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的馈赠
藏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

为什么读书、写作？王俊喜有自己的答案：“我的工作是扫大街，可我要是只会扫大街，日子还有啥奔头

儿？”

她总说，在工作间隙读两页书、写两段文字，是最幸福的事。因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不仅要填饱肚子，还

要填饱自己的心。“我一边扫地，一边琢磨文章，笤帚当笔，大地作纸，‘写’到天边也不嫌累。”

就像榨菜能下饭一样，近来，“电子
榨菜”成为很多年轻人离不开的佐餐伴
侣。

“电子榨菜”指的是年轻人吃饭时用
来下饭的视频，这类视频的特点通常是
熟悉、亲切、轻松、毫不费脑，它超脱
了视频的原本属性，定义了“下饭菜”
的新概念。

“下饭神器”

28岁的李晓妮是一名银行职员，她
已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吃饭有了新
的仪式感——到了饭点儿，饭菜摆上
桌，先把手机支起来，再从收藏夹中选
出一部看了不知多少遍的老剧，当一切
准备妥当后，才真正来到吃饭环节。“哪
怕饭菜已经凉了，在选好‘电子榨菜’
前，是绝不会动筷子的。”李晓妮说。

虽然被称作榨菜，但成为“电子榨
菜”的条件却不低。李晓妮说：“我们工
作比较忙，中午只有半个小时休息时
间，所以‘电子榨菜’要么足够熟悉，
要么时长不能太久，最好是吃完饭视频
也差不多可以播完。除了《甄嬛传》《武
林外传》这些经典老剧之外，像那些简
短的影视剧解说也特别受欢迎。”

李晓妮并非年轻人中的个例。如
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热衷于此，他们
不仅自己看，还利用网络平台与大家分
享自己珍藏的“电子榨菜”。

在这些“电子榨菜”中，大部分是
创作于10年前甚至更早的影视作品。和
真正的榨菜相比，对于“电子榨菜”，人
们似乎更钟情“老味道”。

“剩饭新炒”

25岁的刘洋是一名视频剪辑员，从
2021年开始，他经常会在网上发布一些
经过二次创作的影视解说视频，并拥有
9000多名粉丝，很多视频的观看次数超
过4位数。

“起初，我只在网上发一些生活琐
事，关注度特别低。有一次闲着无聊，
为一部老电视剧剪了一条视频，没想到
立马就火了。”刘洋回忆说。

那时候还没有“电子榨菜”的概
念，刘洋把它定义为“剩饭新炒”，他开
始研究什么样的作品更受欢迎，“年轻人
生活节奏快，所以那些解说凝练、内容
轻松的作品会更受欢迎。”

除此之外，在创作素材的选择上，
刘洋也总结出一些经验。“一开始，我以
为新上映的影视剧会更受欢迎，但事实
并非如此。一些经典影视剧往往能凭借
精良的制作、扎实的演技、丝丝入扣的
剧情，激发创作者二次创作的灵感和观
众不断追剧的热情。”

好吃别贪多

年轻人为什么对“电子榨菜”上瘾？
“电子榨菜”表面上满足的是观感，

实际上是让身心获得愉悦。说白了，就
是在难得的休息时间里，为自己制造更
多的轻松感，更快地放松下来，获得比
单纯吃饭更有趣的休息体验。如今社会
节奏越来越快，很多人没有耐心慢慢欣
赏影视剧的片头、片尾，甚至快进、倍
速播放也成为看视频的常规操作。所
以，年轻人对“电子榨菜”的依赖，本
质上是将有限且琐碎的时间充分利用起
来，去获取更多快乐。

就“电子榨菜”这个话题，记者采
访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芳。

刘芳说：“年轻人热衷‘电子榨菜’，
看上去微不足道，实则是在一顿饭的时
间里，对压力完成了一次释放，从而能
够以更轻松的心态去面对接下来的工作
和生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大家总觉得
刷手机时，时间过得特别快，因为放下
手机，就意味着新的战斗又将打响。”

“这也对视频创作者提出了要求，要
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而不是一味耍
宝、搞怪。”刘芳说，“当然，年轻人也
应意识到，吃饭看视频容易导致消化不
良、引起肠胃功能紊乱，用更健康的方
式减压才是更好的办法。”

榨菜，很多人都吃过，但被年轻人视为佐餐伴侣的“电

子榨菜”，你“吃”过吗？

本报记者 张智超

““电子榨菜电子榨菜””好吃别贪多好吃别贪多

最近，中国作家协会公布了2023年
新会员名单，其中一位非专业作家的名
字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前一阵子火爆
网络的55岁“外卖诗人”王计兵。

在许多人的认知中，诗人是站在
桥上看风景的人，而王计兵不同，他
是一名外卖小哥，在泥里生活，在云
中写诗，用热爱抚平生活的褶皱。他
将对生活的感受、对工作的感悟、对
时 代 的 理 解 ， 揉 进 诗 文 里 ， 文 字 质
朴、真挚。

