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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传荣

前几年爱人给我买了一条裤子，没穿几

回，不小心把拉链给弄坏了。

更换一条拉链吧，如今小区门口早没了

这样的裁缝师傅；自己更换吧，既没那样的本

事，又无那样的工具；扔掉吧，又觉着殊为可

惜，毕竟是一条崭新的裤子。于是，这条裤子

就一直被挂在衣柜里。每年季节交替整理衣

柜的时候，总要把它拿出来看一看，悲切地哀

叹一番，然后又怅然若失地把它重新挂回。

如是这般，来来回回挂了 4年有余。

本以为这条早已沦为鸡肋的裤子，早晚

有一天总会以一个自己能够接受的理由被扔

进垃圾桶。但前几天，我准备出门闲逛，刚走

没多远，竟然发现小

区门口多了个流动修

补车。那车身上挂着

一块简易的牌子，白

底红字醒目地写着：

衣裤改短、更换拉链、

修伞修鞋。

我 顿 时 两 眼 放

光 ，这 难 道 是 久 违

的 小 修 补 摊 又 回 来

了吗？

带着满腹疑惑，

踅身凑前一看，果然

是小修小补的流动摊

位。而且摊主竟然还是很多年前就在小区门

口摆摊的老宋！这太让人意外了！

要说这老宋，之前可是一直在小区门口

摆摊几十年啊！只是后来不知何故，老宋消

失了。没想到时隔多年，他竟然又回来了。

我笑嘻嘻地冲老宋打着招呼，问他可还认得

我。他停下手里的活，盯着我瞅了一番，随后

便咧嘴笑了起来连连说：“认得，认得，怎么不

认得，都老朋友了！”

老宋在我们这小区门口摆摊修补，30 年

没有 20 大几年总归是有的。印象中老宋还

是小宋的时候就在这里摆摊了，进进出出的

居民几乎没有和他不熟的。那时候，居民们

每日外出上班从小区门口经过，老宋总会笑

嘻嘻地打着招呼：“上班去啦？”大家也总是笑

嘻嘻地回他：“上班去了！”晚上下班回来，老

宋也会笑嘻嘻地说一声：“下班啦！”大家也是

笑嘻嘻回他：“下班啰！”

