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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扭丽

小时候喜欢看小人书缘于一位摆书摊的老大爷，
因为看书与老人结缘成为一生中挥之不去的记忆。

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在县城汽车站工作的
父亲将我从村子的小学转到了县城上学， 放学后
最喜欢去的地方是汽车站的候车室。

在候车室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位摆书摊的老
人，他是一位慈祥的聋哑老人，年龄大约有七十多
岁，头发花白，牙齿脱落，满脸皱纹，皮肤黝黑，腿
脚不太方便，走路时拄着棍子，一步一步缓慢向前
挪动，十分吃力。老人前面的地上摆了上百本小人
书，那时小人书也叫连环画，以图画为主，配以文
字，是八十年代很流行的书籍，也是小学生们的最
爱。 书摊上的这些书是用来借阅的， 租一本 2 分
钱，只能在现场看，不能带走。

老人坐着时， 不时用手里的棍子整理着被
翻乱的小人书。 等车之余，旅客们坐在那里聚精
会神地看书， 与摆书摊的老人成了候车室里的
一道风景。

大多时间，老人都沉默地坐在那里，面无表
情地盯着前方 ，或打盹小眯 ，与别人交流主要
靠手语 ，他时常伸出两根手指 ，告诉借阅者看
一本书的价格 ，当然可以讲价 ，4 分钱可能看三
本 。 老人每天能挣到几角钱 ，在当时已是一笔
很可观的收入了 。 那时 ，父亲每月的工资不过
二十几元钱。

由于当年家里经济不好 ，除了买必要的生
活和学习用品 ， 家里的孩子一般没有零花钱 。
能借阅小人书对我来说是一件十分奢望的事 ，
每天下午放学做完作业后 ， 就会到候车室 ，盯
着地上的一本本小人书 ，谋划着有了钱后先看
哪一本 。

有时候买完学习用品后会节省几分钱， 我就
很开心地来到书摊前，理直气壮地挑起书来，对借
阅的小人书每次都会爱不释手， 看上两三遍才会
还回去。那时看过的《铁道游击队》、《地道战》、《红
灯记》、《红楼梦》、《水浒传》、《西厢记》等好多故事
书，在以后的日子里，就会刻意地去寻找有关这些
小人书的小说书来看， 从而在中学时代就读过了

许多与小人书有关的书。
为了多看一本书，我就开动脑筋，运用小孩子

的聪明，每次租借小人书时，就会叫上要借书的最
好的朋友，每人借上一本，看过之后就趁老人不注
意，悄悄地交换着来看。 以为动作很隐蔽，摆摊的
老人没看见，后来悄悄观察，才发现老人早就发现
了我们的小伎俩。在我们偷偷换书的时候，我发现
他只是善意地笑了笑，并没有拆穿和制止。那是我
看到他少有的笑容， 老人的行为给没钱而想看书
的我另一种温暖的记忆。

每天下午六点汽车站下班后， 老人就会收拾
书摊。由于他行动不便，每次收拾那些书对他来说
都颇显困难，往往需要半个多小时才能收拾完毕。
看着他吃力地收起一本本书，我就主动跑过去，帮
着他将地上的书整理起来， 放在他身边的一个小
木箱里，快收拾完时，老人的儿子就会过来，帮着
老人收拾，并将老人和书拉走。

有一天，我又来到候着室，看着地上摆放的一
本本小人书，特别是那些新增加的新书。摆摊老人
却招手将我叫到跟前， 他拿起一本新购置的小人

书递给我，示意我拿去看。 我身无分文，迟疑着不
肯接，老人却将书硬塞到我手里让我看，我十分感
激地拿起书，埋头看了起来。

“妞妞，以后想看书给爸说，咱们出钱看，那位
摆书摊的老人家也不容易，那么大年纪，家里还指
望他挣钱补贴家用， 院里的小朋友都像你一样看
书不给钱，那他拿什么挣钱养家，拿什么再添置新
书？ ”免费看书半个月后，地摊上的书基本上被我
看完了，这件事却被小伙伴告密给我父亲，父亲狠
狠地批评了我，并领着我来到书摊前，将两元钱交
给老人， 并用手语告诉老人以后千万不要让我免
费看书。

