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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小 说小 小 说

图书馆位于市中心地带，五
楼的成人借阅处是我最喜欢的地
方，文学、历史、理论、营养健康
等各类图书摆放有序。

因 为 借 书 次 数 多 了 ，时 不
时 会 翻 到 别 人 留 下 的 痕 迹 ，一
张卡片、一张照片、一张贴纸、
一 张 图 画 、一 张 明 信 片 …… 在
剪 纸 书 里 遇 到 剪 纸 ，在 折 纸 书
里 遇 到 折 纸 ，在 素 描 书 里 遇 到
素 描 ，这 些 有 趣 的 小 事 ，很 美
好 ，也 是 我 喜 欢 去 图 书 馆 的 理
由之一。

目 光 扫 过 一 排 排 书 架 ，当
我 看 见 那 本《人 类 群 星 闪 耀
时》，毫不犹豫地抽了出来，这
是 我 非 常 喜 欢 、非 常 想 读 的
书 ，能 遇 到 非 常 不 容 易 ，我 喜
滋滋地捧回了家。

打开书我才发现，书中夹着
一张小纸条！“十四个历史故事，
十四个改变历史走向的瞬间。不
是每个故事都吸引我，但它也许
是你喜欢的。”几句话勾起了我
的好奇心，这位读者喜欢哪几个
故事呢？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呢？
这些我都无从知晓，但我能肯定
的是，留下这个小纸条，说明一
定是一位有趣的人。

这是一本借阅率非常高的
书 ，这 张 小 纸 条 有 幸 到 了 我 手
里，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悦之
情，美好的情绪在舒缓延续。

当我看完这本书准备还回
去之际，我决定与“小纸条”做
一 个 隔 空 交 流 ，于 是 我 在 小 纸
条 下 面 写 了 几 句 话 ：历 史 总 会
不间断地创造出许许多多崇高
而 难 忘 的 光 辉 时 刻 ，我 们 只 需
记 住 它 ，今 天 我 与 这 张 小 纸 条
的 相 遇 ，也 是 我 人 生 中 的 闪 耀
时刻！

这个“故事”没有后来。每次
去图书馆我都要寻找这本书，无
果，它成了我心心念念的书，我希
望不管书在哪位读者手中，都可
以把这个美好的故事延续下去。

还想说说另一件暖心的小
事。有一阵子我突发奇想学做
菜 ，于 是 就 想 借 书 时 顺 手 带 一
本 菜 谱 回 来 。 那 本《精 美 家 常
菜》吸引了我，我随手翻看着，
当 翻 到 那 道《锅 包 肉 的 做 法》
时 ，忽 然 看 到 在 这 里 夹 了 一 张
纸 ，写 的 是 对 这 道 菜 做 法 的 补
充。“肉切片后，记得用刀拍一
下，肉质松散是关键”“记住，面
糊用一半淀粉一半面粉调制更
酥脆，用量和肉一样多”。后面
还 用 潇 洒 的 字 体 告 诉 我 们 ，她
是一位给家人做了三十年饭的
主 妇 ，这 些 都 是 从 实 践 中 得 到
的经验。

那一刻我被感动了，不由自
主 地 想 到 了 母 亲 ，眼 角 微 微 湿
润。我还记得母亲是怎样制作一
日三餐的，一蔬一食，日复一日，
她经年累月照顾家人，用汗水与
时间置换我们的成长，无怨无悔。

这是一张有温度的小纸条，
我笃定地认为这位主妇一定是美
丽、温柔、善良的，也一定是热爱
生活的，也一定和母亲一样，所
做的食物不只有热气，更有温情
与爱意。

忽 然 有 个 想 法 ，我 也 可 以
主动在书中留下“印记”啊，交
流 读 书 心 得 、画 一 张 手 绘 小
画 ，这 些 无 声 的 隔 空 交 流 ，比
网 络 里 直 接 交 谈 更 有 意 思 ，更
让人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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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三点，我在小茶
铺找座坐下时，邻桌四个男人
正在“斗地主”，输了就在脸上
贴纸条。

