰

条纹。籽粒绿色，仁可食，肉绿
色。中医学认为，看瓜味甘而性
寒，有利尿消肿、清热解毒、清胃降
火及消炎之功效，对于动脉硬化、
冠心病，高血压、水肿腹胀等疾病，
有良好的疗效。云云。

但后来又听人说，产自黄河谷
地的看瓜，是长着长着长傻了的菜
瓜，是菜瓜中的另类或变种，皮厚
敦实，不好食用。那些皮嫩肉厚的
成了桌上时令鲜蔬，美了口福，果
了肚腹。而那些不合时宜的另类，
则沦为中看不中吃的看瓜。福兮
祸兮?悲耶喜耶？

所以家人揶揄我傻瓜看瓜，实
乃一语中的，看瓜本身即傻瓜，看
瓜无用，不傻即瓜。

古往今来，尤其眼下，人们太
注重有用了，执着于无用之事物则
傻瓜则迂腐，借新新人类先锋们的
星语，即 SB也。

然而，有人则不以为然。庄子
曰：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
之用。今人评价事物，往往以“有
用”和“无用”作为取舍的原则和裁
量的标准。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
主义思维，它使我们获得一片树叶
时，却遮蔽了更广袤的森林。

《庄子•逍遥游》里有一个关
于葫芦的故事，颇耐人寻味——

一天，庄子遇见惠子。惠子对
庄子说：魏王送给我一颗大葫芦种
子，我栽种后，结出的葫芦有五石
容积那么大。我想用大葫芦去盛
水浆，可它不太坚固，怕被撑破
了。我想把它剖开做水瓢，不但不
好使用，实际上也盛不了多少水。
这个大葫芦也太没用了，我于是将
它砸烂了。庄子说：这是惠君的不
是了。如今你有这么大的大葫芦，
为什么不用来制成腰舟，浮游于江
湖之上呢？

由此看来，无用之用，方为大
用。在庄子的眼里，惠子无用的葫
芦，可派更大的用场。虽不可盛取
水浆之流，此为小；但可为舟畅江
湖之游，彼乃大。

看瓜虽无大快朵颐之实用，但
有供识者细细品味之妙用。它无
意间逃过了被吃掉的劫数，在那些
好瓜们早魂飞魄散之后，它还怀纳
日月之精、天地之气留形于世，像
一位遗世孤立的思想者，或得美人
之抚慰，指如柔玉；或得老衲之观
照，目若老鹫......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者，不亦
壮哉！

世有憨豆、傻瓜，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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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州的看瓜与庄子的腰舟河州的看瓜与庄子的腰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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