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有过客的意识，最盛是在
战乱频仍生命朝不保夕的汉代，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古
诗十九首》没有留下当时作者的
姓名，却透露出当时人对人生终
极以及存在意义的思考，这就是
鲁迅当年说过的“文学自觉”的
年代，也是中国人思考人生和

“认识你自己”的时代。
其实，将整个人生都当作过

客，是有些消极，也是失去了自
我，失去主体性的。“过”的本意
是进行时态，当然也可以是过去
时态。但只有在一个时间点上，
时间被历史化才有意义，“路过”
也才有意义。“路过”虽然是“短
暂的存在”，却因为有历史化的
时间而变得沉重起来。

拍电影或演戏剧的时候，会
有许多群众演员，他们往往有一
个共同的名字“路人甲”或“路人
乙”。人们调侃自己不重要的时
候，总是说“我是路人甲”，其实
那是要将自己与那件正发生的事
撇清关系——“我”不过一个“路
人”而已。但即使是作为电影或
戏剧中的路人也不是可以随便行
走的，什么时候路过、怎么路过，
那都是导演安排的，构成作品的
有机组成部分。很多武侠小说中
写路过，往往是作者有意为之
的，所构成的巧合恰恰可以推进
情节的发展和人物命运的改变。
那种“路过”使艺术作品中的时
间构成了历史，被赋予了意义。

历史上有的“路过”并非是
偶然的，之所以被记载，就在于
它或者推动了历史，或者构成了
历史。“路过”如果使某个地方和
某个短暂的时间点被刻上了人
文标记，那就成为人文历史或人
文地理。历史上因为名人的路
过而留下人文印迹，赋予了那个
地方以文化意义，并因此著称于
世的事多了。如王勃路过滕王

阁 ，留 下 了 千 古 名 篇《滕 王 阁
序》，让滕王阁成为中国名阁，而
王勃也因为那个随意的时间参
加了一个“趴”而被激发出艺术
灵感，不小心创造了初唐的文坛
佳事而进入了中国文学史，让他
短 暂 的 人 生 绽 放 出 璀 璨 的 光
芒。有的地方，本来没怎么出
名，风景其实也并不怎么样，但
因为某个名人路过并留下文字，
于是就变得有名起来，如叶圣陶
游了浙江金华北山的双龙洞，写
下《记金华的双龙洞》，后来被收
入中学课本，成为游记写作的范
文，金华的双龙洞因此闻名于
世。巴金写广东新会的《鸟的天
堂》亦如此，巴金在广东新会短
暂停留是路过，却赋予了这个梁
启超的故乡以另一种文化意义。

历史的发展有点也有线，历
史中的时间只有建立起它的意义
链，才可以成为人文时间或者精
神时间。意义在，时间才在。“路
过”的时间正是如此。“路过”是历
史化的时间，是“此在”，它还有待
未来对过去的解释，或者是有待
未来对此番路过的证明，那就是

“它在”。从“它在”来解释“此
在”，“此在”建立起它的意义链。

如长安二年（702年）张九龄
上京应进士考试，得到了主持这
次考试的考功郎沈佺期的赏识，
取得了好的名次。但因为有人对
考试结果有非议并上告，朝廷查
究宣布重新考试。张九龄只好郁
闷地回到韶州（今韶关）读书，再
等机会。第二年，朝廷的正五品
官、当时的凤阁舍人张说被贬岭
南，路过韶州，张九龄前去拜会
并以文章面呈，得到张说的称
赞，两人由此通了谱系，结下亲
密的关系。神龙元年（705 年），
张易之、张昌宗兄弟被诛，得罪
二张的张说被启用，奉诏回京城
担任兵部员外郎，而附会二张的
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等被贬
岭南。张九龄刚送走返回京城的
张说，又迎来了被贬岭南路过韶
州的沈佺期。他执弟子礼拜见沈
佺期，自然是感激沈在三年前对
自己的认可。神龙二年（706年）

