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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兄哪里去？
——损友林冲（之一）
□胡杨

林冲在绝大多数读者的眼里，绝对是个不折不扣
的英雄好汉。那风雪山神庙、雪夜上梁山的故事，不知
倾倒了多少读书人。

但是，林冲真的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好汉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我们曾在《林冲休妻之谜》一文中，讲了林冲对妻子

的不忠。那么，今天我们再来讲讲林冲对兄弟的不义。
各位看官知道，这梁山好汉最为看重的，就是一个

“义”字。为了兄弟之义，他们可以上刀山、下火海，眼
睛都不会眨一眨。而那梁山一百单八个好汉中，最重
义气的，应该是花和尚鲁智深了。

鲁智深第一次见到林冲，是在小说第七回。
小说写道：那时正是三月尽，天气正热。众泼皮请

智深使器械：“怎得师父教我们看一看也好。”智深便去
房内取出浑铁禅杖，头尾长五尺，重六十二斤。众人看
了，尽皆吃惊。智深接过来，飕飕的使动，浑身上下没
半点儿参差。众人看了，一齐喝彩。智深正使得活泛，
只见墙外一个官人看见，喝彩道：“端的使得好！”

这个站在墙外喝彩的官人，便是林冲。
这鲁智深与林冲一见如故，相谈甚欢，林冲当即就拜

鲁智深为兄。但是，这林冲是真心想拜鲁智深为兄吗？
从林冲以后的所作所为来看，那答案显然也是否

定的。
那么，既然林冲不是真心要拜鲁智深为兄，可林冲

又为什么要认鲁智深这个兄弟呢？
小说写道：那官人口里道：“这个师父，端的非凡，

使得好器械！”智深道：“洒家是关西鲁达的便是。只为
杀的人多，情愿为僧。年幼时也曾到东京，认得令尊林
提辖。”林冲大喜，就当结义智深为兄。

原来，林冲之所以会与鲁智深义结金兰，只是因为
两人之间的惺惺相惜。

林冲作为一个精通武艺的禁军教头，非常欣赏鲁
智深的那一身好武功，再加上又听鲁智深说认得自己
的父亲，所以这才临时起意，要结拜鲁智深为兄。

其实，在林冲看来，这兄弟结拜，就是一件很平常
的事情。但是，对于非常看重兄弟义气的鲁智深来说，
这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因为鲁智深觉得，既然结拜了兄弟，那么，就要“不
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就要处处
想着兄弟。如果兄弟有了难，就要无条件地拔刀相助。

于是，一听说有人在与兄弟娘子“合口”，鲁智深便
“提着铁禅杖，引着那二三十个破落户，大踏步抢入庙
来”，前来相帮林冲。

可是，林冲见了匆匆赶来的鲁智深，却并不以为
然。

小说写道：林冲见了，叫道：“师兄哪里去？”智深
道：“我来帮你厮打。”林冲道：“原来是本官高太尉的衙
内，不认得荆妇，适间无礼。林冲本待要痛打那厮一
顿，太尉面上须不好看。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林
冲不合吃着他的请受，权且让他这一次。”

临别时，鲁智深约林冲“明日再会”。
可是，林冲第二天却爽约了。在家待了几天，林冲

又上街去吃酒了。与林冲一起上街去吃酒的人，并不
是他的结义兄弟鲁智深，而是陆谦。

席间，林冲甚至还同陆谦说了一通“男子汉空有一
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沉在小人之下，受这般腌臜的
气！”之类掏心窝子的话。

那么，才与鲁智深义结金兰的林冲，为什么要爽约呢？
因为，林冲那时并不想见到鲁智深。
小说接着写道：第四日饭时候，鲁智深径寻到林冲

家相探，问道：“教头如何连日不见面？”林冲答道：“小
弟少冗，不曾探得师兄。”

鲁智深见林冲连续几天不曾露面，很是挂念，就径
直寻到林冲家里来探视。但是，林冲却只以“小弟少
冗”这样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草草地应付了事。那高
衙内再次调戏林娘子的事情，林冲竟然对鲁智深绝口
不提。