在这温馨的互动中，我们似乎已经习惯

了和老宋这样一问一答。偶尔老宋或因家中

有事不能出摊，大家反倒觉着不习惯了，总觉

着门口少了个人，心里空落落的。

然而终于有一天，大家忽然发现老宋真

的不来了，悄无声息的，连个招呼也没打。老

宋不来出摊，一开始大家还以为他或许家中

遇着了什么大事吧，只是暂时不来而已，等忙

完了这阵子一定还会回来的。

但老宋是真的不来了。隔了一月两月，

他没来；过了一年两年，他还是没来。老宋不

来之后，没过多久美丽家园创建就深入推进

了。小区门口原先的那些违章搭建、乱停乱

放之类，全都被清理一空。老宋先前一直摆

摊的那块空地，很快就建了个围栏。园林工

人又运来了一些泥土，后来，那块空地就被改

造成了一个袖珍花园。

没有了老宋，一开始居民还倒觉着没什

么，时间一久大家才发现，还真离不开老宋！

譬如，买回来的衣服袖口长了，总得要裁短点

吧；裤子拉链坏了，总得要更换一下吧；穿久

的皮鞋后跟坏了，总得要修一下吧……

原先有老宋在，这些根本都不算事，丢下

个三五块钱、最多 10 块钱，一会儿就给你搞

定，而且几乎都是立等可取。实在有事等不

了，上班出门前把需要小修小补的东西扔给

老宋，下班回来，保准给你弄妥帖，顺手取回

即可，一点工夫都不耽搁。

没有了老宋，这些小事解决起来忽然就

没有了着落，非常不方便。不过，虽有不便，

但毕竟这些小事也无关大局，大家该咋过依

旧咋过。

日历一页页悄无声息地翻过。本来许多

人已逐渐淡忘小区门口曾经有过这样一位老

宋，可谁又能想到，多年以后，老宋竟然又神

奇地回来了！

又见老宋，我不免略显激动。见我如此，

老宋也显得很开心。他用乌黑的手拍拍一旁

的小凳子招呼我坐下。多年不见的老宋，额

头上多了几道更深的皱纹，头发是明显又白

了许多。

老宋说，他确实是没打算再回来的，一是

上了岁数，眼神不好使了，二来孩子都已开始

工作赚钱，没必要再出来了。但两个月前，社

区杨书记给他打电话，说让他回来把曾经的

摊子再摆起来，小区居民有需要。

我一愣，原来如此啊！

老宋告诉我，杨书记很热情，说只要他重

新回来，小区会专门给他弄块地方用于摆

摊。所用车辆，小区也会给他配好，如果有什

么困难，尽管提，小区会尽量满足，只要把小

区居民服务好就行。

我顺着老宋的话连连说是的是的，你不

在的时候，我们许多需要小修小补的事儿都

没着落，还真是不方便啊！

“你说杨书记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怎么

说面子上也抹不开啊！赚不赚钱另说，就凭

杨书记这份热情，我重新回来也是应该的！

更何况，咱小区里这进进出出的，都是老熟

人呢！”

