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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都来嫉妒你，看你炫出的家底，都来羡慕你，看你
秀出的传奇，兴奋的相聚还有兴奋的一个你，个个都是
表演的影帝。”当我在网络上听了这首《恐聚族之歌》，
心里真是五味杂陈。现在的同学聚会“忆当年”越来越
少，“比现在”越来越多，记得前两年我组织过一场同学
会，作为牵头的人聚会上我的开场白还没有说完，一位
事业有成的同学插话：“老班长，以后咱同学聚会别每
个人出份子钱了，挨个掏钱太丢人，这次聚会所有的我
全部包了。”这话我听着很打脸，甚至有些伤自尊，也许

这些年过得不是那么风光，看那些成
功人士在同学会上得意洋洋、谈笑风
生，我对聚会的恐惧感越来越强了。
“现在小鸟恋爱了，蚂蚁同居了，

蝴蝶结婚了，苍蝇怀孕了，毛毛虫改
嫁了，青蛙也生孩子了，广大剩女们
你还在等什么呢？猴年就嫁了吧！”前
些天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这则“劝
嫁”俏皮短信息，我这个剩女心有点
发慌。去年春节在老家的那些天母亲
几乎每天都要对我念叨：“女大不中
留，留来留去成了愁，你得抓紧啊！你
看看你的表妹还不到二十八岁，都要
准备生二胎了。”饱读诗书的父亲也
在旁边附和着：“苏轼云‘薄薄酒，胜
茶汤；粗粗布，胜无裳；丑妻恶妾胜空
房’，这就是一种豁达的择偶心态，你

又不是什么金枝玉叶，还奢求什么？我同事的女儿选择
裸婚，没房没车没办婚礼，照样过二人世界。”看父母一
天天苍老我却还“待字闺中”，心里生出一种愧疚感。
我在省城每个月的收入不高，而且在外面花销很

大，一年下来也存不住什么钱。我老家的亲戚多，每年
过年回家与亲戚们相聚，买礼品加上送长辈晚辈的红
包，这让我感到过个年“鸭梨山大”，在不知不觉中我成
了“恐聚族”中的一员。

记得有一首歌唱道“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亲人从
来不会嫌我烦，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家里总有年夜

饭……”家始终是我们最
温暖的港湾，亲人始终是
我们最长久的牵挂，不管
恐惧不恐惧，我终究还是
要收拾行囊———回家！

!路怒族"要学会让一让
刘宝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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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你呀!姑娘
万兴坤

! ! ! !岁尾年头。那天，我
顶着凛冽的寒风，急匆匆
赶往住地附近邮局，订阅
!"#$年度报刊。此前，邮
局已派人到小区上门服
务，因我正好去了外地刚
回北京，延误了时间，心里
有些忐忑。

邮政综合窗口，当班
的是位中年妇女，身着深
绿色工作服，显得
端庄，颇有气质和
涵养。她接过已填
写的订单，仔细核
对了一遍，用灵巧
的双手敲击电脑键盘，在
票据上盖了邮戳，很快办
妥了订阅手续。而后，面
带笑容，亲切地说：“放心
吧，新年不耽误你看报。”
见她的笑容，我觉得似曾
相识，顺便看了一下她的
服务牌号和票据上经办人
姓名，猛然想起，她就是二
十多年前我曾经打过“交
道”的那位姑娘。
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

初，我在总部机关工作，有
个内部刊物，每季度到邮
局给作者寄稿费。那时也
是岁尾，天气寒冷，我骑自
行车去邮局汇款，为避开
高峰期，赶在午后上班前

去，大厅里显得宁静。那时
稿费不多，每张汇单大多
二三十元，金额最多也只
有五六十元，共有二十多
张汇单。服务窗口当班的
是位年轻姑娘。出乎意料
的是，她接过汇单看了看，
头也不抬，冷冰冰地说：
“现在忙不过来，改天再来
吧。”把汇单从窗口塞了回

