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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卫东

秋风轻吟，携着丝丝凉意与
无尽的诗意，漫步在杭州这座古
典与现代交织的城市中，每一步
都踏出了岁月的温柔与从容。
就在这条承载着无数故事的街
巷深处，一位青年男子匆匆路
过，在一家奶茶店前不由自主地
放慢了脚步。店门外，一位小姑
娘手持奶茶，她以细语相邀：“哥
哥，喝杯奶茶吧。”那份纯真腼腆
的笑容，如同秋日暖阳，瞬间温
暖了青年的心房。

走出几步后，青年男子隐隐
感觉到，免费赠予他奶茶的小姑
娘是一个“特别”的孩子。于是，
他毫不犹豫地返回来，走进奶茶
店铺门口，轻声地问：“你会做奶
茶吗？”小姑娘说：“我会做的。”

“那你帮我做一杯吧。”“好。”小
姑娘兴高采烈地回到店内做起
了奶茶。

青年男子跟着进来，环顾四
周，目光被墙上的一块牌匾深深
吸引。牌匾上介绍，这是一家由
自闭症患者共同经营的公益奶

茶店，每一杯奶茶都承载着他们
对生活的热爱与努力。他被这
份真挚所触动，当即决定购买五
杯奶茶，以实际行动支持这份特
别的事业。

店内有四个姑娘，都是同样
的原因走到一起。她们分工合
作，每一个动作都透露出她们的
认真与努力。火龙果在第一个姑
娘手中洗净、切片，动作充满了耐
心与细致。青年男子在一旁观
看，用鼓励的话语和温暖的笑容，
给予她们最大的支持与肯定。

第二个姑娘按照杯的数量
往里面倒入碎冰块和牛奶，搅拌
均匀后，倒入打碎机里，接上插
头、开机，随着打碎机的嗡嗡声
响起，水果、牛奶与冰块的完美
融合，一杯杯色香味俱佳的奶茶
诞生了。第三个姑娘细心地为
每杯奶茶添上奶油与彩色糖粒，
它们仿佛被赋予了生命，闪耀着
温暖与希望的光芒。

第四个姑娘迅速地封包，装
袋。青年男子接过这五杯满载

爱意的奶茶，心中充满了感激与
感动。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
购买，更是一次心灵的触碰，一
次关于爱与被爱的深刻体验。
他又看到墙上挂着的感谢信与
笑脸照片，无声地讲述着这里发
生的每一个温馨故事。

“请再帮我下单二十杯奶
茶。”青年男子对小姑娘说道，

“把这些奶茶赠送给行人，让他
们也来感受这份来自秋天的温
暖。”青年男子离开时，小姑娘和
店里的每一位成员都站在门口
挥手告别，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那一刻，秋风轻轻吹过，似
乎变得更加柔和。

这家爱心奶茶店，俨然成为
城市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
这里，每一个生命都被赋予了独
特的价值与意义，她们用自己的
方式绽放光芒，照亮了彼此的世
界，也温暖了这座城市的每一个
角落。

作者简介：江苏省杂文学会
会员、盐城市作协会员

□杨应和

下午一点多钟，城北菜场里
安静了下来，没有了喧嚣和吵
嚷，商户们收拾好摊位陆续回家
休息了，下午四点钟菜场又将迎
来忙碌的高峰。也有少数商户
大热天不愿往家里跑，就点了个
外卖凑合下，午饭后相互邀约挑
一家有空调的摊位开始“掼蛋”，
忙里偷闲，娱乐一下。

几乎每天这个时候，从菜场
东端的一个门市里，都会传出一
曲曲悠扬的琴声，流淌的旋律几
乎都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
老歌。听得出来，电子琴弹得不
是特别的熟稔，有时明显跑调，
有时还出现卡顿，但在这酷暑的
天气里，在这闷热的菜场里，这
琴声却好似叮咚叮咚流淌着的
泉水，让人感受到一丝清凉。

因为菜贩会弹琴，我和妻子
每天买菜都会绕路去他的门市，
既是照顾他的生意，也是出于对
他的好奇。由于经常“光顾”，一
来二去，便熟悉了，买菜时我们
彼此会问候一下，有时他不怎么
忙时，便会站在摊位旁，边整理
菜摊边与我短暂地聊天，时间长
了，我也知道了他以及家庭的一
些情况。

菜贩姓张，家住城郊葛庄

村，今年62岁。据张师傅介绍，
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在县城
读中学，成绩不错，爱好不少，唱
歌、弹吉他、打篮球、练武术，样
样都能“显摆”一下。后因家庭
条件不好，为照顾弟妹读书，高
考落榜后便外出打工。然后结
婚成家，抚养女儿读书。20 多
年前妻子生了一场病，花光了积
蓄，妻子身体稍微恢复后，他又
背井离乡去了苏南打工。外出
打工期间，他省吃俭用地供着女
儿读完小学、中学和大学。前几
年女儿毕业、工作后，妻子、女儿
心疼他这么多年吃苦受累，不让
他再去苏南打工，便投资几万元
在菜场租了个摊位，每天贩卖
些蔬菜瓜果和禽蛋豆制品，由
批发商专人配货送货，不用风
里来雨里去，一般早上七八点
开市忙到中午十一二点，下午
四五点忙到晚上七八点，每月
能净挣六七千块钱，比外出打
工轻松、闲适些。

