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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周刊

朝 花 夕 拾

周五的黄昏，北风冷冽
地吹着。路上行人匆匆，被
这寒冷紧紧地逼着往家赶。

我 裹 着 大 衣，双 手 插
兜快步走着。快到小区门
口时，看到空旷的路边，有
个菜摊独独地凸现着，不
由得慢下脚步，想顺道看
看有没有合适的蔬菜，以
备 晚 餐 用。菜 品 很 新 鲜，
虽只有菠菜和大白菜。我
选了一棵大白菜，还有一
捆菠菜。卖菜的老大爷热
情地向我兜售 ：“都是自
家种的，自家吃用，刚摘下
来的！”

太 好 了，我 就 喜 欢 这
种原生态，有种得来全不
费功夫的喜悦浮现心头。

“ 一 共 是 五 块 钱。”卖
菜老人一边装菜一边说。

我掏出手机打算扫二

维码付款时，才发现手机
没电了。除了手机，身上什
么也没带，我，尴尬了！好
舍不得这么新鲜的蔬菜，
可是也只能放弃。

我 不 好 意 思 地 向 大
爷说明了情况，以免他费
心称好菜，装好菜，又买不
了，生怨气于我。

“拿回去吃吧，以后再给
也行，自家种的，不算啥！”

我 一 下 诧 异 了，老 人
家不认识我，我也是第一
次买他的菜，凭什么让人
家信我？

“算了，还是不要了。”
我歉意地回他。

“ 没 事 儿，没 事 儿，拿
去吃吧！”

一 股 微 暖 自 心 底 升
起，看着他真诚的态度，我
难以拒绝，只好一边感谢

着一边许诺着，明天来扫
码付款。

寒 冷 的 冬 天，这 件 事
让我回家的路上充满了感
恩 的 思 绪！ 这 么 好 的 老
人，明天一定要把钱给老
人家！

第二天，我如约来到同
一地点。寒风肆虐，没有人
出摊，也没见卖菜的老人。

第三天，寒雨蒙蒙。空
旷的街边连路人都没有。

我 的 心 里 放 不 下。天
气越来越冷，老人还来卖
菜吗？他要是生病了，这
钱怎么给他？老人家挣钱
多不容易，他会不会在家
后 悔 没 收 钱 就 把 菜 给 我
了？我真后悔买菜没记一
下老人的微信。

时 间 过 去 了 一 周，
还没有遇上卖菜的老人。

我 把 内 心 的 不 安 告 诉 了
朋友。朋友说不就五块钱
吗？给不了就算了！可我
心里有个声音 ：这件事儿
不能算了！它不是五块钱
的事儿，而是老人家的纯
朴善良，是老人家对人的
信任。我不能毁了老人家
对他人的信任，更不能让
善良的人吃亏呀。

又 过 了 几 天 的 一 个
下午，我终于在原地点看
到了唯一的菜摊和那个老
人。摆着同样的菜品，同样
新鲜。一位老人蹲坐着。

我 高 兴 地 急 急 走 过
去，“老人家，还记得前段
时间买您五块钱的菜，没
有付钱的事吗？”

老人憨憨地笑着说 ：
“记不得，不过昨天有个人
拿走 15 块钱的菜，身上没

带钱……”
我 看 着 老 人，说 实 在

的，我也说不清当时是不
是他？除了菜还是一样的
摆法、一样的新鲜外。但我
的心感觉是他。于是拿起
手机就扫码。

一旁站着的一位老太
太看着我说 ：“你认清是
他了？”

……
“ 肯 定 是 他，这 儿 就

他一个卖菜，这都是他种
的。” 稍远的一位老伯顺声
回答 ，“这老汉是个好人。”

我毫不犹豫地把钱刷
给了老人，他憨憨地笑看
着。我顿感轻松，像完成了
一个巨大的任务一般！

冬 日 的 暖 阳，缓 缓 地
洒满了空地，把老人的身
影清晰地映现在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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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块钱
◎丽琴

