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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间

史 话

百 态

生 活

孩子从同学家抱来一只小狗，看样子刚满月，茸
茸的胎毛雪白发亮，一对小眼睛圆圆的，像两颗黑玛
瑙乌黑放光，肥嘟嘟憨态可掬，走起路来四条腿还站
不稳，踉踉跄跄，像条豆虫在地上爬行。

老伴儿早就想养只宠物，一来赶时尚，二来免去子
女上班后的寂寞。因而乐不可支，抱在怀里像得了个

“小宝宝”，还支使我去街上买来奶粉和奶瓶 ，像喂养小
孙子一样喂养起来。

在老伴儿的精心照料下，小家伙一天天见长，身上
的茸毛越来越长，体态也变得硬朗了许多，吃饱了整天
在院里踢蹦撒欢儿，扑个蝴蝶，撵个落叶，或在地上逗个
纸片什么的，一扑一扑地故弄玄虚，那姿态常引得一家
人捧腹大笑，因而给它起个名字叫“欢欢”。

欢欢长到一岁多，基本成了个儿，长不过 40 公
分，高 20 公分，身上的毛长到一拃多长，眼睛也被额
上的长毛遮盖着。看人时，一双小眼睛就像隔道帘子
的两盏灯泡，属于那种长毛狮子狗。

然而，欢欢随着渐长，也变得越来越淘气：每天吃
饱后，在门口狂叫着撵汽车、追摩托，尤其是追赶上学
的小孩。追上也不咬，只是一扑一扑地狂叫着，吓得
孩子们直叫喊，上学不敢打我家门前过。老伴儿为了
避嫌，常常把它关在家。关在家里人在还好些，人若
不在，它又反上天：常常将笤帚、撮斗、煤铲子等器物
叼得满地都是。老伴儿的线轴子也被它从针线筐里
叼出来，咬住线头儿由屋里扯到院里，由院里又扯到
屋里，来来回回，将一轴子线都扯光，挂得到处都是，
像蜘蛛网，老伴儿气得直叹气。

有一次家里没人，邮递员将一沓报纸从外门缝投
进院里。等我回家一开门，见它正衔着报纸撕得欢。
报纸被它撕成碎片，害得我拾起来对着看，我气得对
老伴儿说：“这小畜生该管管了！”老伴儿说：“是该管
管了！”正在这时，欢欢突然不见了。老伴儿生气地
说：“丢了活该！省得上劲了。”可一连两天不见，老伴
儿心里又感到空落落的，有些不是滋味。第三天早
上，老伴儿正为之难过，突然看到欢欢颈上拖一截绳
子狂奔着跑回家，围住老伴儿亲昵地乱蹦乱跳，直往

身上扑。老伴儿惊喜地大叫一声：“我的乖乖，欢欢回
来了！”一家人都感到意外，对失而复得的欢欢投去几
缕爱怜的目光。

从此，老伴儿对欢欢疼爱有加，并严加看管。我
也因材施教地对它进行训练，让它知道什么是对，什
么是错，做对了给予奖赏（一根火腿肠），做错了给予
惩罚（罚饿）。欢欢很有灵性，很快悟出主人的意图，
知道做一些讨主人喜欢的事。

老伴儿在后院养了几只鸡，最让她头疼的是喂饱后
东跑西散，赶不进窝里，害得老伴儿四处撵。这天，老伴
儿又在赶鸡进窝，一只“大红毛”怎么也撵不进窝里，急
得她直出汗。这时，正巧被由家出来的欢欢看见，上去
叼住它的翅膀拖进窝里。老伴儿看见喜得合不拢嘴，见
人就夸：“我家欢欢会帮我做事了！”

自那以后，老伴儿每逢喂鸡时，都让欢欢看管
着。它静静地看着鸡吃食，俨然像个执勤的小战士。
哪只鸡不守纪律抢食吃，它就上前“管一管”，吃饱后，
统统把它们赶进窝里。每当这时，老伴儿都喜不自胜，
犒赏欢欢。

有一次我们外出，把欢欢关在家里，回来时下雨
了，我正怕投进院里的报纸被淋湿，打开门一看，没有
报纸，心想：“坏了，欢欢撕报纸的旧毛病又犯了！”但
四处瞅瞅，没有被撕烂的报纸。我正在纳闷儿，走进
书房一看，一沓打上雨点的报纸被欢欢叼进书房里。
我激动地抱起欢欢亲了又亲，用手抚摩着它的长毛，
转身将一根火腿肠送进它的嘴里。