来。我有些纳闷，问道：“现
正是邮局上班时间，办理
汇款的人又不多，怎么能
说忙不过来呢？”她眉毛一
扬，板着脸，不耐烦地说：
“你的单子太多、太零散
了。”再也不愿搭
理。为避免发生口
角，我先不与她计
较。这时，我观察到
邮局墙壁上的服务
公约“服务热情周到，态度
和蔼可亲，百问不厌……”
同时留意记住了这位姑娘
的牌号和姓名，便打道回
府。到了长安街的一个路
口，我想起附近不远处另
有一家邮局，拐过去试试。

当班的也是一位女同志，
五十多岁，给人的印象是
慈祥和蔼。她接过汇单清
点了一下，没说一句话，几
分钟就办完了汇款手续。
我刚才憋的气一下消了。
回到办公室，一时兴起，开
始琢磨着，两个邮局挨得
这么近，两个工作人员对
待顾客和工作态度截然不

同。于是，通过真
人真事，写了一文
《两个邮局两种不
同邮风》，寄给一
家报社。大约过了

一星期，传达室的同志告
诉我，邮局的同志来找我，
约好在会客室见面。原来
是邻近的邮局领导带着那
位姑娘，专门来赔礼道歉
的。邮局领导说自己有责

任，应当要注意对
员工的职业养成教
育。那位姑娘站在
一旁，眼眶有些湿
润，愧疚地说：“那

天我心情不好，真对不
起。”随后，嫣然一笑，“请
相信，以后不管对谁，再不
会发生这样的事。”她微笑
时，脸颊泛起一片红晕，透
露出内在的一种美感。眼
前的她和那天的她，完全
判若两人！我被他们的真
诚打动，同时也顿生怜悯
之心。行走人世间，应明世
事，通人情。正如《红楼梦》
中所云：“世事洞明皆学
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此
刻，我并未告诉他们还给
报社写稿反映这事。他们
走后，我立即给报社的编
辑打电话，坚持要求撤稿。
今天见到的她，的的

确确是当年那位姑娘。她
不可能一下认得我，更不
会想到我们二十多年前曾
经打过交道，而且是第三
次邂逅。

埃及游记趣
周宪法

入冬时节，
一些亲友得知
我要赴埃及旅
行，无不吃惊：
“这是什么时候

了，那边的风声正紧，时有‘事件’发生，你现在去岂不让
那些‘分子’候个正着！”我本来对此行就有些彷徨，现经
这么一说，心里则变得些许惶恐了！
空中飞行了近 ##个小时，机身在红海机场降落，一

股热浪扑来，忙脱冬装换短衫。迎候我们的是当地女导游
叫哈比比。她年约四十，颇有姿色；早年曾在安徽师大留
过学，汉语流利。在她的身旁，站着一位身穿警服、挎着冲
锋枪的英武战士。哈比比介绍说：“他叫艾德迈，是陪护我
们旅行的。有了保护神，大伙就放心地玩吧！”旅游还有警
察跟着，这倒蛮新鲜，看来形势真的不容乐观。
谁料上了大巴，战士跟我贴身而坐，他歉意地朝我微

微一笑，说了句漂亮英语“谢谢”。我看他的枪擦得锃亮，

只爱片片叶
盛丽秀

真正的收藏家大都喜欢收藏书画、玉器、
瓷器等珍贵古玩，也有民间小众喜欢收藏诸如
石头、树根、烟盒等俗物，而我喜欢收藏叶
子，对绿叶的情谊从少年时代绵延至今。

好多年前，有部著名的小说叫《我爱每
一片绿叶》，那文章的题目恰能表达我的心
意。大自然中鲜花固然美丽，而绿叶更是生
动活泛，那深浅不同、脉络清晰的绿叶给我
带来了无限遐想，在摇曳多姿的带着露水的
绿叶中我常常读出生命的诗意。
最开始收藏绿叶是从中学开始，那时读

寄宿学校，校园坐落在一座山脚下，我们闲
暇常在林荫旁边的山野上读书备考，有时累
了便摘些叶子在手里把玩，那些叶子形态各
异，深色的浓郁，浅色的翠绿，非常惹人爱

怜，它使我这个正值青葱岁月的少年心中拥
有一个绿意盎然的梦。

常常地，我喜欢把那些好看的绿叶轻轻
地展平，夹到我的书页里，既是把它们当作
书签来用，更是想把一份绿的生机定格留存

成为未来的回忆。其实那些绿叶我真的叫不
出名字，但这些又有什么关系呢？只因它们
曾经鲜活过，只因它们吐露过生命的新绿，
就值得我用心珍藏。

后来，慢慢长大，知道叶子不都是绿色

的，因为植物物种不同，在公
园里也看到了红色的叶子、
紫色的叶子等，它们美得耀
眼夺目。有时秋季，我也到山
上采摘红黄等色彩斑斓交错
的成熟叶子，它们记载着岁月的沧桑，见证
了季节的黄回绿转。

