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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故事娘的宝箱
■■张弃资张弃资

“张成，这个月的钱咋还没给俺？”
娘的电话让张成很恼火，记忆中，

他就像是被领养的野孩子。虽然爹走
了，娘独自一人把他拉扯长大，供他上
大学，但他对她只有恨。

上学时，别的同学吃好的穿好的，
他的娘却连个书包都舍不得给他买，
还说：“书装在书包里没有读进脑子里
有用。”

若是娘真的买不起书包也就算
了，偏偏娘有个宝箱。他自小就知道，
那个宝箱是祖传的，很值钱。因为有人
想高价收购那宝箱，娘死活不卖。

上大学时，为了筹学费，娘宁肯带
着他去给别人拉砖、提石灰，也不动那
宝箱。娘说：“现在还没到山穷水尽的
时候，不许动宝箱。”

大学毕业后，张成与朋友合伙开
了一家公司，娘不仅不给他垫资金，还
从公司刚开始盈利起，就逼他每月至
少给她4000元生活费，否则就告他虐
待老人。张成拗不过，只好每月往账户
里打钱。张成在电话里埋怨：“你守着
宝箱，还这么心狠……”

张成恨娘，很少回家，即便回去也
只给父亲上坟，有时家门也不进，直接
从坟地就回城里了。

40 岁那年，张成被朋友欺骗，血
本无归，还欠了一身债，狼狈不堪地回
到家里。

娘搬出那只宝箱送给他。只见宝

箱里是张成换下的乳牙、得过的奖状，
还有一些存折。

“其实，祖传的这个箱子是空的，
不值钱。你的每一步成长，都是娘的珍
宝。”娘说，“最苦的那些日子，娘想用
这个宝箱给你一些底气。后来，娘看你
为人耿直，担心你受骗，每月向你要些
钱，以防不测。现在，娘全部交给你，你
用这些做本金，东山再起。”

张成跪在娘的面前，泣不成声。

【感动就好】

人生无常变幻，前行中依
然有不舍的情怀，黑暗中有坚
持不懈的渴望，在日复一日的
琐碎繁杂中，心灵日渐麻木，
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所以，
不用假装坚如磐石，不用假装
看破红尘，有泪就只管静静落
下，感动就好。

——张泽峰

【炊烟】

在农村，炊烟就是信号。当炊烟
升起，喧闹的流水声听不见了，满山
的繁花看不见了，萦绕鼻尖的芬芳也
嗅不到了。小孩子看见炊烟，知道马
上就可以吃饭了，于是赶紧将手里的
泥巴扔掉，去小溪里洗净了手，免得
回家被母亲发现。大人们看见炊烟，
把最后的几颗种子埋进土里，擦擦额
头上的汗水，背起锄头准备回家。

——潘玉毅

【秋思】

秋风秋露成秋霜，
人生半老易感伤。抬头
欲别南飞雁，绿草新辞
小池塘。

——杨家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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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村庄
■■范广学范广学

阳光明媚，秧苗青青，我在村村通
的水泥路上骑车，近观远眺，一派翠
绿，如诗如画。村庄掩映在绿树翠竹之
中，不时透出一点点的红色，那是红
瓦，是古朴的农舍，偶尔还会看到一两
处高大上的住宅。

路上只遇到一位骑电动三轮车的
老人，大概是赶集卖完农产品回家。

田里没有劳作的人，村庄离村路
都不远，有的庄子就建在路的两边。听
不见鸡叫，看不见狗跑，村庄这么沉
寂，真令我惊异！

记得小时候，每一个村庄都是人
气旺旺的。虽然村庄及家家之间都是
土路，但很热闹，上学的、串门的、放牛
的、赶集的和干农活的，热闹极了。我
们小孩子爱玩，爬树下水，掏鸟蛋翻菱
角，玩“点兵点将”“捉迷藏”等游戏，闹
得鸡飞狗跳。大伙儿都穷，但穷得开
心，村庄整日笼罩在欢笑之中。

眼前的村庄却让我的心情有些沉重。
走进一个路边庄子，看见的差不

多都是“铁将军把门”。遇见一老汉，打
招呼后，老汉告诉我说：“庄子里没有
几个人了，有小孩上学的搬到集镇上
去了，有钱的人家要么在镇上买房子，
要么在县城里买房子，不再回来住了，
还有在外打工和做生意的人在外地发

展了。每年只有春节那几天在外面的
人有回来的，庄子里还有点人气，还能
热闹几天。现在的年轻人哪有老家的
观念，在外边再苦再受罪也不愿回来。
再说了，待在老家连媳妇也说不到，谁
家的姑娘不想往镇上和城里去呀。唉！
这老屋子就成了空房了，村子就成了
空村了，就剩下我们这些老家伙了。”

我问老汉养牛没？老汉说：“就养
了七八只鸡。这鸡散放，下的土鸡蛋有
营养，鸡蛋给镇上上小学的孙子吃。谁
还养牛呀？庄里早就没有一头牛了。现
在干农活都机械化了，有旋耕机、收割
机和农用三轮，不用牛了。有活儿了就
花钱请有机械的种粮大户来帮忙，也
用不着那么多的人了。有的人家把田
地也给了种粮大户，多少年都没见到
他们的人影了。庄子里人都闲不住。再
说了，不出去闯上哪儿去挣钱呢？”