这些年一直忙于照顾家庭，
张师傅年轻时的爱好几乎都丢
了。前不久和妻子收拾房间里
废旧物品时，无意中找出了女儿
读书时买的电子琴，他擦着琴上
的灰尘，不禁回忆起自己青春的

岁月，回想起自己唱歌、弹吉他
的那些爱好，于是他又找出年轻
时从书摊上购买的那些歌曲本
子，把电子琴、歌曲本子带到了
门市上，每天中午利用休息的时
间学着弹弹琴，哼哼老歌，丰富了
自己的生活。

妻子偶尔也来走走，帮着收
拾收拾摊位和张师傅的日常用
品，张师傅中午闲下来弹琴时，妻
子会坐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听
着，有时张师傅弹得走调了，妻子
便对着丈夫会心地一笑。

张师傅平时不喝酒、不打
牌，不太“合群”。菜场里有人说
他“古怪”，评价他这样活得无聊
没意思，后来见张师傅每天中午
不休息，也不“掼蛋”，着了魔似
地练琴，更有人嘲笑他“不识时
务”，说他这么大岁数了还学那
破玩意，吃饱了撑的。

可张师傅说：“怎么‘活着’
怎么玩是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开
心、快乐就好。”中午我路过菜场
张师傅的门市前，他正边弹琴边
哼着最近晚上热播电视剧《凡人
歌》里的那首老歌：“你我皆凡
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
刻不得闲……”

作者单位：响水县慈善总会

会弹琴的菜贩子 □董青春

心中的明灯心中的明灯

送你一杯奶茶送你一杯奶茶1986年的 8月，正是流火的季节，刚刚初中
毕业，已经年满 15周岁的我，经舅舅介绍，被送
到离家40公里的一个镇农机厂学车床工手艺。

到了厂里，我被安排到了金工车间，这里面
基本都是车、钳、刨、钻的工种，都是与铁器打交
道的活儿。我被车间的王主任带到了一位身高
1米 8左右，皮肤黝黑，浓眉大眼的男人面前，他
姓高，也就是我人生正儿八经拜师学艺的第一任
师傅。

高师傅是这个镇上的本地人，他才26岁，结
婚也就一年多，孩子刚出生。高师傅 18岁进了
这个厂，算是老工人了。听他说，厂子的效益不
太好，与他同批进厂的人，大多数已经调到其他
单位或是去苏南打工了。而他之所以没走，一是
自己家就在厂子附近，上下班方便，不用租房，开
支少；二是孩子还小，需要他一起照顾，不能走得
太远。他对我说：“咱也没考上大学，现在就靠手
艺吃饭，没有更高的追求，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
活，知足了”。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孩
子，不太理解他说的这些话，只能是似懂非懂地
点点头。不过，我当时心里却有点嘲笑他“是一
个不求上进的人”。直到后来我自己为人父母
时，才真正地理解了他“平凡人生也欢乐”的平和
心态与那份超然。

别看高师傅人高马大，却是一个羞涩寡言之
人。上班时间，除了工作要求或技术上的讲解，
他很少和我说话。对我学或做得不到位的地方，
也从来不会训斥我。慢慢地，我也习惯了他的善
良宽容和无声的威严。

农机厂有 30人左右，主要生产农用工具和
阀门配件，生产最多的就是一些铸铁件螺纹圈之
类的东西，制作工艺相对简单。因此，像我这样
的新徒工，上手操作的机会也就比较多了。按照
厂里的规定，加工配件时，带徒弟的班组允许新
徒工（学徒期按 6个月计算）有一定比例的免责
报废率，而老师傅做坏了就得按件赔偿。个别班
组出现这种情况时，总会把责任推在学徒身上，
大家彼此心知肚明，从而避免了赔钱与处罚。在
我学徒的第三个月里，有一天晚班，高师傅操作
时车坏了两个产品，如果把这两个报废小产品算
在我的头上，既没有别人知道，也可以避免被扣
工钱。但下班时，高师傅却如实地填写了自己的
产品报废单。当时，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心里
直嘀咕：“我这师傅是不是有点傻呢”？

第二天早上，在更衣室里，高师傅拍了拍我
的肩膀，冲我笑了笑：“对我昨天的做法，是不是
有点不理解啊？”接下来的几句话，真是让我既有
些羞愧，更多的则是醍醐灌顶。他说：“犯错误不
可怕，可怕的是在错误中还要谋取不属于自己的
东西。做人还是实在一点好，否则会有贪小便宜
吃大亏的时候。”

说实话，学手艺期间，我的悟性真是不咋样，
师傅教我的很多技能，我总是学得囫囵吞枣，不
得要领，但这段话，我却是牢牢地记在了心底，以
至于在后来经历的参军工作、家庭生活的每一个
阶段，我都会主动进行审视与对照。在之后的很
多年，即使是走上有些实权的管理工作岗位，我
也会一如既往地按照师傅的要求，坚决做到“不
贪不沾，日稳夜安”，让自己“心底无私天地宽”。

时光荏苒，一晃 38年过去了。当年师傅对
我说过的这几句话，让我始终记忆犹新。他的为
人师表，就好像一盏明灯，在我的心头永远点亮，
伴随着我，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作者简介：射阳人，企业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