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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餐时间，丁劳模匆匆赶回自
来水公司食堂，正欲往窗口去打饭
菜，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边接边走，
离开了食堂。

待他骑着摩托“突突突”地再
回到食堂门口时，炊事员正在给食
堂大门上锁。“丁劳模还没吃饭
啊？”他“嗯”地点着头，回话说：“没
有。还有饭吃不？”“有。”炊事员说
着就往厨房走，为他盛上一份半热
不冷的饭菜。他接过饭菜端着往
维修班里去，被工友见着，纷纷问
他:“咋啦，吃饭时间都外出搞维修
了？”他回答说：“这个时候，用户没
水用，更着急嘛。”

丁劳模一阵狼吞虎咽，把一份
饭菜吃完，刚放下碗筷，他的手机
来电铃声又“叮叮叮”地响起。他
接通电话，原来又是一个用户打来
的用水故障报修电话，急需排除，
要用水做饭。他听完毫不犹豫地
跨上摩托车，摩托车却启不动了。
工友老赵见着这情况后对他说:

“你的摩托车都罢工了，你就推到
对面的维修店去修修吧。至于排
除用水故障的事儿，我们去。”

在维修摩托车时，丁劳模纳着
闷:摩托车刚才还好好的，咋就启
动不了啦？工友仇仁不曾拍过我
肩头，说什么“车子要维修，你人也
该休息片刻啊”的话儿么？他多个
心眼想到，莫不是工友们对摩托车
做了手脚，有意让我休息一会啊？

二月初的一场罕见冰雪灾害，
导致供水爆管爆表相当严重，可把
维修班累坏了，不仅要日夜加班，
而且真的是轻伤不下火线啊。文
山利用换表的间隙，擦把手，掏出
快克感冒药丸，用瓶装水对着嘴巴

“咕噜咕噜”地灌服下去，继而将药
丸往衣兜里装。

“慢着，也给我几粒。”丁劳模
嘶哑着喉咙说，同时将手伸向文山
的身前讨要。文山抬头看见柳副
经理往这边走来，便有意提高嗓门
说:“丁劳模，不是我小气不给你感

冒药，而是你的病情比我严重得
多，吃了不起作用的。你得去诊所
看看，最好挂几瓶点滴吧。”柳副经
理听了这话，接上茬道:“咋了，丁
劳模严重感冒都不去看病？轻伤
不下火线尚可，哪能重病都不去看
医师啊？带病坚持工作要分病情
的轻重，严重时往往得不偿失啊。
听明白没有？快去看病，要是不
去，小心我叫财务科扣掉你这个月
的奖金。”丁劳模一步几回头，暗下
怨恨着文山哩:“好你个臭小子，故
意让柳副经理知道我严重感冒，还
狠狠说了我一顿。”

丁劳模的老婆那天过生，班里
的工友都要他上午下班后回家去
吃顿团圆饭，他却犹犹豫豫拿不定
主意。着急的工友告诉他:“放心
去吧，反正你的手机号码用户都知
道，哪个要是有了用水故障，都会
打你电话的，去吧去吧，不会耽误
你抢修的。”他一人斗不过众工友
的多张嘴巴子，也就只好点头同

意。丁劳模正欲离去时，工友小刘
趁机要过他的手机:“让我给嫂子
打个电话，就说全班员工祝她生日
快乐！”

丁劳模回家陪老婆过生，倒是
鲜有地出奇安静，连一个电话也没
有。他下午赶来公司上班，发现维
修班里已是人去屋空，不见一人
在。他给文山打去电话，原来工友
们都在现场抢修爆漏的管道。他
立马骑着摩托赶去，忙问工友:“我
咋没有接到报修电话呢？”小刘坦
白:“对不起，丁劳模，我在你手机
上进行了设置，把打给你的电话都
转移到了我的手机上，你当然就没
有电话打扰了。好啦，你陪好嫂子
过生了，我现在就把你手机这个设
置解除。”

丁劳模把这一桩桩一件件的
事儿连起来看，觉得工友们是在
变着法儿地关心爱护他呢，自己
更应该有所担当，无愧于劳模的
光荣称号啊。

穿过了喧嚣的菜市场，经过了肉摊
和鱼摊，在市场的另一边，有一排色彩
斑斓的小花摊。摆摊的是一些个体户，
他们以竹篮或塑料桶为花瓶，让芬芳四
溢的花朵在市场中争艳。其中，有一位
中年妇女特别引人注目，她的生意总是
红火，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花嫂”。