现在的欢欢不撵车了，也不再追赶孩子了。见了
人，尤其是小孩，摇尾晃头，有时还会将两只前爪合起
来给他们“作揖”讨好。上学的孩子打我家门前过，都

“欢欢，欢欢”地和它打招呼，有的还掏出自己的零食奖
励它。

老伴儿外出时常常带着它，这是欢欢最开心的时
候，跑前跑后，尦着蹶子，做着各种滑稽动作，以讨女主
人的欢心。淘气的欢欢不仅又回到了儿时那种憨态可
掬、讨人喜爱的状态中，而且又多了一份活泼而善解人
意的灵性，给老伴儿和家人带来融融乐趣。

我 家 养 了 只 狮 子 狗
□杨朝卿

熟悉珠海的人都知道，与澳门一水之
隔有座将军山，海拔仅 393 米，却威风凛
凛。山脚下，地势平坦，水源充沛，居住
在这里的南屏人终年劳作，耕种水稻、
栽培香蕉，养育着一代又一代。如今，
这个小山村旧貌换新颜，成为美不胜收
的地方。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16 世纪中叶，
珠海成为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桥头堡，特
殊的地缘关系，南屏首当其冲接受了西方
文化。容姓是当地的大家族，在“欧洲风
美国雨”的浸润下，造就了一批了不起的
人物。

容闳是最早“睁眼看世界者”，他生
于 1828 年 11 月， 7 岁到澳门读“西塾”，
12岁转入马礼逊纪念学校“半日中文，半
日英文”。后来，该校校长布朗离职，问
谁愿意跟他去美国读书，容闳毫不犹豫地
报了名。这位美国人的慈善之举，无意中
为推动近代中国的改革和进步播下了一颗
希望的种子。

在布朗的资助下，7 年后，容闳考取
耶鲁大学，成为中国第一个留美大学生。
于是，他立下了宏伟誓愿：“既受此文明
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
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
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为中华的腾飞，饱汲西方文化精华的容闳学成回国。他雄
心勃勃，做成了史无前例的两桩大事：其一，成为洋务运动的
得力助手。清朝权臣曾国藩出于信任和器重，接受容闳的谋
划，没有任何抵押手续，就交给他成千上万的银两。他不负众
望，受命从美国购进各类机器，协助建造了中国近代第一座完
整的机器厂——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他建议，上海江南机
器制造总局附设兵工学校，培养军工技术人才，又成立翻译
馆，翻译了大量西方科学技术书籍，为中华民族工业“开山引
路”。其二，实现西方科技在中国“开花结果”。在清朝重臣李
鸿章的力荐下，容闳主张派遣学生赴美留学计划获得批准。于
是，他在上海成立留学事务所，办起预备学校，分 4批招收幼
童，“既学汉文，又学西学”，先后派出 120名幼童官费留学生
赴美深造。多少年后，这些留学生大部分都成为政府及各界的
领军人物，如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铁路之父詹天佑……
就是这位被誉为“中国留学之父”的容闳，到了晚年躺在病榻
上还在呐喊“抵抗外侮，振兴中华”。

历经时代风雨和人世沧桑，容家人的爱国之心却永不
泯灭。

容有略从小丧父，跟着兄嫂长大，从容闳创办的甄贤小学
毕业后考入香港一家英语学校，后来到广州香山会馆干事。黄
埔军校首届招生时，他有幸得到孙中山的举荐和廖仲恺的关
照，顺利入校学习。在北伐中，他经受了战火的洗礼。因为国
民党内派系争斗，同是黄埔一期的将领都成为高官，唯独他没
有提升。他心怀报国之志不计较，直到抗日战争后期，终于就
任 19 师少将师长。在惨烈的衡阳保卫战中，他冒着生命危险
亲临前线，头脑清醒，沉着指挥，无数次打退武装到牙齿的日
寇的猖狂进攻，用血肉之躯粉碎了敌人的战略阴谋，受到当时
国民政府的隆重表彰。

容国团生于香港，7岁回到故土南屏，在容闳创办的甄贤
小学读书。节假日期间，他经常往返珠、澳、港三地练习乒乓
球。小学毕业后，他又回到香港，边读书边练球。1956 年 9
月，他参加香港体育代表团赴北京比赛，初生牛犊不怕虎，过
关斩将，连连挫败对手。分管体育的副总理贺龙慧眼识人才，
经过一番周折，他成为国家乒乓球队队员。这位骨子里爱国的
青年，立志“振兴中华，扬我国威”。当时，欧洲乒乓球称霸
世界，日本开始崛起。面对强势，他喊出“人生能有几时搏”
的豪迈口号，用研究出来的快速抽击，接连打败了欧洲和日本
的花巧式打法的主导局面。1959 年，在第 25 届世界乒乓球锦
标赛上，他为中国夺得了第一个乒乓球男子单打世界冠军，成
为新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获得者。1964 年，他担任中国乒乓
球女队教练，率队获得第 28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团体冠
军。1968 年 5 月，他受队友的重托，向国家体委请战第 30 届
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这种为国争光的举动，却被造反派定为反
革命事件，他不堪凌辱含冤自尽。噩耗传到中南海，毛主席和
周恩来勃然震怒。