秋，张九龄在丁忧三年之后再度
赴京，参加吏部的重试，考中而
后授秘书省校书郎，从此开启岭
南第一名相的辉煌前程。张说与
后来被朝廷启用的沈佺期都因被
贬路过韶州与张九龄相见，自然
便成为了患难之交，他们在张九
龄被朝廷重用时并成为了他的好
帮手。张说与沈佺期在韶州的路
过，一个短暂的时间，却与张九
龄结交下不解的情谊，而它的意
义和价值只有在张九龄未来的道
路上才被显现。

“路过”到底可以定为多少
时间？这不好确定。因为时间
永远是相对的。庄子说“人生天
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
已”。庄子还用譬喻去言说时间
的相对性，他在《逍遥游》中说，
朝菌，朝生而暮死，根本不知道
什么叫一个月。蝉，夏生而秋
死，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四季。这
是小年；灵龟长寿则以五百年为
一春，五百年为一秋。而上古时
代的大椿树，以八千年为春，八
千年为秋，这是大年。“小知不如
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
然也？”庄子追求无所凭依的绝
对自由，实际上很难做到。而从
万物齐一的角度去看，人与朝
菌、蝉、灵龟、椿树在生死问题上
是没有贵贱之分的，也是没有时
间的长短之分的。夭折的孩子
虽然短寿，但比朝菌却是长寿
的。彭祖可寿达两百年，但与大
椿树比则是短命了。庄子论时
间看来有些消极，但他的意思还
是清楚的，因为时间无穷无尽，
长短是相对的，要把握它则可以
将其截分成无数个时段。

也正是从这点出发，我将人
在某地的短暂客居也纳入路过
来看待，因为它也是短暂的时
间。当然，关键在这路过是否载
入历史，路过的时间是否被赋予
历史的意义。

谢 灵 运 在 刘 宋 元 嘉 十 年
（443 年）九月被流放广州，因刘
义康再度陷害，只在广州待了三
个月，就被行弃市刑。至今的珠
江南岸还有康乐村、客村，只因

为谢灵运袭封康乐公，小名为客
儿，世人亦称其为谢客。现在的
中山大学南校区也因此名为康
乐园。作为罪人，谢灵运到广州
后还来不及做什么事就被抓入
牢狱，但因为其文名太盛，此地
也留下了他不可磨灭的文化痕
迹，进入了历史。唐代的杜甫，
在夔州客居了两年，此时的他写
作激情高涨，诗艺臻熟，竟然创
作了 430 首诗。这是他在用一
生的经历和感受在写诗，几乎是
耗 尽 他 所 有 的 生 命 之 火 在 写
诗。其中著名的《秋兴八首》就
深得后人的赞颂，乃至许多书法
家如徐渭、王铎、林散之等都去
书写这浸透着诗人一生悲苦而
又承载着无限担当和家国情怀
的诗，让它传播得更为广泛而久
远。夔州也因杜甫而成为文化
地理上的灿烂明珠。韩愈在潮
州只待了八个月，当时已 51 岁，
却“肯将衰朽惜残年”。短短八
个月之内，他号召开凿水渠，鼓
励耕种，治理水灾，还除掉了韩
江上的鳄鱼灾害，兴修书院学
堂，释放被豪强掠取的奴婢，影
响了潮州文化千年。当地老百
姓为纪念他，将此地的山水都以

“韩”命名，足见其对岭南历史与
文化的贡献有多大。

客居是不是路过？客居多
少时间才算是路过？在伟人与
事业的面前，这些都已经不是问
题了。关键是他们在客居时做
了什么、造就了什么历史。

让我们将历史翻到 20 世纪
40年代末。为了迎接全国解放，
党中央从1948年5月1日开始移
师西柏坡办公，中共五大书记在
西柏坡会面。1948年9月到1949
年的 1 月，毛泽东在此指挥了震
惊中外的“三大战役”，解放了全