从那以后， 父亲每周都会给我零用钱让我去
看书，老人添置新书时，我都会一睹为快，有好的
图书还会推荐给院子里的好朋友去看， 大家也会
用零花钱去借书看。

摆书摊的老人和他经营的小人书陪着我度
过了一个幸福的童年， 成为我一生最难忘的记
忆。 三十年过去了，老人也许早就不在世上了，
但我依然怀念他。

摆书摊的老大爷

■张思琴

人来到这个世上会面临许多选择 ， 有的会
选择金钱荣耀， 有的会选择拥有至高无上的地
位， 但我认为人生中最恰当的选择便是无忧无
虚快乐地度过。 当你选择快乐的那一刻你便拥
有了快乐。

秋天悄然而至， 秋风吹走了已是枯黄的枝
叶， 树木没有了绿叶的衬照， 便也就显得萧条
了。每当秋来临之际，大街小巷就会响起“沙沙”
的声音， 原来那是清洁工人在扫枯叶时发出的
声响啊。叶的离去是风的追求还是树的不挽留？
我全然不知， 但似乎我唯一知道的便是叶并不
是 孤 独 地 离 去 ， 它 还 有 一 个 默 默 无 闻 的 朋
友———清洁工人。当清洁工人选择了落叶，他便
终日与落叶为友。 或许他的选择亦然就是他向
往的幸福与快乐。

楼下响起 “沙沙 ”的声音 ，还在睡梦中的我
被吵醒。 “谁啊？ 大清早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吵
死了。 ”从梦中醒来的我心情很是烦躁，便下床
拉开窗帘想一探究竟， 谁知一阵冷风吹过便把

我冷得半死， 忍不住地打了个冷颤。 我定睛一
看， 只见楼下的一位老人正在用扫把吃力地扫
着昨晚被风吹落的树叶。 天气寒冷，时不时一阵
冷风吹过 ，天还没有亮 ，似乎只有五点多钟 ，为
什么这位老人会在这寒秋里忍着身体的寒冷扫
着枯枝落叶呢？ 心中疑惑升起，我便整理好东西
忍着寒风的袭击朝楼下走去。 走到楼下便不觉
大吃一惊：原来这位老人是清洁工人，他吃力地
扫着叶子，可没到一会风就吹来，扫好的落叶又
被风带走，飘飘洒洒，弄得满地又重新铺上了金
黄。 老人看着那随风而落的树叶，脸上却并没有
半点的愠色，反而还流露出丝丝微笑，没错那是
笑容，而且还是一个灿烂的笑容。 看着满天飞舞
的落叶，再看看老人脸上那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想起老人的身份， 我忽然明白老人脸上的笑容
代表的含义了。

老人是一位清洁工，每天都要打扫街道。 我
想， 或许老人看着那些顽皮的落叶在自己的手
中得到处理便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情吧！ 每天
重复着自己开心的事，每一天都会有新的希望，
那么每一天便有新的快乐。 或许这就是老人心

中的想法吧。
拿破仑一生中拥有了一般人所没有的荣

华富贵 ，可他临死前说过的话却是 “我从来没
有一天是快乐的 。 ”是啊 ，他虽然拥有了金钱
荣耀 ，拥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却也是终日生
活在恐慌之中 ，得不到片刻的宁静与快乐 。 而
清洁工老人却恰恰与之相反 ，老人没有金钱 、
地位 、 荣耀 ， 但是他拥有人生中最基本的物
质———快乐 。

生活中还有很多个像清洁工老人这样生活在
社会最底层的人， 但他们拥有上层社会中的人们
想要拥有却又没有的快乐与幸福。

一阵风吹过，地上已没有落叶，老人收拾好工
具转向另一条街道，那条街道上又响起了“沙沙”
的声音， 可此时的我却觉得那音乐是如此悦耳动
听……

人生中会面临许多选择，它们就像风筝，而线
就握在自己手中，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让自己拥
有一份快乐。

叶的离去是风的追求还是树的不挽留， 我不
知，我唯一所知的便是落叶有老人的陪伴。

开往春天的列车

寒灯旧事

■雷媛媛

因为喜欢清净，买房子的时候，特意选了远离
闹市的郊区楼盘。 旧居要拆迁，只好匆匆忙忙搬
进了刚竣工的新家。 我们搬来时，一大栋楼房，只
有寥寥五六家住户。

建筑楼盘的时候，大概是为了方便建筑工人
和附近的居民，在围墙旁边用水泥筑了一个垃圾
池。 楼盘建好后，小区物业管理还没有步入正轨，
垃圾池又正好在路边，人们还是习惯顺手把垃圾
扔在水泥池里。 渐渐地，小区门口就形成了一个
臭气熏天的垃圾场。