冬日里的陈家湾
◎张婷

光阴在西风中摇曳，
酿进岁末的节气，我愿拨
开重重寒意，斟一杯冬日
予你。“夜深知雪重，时闻
折竹声。”何时知晓冬的
造访？一夜霜重后，在陈
家湾晨雪初凝时，这里能
予你的除了片刻的安宁，
还有喧嚣过后情感上的
慰藉。

初遇陈家湾时是一
幅 严 寒 的 夜 景，夜 晚 的
陈家湾一片清寒、静谧，
仿佛可以听到冰封雪冻
的地壳深处响起冰裂声。
那一夜没有月亮，寒风簌
簌。抬头仰望，竟满天星
斗，多得令人难以置信。

第二日天色微启，雪
花纷至沓来，在阳光照耀
之下，雪一片一片地放起
光来，蛰伏了很久的鸟儿
也飞出来觅食振翎，谈天
说地，叽叽喳喳叫个不休。
沿着凤县的小峪河逆流而
上，空中旋转飞舞的雪让
这里的清晨更显灵动，广
场中心的那座小桥流水，
就像与你缓缓诉说，你从
桥上过，日子从桥下流，流
到岁暮天寒，凝成一块白
蜡，封冻曾经的欢曲悲歌。
河边枯败的水草被北风剥
落得只剩躯干，偶有垂柳
枝条埋首冰中，似在躲避
寒风，也似钻进冰的衾被，

与冰层下的河水絮语。虽
没了水流喧闹，桥面上看
雪玩耍的孩子却热闹了起
来，这里从不缺欢声笑语，
即便在这寒冬腊月里。广
场旁百余年的观音柳仿佛
一位耄耋老者慈爱地矗
立在这里，享受着冬季带
来的银装素裹，树上点缀
着的红灯笼，像被遗落枝
头而不断膨胀的柿子，在
风里摇曳生辉，好不热闹。
路面上的雪已经被调皮的
孩子用深浅不一的脚印踏
得结实，冬日里的陈家湾
也从不缺少生机，即便仅
两人寒暄也竭力大声，好
冲破严寒的阻隔。眼下年

关将至，陈家湾大多数农
户的屋檐下整整齐齐地挂
着一排排腊肠、腊猪腿、腊
肉，火艳艳红彤彤，令人魂
牵梦绕的家的味道便扑面
而来。

当人的情感介入自
然，万 物 便 有 了 新 的 意
蕴。这些与陈家湾有关的
风景里凝练了人情和人
性的温度。大自然在冬季
安眠，沉湎一枕清梦，你
我在冬季回眸，细数一年
际遇。你对冬季的情愫，
是在无言中流露，还是在
笔端倾泻？

冬季里的陈家湾，我
在这里等风，也等你……           

备点零钱
◎马惠娟

自从二维码支付被普及
后，人们习惯了身上不再带现
金，可我的钱夹里永远都会有
少许现金，因为害怕出现用到
现金却没有的尴尬，也担心手
机坏了带来的不便。

你还别说，自从经历了
一件事情以后，我便更加坚
信自己的做法是对的。

那天恰逢入冬的第一
场大雪，小区门口各个小摊
贩 周 围 熙 熙 攘 攘。由 于 寒
冷，人们无心欣赏雪花飘舞
的美景，都想顺便买点东西
赶快回到温暖的家里。小摊
贩售卖的东西在三轮车上

摆放整齐，只是在一个角落
里的小凳上，坐着一位看上
去七十多岁的老婆婆和别
人不同，她头上包裹着一块
老式围巾，身上衣着单薄，
面前摆了少量的几样菜，几
根白萝卜、几把小青菜和一
小堆红萝卜。我不由得在她
面前多站了一会儿，几个想
要买菜的人都询问她可否
微信转账，她说不行之后，
买菜的人都一一离开了，她
只能眼巴巴地追随着离去
人们的背影，一脸无奈。我
本来没打算买菜，但见她实
在可怜，就上前问她胡萝卜