东北，和平解决了北平与天津两
市，长江以北的华东、华北和中原
地区也基本解放，基本消灭了国
民党主要军事力量。而胜利在望
之时，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
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
全会。毛泽东在此做了重要报
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
国胜利的各项方针以及在全国解
放之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
应该采取的基本政策，等等，关键
是这次会议英明地指出了，夺取
全国的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
了第一步，告诫全党：“务必使同
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
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
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党中
央在西柏坡只住了十个月，却创
造了好几个第一，如颁布了第一
部土地法《中国土地法大纲》，起
草了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统
一了解放区的财经工作，解放了
石家庄，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
七届二中全会……这十个月，在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只是一个短
暂时期，或者说是在革命与解放
道路上的“路过”，但西柏坡却成
为中国共产党在走向全面执政前
的最后一个驿站，其历史意义辉
煌而永恒。

历史在此定格，历史也在此
转折，新中国从这里走出，五大书
记从此地路过，再出发，中国共产
党人就这样揣着两个“务必”走上
执政党的位子。“却顾所来径，苍
苍横翠微”，回望那十个月的历
史，美好而蕴含深远的意义。

世界大道，浩宇苍茫，人人都
是赶路人，但只要是有目标、有创
造、有贡献和有历史意义的行走
与路过，谁又敢将他视为路人呢？

——一心为民，一心为公，就
是漫漫征途中真正的行者、强者。

夏日的风是热
的 ，又 逢 高 考 、中
考，有点烦躁。外
孙女也在紧张备考
的学子之列，我们
都不敢怠慢。其实
也帮不上忙，只是
多一些关注而已。

有人劝我，儿孙
自有儿孙福，莫为儿
孙做马牛，隔代操心
吃力不讨好。也正
因为如此，平时对外
孙女的学习了解不
多。为此，我不得不
临时抱佛脚，想与外
孙女的老师有所沟

通。外孙女的父母有参加学校的
家长微信群，我不宜掺和进去，于
是绕道与外孙女的语文老师在
QQ联系，因我曾读过外孙女上初
中后写的几篇作文，上面有语文
老师的批语，情深意切，给我印象
很深。这语文老师还曾是我外孙
女初一初二的班主任，对我外孙
女的学习状况，应是知根知底。

从老师那里了解到，我外孙女
的中考两模考试，都不够理想，比
平时的学习成绩有较大落差。我
吃惊之余，还得捉摸如何告知其父
母——我的女婿、女儿。因为我知
道他们平时对她要求甚严，期望很
高，得知此情，会有怎样的反应！

那天女儿、外孙女来我家，我
故意淡化气氛，有意无意地把此
事说了。女儿即时对我外孙女瞪
了一眼，说：“难怪几次问她二模
考试的成绩，总是支支吾吾……
叫她不要偏科，就是不听。”一边
责怪，一边叹气。默默坐在旁边
的外孙女，大大的眼睛闪着泪光。

孩子的学习是否已经尽力，
我不敢说，但几次在地铁口附近
碰到她放学，却有所感触。都已
经快晚上七点了，才见她背着沉
重的书包走出地铁口，似乎相当
疲惫。我知道，她上学的路，途中
还要在一个繁忙的地铁站转线，
能挤上去，已属不易。如此日复
一日的早出晚归，作业又多，要做
到快乐学习，也只是奢望。作为
过来人，我深知疲劳学习看似勤
力，效果却是大打折扣。得知外

孙女学习成绩下滑，只能做其父
母工作，调整心态，顺其自然，相
信华山不会只有一条路。

中考应试，是在考考生自己，
而填报志愿，无疑是在考考生家
长。为外孙女填报志愿时，女儿、
女婿拉我去商量。按我外孙女两
次模考的成绩，我们对那些名校
都敬而远之，只能去寻找那些与
可能的录取分数线相适应的学
校，拼命地上网查阅，同时不断与
老师沟通，听取老师的意见。