生活中有太多这样的普通人，用热
爱照亮平凡的人生。肃宁县的清洁工王
俊喜，在县城最热闹的街道上为生活奔
波，在奔波的间隙中与文字相伴，文学
让她不再普通。还有“保洁是生计，画
画是生活”的南京大学学生公寓保洁员
吴立娣，“不管在什么岗位上，都要学
习”的北京大学保安许文龙，因熟练讲
解颐和园古建特色被称为“最强扫地
僧”的清洁工张旭……他们都在平凡的
工作中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在平凡的
岗位上坚持学习。

再看看身边，有人日复一日坚持健
身，成为健身达人；有人数十年坚持做

好人好事，成为道德模范；有人热爱编
织，自学成为手艺人……甘甜的果实，
生活的馈赠，就藏在日复一日的坚持和
踏踏实实的努力中。

也有人会说，没时间学习，没时间健
身，没时间交朋友，没时间陪家人……其
实，拥有时间的办法很简单，放下手
机，摆脱懒惰，主动向良性循环靠拢，
重新燃起生活的激情，去寻找心底深处
的热情，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拓展生
活边界，去经历更丰富的人生。改变不
分大小，只要下定决心开始行动，哪怕
仅仅是把宅在家里的习惯变成去健身，
也是好的。

认清生活，直视生活，热爱生活。
生命的辉煌不会在漫不经心的等待中到
来，更需要顽强、坚韧的行动。你我都
要相信，即便微如苔花，只要努力吸收
生活的雨露和阳光，也能够从方寸天地
迈向大千世界。

瞳 言

“骄阳散发了一天的热量，疲惫
不堪躲到西山上，那金色的余晖依
然闪烁着光芒，照耀着阡陌原野和
村庄……”

这醉人一幕出现在王俊喜的工
作间隙。“出工时，刚好能看到太阳
下山，怪好看的。”她把车停在路
旁，在手机上敲出上面这段文字。

69岁的王俊喜是肃宁县肃宁镇
南辛庄村人。在当地报纸上，她的
文章经常会被人们看到。她写诗，
也写故事，从回忆到感悟，再到身
边的人和事。

写作不是王俊喜的全部，清洁
工是她另一个身份——在县城最热
闹的街道上为生活奔波，在奔波的
间隙与文字相伴，“我一边扫地，一
边琢磨文章，笤帚当笔，大地作
纸，‘写’到天边也不嫌累。”

“书阎王”

地上的半张报纸进入王俊喜视
野。她像往常一样下车去捡，没带
长夹和簸箕，脚步也比平时更快一
些。

保持街面整洁是她的职责所
在，而看到文字就忍不住去读，是
她从小落下的“病”。她捡起那半张
报纸，上面的文章既没头又没尾，
却丝毫不妨碍她看得入迷。

从小到大，读书始终是王俊喜
最大的爱好，却也是她最大的遗
憾。她只读到小学四年级就被迫退
学。50多年里，近乎痴迷地看书成
为她弥补遗憾的唯一方式。

小时候，王俊喜每借到一本新
书，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只
想着立刻把书看完。尤其到了晚
上，那时家里没有电灯，为了不让
大人发现，她就把煤油灯藏在被窝
里，用头顶着被子看。煤油灯烟气
大，看一会儿就得出来透透气。有
一次，她被母亲发现，母亲既心疼
又生气，发了好大一通脾气。

白天，王俊喜要干活挣工分，
撒种子、打草喂猪、养鸡放羊……
但她依旧无时无刻不捧着一本书
看。因为担心被认为是在偷懒，一
有风吹草动，她就急忙把书揣起
来，经常是没几天书皮就搓烂了，
王俊喜因此得了“书阎王”的外号。

其实，王俊喜比谁都更在意这
些书。

前些年，王俊喜的舅舅去世，
孩子们决定卖掉老宅，他们问王俊
喜有没有中意的家具、家电，她看
了一圈，值钱的东西一件没要，却
把那 100多本旧书当成宝贝搬回了
家。

村里人说，王俊喜看书看傻了。
“看书怎么会让人变傻呢？看书

只会让人变得更通透。”人们都说
“书中自有黄金屋”，可王俊喜没想
这么多，就是单纯喜欢。

找寻慰藉

“ 在 那 洒 满 月 光 的 空 旷 原 野
上，碧绿的麦田，垄沟里潺潺的流
水，水底映着天上的明月，夜静得
能听到机井流水的哗哗声。水自由
自在地流进畦里，偶尔会被挡一
下，月亮就像摔碎的玻璃杯，一片
粼光。”