上首的汉子约莫五十岁
挂零。循着发牌顺序，他的下
首坐一个鬓角有些花白的瘦
大个儿。再往下，是一个戴近
视眼镜、穿 黄 色 解 放 鞋 的 瘦

“眼哥”，“眼哥”发白的牛仔
裤上有泥灰斑点。最年轻的
那 个 小 伙 子 ，看 样 子 是 九 零
后 ，随 意 地 让 人 一 看 便 知 他
们四人今天没上班。我和其
他围观者端了茶杯在他们背
后来来回回地看。“观牌不语
真 君 子 ”是 看 牌 铁 律 。 一 把
结 束 ，有 观 者 微 微 点 头 赞 赏
一 下 赢 家 ，或 替 输 家 的 失 误
遗 憾 一 两 句 ，倒 也 并 不 让 胜
负双方讨厌。

上首那人很沉着，有炸没
炸都面不改色，输了赢了都挂
个似笑不笑的脸。“眼哥”手有
些抖，牌越好，手越抖。约摸
一小时后，“眼哥”起身上厕
所，不一会儿，他从厕所往回
走，甩了甩手上的水，又正正
反反在大腿上蹭了蹭，急急地
走过去，坐下立即发牌。又过
了一会儿，我去如厕，在厕所
碰到那个头发有些花白的瘦
大个儿。寒暄后得知，他们是
附近另一个县的，做水电。那

个县离此地两个小时车程。
茶 客 中 有 来 得 更 远 的 。

有一次，我看见一个技术工模
样的人从茶铺走出来，走到一
辆挂“甘 A”牌照的越野车后备
厢内取设备，我问他：“兰州
的？跑这么远？”他嘿嘿一笑：

“也不远，十多个小时而已。”
似乎这点路，对建筑行业的人
而言，乃家常便饭。普通工人

中，开车来的是少数。一天，
一个瘦瘦的小个子男人从小
茶铺门口走过，他大概刚从外
地坐大巴车到这里，下车后又
走了较长一段路，他硕大的牛
仔布包鼓鼓的，不用猜，里面
装着他的吃穿用度。在一家
建筑公司生活区门口，我看见
一个骑摩托车来的中年男人，
他支起 摩 托 车 脚 架 ，站 在 车
旁 休 息 ，车 的 后 座 上 和 后 座
两边各绑着一个塑料编织袋，
很大的那种。一交谈，才知他
刚从附近另一个市来，骑了五
个多小时。

小茶铺的茶客中，本地人

比工地上的人多。本地人对
坝坝茶情有独钟。坝坝茶似
乎成了小城的一张名片。在
小城老百姓口中，有个段子自
嘲中尽带傲骄成分——“外地
人坐飞机到我们这里，飞机还
在降落，就听到哗哗声一片，
那是在——打麻将！”牌客纸
烟夹在耳背，输的神色凝重，
赢的谈笑风生。一把毕，有惊

乍乍的喝彩声、自骂手臭声、
嗔怨声从“斗地主”的那桌爆
出。接着，便是一阵喧腾。打
麻将的，各管各，不存在相互
指责，输赢都安静。

也 有 不 打 牌 的 ，三 五 女
士，提一些瓜子、花生、橘子、
甘蔗来，围一桌，都要了五元
一杯的菊花茶，水面浮几颗枸
杞、红枣，杯中插一根吸管，慢
悠悠地喝，摆闲龙门阵。

第一次见一中年女士单
独来喝茶，我有些吃惊。她牵
一条小“金毛”，很优雅地落
座，把狗绳儿系在桌腿上，大
概半小时后，她优雅起身，往

厕所方向优雅踱去，牵着她的
爱犬。小犬一路跳着小碎步，
也很优雅的样子。第二次见
那女士，女士正自顾自看一本
薄的杂志。猜她可能提前退
了休。

再老一些的老头也不打
牌，他们是附近小区的人。往
往只要一杯茶，然后在藤椅上
打瞌睡。他们老半天才恍恍
惚惚睁一下眼——被某桌“斗
地主”的人吵醒了，乜斜着看
看，又把眼合上，继续鸡啄米
般点脑壳。有时，他们咳嗽起
来，声如雷鸣，一声接着一声。