当我们把初步方案提供给外
孙女的语文老师时，也许她对我外
孙女平时的学习有信心，直言要我
们在前面批次中把她认为不理想
的学校都统统刪掉，免得在前面批
次中被不理想的学校先录取了，失
去后面批次心仪学校的录取机
会。她实话实说，难道就不怕一旦
未能如其所愿，会被人责怪吗？这
需要有多大的勇气担当！

我们理解老师的一片苦心，
但还是不敢冒险，预其高不成则
求其次。我们亦征求过一些朋友
及行内人的意见，大多都是出言
谨慎，不像这位语文老师如此坦
诚相告。由此我也再次深深体会
到，为何师恩不能忘。

我想起我小学时的一位老
师。我家在农村，小学学校是在
离我家几公里远的一个旧祠堂
里，午饭在学校搭食。一次吃饭
时，我二年级的女班主任，拿着一
碗蒸饭走过来，看了看我的小蒸
饭碗，对我说：“你怎么这么瘦
小？平时吃不饱吧？！”我当时竟
那么不懂事，还默默点了点头。
她见我碗里的饭快吃完了，就把
自己碗里的一半饭都拨给了我。
没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农村生活，
也许很难体会到那一点点饭有多
珍贵！这位老师当时还很年轻，
平时对我们就像个大姐姐，听说
她是外地人，后来调走了，到了什
么地方也不知道。至今我已记不
住这位老师的名字，只记得她姓
陈……

毕业了，不管高考中考结果
如何，若干年后，都只是记忆。常
说往事如烟，可别忘了，在寻寻觅
觅的日子里，老师，父母，亲友，
很多人曾陪你一起走过！

记忆总是把我带到 2017 年的
冬天。那个冬天我在澳门，见了
文友英姐。她那时拿到某机构的
赞助，计划完成一部关于澳门的
长篇纪实报告。英姐借住澳门路
环的一家民居，白日观光和采访，
夜里码字写作。

澳门的冬天很温暖，明媚的
阳 光 下 ，合 欢 和 凤 凰 花 开 得 热
闹。我到达澳门的那天，不幸遭
遇强劲的寒流，冻得当地人都穿
上了羽绒服。英姐对我说，前几
天她都是 T 恤和薄裙，今早出门
便是大衣和围巾。根据预约，她
要去澳门的路环监狱采访。走在
石头小路上，冷雨纷扬，我看见三
角梅依然顽强地撑起一片明艳。

路环是澳门的郊区，没有林
立的高楼和灯红酒绿。悠长曲折
的巷道，目睹了多少人的青春。
一栋连一栋的老房子，色彩艳丽，
火红的，湖蓝的，水绿的，云紫的
……房子前供着土地神，房子前
也站着小天使。咖啡色镂金的牌
坊边，香烟袅袅。

我拿着手机不停地拍照，不
觉间被一树繁花牵引了脚步，走
进一家落红庭院。一个慈祥的老
伯对我叽叽呱呱，我听不懂他的
广东话，他用有限的普通话，告诉
我路环值得一去的地方。

百岁老榕树枝繁叶茂，浓荫
匝在黑白相间的碎瓷砖路上。继
续朝前走，便会看见“荔枝碗村”
的瓷砖路标，眼前是一片残败荒
凉的船厂废墟，东倒西歪的厂棚
木架下，腐木和贝壳散落其间，野

草丛生，藤蔓植物肥绿油亮，藤上
开着暗红色的花，面朝大海……

英姐问我，今天下午去了哪
儿，我说在荔枝湾四周闲逛，看见
许多破旧的船厂遗址。英姐说，
那地方马上就要改造了。澳门政
府为了传承昔日的造船文化，保
留路环的风土氛围，决定就地取
材，利用 5 万平方米的船厂遗址，
打造一个造船工业园区。园区一
旦完工，必定会吸引大批旅游者。