小区住户渐渐多了，物业管理制度逐渐健全。
门口的垃圾池却成了久治不愈的“顽疾”，让住户
们深受困扰。 尽管物业管理人员早就雇了铲车和
卡车，拉走了垃圾，推平了水泥池。 然而没两天的
功夫，又有人顺手在垃圾池旧址扔垃圾。 早上只

有几个装杂物的塑料袋子，到了傍晚，就堆成了一
个小垃圾堆。

门 卫 老 爷 子 为 了 制 止 不 自 觉 的 人 扔 垃
圾 ， 可谓想尽了办法 ： 及时清理掉堆放的垃
圾 ， 追着扔垃圾的人讲道理 ， 甚至在墙上刷
上了 “乱扔垃圾可耻 ”的标语……然而因为小
区地处城郊结合处 ， 附近的居民很杂乱 ，老
爷子的管理办法收效甚微 。 在和一个扔垃圾
的大妈大吵一架后 ， 老爷子气得血压急升 。
为 了 这 份 工 作 别 把 老 命 搭 上 ， 老 爷 子 气 不
过 ，索性辞职不干了 。

新来的门卫，是位穿戴清爽的大妈，上班第一
天就在垃圾池遗址上“大兴土木”。她借来工具，撬
去地面上的水泥，铺上从郊外运来的肥沃黑土。她
收拾一些装修的边角料，找来木条和白漆，做成白
色小栏栅。 隔天， 大妈栽上了几排绿油油的小树
苗，听说是蔷薇树……一番忙碌，垃圾池遗址变成

了一个小花圃。
门卫大妈得空就在小花圃忙碌，浇水、松土、

施肥……不知道从哪天起，整个白天，都没有人在
“垃圾场遗址”扔垃圾了。 偶尔有人在夜里堆放垃
圾，一大早，门卫大妈总是心平气和地清理掉，并
没有多余的怨言。

一晃到了初夏，蔷薇花一朵一朵开了。白的、
粉的、黄的花朵，羞答答地爬上白色的栏栅。路过
的人们，总被蔷薇的妩媚和暗香吸引，忍不住驻
足欣赏一番，顺便和门卫大妈聊几句……偶尔会
有人提起：这里原来是个垃圾场呢。 大妈就会笑
着说：好久没人扔垃圾了！是啊，谁会把花园当垃
圾场呢？

满架蔷薇香十里，门卫大妈就这样解决了“垃
圾顽疾”。 其实，我们在生活中也会遇到形形色色
的“垃圾场”，只要在心里种“一架蔷薇”，就会避免
很多不必要的争斗和污染！

满架蔷薇十里香

青春风铃

落 叶 的 伴 侣

心灵时空

圆梦康定

心香一瓣

古老的康定城
诉说着不变的乡情
奔腾的折多河
唱着那不老的情歌
茶马古道的脚印
是祖先的生命在前行
嘛呢堆上的经文
是民族的精神在传承
啊! 康定
你是世界的名城
你是圣洁的化身
你放飞了生命的梦想
我要弹奏幸福的乐章
为你歌唱、歌唱

年轻的康定城
点燃了前进的激情
神奇的跑马山
寄托着永恒的思念
旭日初升的霞光
是吉祥的云朵在绽放
贡嘠雪山的脊梁
是勇敢的神鹰在翱翔
啊! 康定
梦想在这里沸腾
希望从这里诞生
你给了我坚强的臂膀
我要为你纵情歌唱
为你歌唱、歌唱

■罗明俊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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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忠俊 画作念青贡嘎日松贡部

感谢您一直对《康巴周
末》“康巴文学·雪花” 文学
主题版的关注 、 喜爱和支
持。 “雪花”的口号是：康巴
文学的阵地和旗帜，未来康
巴作家的摇篮。 “雪花”致力
于以文学形式传承康巴文
化，介绍康巴作家、作品，培
养康巴文学新人；“雪花”弘
扬人类主流文学精神，倡导
向蓝天学习梦想、向草地学
习聆听、 向雪山学习明视、
向江河学习歌唱， 写过去、
写未来、 写心灵、 写生活。
“雪花” 将长期开设以下栏
目，欢迎您不吝赐稿。