敲丁丁糖的人未进树林，
“丁丁”之声已先到一步。接
着 ，卖 糖 人 开 始 在 树 林 里 边
走 边 张 望 ，四 下 寻 找 望 向 他
的眼睛，目光对上，生意就成
了 一 半 —— 他 知 道 ，那 些 充
耳 不 闻 打 牌 的 ，并 不 是 真 正
买主。与“丁丁糖”自带吆喝
不同，卖零嘴儿的一路呐喊：

“煮花生……茨菇儿……”花
生有盐有味，茨菇白生生、水
灵灵，与茶水最相宜。

我常常在小茶铺闲坐，透
过头顶的树叶，能看见对面高
楼 的 脚 手 架 还 在 朝 天 空 生
长。各种声音此起彼伏，一切
都显得有些嘈杂，一切又都平
静有序，这个城市如此鲜活而
生动。

小 茶 铺
□宋 扬

陈姐的女儿小玲，上高二的时候
觉得学习没有意思，甚至睡到中午才
起床，不想上学，更不想考大学。陈姐
苦苦相劝，甚至求女儿把高中读完，都
没有用，只能先办理了休学。

朋友给陈姐介绍了一位美术老
师。陈姐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位
老师的身上了！

这位老师的教学方法果然与众不
同。在得知小玲无法在早上准时起床
后，他就号召住在画室附近的学员，约
定好每天早上六点，在小玲家的门前
集合，一起上山玩还能写生。

可以跟大家一起上山玩，吸引了
小玲的兴趣。当陈姐早上五点半看到
小玲起床时，眼泪直流。已经快一年
了，女儿的生活习惯终于有了变化。

接下来的改变，更让陈姐感到惊
讶！小玲从画室回到家里后，不仅整
理好了房间，还主动跟妈妈聊天。

陈姐看到小玲的行为发生了巨大
变化，主动跟老师反馈了女儿的进
步。老师叮嘱陈姐，看到女儿的优点
时，一定要多鼓励她，这样才能让小玲
越来越好。

小玲在画室里，帮助新来的学员
找画画用的纸，找适合的笔，还清理干

净画室的地面。在老师给大家准备了
西瓜时，小玲切好西瓜给学员们分享；
在外出写生的时候，小玲还主动帮年
纪小的学员背包打伞。

老师拍下这些照片发给陈姐的
时候，陈姐看了好几遍，不敢相信这
真的是自己的女儿。才两个多月的
时间，在家里什么家务都不做、不愿
意学习的女儿，变成了一个乐于助
人的孩子！

跟老师沟通时，才明白老师让小
玲感受到了责任感和成就感，让小玲
内心肯定自己，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
值，相信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小玲在学习画画时格外用心，认真准
备参加美术考试。

在美术考试结束后，小玲主动投
入到了文化课的学习中，用心努力了
六个月之后，小玲接到了大学的录取
通知书。

陈姐第一时间打电话给老师，激
动地分享这个好消息！大家都为小玲
感到高兴，遇到了一位重视教育的老
师，改变了小玲的一生。

一个会教育的老师，可以温暖一
个孩子的内心；一个爱学生的老师，会
引导学生踏上光明的人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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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笑华

“爷爷，石榴泛红了耶。”
小孩子的观察力就是敏锐，

小院的石榴由青到白，由白变黄，
每次都是不到两岁的孙子先发现
的。这不，立秋后，黄白的石榴透
出 微 微 的 红 色 ，又 是 他 先 发 现
的。这小家伙，可能又是跟他姐
姐学到了“泛红”这个新词。