我说，我想起了北京的 798，
那个创意产业园。英姐说，跟北
京的 798 不同，造船工业园保留
了澳门的旧时风情。

英姐跟我一样，对荔枝湾船厂
四周的民居着迷。房子不奢华，但
极有特色，艳丽的颜色和别致的造
型，东西方元素交融，那些曼妙灵
动的瓷砖画，会让你想起葡萄牙的
瓷砖艺术，而瓷砖画面呈现浓烈鲜
明的中国风，中国的山水，中国的
五谷丰登，中国的亭台楼阁。为什
么房子的颜色五彩缤纷？那是当
年居民们利用刷船后剩下的油漆，
把他们的房子刷成了一片灿烂。

那个阴雨纷飞的天，茶烟缭
绕，幽香弥漫了房间，我们从澳门
路环聊到了阿根廷博卡，温馨而
轻松。一晃，三四年时光匆忙过
去了。英姐后来去了澳洲，去照
顾她产子的女儿，家事繁杂，她的
书稿一直没有完成。但是心愿一
直都在。她说她常在电视里看见
澳门人祥和宁静的悠闲生活。

祝 福 澳 门 ，明 天 更 加 美 好
富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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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述卓
却顾所来径 在高考、中考的日子里

□王华基

那年，在澳门 □孟悟[美国]

日光的金
丝 在 水 面 织
锦，一道道金
光闪耀着，与
腾起的水雾一
起扑面而来，
驱走闷热，送
来凉风，“啪啪
啪”刮着。

漫步大吉
沙，左边池潭里的莲叶团团于淤
泥之上，小儿喜见莲叶，吟唱：

“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
欢乐声打破小岛宁静，仿若生机
与生命在暗涌中，正破土而出。

黄皮花刚谢，一粒粒小果向
上生长，黄色的枝，绿色的干，在
和风暖日里，结着喜悦。鬼针草
丛生，瘦黑的果，打着的朵儿是
深白的，花心鹅黄，在日光照耀
下，翕动着纤柔的花瓣。木瓜树
翠影风姿，木瓜果拥成一团，长

在粗干上。叶子浓密得似张开
怀抱，护佑着瓜果安稳生长。荔
枝也是新绿的，青涩状，随树桠
四面伸张，也是努力着，要长成
沉甸甸的串串硕果。芭蕉叶子
大而宽，洋洋洒洒挥舞着，偶有
成团的绿蕉，沉实厚重，收割着
人们对即将到来的丰收赞叹的
目光。

岛上桃花开了，浓淡有致。
深的是花心，淡的是花瓣，枯繁
的枝与三五片新叶，衬着浅粉，
盈盈笑着。站在花树下，向江而
望，水杉秀绿，树干通直，每一棵
都像一把伞，排成密密的一行，
成群在退潮后的泥潭里，远远望
去，像披着厚厚的绿蓑衣，翠影
映碧，令人心生陶然。

那大片大片的田地就是隆平
优质水稻种植地。禾苗有序排列
着，水泠泠的田，绿玉般的秧苗，
水映天空，细波粼粼，小小绿秧一

株株欣然飘动，闪亮的绿。
谷雨前后是农作物播种的

繁忙时期。丰沛的雨水对水稻
栽插生长有利，风调雨顺才有五
谷丰登。但南方的暮春像急着
要进入夏季，雨水慵懒，下一阵
又昏沉着，停歇几日。于是，耕
作者趁这时节用无人机施肥喷
药，防旱防湿防病虫害。

立秋后，再次来到大吉沙。
此时，美人蕉开得正欢，荷花似
乎尽兴了，荷叶载着秋光，慵懒
地，睡得正香，芦花、蒲公英私语
秋的到来。风一吹，橙色的风速
仪，像风车一样旋转，镜片反着
光，如一道道亮光划过灰铅色的
开场幕。