老宋一边和我唠着一边麻利地干着手中

的活。虽说年纪渐长，但他的一手绝活还在。

又见老宋来摆摊

候鸟来了

贝壳里的海
齐未儿

北戴河贝壳王国，是一座贝类博物馆。置于玻璃展柜内

的贝壳，在灯光下，熠熠闪光，像一件件修整打磨过的工艺

品。我好像一下子掀开波澜壮阔的大海，看到了海底世界。

我讶异地发现，贝，竟是如此庞大的群体！贴近标牌读不

同的名字和介绍，感叹着，这些静置的空壳，原本都曾经鲜活，

而今肉体已逝，只留下它们纪念活过的痕迹。

芋螺科的贝投我眼缘，却没想到它们个个都是使毒高手，

而且有些毒对脊椎动物有效。别致芋螺外壳淡黄色，上面有

螺旋排列的深色斑点，顶部镶满花纹，像冰淇淋。它的壳厚

重，难免行动迟缓，开口又窄，所以是食虫的。同样是芋螺，杀

手芋螺的开口就相对开阔，螺体轻薄，行动迅速。这么巧妙的

设计，当然是为了生存，它食鱼。仅仅芋螺科，已然是大家族，

鸡心螺、僧袍芋螺、海之荣光芋螺、寺町芋螺、花冠芋螺、蝴蝶

芋螺、贵妃芋螺、大理石芋螺……

海洋森林草原，每个地方，都是复杂的生态圈子。共同生

活在同一个地域的生物，彼此相融，又互相牵制，各自生存，又

和谐统一。这不能不让我感叹，自然多么神秘奇妙！

芋螺很多，占据的却只是贝壳王国的一个小小展柜。其

他如管螺科的贝壳，单独看，个个都像细而扭曲的管子，它们

生活在海底的礁石或树枝上，喜欢纠缠在一起抱团生长。劳

斯管螺缠绕在一根树枝上，整体看去，淡黄的颜色，婉约的造

型，像是古代女子头上戴的发簪，走起路来，能跟着一步三

摇。坚螺科有很多被叫作蜗牛的贝，我并不觉得它们状似草

地上的蜗牛，倒是不少拟阿勇螺科的小螺，偏有些常见的蜗牛

样子。长鼻螺科有一种马丁氏长鼻螺，头部伸出长长的尖刺，

跟牙签的样子差不多。还有一种短鼻螺，竟然也属长鼻螺科，

要是它自己会说话，一定忍不住笑出声来。

这个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当然也没有两种相同

的贝壳。即便它们同属于一个谱系，也是千差万别。如果一

粒砂里有一个世界，每一枚贝壳里，就装着一片独一无二的

海洋。

小时候，在海边跑，我常常捡到一种空螺壳，举起来贴近

耳边，会听见潮水涨落的声响。正是在贝壳王国，我第一次知

道了它的名字叫条纹鬘螺，也拥有一大家子表兄弟表姐妹。

住在海底的贝，会用什么目光看向海洋和渔人呢？当用

于捕捞的装置越来越发达，捕捞工具越来越精良，它们要如何

逃过坚牙利爪？有人说，海底很辽阔，海底也很拥挤，每种生

物都要占有一席之地。

贝壳让我惊艳，接着陷入深思。为了每一个微小的生命，

我要更加珍惜海洋。

张庆和

云做被，地是床，高高的大山是故乡。那年那天的那一

刻，你，一觉醒来，一个懒腰，把脚伸进了太平洋。沐春风夏

雨，历秋月寒霜，一天一天，你长大长壮，长成举世瞩目的浩

浩荡荡。

哦，这就是黄河。日夜奔流，万年辉煌，孕育华夏文明，

激励中华儿女。一代代，一辈辈，站起来，挺起胸，踏平坎坷，

一路高歌，穿行在富民强国的大地上。

黄河从天上走来，一路辛劳疲惫，到这里本想小憩一下，

却被陕、晋两省拧成了结，装进一个容器收藏。几番摇动，几

番摩擦，几番碰撞，冰融化，气轩昂。而后便以迪斯科舞的姿

势，欢笑着，拥抱着，旋转着，纠缠着，不离不舍。继而又以填

平沟壑的宏愿，以追求远方的信念，以勇士无畏的气概，纵身

跳下悬崖，塑造成一截立体的黄河。

走到这里的黄河水，历经千年万年酿造，每一滴都珍似

玉液，贵若琼浆。浅点斟，浅点斟！这酒也似的瀑布太浓太

纯，这启动的眼唇才品味一滴呀，便醉了心。

挺直腰板的黄河站立起来了！黄河在大声呐喊！黄河

在纵情歌唱！黄河的声响，如雷鸣，似虎啸，威震四海，气吞

八方。

“风在吼，马在啸”，一曲激越的黄河大合唱，曾经荡漾抗日

将士的满腔热血：跨过黄河，奔赴前线；催征的战鼓敲响，冲锋

的号角嘹亮。风烟滚滚，万马驰疆；大刀挥舞如闪电，众志筑起

高耸的墙；追随奔腾的黄河水，杀向恶魔，刺穿了东洋……

小草舞蹈着赞美蓝天，花朵微笑着仰望霞光。蓝天是黄

河水涤亮的，花草是黄河水滋润的。而黄河，作为华夏之母，

却无怨无悔，不声不响。身躯匍匐大地，眼睛望着远方，流

淌，流淌……

草 的 温 暖
王乃飞

现在的冬天，我们有暖气、空调，再也不

怕寒冷的侵袭了。而我小时候，对寒冷却有

些无能为力。那时候，一个家里顶多有一个

炉子用来做饭兼取暖，为了省钱，还不让炉火

太旺，屋里老是充满着寒气。没有炉子的屋

里，就更冷了。

我们选择了廉价的取暖方式——草。一

入冬，母亲便会把很多草装在一个大大的布

兜里，装得结结实实、满满登登，再把那个

布兜封上口。把那些厚厚的草铺到床上，

床便一下子被抬高了，这就是我们那时候

特有的草褥子。用草填充起来的褥子，不

是很美观，躺在上面，却松松软软的。晚上

倒在床上，夜里觉得冷了，我就把整个身子

贴在草褥子上，便觉得有一股暖流涌向体

内。整个冬天，我们就是躺在草里，在那些

草的呵护下过来的。

做草褥子的草，大多是麦秸秆。麦收季

节，麦子入囤，麦秸秆也不舍得扔的，要用

碌碡碾碎了，再晒干了，放起来。等天冷

了，这些麦秸秆便要装进布兜里，陪伴人一

个冬天。

等来年天气转暖了，草褥子从床上抽下

来。一个冬天，那些草都被我们压平了，压柔

了，便会被母亲倒掉，只把那个布兜留着。那

些被我们压了一冬的草，便成了做饭的燃

料。再到麦收时，母亲又会把上好的麦秸秆

晒好，收起来，她说：“新草才暖和。”