不只是小孙子喜欢院里的石
榴，他姐姐更喜欢，全家人都喜欢。

十多年前，我们送儿子到西
安上大学，一家人顺便游览了骊
山。骊山除了有华清宫、兵谏亭
等 著 名 景 点 ，还 有 满 山 的 石 榴
树。时值金秋九月，一树树红黄
的石榴恰似一盏盏小灯笼。山道
边，果农正在售卖刚从树上摘下
来的新鲜水果。导游说，这石榴
的种子是张骞从西域带回来的，
很适合在骊山生长，你看，一个个
又圆又大，甜度高，水分足，很好
吃的，是西安有名的特产，很便
宜，可以带点回去。这么好的东
西，我们是肯定要带的，只是太
重，不能多带。

回家后，我们将吃过的石榴籽
种了几粒在闲置的花盆里，此事就
淡忘了。来年春来，花盆里长出一
株幼苗，纤细柔弱的茎，细长娇嫩
的叶。开始我以为是飘来的柳絮
生根发芽了，观察几天，才想起是
去年秋天种的石榴。于是定期浇
浇水，松松土，施点薄肥。小苗苗

长得不错，第二年就有十多公分高
了。我在小院里挖了一个小坑，把
瓦盆敲破，将小树苗和盆土整体地
移栽到小坑里，培土，浇水。

小树苗得了大地的灵气和水
分，蹭蹭地长高，我精心整枝、修
剪，让它既端庄秀丽，又大气优雅。

小小的一棵树，春天一院生
机，夏季一片浓荫，秋日金叶飘
洒，冬时孕育希望。

小石榴树第一次开花的那年
五月，孙女出生，火红的石榴花映
着小宝宝红扑扑的脸蛋，真是双
喜临门，喜气洋洋，我们把宝贝孙
女的乳名唤作“石榴花”。

每年石榴树开花的时候，全
家人就在石榴树下给孙女过生
日，大家围着圆石桌唱生日歌，青
枝绿叶间，火红的石榴花就像一
只只小喇叭为我们伴奏，在欢乐
祥和的气氛中，小孙女吹灭蜡烛，
为大家分发蛋糕。

石榴小树和石榴花孙女就像
姐妹一样健康快乐地成长。石榴
树春天绽出细小的嫩叶，一天天
生机盎然，到绿树成荫的夏初五
月，枝叶间冒出颗颗花蕾，像怀
揣初夏的秘密，把小脸憋得通红
通红，实在憋不住了，张开的笑
脸就是红色的小喇叭。花谢了，
结出一个个小圆果，果子由青转
白，由白转黄，由黄转红，成熟的
时候，一树红彤彤的小灯笼。幼

小的孙女常常在树下一看半天，
出神发呆的萌态，比石榴树的花
果可爱。

在石榴树下和石榴花过了两
个 生 日 后 ，小 孙 女 该 上 幼 儿 园
啦。又过了三个生日，石榴花孙
女成了小学生。二年级，秋天，石
榴应市的时候，老师布置了以“石
榴”为内容的作文。孙女写道：

我学着爸爸妈妈的方法，用
小刀沿石榴的肩部划开一个圆
圈，揭去顶部的果皮，再在石榴的
周身划五道口子，石榴皮就分成
六等份啦，一一剥去，亮晶晶的果
实挤挤挨挨地，组成一队队，站成
一排排，整个石榴就像一粒粒粉
红的水晶籽攒成的水晶球。把水
晶球掰成一块块的，爷爷一块，奶
奶一块，爸爸一块，妈妈一块，弟
弟一块，我一块。一层层一粒粒
扒着吃，粒粒像珍珠。这珍珠水
分很足，酸酸甜甜的，一家人共同
分享，越吃越有滋味。

这篇以“吃石榴”为标题的作
文，得到了老师的表扬，并在全班
朗读点评。

弟弟受姐姐的影响，也爱观
察石榴树。姐姐现在更多的是
关注自己的学业，还没有上幼儿
园的弟弟则像姐姐从前一样，常
常在石榴树下出神发呆。以前
总是姐姐最先发现石榴树的变
化并向爷爷奶奶报告，现在是小
弟弟这样做。姐姐还告诉我们
一个小秘密，弟弟盼望石榴红，
也是在盼望自己的生日。

