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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昌民

伤芭蕉

那是三十年前的画面了，

一辈子也忘不了。

一家四口从武汉到广州，

再转车往深圳。火车缓缓地前

行，停在小站，小贩把一把黄

皮果塞进车窗，那是南国才有

的果子。

我 们 盯 着 车 窗 外 的 景 致

看：芭蕉树多了，那么高大茁

壮，气势轩昂的，似乎在说：

“这里可是我们的领地哦！”

到 了 蛇 口 ， 我 们 住 过 单

身楼、花果山小区（60多平方

米）和招南小区（76平方米）。

1994年住进了翠竹园——蛇口

工业区第一次为本系统的干部

建造的福利房。蛇口工业区是

全国率先推行干部聘任制、住

房商品化的著名大型国企，当

年十分警惕遏制特权与腐败，

以高度自律伴随着小心谨慎的

改革，七栋多层住宅楼有一栋

每户面积 120平方米，其余的

仅为 110平方米。 

蛇口翠竹园区位上佳，格

局疏朗，楼距开阔得窗帘只剩

下遮阳的用场，而且绿地充足，

与其后相继出世的商品楼局促

的环境相比，非常适宜居住，

故而有“绝版小区”之称。

另有底细，更显得与众不

同：除了施工建造，从设计到

绿化、清洁、物业管理、电、水、

通讯、有线电视台，全都是本

系统的下属单位，不难想象，

关系翠竹园的事，哪个单位的

头头都会把工作做得无可挑剔，

这是常识。

小区于是具有了与生俱来

的秩序：居民是彼此熟悉的，

认同感是较为相似的，行为是

自觉友善的，邻里们都十分在

意自己的形象：比较通情达理

而不乏公德意识。

这样的“大院文化”部分

抵御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填补

了社区（基层社会）管理权力

的弱化，延滞了道德缺失。回

想那时，首先是感觉安全的，

更多合理性而非商业追求，有

一 种 彼 此 不 陌 生 的 温 馨 ， 甚

至——可以说是蛇口尝试的社

会改革的缩影——诉求和卓见

不会落空。蛇口创建者袁庚多

次说过：“要让蛇口成为最适

宜人类居住的地方。”他的带

有桃花源清香的理想，虽不能

全至，心仍向往之，而我们毕

竟有浅尝过的暖融融的记忆。

果然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将近二十年过去了，想想中国

的变化有多大，翠竹园的变化

就有多大。

一部分风流人物应风而流，

另择华林高枝去了；大宅概念

翻新，禁不住心旌飘摇了；特

权、透明之类的聒噪已不再入

耳烦心，位高者可以放心入住

公馆级新居了。剩下可点头致

意的翠竹故老越来越少，大约

五分之一的样子，系念并延续

着过往的风光。 

人非物是，岁月侵蚀，楼

梯的积尘久了，触目的垃圾多

了，草木退化、榛芜丛生，物

业管理费见长，服务指标反降。

世事大体如此吧。窗下的小花

园展露最后的芳颜，不久她也

随着翻过的一页而去了。

新的街坊邻居多了起来，

他们不知来自何方，有些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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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了不同的生活习惯。