种地、浇水，一如这段文字所
写的场景，一直以来，一边生活，
一边写作，都是王俊喜的常态，尤
其在最煎熬的那段日子里——

2012年春节，王俊喜找到清洁
工的工作没多久，丈夫脑溢血、婆
婆去世、儿媳尚在月子里……那段
时间，她过得异常艰难。白天守
灵，晚上脱了孝服还得去医院照顾
丈夫。除夕夜里，别人都在家里团
圆，她却蹬着三轮车两边跑，一连
14天连衣服都没脱过。

家里的事，王俊喜不敢跟丈夫
说，是文字给了她最多慰藉——

“火弱了，抓几把柴添上，火又
着起来了。它们互不相让，真是轰

轰烈烈，不分大小……”
这团火何尝不是她自己？
清洁工的工作全年无休，早上

四五点钟开工，晚上七八点钟才到
家。更让人揪心的是，几年前，王
俊喜老伴儿再次病重，脑栓塞、肺
气肿、心衰、失语……生活一度难
以自理。

很多人为她担忧，可王俊喜硬
是挺了过来。

一边照顾丈夫，一边忙工作。
十多年里，只有婆婆去世时，她请
过几天假，其余时间，工作一天也
没耽误。

她不愿麻烦别人，能自己做的
事情就自己做，就像她在诗里写的
那样——

“骨子里有一份朴实和坚强，尽
管生活多灾多难，把一切伤痛都藏
在心里，在坎坷的人生路上，笑着
迎接每一天初升的太阳。”

“宁静的书房”

“用文字码一间宁静的书房，放
进唐诗宋词、百家文章，不论是阳
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书房里总
是百花齐放，有了它们，生活才充
满希望……”

这是王俊喜最近写的一首诗。
事实上，她的“书房”并不宁静，
严格来说，她根本就没有书房。

王俊喜大部分作品是在工作
间隙完成的。看见有意思的人和
事，或者来了灵感，就在马路边
倚着笤帚在手机里敲上两句。她
用微信把这些只言片语发给自
己，每个对话框旁都带着发送失
败的叹号。

这是王俊喜独有的创作方式
——她每个月的手机资费只有 8元
钱，出了门就没法上网。于是，她
把想到的文字用这种方式记录下
来，晚上到家后再整理成完整的文
章，既省钱又好用。

其实，即便是在家里，真正
属于王俊喜的时间也十分有限。
晚上七八点钟到家后，还要做
饭、收拾家务、喂鸡喂鸭、给丈
夫做按摩……等到把这些事情全
忙完，已经是夜里 10 点以后。她
躺在被窝里整理文章，“每天只有
躺在床上的时间，是真正属于我
自己的，踏实、自由、没有顾
忌。”她经常一写就是两三个小
时，写完立马就给报社编辑发过
去。好几次，文章发过去才意识
到已是后半夜。天亮第一件事，
就是向对方说抱歉。

怎能忘记

年少辍学、婆婆病逝、老伴生
病……在王俊喜心里，人生中，唯
有读书和写作，是她能够掌控得了
的事情。

有一次，她应邀参加肃宁百姓
读书会。主持人介绍她的作品时，
她哭了。好不容易平复了心情，主
持人问她为什么流泪，王俊喜又哭
了。“我就是个扫大街的。平时，老
有人说我装文化人，就连老伴儿也

不愿听我念文章。可这次，我觉得
自己得到了认可。”

生活充满了艰辛，是文字给了
王俊喜勇气和力量——

“如果人人都有一份能量发一份
热，就会到处充满温暖。国如此，
家亦如此。”

她乐观地看着世界，也更达观
地应对偏见。“扫大街的就不能看
书、写文章了吗？”王俊喜自问自
答，“我要是只会扫大街，日子还有
啥奔头儿？人不是动物，不能光想
着填饱肚子。”

说着，王俊喜流下泪来，一滴
接一滴，她压低抽泣的声音，“其实
我就写写自己的生活，谁的生活不
值得记一记呢？”

王俊喜有两个孩子，女儿在北
京当律师，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研究
生；儿子也非常能干，在县城有份
稳定工作。“以前为了儿女，总想着
多挣点儿钱，现在不用操心了，他
们都比我强。”

王俊喜有个愿望，等退休了，
她想写本回忆录，名字就叫《怎能
忘记》。“谁的生活不值得记一记
呢？”她又重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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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工作
是 扫 大 街 ， 可
我 要 是 只 会 扫
大 街 ， 日 子 还
有啥奔头儿？”
王俊喜说。

王 俊 喜 大
部 分 作 品 是 在
工 作 间 隙 完 成
的 。 看 见 有 意
思 的 人 和 事 ，
或 者 来 了 灵
感 ， 就 在 马 路
边 用 手 机 敲 上
两句。

她 用 微
信 把 这 些 只
言 片 语 发 给
自 己 ， 每 个
对 话 框 旁 都
带 着 发 送 失
败 的 叹 号 ，
这 是 王 俊 喜
独 有 的 创 作
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