花嫂并不姓花，只因她卖花。据
说她曾是一个下岗女工，坐在办公室
的日子早已成为过去。她性格开朗，
待人真诚，从不生气。那些爱开玩笑
的生意人便给她取了个“花嫂”的绰
号，这个绰号中略带几分圆滑，但大
多数人称呼她时都带着深深的敬意
和亲切。

花嫂与花有缘，她深爱着这些美
丽的生灵。但有两点她并不“花哨”：
一是做生意一是一，二是二，没有不实
之言；二是为人正直，绝无邪念。有人
问过她是否喜欢这个称呼，她笑着回
答：“喜欢，喜欢。花木兰还是你们的
花老奶奶哩。”

虽然卖花的时间不长，但花嫂在
市场上已小有名气。她根据季节变换
鲜花种类：春天是水仙和玫瑰，夏天是
荷花和茉莉，秋天是桂花和玉兰，冬天
则是菊花和腊梅。她总能捕捉到市场
的微妙变化，以大众化的花卉为主，偶
尔也会尝试一些高档的花卉，如郁金
香和康乃馨。尽管利润微薄，据说一
个月下来最多也只赚三四百元。但仍
有人质疑她为何不选择更稳定的生
活。花嫂笑着回应：“钱虽少，不也是
赚了吗？要是坐在家里，可一分钱也

没有了。出来走走，长长见识，不是更
好吗？”

花嫂的生意虽小，但她始终坚持
提供送货上门和跟踪服务。有一次，
她按照约定将鲜花送到郊区某“大款”
家，由于地址难找，辗转了半天，只好
在外面吃了快餐。等到终于找到了地
方，却发现男主人不在家。女主人不
满她的迟到，推说不需要这些花了。
花嫂只能向她道歉并空手而归。事后
谈起这次经历，花嫂说：“这没什么大
不了的，卖花也需要‘学费’，要不断学
习。”后来，那位感到过意不去的“大
款”向许多人介绍了花嫂的花摊，她的
生意因此变得更加红火。除了卖花之
外，花嫂还热心地向顾客传授花的养
护知识和插花的艺术。如果有人在家
中插花遇到了困难，她还会主动上门
给予指导。

有一段时间，花嫂每天清晨没吃
饭就跑去医院，脸色有些苍白。有人
怀疑她生病了。但实际上，她一大早
就赶去医院是为病人送去带着露水
的鲜花。她说：“病人更需要鲜花的
陪伴。”人们对她的善良之举赞不绝
口，都认为她是真正懂得经营生活的
智者。

冬天的清晨特别寒冷，但花嫂早
已站在寒风中摆摊。太阳照在她的花
摊上，在鲜花的映衬下，她的脸庞泛着
红晕。虽然已经过了花季的年龄，但
她的笑容和热情仿佛春风一般温暖人
心。在人们眼中，她就像一朵永不凋
零的花朵，为人们带来希望和快乐。

前段时间，老家的村干部打来
电话说，我们村家庙的两块明代石
碑都找到了，被安放在修葺一新的
西支河畔的村民活动小广场一隅，
为村落增添了历史文化内涵，再加
上乘美丽乡村建设的东风，广场周
边建设了花坛、配备了健身器材、
安装了休息坐椅等，既文明、又实
用，传统村貌焕然一新，广场也因
此有了一个诗意的名字——圣碑
水韵广场。

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家族、每
一个村庄都有其平凡琐碎而又让
人回味无穷的历史。苏北偏远村
庄修祠堂的常见，有家庙的村庄并
不多，但我的老家丰县西北孔店村
以前就有一座家庙，却不幸拆毁于
十年文化浩劫的动乱之时。

父亲在世时经常提及家庙，那
里也是他小时候的学堂。家庙坐
落在老丰单官路北、西支河岸边。
现在想来，既为家庙，规模肯定算
不上多么气势恢宏，但在老人们眼
里非常神圣和自豪，一提起来总有
讲不完的故事。家庙占地约十余

亩，院内松柏葱郁。正殿三间，房
顶上有公鸡和鲤鱼等瑞兽，内侧门
额上有一块木匾，上书“派衍尼山”
四个大字，据说是清朝的一位县令
所书。大殿正中供奉着孔子神像，
两边是“天下文官祖，历代帝王师”
的对联。东西偏殿各立有一座石
碑，东间是庙碑，记载着建庙的时
间、原因、过程及筹建人，西间是执
照碑，记载了建庙用地的四至范围
等。