有些人家特别勤于晾晒被

子和床单，他们不在自家阳台

上晾，也不上楼顶的天台上晒，

而是在树上牵绳子，像蛛丝攀

来攀去，而晒出去的物件，像

串串大幅的万国旗。

园子里芒果、菠萝蜜成熟

的时候，有人挥起竹竿敲打，

就像是在收获自家的作物。

新人里有一些比当年的我

们清闲得多，他们酷爱打牌，

甚至可以不分昼夜，而且看不

上活动室，偏对小区入口一带

情有独钟。他们对牌桌牌椅并

不讲究，垃圾堆里随手捡来，

跛腿的、漏底的全能抵挡，形

成怪异的风致。当人散去，桌

椅如灾后的废墟，烟蒂共绿茵

错色，纸牌与枯叶齐飞。              

生 活 大 步 走 进 了 汽 车 时

代，翠竹园不堪压力，居民们

表决把小花园改作“临时”停

车场。业主委员会出面死磨力

争，房地产公司碍于早年有过

占地补偿协议，这次给足了面

子，拔下一根汗毛，派来包工

头平出了一块衣不蔽体（薄壳

般的水泥都没铺满）的简陋停

车场。

眼见窗下的绿地将变成车

道，我们这一栋居民自然心情

不欢，但还是服从整体利益，

做出牺牲，只要求不要损坏老

树，不要在窗口下停车。

施工的日子，掘土机的怪

叫声、叩击声声声入耳，纵使

不往窗外看，还是因左右不了

生活的走向而阵阵心烦。 

业主委员会的职能仅限于

“向社会各方反映业主意愿和

要求”，进入指挥其事阶段，

顿显无力，这时冒出一群活跃

分子（古称“好事者”），常

聚在我们窗下沸声指划，还散

发 传 单 要 拉 起 一 个 “ 维 权 小

组”，开设 QQ群。

一天夜晚，忽闻喧声，嘈

嘈切切，灯影辉耀，初还以为

施工队提前进场，一看才知是

那群牌友（说不准是不是“维

权小组”同一伙兄弟）挑灯夜干，

抢先用施工的水泥砌出一方地

坪——我园的牌戏从今不但地

盘确保，而且脱却寒碜之气。

第二天包工头也不计较，

停车场水泥薄施，不就是了？

早起推窗一惊：只见残叶

零落，两株芭蕉竟被伐倒在地！

这两株挺拔的芭蕉生来有年，

既不碍任何人的事，又是本园

媚人的翠色，更是我们的窗外

风月⋯⋯我怒气难遏，噔噔下

楼，把干活的几个工人一顿斥

责！那几人辩解说他们只知听

命干活，谁叫干的？不知道。

稀里糊涂地，窗外的芭蕉

树没了；打牌的围子一如既往

地晨昏倒、懒梳妆。在我们楼

居民的强烈要求下，路边栽上

了一排细竹。窗下不应停车，

谁站出来说话？谁又理你？

古榕下的花园停满了汽车，

不知不觉百姓就尝上了畸形发

展的苦果。

那两株芭蕉被移栽到楼西。

其中一株有一枝桠骨断肉连，

难看地斜楞着，我拿塑料绳把

它捆牢。过些日子看一眼：枝

桠一直没长结实，芭蕉叶还绿

着⋯⋯

蛇口乃我国改革开放的首

善之区，得时代之赐，放手描

画新型社会，思考与探索良多，

老一辈奔赴这里时向往的“阳

光空气”，后来令更多的人们

吸附过来的个性张扬与合理宽

松，首先建筑在有效的管理、

认同的自觉与平等的沟通之上。

而今轻狂自私的社会风气加速

了蛇口精神宫殿的崩坏，理想

的生存环境如赤霞一抹，有过

了短暂的绚美，重又沉入了山

影中。

基层社会应当是国民安顿

心灵、养育心灵的地方，革命

摧毁了千年以来维系社会的基

层结构，代之以革命理想，而

当革命理想出了毛病，整个社

会顿时变得心灵无着、道德沦

失、松散混乱，我们的精神还

须要久久地跋涉苦难。

思想家王元化认为，社区

改革刻不容缓，“它应该是从

大政府转向大社会，使社区更

多体现出服务和自治的性质，

让政府对社区的管理由指令式

向指导和辅助式转化，由原来

作为社区派出机关的基层单位

向民间社会自治性组织逐渐过

渡。”以此为方向，兴许能够

拯救危机暗伏的中华民族。

宋 代 词 人 蒋 捷 吟 唱 道 ：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

绿了芭蕉。”如今窗前的芭蕉

没有了。未来的葱茏与芳菲，

还能指望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