站在田埂间，见收割机“突突
突”地张开了犀牛般的大牙，一边
往前开一边将成熟的稻穗嚼进肚
子里，稻谷被收藏，稻草被抛在田
地上，稻香味儿浓烈……

大吉沙即景 □孙仁芳

以前的乡间，路不是特别宽
也不是特别平，但路边的树上有
野果，野花有芳香，还有扛着农
具谈天说地的大人，呼朋引伴的
孩子。

那时，清晨的路还做着未完
的梦，厚厚的泥土还笼着夜里下
过的霜，田间地头的人们已经拿
起铁锨、粪箕弯腰劳作。孩子们
开始嬉戏玩闹，他们笑呀，喊呀，
东边喊一声伯伯，西边喊一句婶
婶，小孩子的声音是嘹亮的，清
晰地从一片芋头地飘到另一片
芋头地，从一条路上传到另一条
路上……他们在大路上奔驰赛
跑，在田垄里猫着身子玩蛐蛐，
大人们也不担心，任他们跑，任
他们闹，因为——不管走到哪
里，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里
乡亲。在乡间，孩子们是自由自

在的风筝。
夕阳西下，孩子玩累了，开

始攥着爷爷奶奶的手撒娇，吵
闹着要回家要吃饭，他的肚子
也适时地咕噜咕噜响应。等到
农具收拾完毕，月亮都出来了，
于是他们又像千千万万的古人
般踩着月色踏上归家的路。月
也明朗，风也轻柔，清辉笼罩在
两辈人身上，像披了一层细腻
的薄纱。万家灯火里，他们或
是哼歌或是聊天，慢悠悠地溜
达回去。路上遇见在门口纳凉
的人家，寒暄几句，聊聊最新的
乡闻逸事。

以前的路是那么的泥泞，骑
车走过，尘土飞扬，落雨时行人
经过要踩一脚的泥和水；同时它
又是那么的朴实和宽容，它包容
每一道车辙，每一个脚印，包容

鸟儿虫蛇暂时的停歇，也包容每
一株破土而出的小草。斑驳的
痕迹好像窗花糊在了它饱经沧
桑的脸上。它沧桑吗？不，它永
远也不会老，只需要一场淅淅沥
沥的雨，一阵恰好路过的风，又
能恢复成最初的模样。

不过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如
今——通衢大道，灯火通明，道
路变得秩序井然，路灯像到点吃
饭一样准时亮起。与此同时，唠
嗑的人家也找不到了，孩子们大
多到城里读书，路边的人家变得
陌生，多是外来务工的，干着各
种各样的活计，一转身只有一个
步履匆匆的背影。他们好像一
枚枚漂泊的蒲公英，暂时地停留
在此，说不准未来的哪一阵风会
把他们带走，也说不准哪一场雨
会把他们压垮。

而留下的孩子们呢，对新鲜
事物有着天然的好奇心，他们嚷
嚷着出去，但大人再也不像以前
一样让孩子们在路上随意地跑
啊，闹啊，再三叮嘱不要随便和
陌生人说话，不要太晚回家。

乡间的大路上又架起了高
架桥——汽车、高铁疾驰而过，
唯有静穆高挺的树，留下了旅客
短暂的踪迹。

乡间的路终归是要老的，它
必须隐退到幕后，于是它的儿
子、孙子们子承父业，换上水泥、
沥青的新装，继续默默无闻地守
护着一方，让人们有路可走。它
们好像任人犁耕的老牛，身子伏
低又伏低，虽说不如老一辈温和
与柔软，但却比老一辈更坚韧，
也更平坦了。未来，我们的道路
将更加敞亮，更加四通八达。

乡间的路 □徐国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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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
震
宇

他已经找
好了工作，夏
天就能拿到毕
业证。在最后
一 节 体 育 课
上，他做了个
鱼跃前滚翻，
摔倒在地上，
命运彻底改变
了。

主治医生
说，摔伤了神
经，瘫痪是大

概率的事，如果有奇迹发生，能
坐在轮椅上。他妈妈辞了工，在
医院服侍他，整天以泪洗面。一
起玩泥巴长大的邻居女孩许茜，
从工厂请了假到医院探望他，她
的眼睛红红的。他笑着说，你们
放心吧，我肯定能站起来。