从南屏容家走出来的著名人物，还可以列出长长的名单：
出席日内瓦第一次世界卫生组织会议代表的容启荣、带领中国
国家足球队参加第 14 届伦敦奥运会的容启兆……容家人的传
奇故事接连不断，一直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散发着魅力。

故人虽远去，但我们应该念念不忘他们的丰功伟绩，凭吊
缅怀，寄托哀思，为的是崇尚民族气节，敬重铮铮风骨，弘扬
爱国精神。

容
家
人
的
爱
国
心

□
李
清
海

近日，央视 《新闻联播》 一篇报道商
丘小麦麦收的新闻，让我的思绪瞬间回到
了童年时期的麦收场景。麦田，那片金色
的海洋，承载着我童年的记忆，也见证着
岁月的变迁。记忆中麦田劳作的日子，依
然历历在目，宛如昨日。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麦田是我们
的希望，也是我们的挑战。我出生在一个
被麦田包围的村庄，那里的人们世代耕
种，与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每当麦收季
节来临，整个村庄都沉浸在一种紧张而忙
碌的氛围中。

麦田的边缘，田间地头，几棵高大的
桐树，像守护者一样守护着这片希望的土
地。树木枝叶繁茂，绿意盎然，给麦田增
添了一抹浓重的色彩，浓郁的树荫也是对
麦田劳动者最好的庇护。麦田的天空湛蓝
而高远，白云飘荡其中，像棉花糖一样柔
软。阳光透过云层，洒在麦田上，给大地
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成熟的麦穗在阳
光的照耀下，闪烁着金黄色的光芒，宛如
一片黄金海。

我们头顶着烈日，弯腰挥舞着镰刀，
汗水从黝黑的身体里渗出、滴落，湿透了
肩膀上的毛巾。炙热的麦浪里，镰刀划
过麦秆，发出“沙沙”的声音，仿佛是
岁月的旋律，陪伴着我们度过那些辛勤的
日子。

在麦田里辛勤劳作的时候，最期待的
就是听到田间地头卖冰糕的叫卖声。那声
音，仿佛是沙漠里看见了绿洲，让人心生
希望和期待。每当听到那声音，我们都会

放下手中的镰刀，朝着叫卖声奔去。卖冰
糕的是邻村的一个老爷爷，他的自行车后
面绑着一个大箱子，里面装满了冰糕。

“冰糕，冰糕，5 分钱一个，1 毛钱 3 个。”
他大声地叫卖着。

对于我们这些辛勤劳作的孩子来说，
冰糕是一种奢侈的享受。一个冰糕也是父
母对我们最大的奖励。妈妈拆开用毛巾紧
裹着的纸币，“大方”地给我们兄弟几个
每人买了一个冰糕，然后她坐在旁边喝着
从家里井里打出来的天然纯净水，与我们
一同享受着那片刻的清凉和甜蜜。吃着冰
糕，我们休息一会儿，聊着天，憧憬着麦
子归仓后的幸福日子，暂时忘却了劳作的
辛苦和疲惫。那个时候，冰糕不仅仅是一
种食物，更是一种心灵的慰藉和放松。

每当回忆起儿时麦田劳作的日子，我
都会想起那个卖冰糕的老爷爷，想起他那
充满魔力的叫卖声和冰糕入口时的幸福与
满足。那些记忆仿佛是一幅幅画，永远留
存在我心中。

如今，那个卖冰糕的老爷爷已经不在
了，但我们依然怀念着他和他的冰糕。那

些麦田里的日子，因为有了冰糕的陪伴，
变得更加美好和难忘。

然而，也就是在那个时候，那些繁重
的农活，让我下定决心要走出农村，追求
更好的生活。于是，我努力学习，希望通
过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终于，我考上了
大学，走出了贫瘠的农村，来到了繁华的
城市。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已经成为
了一名城市人。生活在城市中，我享受着
城市的便利和舒适，却时常怀念起那些儿
时麦田里的日子。每当麦收季节来临，我
都会想起那个曾经拿着镰刀的自己，想起
那些辛勤劳作的日子。