石榴花开红，朵朵喇叭咏，石
榴红似火，抱籽亲心同。

小院的石榴小院的石榴
□□秦和元秦和元

“哼哼哼哼”，两只猪崽儿在
笼子里叫，它们不是因为脱离了
兄弟姐妹痛苦，而是在乡间土路
上从睡梦中被颠簸醒来，就这么
哼哼唧唧一路。

李华推着借老乡的自行车，
驮着猪崽儿走向道路尽头。“年
关的时候，你们可就又肥又壮
啦。”李华愉快地想着刘大爷割
来青草喂它们的样子，不禁步
子轻快了许多。

扶贫时李华是驻村干部，帮
扶对象是刘大爷。刘大爷的女儿
到南方打工，嫁在了当地。刘老
汉老伴儿去世后，女儿那边也是
一大家子人，回来得越来越少
了。女儿想把父亲接到南方，刘
大爷死活不肯。疫情闹的，谁也
走不远，孤单的刘大爷幸亏有驻
村干部陪着。

李华驻村后动员刘大爷搬到
移民新村去，刘大爷说，七十三
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我都
七十六了，哪儿也不去，就守在
村里，这里埋的都是老伙计。李
华请示领导后，也就不再劝刘大
爷。驻村两年，李华组织村民，
给刘大爷建了两间新瓦房，新搭
了猪圈，还盘了个狗窝，又花大
半年时间修了一条便道和主路

接上，方便出行。平时关心吃关
心穿，头疼脑热给请大夫，在李
华驻村期满返回时，刘大爷已经
把李华当自己儿子看待了：“崽
儿，回去工作别操心我喽，有吃
有穿的，女子也寄钱回来，过得
下去啦。”

李华到底还是不放心年纪越
来越大的刘大爷。碰到有到这边
的志愿者，总是叮咛去看看刘大
爷，捎上给他买的常用药。长点
的空闲时间，也会开车到村头，步
行到半山腰的刘大爷家去，陪他
一天半天。

春天到了，万物复苏，李华在
市集捉了两只黑猪崽儿，给刘大
爷送去。刘大爷勤快，饿不着这
俩小家伙。

刘大爷听见猪崽儿叫，拄着
拐棍老远迎下坡来。

“你瞧你，推车上坡满头的
汗！”

又伸手进笼：“你看看，皮光
毛亮的！”

李华把猪崽儿放进猪圈，就
近扯了半笼青草投进猪槽，这才
坐下和刘大爷闲话。刘大爷给李
华递了毛巾，倒了茶水，笑眯眯地
看着李华，瞅得李华都有些不好
意思了。

李华也看刘大爷，刘大爷眼
见比上次见时皱纹密了些，老年
斑多了些，下巴也更尖了。但精
神还是旺盛，尤其那对儿深陷的
眼睛，还是同样的慈祥和睦。

“这阵儿草好，您就扯草喂它
们。等到草败，我再送些饲料来。”

“不碍事，草盛的时候多扯
些，晒干就是饲料。吃草长大的
猪肉，香。”

“可长不肥啊。”
“谁说的？那是猪没吃饱，勤

人家喂的哪有瘦猪？！这猪杀了
不卖，不能给你们吃饲料猪肉。”

“您年纪大了，省点力气吧。
到时天凉衣服厚，别说寻猪草，干
啥都不得劲儿。”

“有力气呢，你借的村头老
王家的自行车吧？我前几天还
去给帮忙收拾屋子。他家新房
也盖好啦。”

说到老王，刘大爷站起身来，
拄了拐棍奔屋里去，一转身，提出
一板酸奶来：“好东西呢！”

刘大爷把酸奶上面的塑料薄
膜轻轻撕掉，慢慢掏出一盒，小心
翼翼地递给李华：“喝！”