怎 么 卖，她 没 有 告 诉 我 价
格，而是对我说 ：“他姨，你
能不能给我现金，我没有微
信，孩子看病要用钱……”
我急忙说 ：“放心吧，我有
零钱。”话音刚落，就看到她
满脸的愁容瞬间在漫天的
雪花中舒展开来。我买了六
块钱的红萝卜，她坚持只收
五块，说是自家种的。我兜
里最小的零钱是十元，她身
上没钱找不开，我就让她别
找零了，她连忙说 ：“那怎
么行，欠你那么多钱，我良
心上过不去，这几把青菜都
给你吧！”说着就把仅有的

几把青菜往我手里塞，我硬
是没要，“您留着吧，还能再
卖一点钱。”我看到她的眼
里涌出了泪花。

回家的路上，甚至整个
晚上，我的脑子里不断地想
到这个老婆婆，那么一点菜
就是全部卖完能卖多少钱
啊，更何况由于不能微信转
账，能不能卖完还不知道，孩
子的病情是什么状况呢……
我的心中一阵阵为她发沉，
十元钱对给孩子治病来说无
足轻重，但是也让她心中多
了一份温暖和希望，想到这，
我心中多了一份释然，也为

自己的零钱方案而庆幸。
随着生活智能化，一切

都变得简单、高效。然而，智
能化的快速发展，却给上了
年纪和文化程度较低的人
在日常生活中带来了许多
障碍。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
农村老人提着土产品艰难
地售卖，为不会使用二维码
收款而犯难，正像前面这个
老婆婆。    

备点零钱吧！给那些
没有微信支付条件的人以
力所能及的方便和帮助吧，
给这个世界多一些温馨和
温暖。

开在冬天的花
◎许丽子

日 近 黄 昏，暮 云 低 垂、雾 霾 沉 沉，寒
风猛烈地撕扯着光秃秃的梧桐树枝头几
片残留的叶片，竭尽全力地想把它们抛
向大地。

小巷中独行的我，拢紧羽绒服下摆，
匆匆走向那家熟悉的干洗店，准备去更换
坏了的羽绒服拉链。这时我隐约嗅到了一
股清冽的香气。举目四望，满目萧条，并无
花影，亦无人踪，我怀疑出现了幻觉。

干洗店的门锁着，我拨通了黄师傅的
电话，她正在校门口接孩子，说马上就回
来，让我先到隔壁的理发店暖和暖和。理
发店店主刚送走两位顾客，她 12 岁的女儿
已经放学回来。女孩放下书包，顺手抄起
笤帚，熟练地帮母亲清理着地上的碎发。
而母亲则麻利地在摆放洗发水的柜台上
腾出一块空地，招呼女儿去写作业。墙角
的电磁炉上，一只小锅蒸腾着热气，散发
着小米红枣粥的香甜气息，把屋外的寒冷
驱逐得一干二净。

干洗店的黄师傅骑着电动车回来了，
热情地招呼我去她那边。这也是一间只有
十几平方米的门面房，所有的空间都得到
了见缝插针的充分利用 ：紧靠南墙放了一
台干洗机，靠门口并排放了一台缝纫机和
一个熨衣台。空中的铁丝上挂着干洗之后
熨烫平整的大衣、毛衣、裤子等，地上码放
着顾客需要干洗或修补的衣物。靠窗户的
桌子上堆放着布头、拉链，抽屉里则装满
各种棉线和卡通补丁。

一个不大的白炽灯泡悬挂在缝纫机
和熨衣板中间的上空，照亮了一方小小的
区域。

母亲低头在缝纫机上忙活，小姑娘趴
在熨衣台上写作业，两人神情都很专注。
当母亲要用熨衣板时，女儿就起身把作业
本挪到缝纫机台面上继续写，完了再很快
换回来，动作流畅自如。小姑娘的字写得
端端正正、秀秀气气。缝纫机后面的墙上
贴了几张奖状，有学习进步奖、文明少年
奖，还有热爱劳动奖，上面都有小姑娘的
名字，像一枚枚淡雅秀气的花骨朵。