《作家金文》：康巴本土
作家专栏。

《青春风铃》：甘孜州本
土文学新人作品。

《校园放歌》： 本州大、
中、小学生优秀作文选登。

《四季行吟》：随笔游记。
《缪斯词典》：本土诗人

诗歌作品。
《寒灯旧事 》： 本土作

者个人生活回忆。
《人生高原 》： 本土作

家叙事人物散文。
《康巴作家》：本土作家

推介。
《康巴文坛》：康巴文学

评论。
《交响诗画》：本土摄影

家摄影作品图配诗。
《记者笔汇 》： 本社记

者文学作品选登。
《康巴书屋》：康巴作家

新作推介，各地出版的与康
巴有关的新书推介。

《雪花阅读 》：读书 、人
生 、思想 、境界 。 开启生活
之外丰富奇幻的世界 ，推
崇高尚 、健康 、积极向上的
休闲方式 ， 构建书与康巴
人文精神。

来稿请以电子文档的
方式投至本版 QQ 邮箱（QQ
号：120127496）。

———《康巴周末》编辑部

征 稿

■康定中学初 2016 级 4 班 黄雨卓
指导教师 王雪丹

旧历的年底，雪花纷纷扬扬，异乡的大
地转眼间就白了。 而校园中的那一株梅花，
开得那么艳，似一团火焰，一如过年的呼唤，
温暖着我即将归家的心。

期末考试一结束 ，我就背着行囊 ，揣
着浓浓的思念，踏上回家的路。 汽笛声在
北风中开始歌唱， 列车驶向远方的家乡。
我看着窗外，那山、那水、那树木、那房屋，
像画卷一样正一页页翻过 ；而远方 ，我的
故乡，我的家，我的亲人，即将在我面前次
第铺展。 那外婆外公的笑脸，那年夜饭的
飘香， 那一家人围着温暖炉火看春晚，以
及新年的鞭炮和焰火，都层层叠叠堆积在
我的脑海，让我此刻禁不住想拥有一双飞
鸟的翅膀。

“小伙子，放假回家过年吧？”坐在我身
旁的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问我。 还没来得
及等我回答，他就说，回家过年多好啊，回
家能抱一抱自己的亲娘， 过年能吃上家乡
的美食。 他告诉我，他常年漂泊在外，已经
有十几年没有回家过年了。 不知道老母亲
是否还能在灶台边忙上忙下， 也不知道那
一栋老房子是否该修葺一番了？ 听着他几
乎颤栗的声音， 看着他浑浊双眼间噙着的
点点晶莹，我在想，年少的我，哪里能完全
感受他飘泊岁月里沉淀的渴望？ 哪里能全
部读懂他心底天天发酵的孤独？但这份真，
这份时光中不曾磨蚀的真情， 却打动着我
年少的心。

“回家的渴望就在不远的前方……”
原来是坐在前排的一位中年人的手机音乐
响了起来。

“妈 ，我已经上车了 ，就快到家了 。 ”
“妈，您还好吧？ 别担心我。 “妈，我很好，公
司发红包了，比过去都多。 ”

无意中听着他的话，尽管我看不到他
的脸，但我能猜想他一定是微笑着的。 看
着他放在座位旁边大包小包的行李，我忍
不住想，那里面装着的一定都是妈妈喜欢
的东西，一定是送给妈妈的新年礼物。 而
其实，他自己回家 ，就是给妈妈最珍贵的
礼物啊。 人世间最温暖的， 就是这份善，
这份不会在繁忙日子里冲淡的爱。我年少
的心湖，开始荡漾出一圈又一圈涟漪。 过
了一个又一个年， 而此刻， 我嗅着年味，
也渐渐明白中国人为什么总是盼着过年
的意义了。

抬起头，我又看见一对小夫妻带着孩
子 ， 在座位上有说有笑 。 孩子约摸五六
岁，手里拿着好漂亮的一个玩具 ，大大的
眼睛盯着他父母。只听见那位父亲正对孩
子说：“孩子 ， 再过几个小时就可以看见
爷爷和奶奶了。 ”而那位母亲又说 ，“瞧 ，
现在路多好，车多快 ，几个小时就可以回
家了。 过去可要坐几天几夜的车啊。 ”孩
子似乎不懂妈妈的话 ， 只是不停地问 ：
“爸爸， 爷爷都打好年糕在等我们吗 ？ ”
“妈妈 ， 奶奶说家里的新房子好大好大
啊。 ”小孩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这笑声，是
那样美， 如一阵春风， 回荡在车厢里，也
吹进每一个人的心中。 年少的我，感到春
的气息在四周弥漫开来，我的嘴角也忍不
住划出上扬的弧度。

列车上的交谈声此起彼伏， 人们都说
着、笑着、打着电话。 而我听见他们说得最
多的还是：过年了，父母，家。

列车继续驶向远方，我知道，这是开往
家乡的列车，也是开往春天的列车，载着真，
带着善，装着美，归向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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