那些年里，装草褥子，铺草褥子，一直是

冬天里必做的事。装好的草褥子，一个人都

抱不动。可就是这种笨重厚实的东西，保证

了我们家一冬的暖和。我整个青少年都是在

草褥子上过冬的，直到后来生活好了，屋里有

了暖气，才不用铺草褥子了。那装草褥子的

布兜也不知扔到哪里去了。以后村里的土地

都流转出去了，连根麦秸秆都见不到了，草褥

子才从我们生活里消失。

感谢那些草，感谢它们曾经给我带来的，

那样长久的温暖。

这就是黄河

叶小钟

这是很久很久之前在家乡度过的一个中秋

节了。那时候，我们都还很小，生活在离城市很

远很远的一个小山村。

中秋前的那天下午，小朋友们在小模的

家里玩橄榄核游戏。突然，一个小伙伴跑了

进来说：“不好了！不好了！敌人来了！”大家

隐隐约约看见山顶上的一棵树上，有一片白

色的东西在飘动。那时候，我们刚刚看过电

影《地道战》《地雷战》《渡江侦察记》，知道敌

人来的时候会举着一面大旗。大家警惕性特

别高。晚上，我们都记着这件事情，没有睡

好。第二天一早，小伙伴们悄悄摸上山，看到

了昨天下午远远看到的那面飘动的“旗子”，

原来是一张大大的报纸。

石海几个从家里拿来几把砍柴刀，到村

西头一个小山坡上，砍下竹子，做成了一杆

一杆的竹子刺刀。我们拿着比自己个头还

高的竹子刺刀，心里油然而生神圣感。大家

表情肃穆，先是肩上扛着竹子刺刀，排列一

行，立正，稍息，然后前进，对着山坡面前的

泥土，一下一下地刺击起来。练了一段时

间，大家又学着电影里的“急行军”训练，规定

不能走大路，而是从密密麻麻的丛林中穿过

去。夕阳西下，大家将竹子刺刀藏在竹林里，

才各回各家。

晚上，一轮明月挂在了天上。远处的山，

出现了美丽的剪影。妈妈搬出一张小桌子、

几张小竹凳放在门口坪地上，把一钵擂茶搬

出来了，空气里顿时弥漫着浓浓的擂茶香。

妈妈用足了擂茶料，除了陈年老茶叶、新炒花

生、芝麻外，她还放入了薄荷、艾草、苦刺嫩芽

等香料。奶奶拿了盘子，到她睡房阁楼上密

封油箱里拿出过年的时候制作的香脆甜食米

通，装得满满一盘端出来。妈妈将煮好的芋

头摆放在桌上，又将一碟姜丝放在芋头旁

边。舅舅的大儿子我叫拉斯表哥的，从河对

面的岭排村过来了，他从深山水溪中捞到一

些田螺送过来请我们吃，妈妈用紫苏、姜葱

等，将田螺炒得喷香喷香。

爷爷、爸爸在外地有工作要做没能赶回

来，奶奶、妈妈、叔叔、细姑、哥哥等家里的大

人都过来围坐桌边，一人一碗擂茶，吃着米

通，吸吮着田螺。

附近的邻居亲戚家的小朋友也来到我们

家做客。妈妈搬出一个竹躺椅放在门口坪地

上，大家坐在这里纳凉。妈妈请小朋友吃芋

头，给大家讲起了客家民谣。“月光光，好种

姜。姜闭目，好种竹。竹开花，好种瓜。瓜未

大，摘来卖。卖到三吊钱，学打棉……”妹子

人（当地方言，指女孩子）特别喜欢这些歌谣，

纷纷学着念，学着背诵，声音越来越大，越来

越多的人围拢了过来。

一位不知是哪个屋的胖大婶带了些煮熟

的番薯凑了过来。竹躺椅可躺可坐，大婶倚

老卖老，整个躺下了，小朋友们只好在竹躺椅

上的边边围坐着。大婶说，我给你们讲个老

虎外婆的故事，小孩子不听话就去外婆家，但

外婆被老虎精吃了，这个老虎精变成了外婆，

在等小朋友上当。

我们都才几岁，吓得纷纷将耳朵塞住不

敢听了，晚上怎么也睡不着。很长一段时间，

大家心里都惴惴不安。虽然胖大婶好心请大

家吃番薯，但突然感觉到她是不是就是那个

老虎外婆呢？记得从那以后，我们见到她都

在她没有察觉之前就设法避开她走。

中秋之夜，月清如水。我们一大群小朋

友自由活动了。大家到马路上，纷纷拿出家

人给准备的中秋月饼。形状各异，有的是半

块，有的是四分之一块，我的是一块圆圆的甜

