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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粉的传播
□张玉贞

五味人生

抢“尾巴”
□张亚玲

流光碎影

有一位工匠潜心研究一项工艺，
产品很唯美，受到了大家的一致称
赞。他守着他的手艺，生产他的产品，
生活过得还可以。

一天，一个人推门而入，扑通一声
跪在地上向他磕头，他一瞧是邻居后
生。后生口口声声要拜他为师，他心
里很矛盾。后生和他经营同一种产
品，两家以前多有不和，他和后生的妈
妈曾为鸡毛蒜皮吵过很多次嘴。况
且，他牢记一句话：教会徒弟，饿死师
傅。他红着脸拒绝了后生，后生也不
计较，见他还是叔长叔短地叫。

后来，他听说邻居后生也研究出
一种新工艺，产品比他的还精美，他
一下子愣了，心里就有了悔意。许多
人登门向后生求教，后生广收门徒，
把自己的技术发扬光大。经过大家
的共同努力，在原有的基础上研发了
更先进的工艺流程，后生成了大老
板。他的工艺随着社会的发展，慢慢
被淘汰了。

很长时间，他感觉很郁闷。他考
虑再三，犹豫着向后生请求能不能到
他的手下工作。后生高兴地答应了，
并微笑着说：“叔叔，记住一句话，花开
的时候，花粉会随风自然传播，只有你
周围的花儿开得好，你的花才能开得
更好。”

农闲时节，农村的冬夜寒
冷而漫长。不过，对当年我们
那群多梦少年来说，冬夜却是
迷人的。

二爷是教书先生，又是当
地的梨园大咖，更是讲故事高
手。每天晚上，二爷便在我们
常去的那个屋里，点上煤油灯，
摆几筐玉米穗。村里的少年
郎，都是急慌慌地吃完饭，蹑手
蹑脚地逃出家门，生怕被堵在
家里，或者迟了抢不到位置。
一到点儿，二爷放下屋门草帘，
隔出两个世界：屋外，“瀚海阑
干百丈冰”；屋内，“红泥小火
炉”，满屋暖融融。

二爷一开讲，屋里立马静
下来，唯有剥玉米的沙沙声。
讲三国，金戈铁马惊涛拍岸；
话西游，横扫妖魔踏平坎坷；
爱岳飞精忠报国，恨秦桧咬牙
切齿；曾和狐仙对话，也曾陪
孟姜女流泪……我们一群少
年郞，随着故事情节的跌宕起
伏，喜怒哀乐着，与故事中的
人物一同浮沉。

当二爷讲《梁山伯与祝英
台》，讲到梁祝化蝶漫舞时，满
屋子悄无声息，唯有灯光轻轻
跳动。突然间，我和那个平时
的打斗对手四目相对，竟都泪
眼模糊，我俩不好意思地转过
脸去。

当晚，我躺在床上，蝴蝶舞
满梦境。第二天课堂上，一恍
惚，就是“蝶双飞”。我陷进那
个凄美的故事里，好长时间回
不过神来。

我突然发现，世界竟然那
么大！我们迷恋的那个“故
事屋”，可与鲁迅的“百草园”
媲美！

上午第四节没课，我信步来到操
场上。室外气温很低，有风，好在阳光
灿烂。

操场上人声鼎沸，好几个班的孩
子在上体育课，满操场走动着大大小
小的学生。我在跑道上漫步，迎面跑
来一群小朋友。前面那个小女孩边跑
边喊：“抓我呀！抓我的尾巴呀！”

我定睛一看，她的棉衣里套着裙
子，裙子下面露出一条灰白色尾巴，尾
巴随着她的跑动一上一下地摆动。

我很惊奇，她的衣服上怎么有尾
巴？我喊道：“好可爱的小尾巴！来，
到这里，让我摸摸！”她跑到我面前，我
拉起尾巴，毛茸茸的，很有质感，一点
点往上摸，还挺长。我惊讶道：“真的
是条尾巴呀！你衣服上带的？”她咯咯
笑着，捂住了脸。一个小男孩说：“老
师，你上当了，这是她的棉袄领子。”旁
边一个小女孩举起小“尾巴”让我看，
并指着我的毛领子说：“老师，你也有
小‘尾巴’。”