我说：“国家对农业重视了，路、
电、网络都通了，农村有奔头了，农村
好啊，有土地有水，空气新鲜环境也
好。”谁知老农听了却一脸的怅然，
说：“你说得好听，可粮食不值钱呀，
啥东西都比粮食贵。种庄稼要成本，
化肥、农药、薄膜和种子，还有人工费
用等等，除掉开支，远不如在外面打工
挣的钱多。”

我问老农你是扶贫对象吗？老农
一笑，说：“我不穷，我儿子在外挣钱还
有小车，镇上建有新房子，俺庄子走出
去的人都混得还行。”

走出那个村庄，我略有所思:现在
的年轻人宁肯在外面吃苦受累也不愿
待在家里老老实实种田，是他们观念跟
老辈人不一样了。他们有文化有思想，
不想把自己的命运拴在一亩三分地上。
他们接受新事物，敢闯敢拼，他们不抱
怨命运不看低出身，在外面的世界里，
新时代的他们用智慧和汗水建设着美
丽的城市，换回一沓沓钞票，在城市中
换回属于自己的居住空间，换回大写的
尊严，换回美好的生活！

只是他们的人生之路艰难而又曲
折，他们的足迹离村庄渐行渐远，留给村
庄的是一个个难忘的背影。他们这一代
人以及下一代人土地的观念、村庄的观
念愈来愈淡化，他们或许不会忘记根在
哪里，祖坟在哪里，但每年难得回去的一
趟，让他们成为故乡的一个个过客。

我不禁感慨:几十年后，老一辈人
渐渐离去。村庄，对年轻一代的人来说
只是一个符号，对年长一点的人来说
只是一个记忆片断罢了。

村庄，多年以后，我只能在梦中寻
找你了。

人生百味 幸福了吗

心中的风来了又去了
眼里的雪落了又化了
乡村水泥路一再延伸
仅剩的那段老土路
是我记忆的乡村

我是沿着那条土路走出村庄的
我现在的一切都是村庄的泥
土给予的
如今脚上却不再沾泥
缺少了故乡的气息

土路
■■杜勇杜勇

花开诗旅

生命中的那些感动
■■李职贤李职贤

人生是一场旅行，总会邂逅一些不期而
至的感动，生命之花因之而更加绚丽。

大学毕业后第一次到人才市场求职，
回来后我就发现钱包不见了，里面有身份
证、暂住证和几百元钱。丢了钱倒没所谓，
丢了证件，注定求职无门，谁会聘用“三
无”人员?

正当我唉声叹气、愁眉不展之际，有
人轻轻地敲了几下门。一个身穿环卫工人
服装的大叔满头大汗地站在门外，手中拿
着一个钱包，核实我的姓名及包内财物
后，将钱包递给我。他说：“这是我在人才
市场附近扫地时捡到的，看到暂住证上面
有地址，便找上门来，现在完璧归赵！”

我忙打开钱包一看，发现钱一分不
少，证件一个不缺，又是欢喜，又是感激，
随手拿出一叠钞票递给他，说：“叔叔，谢
谢您，这是帮您报销的车费！”大叔憨厚一
笑：“不用车费，我骑自行车过来的。”说
着转身出门，我追上去：“等等，这点钱您
拿去买水喝！”“不用了，我自己带有凉开
水！”他一边说，一边脚步不停地下楼去了。

那一刻，我眼泪差点流出来。
有一次，我独自去爬山，准备下山时，已

是傍晚时分。为了赶时间，我决定抄小路下
山。到了半山腰却迷路了，怎么也找不到下
山的路，想打电话求助，偏偏手机电量用尽，
已自动关机。

正感绝望之际，从暮色苍茫的森林深
处，走过来一个穿着工作制服的大哥。我忙
向他求助，他说：“我是护林员。这一带岔路
较多，且崎岖难行，不熟悉道路的人很容易
迷路和摔伤，走，我送你下山！”说罢，他打
开强光手电，带着我七拐八转，花了一个小
时，才把我送到山下，不远处便是车水马龙
的大马路。我连连向他道谢，他摆摆手说：

“区区小事，何必言谢?你回去吧，我也要回
去了，再见！”说着举步欲走。

“您回哪里?”
“回宿舍呀，山顶的那幢小房子就是！”

说着向山上走去。爬到山顶，至少要花一个
半小时，可见护林员为送我付出了多少。

那一刻，我内心的感激难以言表。
还有一次，我自驾车到郊区探望一个

朋友。途经一个正在修路的村子，前轮打
滑，陷入泥淖，进退不得。我心想坏了，在这
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如何是好?一个正在浇
地的小伙子见状，略一考虑，朝着周围的房
子喊了几嗓子。一会儿工夫，呼啦啦来了五
六个人，当中既有年近古稀的老人，也有十
几岁的少年。大家伙整齐地喊着号子，一起
出力，忙乎了十几分钟，好不容易才把车子
推出泥淖。我想送给他们每人一瓶矿泉水
以表谢意。谁知，他们却说举手之劳，不足
挂齿，不肯要。

那一刻，我只想对他们作揖致谢。
一路走来，无论遭遇何种挫折或厄困，

关键时刻，总有生命中的贵人主动伸出友爱
之手，每次受人恩惠，心里都泛起感动的涟
漪。因此，我常常提醒和敦促自己及家人、亲
朋，学会做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有爱心的人，
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
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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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医学科肿瘤专家会诊
沧州市二医院核医学科，11月7日周六上午，特邀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付占立

教授来院会诊，会诊范围：PET/CT疑难病例诊断。会诊地点：本部内科楼A座
负一层PET/CT中心（核医学科） 孙云川18031788009 路凯180317839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