每当谈起庙院门前还有一块
照壁，额书“圣旨”二字，两边刻有

“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的字样，我
们一群娃娃总是围着问：是不是还
有“不下就打”四字？老人们装作
生气的样子，“对不听大人话，不好
好学习的孩子，该打的要打”，说着
就做出脱鞋底打屁股的动作，我们
便嬉笑着一哄而散了。

村庄因家庙衍生了一年一度
的庙会，每年农历二月初三逢会，
其时，球类杂耍表演、手工制作、针
头线脑、小吃零食，凡有所想，无所
不有，许多商户提前两三天就要来
占地儿。那时古老的丰单官路在
村中东西贯通，小村是往返丰、单
两县之间的一个重要歇脚点，沿街
有饭馆、客栈、旅店等店铺分布，这
也正是孔店村名的由来。

我的祖宅就在当街，小时候奶
奶常讲，我们家就是开店的，提供
住宿，有时候也为住店的提供些手
擀面、零食、散酒之类的。今年春
节，我们十几位堂兄、叔伯兄弟小
聚，我推说不善饮酒，还有一位堂
兄调侃：咱老爷爷就面条子都能喝
半斤，到你这怎么不能喝酒了？

后来，家庙虽没，但文化印记
却深深地留在了每一位孔姓族人

脑海中，我有时候也会给女儿讲一
些口口相传、被赋予无限遐想的故
事，如家庙上的石碑具有天气预报
功能，如果第二天有雨，头一天石
碑就会往外渗水等。现在想来，应
该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吧。再如家
庙被拆后，一家刘姓住姥姥家的在
原址建了房、安了家，沾了文气，三
个儿子均考上了大学。一家飞出
了三只“金凤凰”，那还了得？刘家
请电影班子放了三天露天电影，倒
是真有其事。

参加工作后，国家倡导发掘传
统文化，恰好我那时正在县宣传
文化部门工作，孔店怎么建了
庙？庙碑上到底记载了些什么？
一直是我心头的一个结。一个偶
然的机会，我与县博物馆的朋友
提起，他们欣然与我一同前往，其
时，执照碑为残碑，下半截不知所
去，庙碑也没落在距离原址不远
的一处院子荒草丛中。由于石碑
的石材为青石，质地很好，357字
的碑文，历经近400年风雨变迁，
竟无一字损毁。

一只小鸟在树枝头张望、鸣叫、跳
跃。这只鸟儿身子洁白如雪，羽毛细
腻如丝。眨眼间，它轻盈地栖息在草
地上，双目明亮而灵动。阳光透过树
林洒在小鸟身上，温暖而柔和。小鸟
振翅欲飞，又似乎被这里的某种力量
所吸引，在这片幽静之林，小鸟也拥有
了一片净土，一个可以安放灵魂的栖
息地。

小鸟飞过了青山绿水，飞过千山
万水，停留在这个与世隔绝却又充满
生机的角落。它没有急着飞走，而是
用纯净的目光打量着眼前的一切，这
一切与小鸟和谐相处，它不惊不惧，好
像是自然界赋予的一个神秘使者。它
的存在增添了一份机趣，一种意境，一
时间变得美好而静谧。

小鸟的存在只在岁月的恍惚间，
不会有人惊喜它的到来，也不会有人
在意它的离去。它俯视大地，俯瞰山
峦起伏、江河蜿蜒、绿树成荫，一切都
在它眼中变得清晰而俊美。小鸟用翅
膀描绘着生命的轨迹，用飞翔传递着
自由的精神。在茫茫宇宙中，小鸟是
那样的微不足道，却又是那样的妙不
可言，因为它有飞翔的权利、高飞的勇
气与追逐梦想的信念。

小鸟并不害怕与我的对视，它优
雅地抖动翅膀，像是一朵自由的浪花，
在林间划过一道动人的弧线，安闲地
站在一棵银杏树的枝头。小鸟落在树
枝上，那一抹俏丽的痕迹，是一场奇妙
的邂逅，它完全是我生命里的一只小
精灵，能看穿人心。它是一缕清风，一
幅图景，更是一抹悠长的记忆。