那么，林冲为什么不想见到鲁智深，而且还对鲁智
深如此冷淡呢？ （未完待续）

亲情无价
□沈健

每晚8时半左右，清脆悦耳的铃
声都会响起，那是女儿问安的来电，
接着是好一阵亲昵的聊天。按说已
是微信时代，但多年的习惯成了自
然。听着这清脆悦耳的铃声，“囡囡
来电了”——我和老伴的心头都会
涌起一阵喜悦。然而近日，听到这
清脆的铃声，却换上了些许沉重的
心情，何故？

真所谓人生苦短，一忽间，我和
老伴步入了奔八十的白发队列。年
老体衰疾病缠身渐成我俩的话题，
特别是老伴腰椎开刀打上八枚钢钉
后，行动困难，成为必须面对的现
实。“在安排晚年生活中，减轻子女
负担是我俩的主要考虑。而解此
题，最好的选择是去养老机构。”

当我们提出此题，儿女俩一致
反对：“在家舒适，有我们呢。”想想
也是，老两口住着绿树碧水畔的150
多平方米房子，月有退休金，吃穿不
用愁。去年，女儿提出双休日相聚，
她和弟弟轮流做菜，让我俩坐享他
俩的厨艺。她说干就干，买来新厨
具。双休日，到最大的菜场购最好
的菜，烟熏火燎地干得兴趣十足。
引得我按动手机，摄下姐弟俩做的
满满一桌子的佳肴，真是天伦之乐
呀！这还不够，女儿先后买了两台
智能扫地机，边操作边讲解，教我们
使用。还买了洗衣机、微波炉、豆浆
机、智能电饭锅、时髦的衣服鞋帽等
等，把我们两个老古董进行了全副
现代化武装。冬天还购置了饭菜保
温板，日常的细小用品更不用说
了。作为单位效益下滑的工薪族，
如此花钱，她虽甘心，我们却心痛，
多次批评她：“这是肉里浇麻油——
何必！”但她乐此不疲，振振有词：

“可不能‘子欲养而亲不待’”。一
次，我们批评重了，她哽咽有声，泪
珠涌着亲情纷纷滚落，捧起我们用
坏了的那台扫地机拿回自家使用。
此情此景，我们何话可说？只能由
她乐此不疲了。

家产处置是晚年话题之一。房
产是重点，姐弟俩礼让不止，儿子态
度更坚：“姐姐的孩子成年了，房子
给她；父母的钱是父母的，父母尽管
花掉。”儿媳积极支持。于是，我在
遗嘱中用了这样词语：“古有孔融让
梨，今有姐弟让房”，以买卖形式过
户给了女儿。同时，在儿子儿媳的
提议促成之下，选择了甬城的风水
宝地东钱湖，购置了我俩百年之后
的安身之地。我和老伴面对青山绿
水的东钱湖，顿感亲情无价，一身轻
松呀。

无价的亲情更坚定了我们“不
能拖累子女”的理念。他们有工作
有家庭，在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压
力重重，生活不易，我们去养老院是
两全其美的选择。为了避免面对

“涌着亲情的泪珠”，到时说不清道
不明，我给子女俩写了一封长信，阐
述了决定去的那家养老院的十大好
处和理由，结论是：“两全其美之策，
理应言欢而行”，家庭会议上才获勉

强通过。然而，儿女情长，会
后勉强同意而心有不甘的儿女
仍不时提出在家养老的好处。
特别是女儿，常在电话说些养
老院的“坏话”，这就是“近日听
这清脆的铃声，却换上了些许
沉重心情”的原因。我们心里
清楚，这是儿女俩意在“反供”，
就坚而拒之。

进养老院签订协议那天，
儿媳开车，儿女俩陪同我们前
往。协议书须确定一名监护
人，儿女俩争相签名，儿媳也不
落后，结果三人同签，看着三人
签名的笔画，那流畅的墨汁似
甘甜的蜜汁注入我们的心田。

签订协议之后，细心的女
儿趁我们还未入住之际，与家
人一起，多次到养老院考察环
境，了解情况，给我俩居室的卫
生间购置了电子坐便器，还给
爱玩手机而老眼昏花的我俩，
买了ipad和手提电脑等，连铅
笔也削得尖尖的安放好，把我
俩当成了老小孩，而已知天命
的她却孩子般大哭了好几场！

亲情无价，真是难舍难分
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