最近一次翻看学生时代喜爱的一本朦
胧诗集，发现书里面夹着许多的叶片，它们
就这样兀自在我的诗集里与页里的诗行们
亲密接触大概有三十年了，如今已经不再鲜
绿，而且因为时间久了变得有些干脆，令人
不忍触摸，可它们依然保持那份美好的伸展
之姿，带给我许多年少时的温暖记忆，让我
想起久远岁月那些曾经闪亮的日子。

显示出是个爱枪的小伙。
我也曾是个带枪的人，那
年头在部队枪法不准就评
不上“五好”。我想，途中真
的会碰上“敌情”，给我一
杆枪，我也可和战士并肩
撂几个“分子”呢！

之后，在金字塔、神
庙、清真寺、博物馆等所到
之处，都见有荷枪警察守
卫。据悉，该国的四大支柱
产业为：旅游、苏伊士运
河、石油天然气和农业。从
遍布的警力看，
可见其对第三产
业的重视程度。

一部《尼罗
河上的惨案》，让
尼罗河更有了名气。但也
有传言尼罗河很凶险，强
人兴风作浪，“惨案”屡有
发生！其实呢，美丽的尼罗
河风光无限！端坐邮轮的
棚顶上喝着咖啡，观赏两
岸景色，真可谓心旷神怡，
莫大的享受，难怪小战士
没有跟船，这儿太平着哩！
这条河从南至北纵贯埃及
全境，全长六千七百二十
公里，流经埃及的约一千
二百公里，被称为世界最
长的河流之一。由于没有
工业污染，河水清澈湛蓝，
缓缓流淌；岸边树木葱茏，
牛羊散养，一幅原生态画
卷。去年七月，我在东欧曾
畅游所谓蓝色多瑙河，其
河水似黄浦江水，是约翰·
施特劳斯的圆舞曲给染蓝
的，而尼罗河水却是蓝莹

莹碧悠悠，十分爽眼！
尼罗河是埃及人的生

命河。人们一直疑惑：大金
字塔高达近 #%& 米，用
!'& 万块巨石堆积而成，
平均每块 !(%吨，有的重
达 #$ 吨。埃及国土 )%*

是沙漠，这么多的石头是
怎么来的？答案即是经尼
罗河水上而来！

如今到了尼罗河，游
客们无不想一睹电影《惨
案》的实景。我们的邮轮行

至阿斯旺城附近，哈
比比指着左岸一幢
新装修的紫色大楼：
“《惨案》的宾馆场
景，就是在这儿拍摄

的，现在游客都争着住这
家饭店，人满为患！”这时
正巧有一艘老旧游船驶
来，正是发生情节跌宕起
伏、悬疑扣人心弦的大案
的那条船，“苏丹号”三字
十分耀眼，但与现代豪华
邮船不可比拟，不过要乘
上它必须在两周前预约。

尼罗河风平浪静，可
我们的团队却起了波澜。
有一对新婚夫妻，男小黄，
女小陈，男喜历史，女擅舞
蹈，这本可给这次旅行增
添喜庆色彩，可是未过两
天，他俩竟闹起了离婚！虽
然夜晚同室，但用餐、游览
等活动均各自分开，这不
免引起大家的关心。一问
方知，他们在上海出发前
对此游就有分歧，尤其是
新娘认为蜜月旅行应该去

浪漫一些的国家，到这茫
茫沙漠的地方，似乎是来
探险考古的；再加上有两
次为赶早参观“阿布辛贝
勒”等神庙，凌晨三时起
床，汽车在漫漫沙路上颠
簸了四小时，致新娘呕吐
不止。她简直怨透了，于是
把气出在新郎身上，不睬
他了，声言回到上海就去
法院！