那无边的蓝天上，一只孤独的小
鸟自在翻飞，鸟影飘逸，时而攀上高
枝，时而落到地上觅食。它许是在喧

嚣的尘世里感受与万物亲近的愉悦，
小鸟舞动美妙的旋律，清脆动听。

我对小鸟好奇且敬畏，这是一只
灵性之鸟，我要给它无拘无束的空
间。小鸟领略到我的善意，并懂得善行
的回报。它带来的不仅是一段奇遇，更
是信仰的源泉。飞翔是它的本能，也是
它的乐趣。它在空中体会风的拥抱、阳
光的热烈和自由的快乐。每一次振翅，
都是对活着的赞美，对希望的渴盼。它
飞越高山，穿越云海，掠过湖泊，畅游在
广袤的天地间，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展示
着生命的壮丽和精彩。

小鸟终于展翅高飞，飞过林子。
在这片林子里，小鸟来过。它也许还
来，也许不会再来，但它已然留下了属
于自己庄严的瞬间。我望着渐行渐远
的鸟影，心中涌起了感慨和感恩。小
鸟的出现不是偶然，是一笔关于灵性
与命运不可或缺的注脚，令我对生活
多了一份感激、虔诚和祝福。小鸟的
离去并非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一种
更深刻、更生动的存在。夕阳西下时，
它会飞到自己的家园，一个高大的树
巢，在那里，它与伙伴相依为命，共同
守护这片领地。夜幕降临，星光闪烁，
它闭上双眼，沉浸在宁静的梦乡，休整
一天的疲惫，迎接明天的挑战。

那只小鸟将继续飞向更远的天
际。它陪伴了我很长时间，在我需要
陪伴的时候。时光匆匆如旅，我会记
起小鸟的样子，记起与小鸟共处的光
景。飞翔吧，小鸟！向着阳光飞翔，向
着梦想飞翔，也许飞翔之中会遇到风
霜雨雪，会遇到挫折甚至打击，但不要
害怕，要坚定向前，用自己的双翼，百
折不挠，拼尽全力，在飞翔中绽放出最
灿烂的光芒。

汪曾祺不愧是近现代我国大师级的
文章圣手，他所写的每一篇文章，都有所
展示的意境与追求。两千余字的短篇小
说《侯银匠》，就是这样一篇讴歌颂扬勤
劳者美好幸福生活的精品力作。

这篇编入1996年《矮纸集》的精短小
说，突出的主人公就是侯银匠和他的女儿
菊子，人物线条和故事情节简洁明了，所
叙述的事也是平常事，但却是颂扬了千百
年来勤劳人皆幸福的人间至理。他在开
篇就突出写了侯银匠的勤劳：“侯银匠店
是个不大点的小银匠店。从上到下，老
板、工匠、伙计，就他一个人。他用一把
灯草浸在油盏里，又用一个弯头的吹管把
银子烧软，然后用一个小锤子在一个铜模
子或一个小铁砧上丁丁笃笃敲打一气，就
敲出各种银首饰。麻花银锈，头帽上钉的
银 罗 汉、银 链 子、发 蓝 簪 子、点 翠 簪
子，……侯银匠一天就这样丁丁笃笃地
敲，戴着一副老花镜。”对主人公侯银匠
的细致介绍，也是对他勤劳的精妙刻画。

在重点塑造侯银匠的女儿菊子时，汪
曾祺更是倾注了真情，从细节入手，不惜
笔墨，对勤劳又充满着天真聪慧的菊子进
行了详尽刻画。他在文中写道：“在别的
同年的女孩子还只知道梳妆打扮、抓子
儿、踢毽子的时候，她已经把家务全撑了
起来。开门扫地、掸土抹桌、烧茶煮饭，
浆洗缝补，事事都做得很精到。街坊四邻
都很羡慕侯银匠有这么个好女儿，有的女
孩子躲懒贪玩，妈妈就会骂一句：‘你看

人家侯菊！’”。一句借助别人口出的“你
看人家侯菊！”，融汇了作者对勤劳者的
真情感慨和百倍的肯定赞许。菊子到了
婆家后，用勤劳赢得了信任与地位，汪曾
祺这样写道：“陆家一天三顿饭都归侯菊
管起来。大嫂子、二嫂子好吃懒做，饭摆
上桌，拿碗盛了就吃，连洗菜剥葱，涮锅、
刷碗都不管。陆家人多，众口难调。老大
爱吃硬饭，老二爱吃软饭，公公婆婆爱吃
焖饭，各人吃菜爱咸爱淡也都不同。侯菊
竟能在一口锅里煮出三样饭，一个盘子里
炒出不同味道的菜。公公婆婆都喜欢三
儿媳妇（菊子）。婆婆把米柜的钥匙交给
了她，公公连粮行账簿都交给了她，她实
际上成了陆家当家媳妇。她才十七岁。”
细品这些淡然知趣的字里行间，无不充满
着对菊子这个勤劳者的褒奖与颂扬。