米糕，大家都说厉害。阿锦的那块非常“标

准”，圆圆的厚厚的，与圩上商场卖的月饼一

样，大家都非常羡慕，认为他的是最好的。不

过他说，这是他阿妈自己烙的，圩上卖得太贵

了。大家的心里突然像被蜜蜂的刺扎了一下

似的，然后又有点心酸……我们想，等长大了

也要去工作挣钱。经过激烈争论，终于最后

公认了，最好吃的是两样东西——甜甜滑滑

的仙人草和香喷喷的撸板子（当地方言，指仙

草粉和米粉）。

我们来到了大桥上。皎洁的月色映照下

的白色水泥小桥，显得干干净净。大家躺在

桥上，从桥头到桥尾睡成一排，如同电影里做

的那样，装死。

桥下的河水静静流动，仿佛也配合我们不

发出声音似的。桥南后面的路边是黑黑的小

山，桥北的路两边一直延伸到远处是灰蒙蒙的

番薯地、菜地，静静的，都似乎一起帮忙打掩

护。大家屏住气，在皎白的桥上一动不动。

我们希望有大人过来，一直等啊等啊，等

了很久很久。我们忘记了时间。这里真的非

常明净，非常舒服，希望永远都这样下去。不

知不觉，我们都睡着了，睡得很香很甜。

小 时 候 的 月 光

王晓霞

最近的一首歌曲《吉林晚安》，以深情而柔美的旋律，触碰

了我的心弦。那略带沙哑，充满故事的嗓音，总是让人难以忘

怀。这悦耳动听的旋律，是否安慰着每一个深夜中暧昧、暗

恋、失恋，以及那些爱而不得的人们。

“夜晚的松花江畔，习习江风灯火阑珊。吉林市夜色光

鲜，楚楚动人是那么好看。”平白晓畅的语言，却有强烈的代入

感。在吉林市广播电视台的 MV 里，华灯初上的天空和松花

江水呈现出不同的蓝色，一江两岸灯火璀璨，清风徐徐，江水

淙淙。航拍下的吉林市夜景，光彩夺目。

“吉林今夜无眠，大东山水魅力缠绵。忍不住想多看你几

眼，心底涌现出了温馨浪漫。”

作者采用走进梦境，又走出梦境的时空转换，温馨浪漫的

歌词，深情唯美的旋律，加之颇为震撼的视频画面，大东山水、

江湾大桥、“激流勇进”摇橹人、吉林文庙、玄武文华等标志性

的景观浮现眼前，使人领略到了这座城市的历史文脉。

诗言志，歌咏情。“不愿与你走远，吉林市美好的夜晚。”故

乡是游子心中最深沉的牵挂。对故乡的眷恋，不想说再见，只

能道晚安，把故乡揽入怀中安眠。“吉林晚安，与你相拥而眠。

吉林晚安，期待花好月圆。”一份守候，一份期盼，一种情感，言

有尽而意无穷。一首歌曲说出了多少游子的思乡情怀，道尽

了多少珍重与缠绵。不知为什么，此时我竟想起了作曲家黎

锦辉，这优美的旋律，柔而不腻，悠扬婉转，或有异曲同工之

妙，带给听众情感共鸣。

《吉林晚安》词曲作者是身居苏州的中子。他说吉林市是

他的家乡，近年来城市的变化越来越大。吉林市的夜晚，灯火

阑珊，夜色迷人，江风渔火，祥和安宁。他偶回吉林故乡，踏行

松花江畔，江风习习，星河灿烂，忍不住创作了这首歌。但愿

这首歌也能慰藉更多游子的乡愁，给予人们心中一份安暖。

⑤⑤

把故乡揽入怀中

赵春青赵春青 绘绘

近日，大批候鸟飞抵江苏省兴化里下
河国家湿地公园，它们成群结队在浅滩觅
食、休憩，成为冬日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新华社发（周社根 摄）

初 雪
李晋

初起都是新鲜的

雪白，从天空内心深处出发

大地张开双臂迎接，那些烟火里的温度

饱含热情。忽视寒风的自鸣自唱

江湖庙堂的喧嚣繁杂不值一提

初雪有纯粹气质

只会邂逅生命里清远的星光

像多年未见的恋人相逢

无言胜似万语

任雪花落在微凉的指尖

初雪是一个开始

清新一丝丝地在岁月沉淀

暗香浮动，朦胧凝于悠然之美

让奔波的人，回眸这细小的变化

只为初雪化为净水

洗去灵魂上的斑斑锈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