李华接过来，插管进去，吸一
口。味道有点怪。他下意识瞄一
眼时间，已经过期半个月了。他
把吸管细细抿住。

“喝，好东西，多着呢。帮完
忙，老王硬要给我，我不要，给我
送屋里来了。”

帮刘大爷把道旁的草割掉，
给猪崽铺了稻草窝，补了漏雨的
瓦孔，交代好了平时要吃的药的
剂量，李华告辞时，问刘大爷：

“能把剩下的酸奶送我不？回去
的路上喝。”刘大爷忙不迭地应：

“好，好，好！”
李华到村头，给老王还了自行

车。犹豫一下，他还是从轿车里拿
出女儿买给自己路上喝的酸奶。

“王叔，喝！”
老王颤颤接过，紧紧握住，抿

住吸管儿深深吸了半口。
“咋样？”
“甜啊，又酸又甜！”

过期的酸奶
□吕志军

在繁星点点的夜空中，有一
颗星星特别明亮，那就是教师。
他们用自己的光芒照亮了学生的
道路，引导学生走向知识的海洋。

几乎所有人的学生时代，都
有那么一位班主任，他们像一盏
明灯，照亮学生前行的路；又像一
只雄鹰，带着学生飞向更广阔的
天空。在初中，我的班主任便是
这样的引路人。

他姓周，起初只负责教我们
化学课，原先的班主任因为休生
育假暂时告别了讲台。于是，刚
从其他学校调过来的周老师，便
在校领导的力推下成了我们班的
新任班主任。

他平日里总喜欢和学生打成
一片，但在授课时却十分专注。
不苟言笑的他有些严肃，一双明
亮的眼睛里总是闪烁着智慧的光
芒，让我们产生一种敬畏感。毫
不夸张地说，但凡在班主任的课
堂上，没有任何人想错过每一分
钟，全都竖起耳朵听得津津有味。

在我看来，班主任是个平凡
又特殊的人物。之所以说他特
殊，是因为他用多年的从教经验
刷新了我们对化学课的认知，尤
其是以当时的眼光来看，他每堂
课上的小实验都值得我们为之惊
呼，全班同学都认为班主任具有

“超能力”。
班主任的上课方式大胆而又

创新，在他的课堂上化学不再是
无趣的公式和数字，而是一个充

满趣味和挑战的世界。他总是用
一些生动有趣的小实验，来让我
们对化学产生兴趣和更深的了
解，让那些曾经困扰过我们的难
题变得简单易懂。

在班主任的“超能力”加持
下，我们班的化学成绩一直排在
年级第一，这也让其他班级的学
生羡慕不已，甚至还有学生想要
申请转到我们班来。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学校举行
田径运动会。也正是因为这场运
动会，让我们对老师的“超能力”
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认知。

当时，班级有个参加长跑的
女同学，在跑了三圈之后因为身
体不适放缓了速度，瞬间与前几
名拉开了距离。班主任自然也看
出她的状态不对，于是连忙跑上
前陪着她一同跑了起来：“赵亚
楠，老师听说你是带病坚持比赛，
你这种精神已经取胜了，老师不
想你为了比赛累垮自己！”

原本是一句简单的安慰，没
想到那名女同学备受鼓舞，竟然
在短时间内超越了前几名选手，
并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夺冠。

那一刻，我们才明白，原来周
老师的“超能力”并不是真正的

“超能力”，而是他对我们的关爱
和 信 任 。 他 用 这 种“ 特 殊 的 能
力”，感知我们的喜怒哀乐，陪伴
我们成长。

有时候我想，如果每一个班
主任都有“超能力”，那么他们的

“超能力”会是什么呢？是让我们
在知识的海洋中航行的智慧？还
是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找到方
向的指引？或者是让我们在困难
和挫折中坚持不懈的力量？

如今，我们已经长大成人，但
周老师的一言一行始终留在我的
记忆里。他用自己的“超能力”，
点亮了我们求知的道路，也温暖
了我们青春的岁月。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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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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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