通读这篇小说，从家庭人生幸福的本
源上看，侯银匠与女儿是少有幸福的，原
因是侯银匠的妻子早早离世了，这对家庭
来说是“残缺的”，也是悲哀不幸的，但是
侯银匠与女儿直面面对，相依为命，赖以
勤劳却赢得了街坊四邻的敬佩，赢得了美

好生活，这不就是对勤劳者皆幸福、勤劳
者有善报这一普世人间真谛的一种赞颂、
期许与弘扬吗？

在文章结尾处，汪曾祺又妙笔生花，对
勤劳者的苦乐年华与快意生活做了借喻和
透视，侯银匠喝着女儿送来的酒，也应是幸
福酒，忽然想起他錾在银簪子上的两句诗：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首
唐代张继的诗全意境应是表达寂寞人生
的，而用在这样文理结尾处，用在侯银匠身
上，关键又是用在侯银匠边喝着“小酒”边
思量人生这样典型环境里，虽含有寂寞孤
独，平淡生活的意味，但“夜深处”依然有所
传来的“钟声”，这“钟声”在侯银匠也是汪
曾祺的心海里，就是为勤劳者而敲响的钟
声，就是幸福的音符，也是那个年代寄予凄
苦人生的美好希冀与渴望。

有着“中国最后一名士大夫”雅号之
称的汪曾祺以精短文章驰名，这篇《侯银
匠》短文章却表现“勤劳者幸福”的宏大
主题，也传递了正能量，赋予了弥久的时
代芳香，这在他留下的四百多万字作品中
是为数不多的，也应是精品中的上品。

冬天的栏杆多么冷，但你靠着它
你依赖的样子多么寂寥，但你维持着

我写下你的时候，天空送来深灰的浮云
你那么瘦，竖着细细的身影

空间太大了，鸟雀像微尘
我问你在等何人，你指了指我的心

如此这般

干涸是有余韵的，比如浮云成冢
那里有过往的云淡风轻与惊涛骇浪

剌痛是有边界的，比如骨节想去流浪
肉身却懒散，叹息般地呼气
吹散虚无的流水，与年轻时的纯粹

干瘪是有起伏的，比如
你的影子突然闪现，撬开尘封的落花
藩篱的语义越来越紧，又越来越松
漏出来的今夜，弦月般伤心

我回家的时候刚好
天气比较冷，下大雪了
房屋在白色中
像一个童话。我回到
童年所在的地方
这里的人很多都去了远处

我握着手机从村头
到村尾。母亲杵着拐杖
过来了，她应该是叫我吃饭
已经不是小时的味道
我说，再等一等
手机好卡，信号也特别弱

她站在风中，太阳照亮
了她的白发，我赶紧回家去
明明是要在一起的，生怕
时间不够，亲情也怕距离阻隔
如饥似渴的人大口喝水
怎么一下就饱了呢

远离故土的人有一根线
扯着，距离越远思念越紧
甚至将白天和黑夜拉成一根线
等回到湖北，江汉平原的
一个小村庄，发现老屋好老
有的人看我像看稀奇

无论是谁，离开一个地方久了
可能就没有位置了
人群来来往往，消逝于烟尘
夜空中只见几颗最亮的星
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这一路就再也不孤单了

你立于地名之上
以一己之私容我
对喧闹的枝头疯言乱语

红雨，如果我赞美
你就是水，浸我以骨
芳菲，如果我说笑
你便是火，烬我以肉
夭夭，如果我言爱
你当是烟，染我以髓

如此想来，我真的中了毒
翻遍悬浮天下的葫芦
却找不出一味可解之药

我拍拍胸口，本想为自己压惊
竟意外抖落珍藏的句子
我不是春风
但百万次的回眸只为你嘹亮

花落成泥，树荫浅见，
这美好的人间值得回味，
望一望远方，
似乎心中的美好愿景都会实现。
热爱所见的花草，
喜欢飞过的鸟鸣，
在休息的片刻，
风也会拂动无边的春色
——在所有的事物上，
留下有韧性的弧度。
我往往是个局外人一个旁观者，
我注意到的
也往往是被生活忽略的部分。

对勤劳人生的颂扬
——读汪曾祺的小说《侯银匠》

方成龙

人之将老（外一首）

霜扣儿

湖北老家
柳再义

人间最美四月天
郝茂军

小青山的桃花
阿 土

云漫青山 李海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