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送来“武大郎衣”
时下，网购热气腾腾，消费者似乎

在跑步入网。而没想到，我初次网购
就碰了一鼻子灰。
那天，我和太太在两家不同的商铺

先后各买了一件 !恤，考虑到自己人高
马大的，所以尺寸都按照上限下单。通
过网银付了款，次日商铺通过快递如约
将衣服送到寓所。接下快递时，我十分
享受，心想这时代发展得还真不错，不
用出门，喝着茶孵着空调，翻翻网页，敲
敲键盘，人家就给送上门了，多爽！

可打开包裹一看，我们立刻泄气
了。那件 !恤拎在手里，就发现尺寸
不对劲。不但长得过分，而且肥得夸
张。穿上身对着镜子一照，就跟武大
郎一般。谨慎起见，我们把 !恤平平
整整地摊铺在桌面，拿出尺子丈量，衣
长居然超出我订单的上限 "#厘米，胸
围超出 $厘米。

显然是发错货了，于是连忙上网
要求商铺换货。谁知对方说，他们是
按照要求发货的；再说，哪有尺寸那么
准确的。总之，拒绝换货。我们告诉
他，第一，你的商品不符合订单要求。
第二，如果能够将就，我们就不会麻烦
你，现在实在是尺寸大得无法将就。
第三，从尺寸看，送到的商品，大多数
国人都无法消受。

!恤没多少钱，问题是人总得讲
道理，不可以翻脸不认账。假使我认
了你的不讲理，这 ! 恤一不能自己
穿，二不能送人穿；要不浪费资源扔进
垃圾箱，要不挂在衣柜里流芳百世。
总之，心里不舒服。

我把上述想法告诉了他，为了息
事宁人，同时兼顾他做生意不易，主动
提出承担寄回 !恤的运费。不料对方
根本没有符合尺寸的 !恤，所以不同
意换货，只接受退货，但坚持由我们承
担来回全部运费，毫无商量余地。交
涉良久，问题无法解决，我们只得把问
题提交给了网络平台。对方依然固执
己见，最后网络平台强力出手，以强制
方式为我们主持了公道。

难道是脚错了
老实说，这件 !恤仅仅就是尺寸

过于夸张了。收到的另一件衣服，就
更糟糕了。首先布料极薄，软不拉叽
的毫无新衣的样子。而且，一眼看去，
颇多织次。
本来，我想把这件衣服扔了了事，

因为交涉起来太过麻烦。但太太不同
意，坚持换货或退货。先前网络平台
的公正态度，已经为她提供了解决问
题的底气。
谁知，这次她错了。对方说，他们

的货都是一个样，我们反映的问题根
本不存在，而且拒绝我们把货寄回给
他们查验。毫无商量的余地，甚至毫
无对话的余地。太太无奈，而且也不
好意思再去麻烦网络平台，于是只能
自认倒霉。但是她傻傻地告诉对方：

你们的服务太不像话，在网站提供的
平台上，我们将如实反映情况，并且给
予你们一个差评。
太太话是说出去了，但事后懒得

在平台上发表意见。不料，当太太无意
间打开电脑，却发现对方竟已在平台
上恶人先告状，说像我们这样的买家，
无事生非，无理取闹，他见多了。太太
气不过，于是花了时间把事实经过一
一道出。她说，衣服质量如此之差，服
务态度如此恶劣，相信不会唯我一人
领教。曝光一下，以免继续害人。

我对网购这样的事，本来就无兴
趣。两件事情发生后，就更无信任感。可
是外甥女过去青睐网购，现在仍然称道
网购。太太说，也许大多数网购商铺是
好的，只有少数是害群之马，而这少数
人又恰巧被我们撞见。她有点不服气，
于是再次触网，希望有个好运气。
这回，她在一家商铺为我选中了

一双休闲鞋。我一听就谢绝了。我说，
网购了两次都没有买到合适的东东，
如果商家心平气和，遇见矛盾商量着
解决倒也算了。可是，两个店主实在倒
人胃口。我不想再碰见这样的人了。再
说，鞋子这个东东，一定要穿在脚上才
知道合适与否。太太不听，径直把鞋买
回来了。

拿到鞋子，我就不喜欢。首先，很
重，穿在脚上不能走远路。但这不能责
怪卖家，因为他从没说过鞋子的轻重。
但是第二点确是卖家的责任，鞋子的花
型是对的，可是颜色与店铺展示的不一
致；第三点也是卖家的责任，%#年来，
我穿的都是 &'码的鞋，可寄来的 &'码
鞋尺寸偏小，我的脚虽然能进鞋子，但
十分痛苦，无法走路。
我幸灾乐祸地把鞋放在太太的电

脑旁，她再度忙碌起来。原来想换大一
号的，把问题解决掉就行。可对方说他
们的鞋就是这样的尺寸，责任在于我
们定错了。退鞋也好，换鞋也好，运费
他们均不承担。我有点糊涂，难道我
%#年来穿的鞋都买错尺码了？
问题再次出现，交涉再次出现困

难。我们无奈再次选择网络平台，他们
依然是强力干涉，解决了问题。
我们暂时离开了网购。但是我们

明白，也许我们还会回到这个平台，这
是时代决定的。只是回头想想，网购双
方虽然背靠背不见面，遇事至少要认
账吧。如果凡事都像这三家店铺，唯知
自私地守着自己的那份蝇头小利，最
终在网购世界只能沦落为下品。即使
网络平台没把你驱逐出去，买家也会
把你抛弃的。