陆 续 有 人 敲 门 进 来，有 缝 棉 袄 破
洞 的，有 裁 裤 边 的，还 有 收 水 电 物 业 费
的……看见小姑娘在写作业，都放低了说
话的音量。

换 好 拉 链，穿 上 羽 绒 服 从 干 洗 店 出
来，我沿原路返回，又闻到了隐隐约约的
花香，借着路灯仔细寻去，原来是路边墙
角的一株蜡梅开了。这花小巧玲珑，一簇
簇、一朵朵，深情地依偎着瘦削干枯的树
枝。虽然没有肥厚的绿叶为它们遮蔽风
寒，没有多情的蜂蝶为它们歌舞吟唱，但
它们仍然开得坦坦荡荡、认认真真，它们
的肌肤如玉般温润，花蕊如朱砂般鲜红，
香味却像绿茶般清新。

开在冬天的花，多数都不显眼，它们
谦和羞涩、内敛低调，但却秀外慧中、柔中
有刚。它们从不辜负一缕暖阳的爱抚，从
不辜负一滴雨露的亲吻，它们义无反顾地
在寒风中展现着坚韧的生机与活力，执着
地开放着，温暖地芳香着，明净地快乐着。

隆冬晨韵
◎王怀宇

隆冬清晨，夜色尚未褪去，街头便出
现了三三两两的人群，似乎与即将升起的
太阳，比赛着什么。

几位建筑工人的说笑声，随着一阵
寒风掠过耳旁，外地口音中夹杂些许宝
鸡 方 言。不 远 处 就 是 建 筑 工 地，若 有 若
无 的 机 器 声，影 影 绰 绰 的 几 栋 高 楼，他
们向此处快步走去。路灯将其影子投在
身后，拉长，变粗，又拉长……一种无言
的赞许送给了不畏严寒的城市建设者，
韵味深深。

小商店的灯光透过门窗，斜斜地洒在
路面，瞥一眼，点点温暖涌上心头。几名
中学生背着大书包，校服下厚厚的冬装包
裹不住轻快而颇具弹性的脚步。黎明的寒
气，不但无法阻挡这种青春的活力，还平
添了几分果敢和勇气。校园的读书声即将
琅琅，也即将与初生的阳光融合，交织出
年青一代奔涌向前的韵律。

公交车站台上已经站满了乘客，服
色、身材各异，眼神关注同一方向，众口呼
出的热气被车灯依次划过，显得惹眼而有
趣。一辆辆公交车如同城市的传送带，无
惧严寒风雪，日日规律运行，不停歇地给
生活与工作的节奏注入乡音般的韵脚。

早餐店又热气腾腾了，携带熟悉的香
味儿，漫入街道，迎接行人。大快朵颐的食
客，一脸享用美食后的满足，准备开启新
的操劳和奋斗。不紧不慢的店主，熟练地
操作着日复一日的早餐，时不时抬头看一
眼食客，同样是一脸满足感。两种满足，两
种努力工作的模样，或多或少折射出自强
不息的韵白。

楼群中一排排窗户上的灯光，是隆冬
清晨早起的符号，又是一座城市充满活
力的象征。寒风冽，人未惧 ；日未出，人先
行。待到暖阳升起之时，宝鸡这座西北工
业重镇，一片欣欣向荣、昂扬向上。

心向远方
◎王商君

整个冬日 
心在牵挂那很远很远的远方 
不只有呼啸的北风 
不只有满天的大雪 
那饱满的热情 
早已让尘封的嗓音解冻 
让冰冷的心灵 悄悄苏醒 

整个冬日 
心在牵挂那很远很远的远方 
不只是俗套的寒暄 
不只是虚假的客套 
真诚的心儿一起跃动 
融化了思念的坚冰 
 
这个冬日 
虽然有让生命无限留恋的冰冷 
但我们更多地收获了 
丰盛的温暖和真诚 

雪落大地石飞霞   徐勇 作

冬日暖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