岁月如梭，时光荏苒。那些麦田里的
记忆仿佛就在昨天。我常常想，如果没有
那些辛勤的劳作，没有那些麦田里的磨
砺，我是否能够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回望过去，我深深感激那些岁月镰刀
下的日子。它们不仅让我体会到了劳动的
艰辛，更让我明白了奋斗的价值。那些麦
田里的日子，让我学会了坚持和努力，让
我懂得了珍惜和感恩。

如今，虽然我已经远离了麦田，但我
依然保持着对劳动的尊重和对生活的热
爱。每当麦收季节来临，我都会想起那些
曾经的岁月，心中充满了感慨和怀念。

岁月镰刀下，我们从麦田到城市，
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路。那些麦田里的
记忆，将永远铭记在我心中，成为我前
行的动力和勇气。麦田的辛勤劳作，让
我明白了生活的真谛，让我懂得了珍惜
和感恩。在城市的喧嚣中，我时常怀念
那些麦田里的日子，它们如同一首首老
歌，回荡在心间，让我不忘初心，砥砺
前行。

在这个变革的时代，每一个人都有自
己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时代的见证。
我从一个农村孩子成长为城市的一员，这
个过程中，我见证了农村的变化、城市的
扩张、社会的进步，看到了农业机械化取
代了传统的手工劳作，看到了乡村教育的
发展，看到了城乡差距的逐渐缩小。这些
都是时代变迁的缩影，是我个人经历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

当我再次回到那片麦田，我发现它已
经不再是我记忆中的模样。现代化的农业
设施、高效的收割机械，改变了麦田的面
貌。那些曾经一起劳作的老乡们，有的已
经离开了农村，有的则成为了新型农业的
经营者，成了乡村振兴的领头雁。麦田的
变化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整个国家的发
展和进步。

麦田的呼唤
□谢国庆

稻田星光 曲玉宝 摄

“爱心”和“早餐”本是互不往来的关系。不知哪一天，两者
砰然一遇，演绎出道不尽的精彩。

门前，密密实实地排出一条长龙，然而排队的却是图案各
异、款式有别的手提袋，仿佛这里正举办一场手提袋博览会。手
提袋里装着各式各样的饭盒、餐具，显然这是为领取免费早餐而
来的。原来排队也可以这种方式。

附近，坐着、站着、走着三三两两的老年男女，大部分身穿环
卫服装，也不乏生活困难的孤寡老人。平时这支“橙色军团”只
顾没白没黑地给城市涂脂抹粉，却忽略了自己，有的胡茬丛生，
有的发簪潦草，有的衣衫染尘。

这是商丘市珠江路北侧，门店的招牌上炫目着“商丘好人爱
心早餐”。寥寥数字，足以让人动容。今天，建行商丘分行的两
个党支部在此联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我与派驻纪检组党支部书记李伟一同走进门店，影影绰绰
地看见几个人在忙碌。一位戴口罩、穿红色“义工”马甲的瘦高
个男子从厨房迎出来，问清事由，便笑着，手一指：“签一下到
吧！”又一指：“穿上马甲，进去干活吧！”忽而进厨房忙活了。看
来，在“爱心早餐”做义工就这么随意，跟到家一样，找到活就干，
不需要怎么客气，用不着拖泥带水。一交流才知道，他叫李红
伟，40岁，今天第一位签到，每天都来这里干义工。

郭女士在切豆腐。七八层大块豆腐整齐地叠压在一起，一
刀划下去，白亮亮的豆腐条纷纷滚落，如出网翻腾的白条鱼，如
是多刀，然后大刀一横，快如闪电，一寸见方的豆腐块立时在案
板上堆成了小山。

鬓间泛着银白的闫先生在洗啥呢？上海青。水龙头喷着
水，大手三搅四翻，冲了再冲，最后麻利地捞入一口大铝盆。仿
佛让人觉得，上海青们还在睡梦中，经凉水一激，醒了，绿的叶、
白的帮更加动人了。

我笨拙地切着豆腐，一求快，险些切到手，惊出半额冷汗。
旁边，李伟书记握一把不锈钢搅拌杆，在铝盆里翻来覆去地打面
糊。打一会儿，又磕入数枚鸡蛋，接着打。

两口大锅紧挨着，一口烧菜，一口烧汤。很少见到这么大的
铁锅，看那勺子、铲子、舀子，都是特大号的。大锅被严严实实地
围着，只听到下面煤气灶发出的“嗡—嗡—”声。

“豆腐烧青菜吧？”我贴近李红伟的耳朵问。他点点头，随机
又补充道：“再加上一些蒜薹，这样更出味。”