大伙都为这事着急，
可哈比比则用刚学会的上
海话说：“小事体看我咯！”
她见小陈的脸一路来始终
绷着，未见笑过，便逗她：
“新娘子，你看我们埃及
人，哪个脸上不充满着灿
烂的阳光？入乡随俗，你今
天一定给我笑一个，笑一

个，呵呵！”正闹着，忽听卢
克索神庙广场上，鼓乐声
暄，欢乐笑语阵阵。原来，
这儿正举行一场隆重盛大
的婚礼仪式。哈比比见状
陡生灵感，她左手拉小黄，
右手挽小陈，轧进婚礼队
伍，我们一伙人也尾随在
侧。传统仪式结束后，新人
们纷纷跳起了肚皮舞、回
旋舞及现代舞，观者也踊
跃加入。我们团里的几位
“广场舞”高手，则另开场
面，让一些外国游客开了
眼界。小陈原本是舞蹈演
员，她与哈比比的桑巴舞
奔放炽烈，出尽风头！古老
的庙宇罕有这般欢腾，栩
栩如生的神像、壁画，仿佛
也在翩翩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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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乡间老家那地方有个老习
俗，凡过六十六岁生日的老人，都要
抢在农历正月初六庆寿，这叫正月初
六六十六，顺顺顺，寿寿寿。本家老叔
今年过六十六岁生日，我们这些家在
城里的亲属纷纷提前回到老家。老叔
说，都来了，就多住几天，咱村闹正月
比过去还热闹呀。
我想起儿时家乡的闹正月。那时

候尽管贫穷，也要闹正月，图个喜气，
有个奔头。正月里，大人小孩都穿新的
吃好的，不打不骂，和和气气。正月初
一吃新春饺子，正月初三吃送神饺子，
正月初五吃破五饺子，正月初十吃土地生日饺子，正月
十一吃“子婿日”姑爷节饺子，正月十五吃灯节饺子，正
月二十六吃亲家聚头饺子。那年代最好吃的就是饺子，
所以祖父说有饺子吃就是好日子。正月里办喜事的多，
姑娘出嫁，小伙子娶媳妇，吹喇叭，放鞭炮，一片喜气洋
洋。孩子们最乐意的是跟着大人坐胶轮马车去赶大集，

买小小的花灯笼吃甜酸酸
的冰糖葫芦看变戏法表
演，特别开心有趣。

如今的老家都是青
瓦盖红砖墙的起脊大房，
水泥道路连接起村里村
外，村里以前的场院早就
变成了小广场，这里每天
都有闹正月活动。来此跳
民族民间广场舞，老年人
占大多数，老婶是领舞的，
动作柔美优雅，引得一片
掌声。扭大秧歌是一伙一
伙的，谁都可以参加，只要
踩上鼓点就行。我和孩子
们也加入行列，飞闪花绢，
舞动绸扇，场面欢快融融。
而表演乡村锣鼓的都是青
年，他们的锣鼓敲沸了小

村的正月也敲热了人们迎春的心灵。
正月里每当夜幕降临，路灯闪亮之时，家家的大红

灯笼陆续悬挂起来，形成小村一道独特的风景。老叔告
诉我，晚上闹正月的活动都在农民文化室里举办，有演
讲会故事会，有歌舞比赛棋类比赛，最多的就是表演节
目唱年戏了。我跟几位亲属一起来到文化活动室看年
戏，只见这里灯火辉煌，飞扬着欢声笑语。三通锣鼓过
后，大幕拉开，开演了。先是老段子、小节目，或说或唱，
都有趣都逗乐子，让大家笑得前仰后合，热烈鼓掌，兴
奋得不可抑制了。接着上演正戏，是富有喜剧色彩两出
独幕地方戏《老瓜头网上卖瓜》和《年货风波》。演得逼
真生动，唱得有板有眼，台下不时响起叫好的声音。农
民演，农民看，心心相印，喜气盈盈，自然演不完看不够
了。走出文化室时，我的小学同学刘国利拉住我，说正
月十二有拔河迎春比赛，自愿组合，又叫劲又热闹，咱
俩一起去上阵吧。我点了点头，特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