半年后，他站了起来，颤颤
巍巍能走五步路。能借的钱都
借光了，他妈妈领他离开医院，
把他送回老家交给他奶奶，回深
圳打工去了。

他从小跟着奶奶长大，不喜
欢读书，课堂上跟许茜讲小话是
常有的事。接到老师投诉，奶奶
问他，你不好好读书，长大了找
不到工作，吃什么？他说奶奶你
不用担心，我有力气，我用力气
挣饭吃。提猪食、给奶奶提洗澡
水，把谷包从稻田里扛到晒谷场
上，他承包了家里的力气活。牛
犊子一样壮实的小伙子，变成了

站都站不稳，筷子都拿不动的
人，奶奶心痛得抱住他大哭。依
恃的力气没有了，无法帮奶奶干
活了，他灰了心，倒在床上闭门
不出。

许茜回家过年了，跟他说了
很多城里的事情。譬如跟小姐
妹去吃烤串，喝奶茶，那奶茶还
没你摘的桑葚泡水好喝呢，许茜
说。他记起来了，那酸酸的野桑
葚，他不喜欢吃，奶奶也不喜欢
吃，但许茜喜欢吃啊，每年春天，
他都到山上去采摘很多很多野
桑葚，许茜的嘴巴总是吃得红红
的，她还把野桑葚泡在水壶里，
带到学校去喝。他的心像窗外
的阳光，明朗起来。他们一起回
忆过去的日子，他帮她奶奶扛谷
包，她帮他奶奶择韭菜。许茜还
说，她的小姐妹国庆节去大梅沙
看海了，她没有去。他们想起那
个夏天的傍晚，他从河里游完水
上岸，相约以后一起去看海。许
茜说我不会游泳，要是海浪打过
来，把我冲到大海里去怎么办？
他豪气冲天地说我会游泳，要是
海浪来了，我就紧紧抓住你，不
让海浪把你冲走。他们并排坐
在沙滩上，在夕阳下拉了勾。

许茜说，你快点好起来，我
等你一起去看海。

春节过后，父母要带他去办
残疾证，他断然拒绝了。他严格
按照医生教的方法进行康复。
一年后，他的情况大有好转。转

眼春节又到了，许茜回来了，她
整天跟他待在一起。

节后他跟着父母到了深圳，
希望找份工养活自己。被九九
八十一次拒绝后，有一家公司聘
用了他。给熟人或陌生人打电
话，鼓动他们掏钱投资，上了两
天班，他发现所谓投资实质是民
间高利贷，他不干了。

许茜在微信上说，你到网上
碰碰运气。他把自己的遭遇发
在网上，网友们建议他学一门技
术，有个姓袁的网友是家具厂老
板，愿意免费教他家具 CAD 技
术。见到袁老板他一脸惊诧。
袁老板说，别看我坐在轮椅上，
很多肢体健全的人为我打工，不
要哭丧着脸，你比我幸运，起码
不用依赖轮椅。

他没少挨 CAD 师傅的责
骂，浪费了袁老板不少板材。一
年后，他终于掌握了CAD技术，
成为家具厂正式员工。

每年春节回到老家，许茜都
跟他待在一起，他们都没有谈恋
爱。他母亲跟他说，我打听过了，
你的工资比许茜的高，我去问问
她父母，肯不肯与我们家对亲？

他说：妈妈你是傻子啊？
这晚他一宿没睡，偷偷抹了

一宿眼泪。许茜，念在嘴里有股
暖流的许茜，他祈祷有个健壮的
男人爱她，娶她，与她生儿育女，
又祈祷这男人晚点出现或不要
出现。

青梅竹马 □黄思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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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虽说不如老一辈温和与柔软，但却比老一
辈更坚韧，也更平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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