“今天要做多少人的饭？”
“150 人，这几天……”姜末、葱花倒入油锅，瞬间爆出的“嗞

啦”声打断了话语，几股白烟也迅速蒙住了朴实的面颊。
看我切完豆腐，李红伟往水池一指：“再把黄瓜洗洗吧，洗干

净点。”水池里，满满地躺着新鲜的黄瓜，有的还顶着黄花。洗净
的黄瓜随手放到大盆里，大盆满了，就堆到案板上。

红影一闪，进来女同事小徐。我惊讶道：“孩子的病好了
吧？没想到你还能来。”

“正愁嘞，昨晚烧到 41 度！参加完这场活动我就带孩子去
郑州……”说着，小徐捋捋袖子切起黄瓜来。

抬头向外看，联盟新城支行党支部书记曹良松及几位同事
正蹲着择菜、剥葱、刮姜。他们忙完手里的活，轮番到案板前“攻
坚”切黄瓜。

这边，汤锅急促地翻着白浪，散发出米香。郭女士把鸡蛋面
糊左一撇右一捺，轻轻泼到锅里；闫先生双手持着大舀子不松
手，不停地推。

“不是烧的大米汤嘛，怎么还勾面糊？”我问。
“纯大米汤显得寡，勾一些面糊才像汤的样子，喝起来更舒

服，有利于肠胃保养，尤其老年人。”闫先生笑呵呵地说。
汤熬好了，菜也烧成了，又送来了白面馍，一时蒸气弥漫，香

味袭人。
“开饭啦——！”大厅内，馍筐、菜盆、汤桶一字摆开，前来领

餐的人员有序入场，新义工们争相体验，轮流换班。爱心在喷
涌。红色、橙色闪动着、交织着，构绘“商丘好人”品牌的基本底
色，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字当是“谢谢”。

“盛汤，不宜太满，还要把长舀子反复探到桶底搅拌，这样才
能够控制稀稠；盛菜，要掌握在一平勺，连菜带汁一块搲。到了
后半程，要根据人数进行调整，人多了，就少盛点，人少了，就多
盛点。凡来者，都要领到饭。”闫先生悄悄指导我们。

你看，干义工确是普普通通的事情，但绝不是简单粗糙的活
计，想干好，就得用心用智，其中的讲究多着呢。

“美容师”们领到馍菜汤，坐在餐桌前趁热吃，还是家常饭可
口。一边吃一边聊，深密的皱纹掩盖不住笑意，心窝里总是暖暖
的。未聊完，猛然抹抹嘴，立起身，赶紧干活去……

至于捐助仪式，当然简短、热烈。捐款不算多，却彰显建行
的社会责任，代表党员的一片真情。

爱 心 早 餐
□娄渊礼

一天下午，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我觉得
蛮突然又挺可笑，还激发了创作热情，遂写成一文发给几位好
友，竟引起了一连串的波动。

最近一段时间，因忙着自费编印 《商师文一班同学毕业四
十四周年纪念册》，经常要去印务中心。午休后，我便带着老
年人免费公交卡乘坐公交车，两次上车刷卡都正常。来到印务
中心，跟工作人员商量了一些具体事项，十多分钟后事情搞
定，打道回府，不耽误与妻一同散步。

公交车来了，我上车刷卡，突然刷卡机发出“已过期请投
币”的提示音，我赶忙向司机解释会尽快去年检，说完便往车
厢后面走，找了座位坐下，司机也没再说什么。因转车我又上
了一辆公交车，车上人很多，走道都站满了人。我挤在司机旁
边，向他说明会尽快年检公交卡，可才过了一站，他仍不停地
撵我下车，我便愤然下车。本想散步已成我的习惯，不如步行
回去。可走了约 2公里，我就不想继续走了。看见路边有个摆
摊卖爆玉米花的，便好言相求，用手机扫给他一元钱，我拿到
了一元钱硬币，总算又坐上了公交车。

我将这段经历通过微信传给旧友——市公交公司的黄总，
他很快回复：“已安排人调查，这是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问
题。”没过多久，我又接到主持工作的郭总的电话，他说，核
查了细节，可能是语音系统出差错了，他们会尽快修复。第二
天一大早，我投币乘公交车到了办卡处，递上公交卡和身份证
说：“我的公交卡昨天提示已过期，我来办一下年检。”值班员
在电脑上操作了一会儿，和颜悦色地说：“您这卡不是年检的
问题，是这月的使用次数用完了，下个月 1号开始仍然能用。”

一件极平常的事，一会儿把我弄得手忙脚乱，一会儿又笑
逐颜开。

一石激起多层波
□王士敏

乡 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