哦，真的，我也有“尾巴”！不等我
再说话，他们迫不及待地又转身玩起
了抢“尾巴”的游戏，那条长长的尾巴
在阳光下跳跃，一群人围追堵截，开心
地叫着、笑着，他们的笑脸比阳光还要
灿烂。

在孩子们的眼里，一切都是新
奇的，充满趣味的；在孩子们的手
里，一切都是富有创意的。我的眼
光紧紧追随着他们，脚步也不由得
跟了上去……

我的单位分前后院，前院是办公
大楼，后院是居住小区。我在后院做
保卫工作。

后院很安静。每日工作人员从后
院走出，到前院去上班，只有上下班时
间，后院才有些人气。偶尔有两名保
洁人员出现，扫扫落叶，倒倒垃圾。

当然，还有活物，就是鸟儿。鸟
儿不多，也不常来。偶尔有几只麻
雀、几只喜鹊，或是几只我叫不上名
字的鸟儿，落在值班室门旁的快要落
尽叶子的法国梧桐树上，玩一会儿就
不知飞往何处了。每次它们来了，我
便很欣喜；每次它们飞走，我都深情
相送。毕竟，我和它们一样，都是后
院里少之又少的活物啊。

清静之地，益于修身养性，也益
于读书看报。我偏偏不想做任何事，

就是想家，想老伴儿，想弟弟妹妹，想
儿子孙女……

家里有人烟气息，家里有欢声笑
语，家里有热饭热菜……当然，有时
候也有吵吵闹闹。我想家，哪怕是亲
人之间为某件小事起了争执，我也愿
意热热闹闹的，而不愿孤独冷清。

假如，我们每个人的工作单位是
人生的前院，那么，家庭就是我们的
后院。

在前院，我们好好工作，不管有
什么艰难困苦，都要尽职尽责地做好
分内的事情。下班之后，赶紧回咱的
后院回咱的家，享受和家人团聚的温
馨，分享美食的快乐，好好享受美好
的生活。

你有后院吗？若有，忙完了前院
的事儿，赶紧回后院吧。

装修师傅加班加点，终于让我提
前入住新房。我兴冲冲地到物业管
理处去退押金。物业管理员什么话
也没说，递给我一张表。我填好表
后，她又说：“回去让邻居签字，邻居
没意见再来退款。”

我没办法，只好按她说的办。
对门没人入住，只剩楼上和楼下邻
居了。我敲了敲楼上邻居的门，开
门的是一个30多岁的女人。当我
说明来意，她皱了皱眉头，煞有介事
地问：“你装修的是皇宫还是总统套
房？”我怔住了，不知所措地答：“你
说啥？”女主人没吭声，草草在表上
签了字。

我迷惑不解地走下楼，小心翼翼
地敲开了楼下邻居的门。开门的是
一个戴眼镜的男子，他没好气地问：

“敲门干啥？”我赶忙递上表，并说明
来意。那男子没等我把话说完，把表
一扔，恶狠狠地说：“不签！半夜里还
叮叮当当的，让不让人睡觉啊？”

这时，我才意识到夜里装修影
响了邻居休息。我连忙说：“对不
起……”可那男人将门一摔，再怎么
叫都不开门了。唉，办不成只能先放
一放了。

后来，我主动跟邻居打招呼，楼
上邻居虽不自然，也还应声。楼下邻
居却不一样，特别是那个戴眼镜的男
子，依然冷若冰霜。

有天晚上，我刚躺下，忽然听到
急促的拍门声。我打开门一看，原来
是楼下邻居家五六岁的小女孩。她哭
着说：“阿姨，快救救我妈妈，妈妈摔倒
了，爸爸出去喝酒了，电话打不通。”

我急忙跑下楼，进门一看，女孩
的妈妈倒在地上昏迷不醒。我顾不
上多想，直接拨通了120。不一会
儿，120救护车赶来，把病人抬上了
车，我和小女孩也随车到了医院。我
跑前跑后地给女邻居办理各种手续，
还帮她交了住院押金。

凌晨4点，戴眼镜的男子急匆
匆地赶到医院，小女孩对她爸爸

说：“昨晚要不是阿姨帮忙，妈妈就
没命了！”

“谢谢，谢谢……”他满脸通红，
不好意思地说，“以前，我，我很对不
起……”

“不要说了！谁叫咱们是邻居
呢？”我爽朗地笑了，他也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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