! ! ! ! "()"年 (月新学期开学不久，红
星中学（已改名清华中学）高三（%）班
中，担任宣传委员的我和语文课代表
沈永年两同学，商议着编纂一本名曰
《苗圃》的油印刊物，以提高同学们学
习语文的兴趣。班长秦元弟很支持我
们的想法，说由他来发动同学投稿，由
我们负责遴选和编辑，没想到征稿没
几天，就收到同学投稿二十多篇。
为了出版《苗圃》，我们学着用仿宋

体刻蜡纸，没有油印机，我们用棉花团
蘸着油墨印，秦班长一直陪伴着我俩，
还不时帮忙裁纸印刷。那时正值三年
国家困难时期，文具店只有标语纸供
应，标语纸虽然颜色红红绿绿的，但价
格便宜只卖 %分钱一张，我们就采用
了它。"'张蜡纸刻印花费了我们整整
$个晚上。等到我们好不容易将 *#本
《苗圃》装订成册，三双手使劲地鼓起
掌来，伴映着三张喜悦的笑脸。
星期一起个大早赶到学校，我们

%个把《苗圃》悄悄地塞进了每位同学
的课桌里，连班主任老师的办公桌上
也放上了一本。看着同学们陆续进了
教室，从他们惊讶而又欣喜的神态里，
我们心里甜滋滋的。

没想到三天后班主任老师把我叫
到他的办公室，从他温和又不失严肃
的脸色中我预感着某种不祥。果然，他
说了：“《苗圃》是你们搞的吧，文章虽
然都不错，可是你们怎么能自说自话
出刊物呢？这有点犯忌哪！”我赶紧抢
白：“这是班委会大家一致决定的，团
支部书记顾振亚、班长秦元弟都同意
的，何况语文老师王焕贞也写了文章
的。”他听了我的辩白后停顿了一会，
忧心忡忡地说：“你们太年轻，现在讲
你们也不会明白，你是班干部，听老师
一句话，别再搞刊物，习作可以出墙报
嘛！”说完他拍了下我的肩膀，不容我
分辩，带我一起走出了他的办公室。我
赶紧把班主任老师的话告诉了沈永年
同学，两人面面相觑，真是沮丧极了。
就这样，创刊号《苗圃》又成为终刊号。

%#年后的第一次班友会上，我们
好多同学又相遇了，大家诉说着沧桑
岁月和各自的变化。很快，我们都情不

自禁地回忆起那本《苗圃》来，当然，此
时的我们，已经懂得当年班主任老师
的良苦用心了。当我如数家珍讲出同
学们处女作的题目时，他们都惊奇得
目瞪口呆。我问有谁还保存着《苗圃》，
他们都摇起了头。我告诉大家，我先后
搬了三次家，丢弃了许多东西，然而我
依然珍藏着一册《苗圃》。大家听罢都
欢呼起来，我答应复印给大家，年逾半
百的老同学们才平静下来。
清华中学 $#周年校庆后，我竟然

与断讯 *#年的老同学沈永年相逢，真
不敢想象，当年作为《苗圃》主编的他，
现在已是华山医院内分泌学的教授
了，还是上海作家协会会员哩。他竟然
也提起《苗圃》那档子事来，当得知我
还完好保存着孤本，他叮嘱我下次同
学聚会一定要把《苗圃》原版带来，说
他太怀念那段日子了。
《苗圃》育苗，竟也长成一棵大树，

这是《苗圃》令人欣慰的一个收获。

! ! ! !庆祝搬家的礼花在天空中闪耀着光芒。
我搬新家了，真是开心啊！在我的第十九层
的一室一厅新房里，我巡视着卧室、客厅、厨
房、卫生间，左看右看都看不够。从十九层的
窗子望出去，好高啊，我的新家就像空中楼
阁，我成了空中楼阁中一只快乐的鸟！

我是上海第一批保障房受益人群中的
一员。我原来住在杨浦区平凉路上一幢石库
门房子里，老房子年代久远了，破旧不堪。而
且室内光线昏暗，成年累月见不到太阳，进
屋就要开灯。地板非常潮湿，墙上有时还会
滴水，到了黄梅天，日子真难过啊。多少年
来，我天天就盼着动迁。

'##(年初，幸运之神降临到我们 "$*"

弄的居民身上。春节前，大桥街道殷书记召
集我们居民代表开座谈会，宣布这里要动迁
了。会上，殷书记详细解答了大家提出的有
关动迁政策的各种问题。居民们奔走相告，
高兴的心情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春节后的一天，我看到动迁的横幅挂在

了我们房子的西边墙上，标语写的是———“老
邻居新生活”。这说明，动迁正式启动了。这标
语说得多好啊，新的生活在向我们招手了！

那天我特激动，穿梭于左邻右舍，告诉
每一家邻居朋友，“真的动迁了”！我首先跑
到 %+号我要好的邻居夏英家。我说：“要动
迁了，横幅都挂出来了！”夏英也激动地跳了
起来，喊着：“动迁了，有新房子住了！”
我又奔到楼上亭子间陈医生家，向她报

喜。陈医生竟高兴得哭了起来，连声说“好，
好，好……”，一口气也不知说了多少个“好”！
我的脚下生风似的，一连跑了好几家，由于太
激动，大冷的天，我忘了穿外套就出门“叫
喊”，结果感冒发起了寒热。虽然又是吃药又
是打针，但我的心里像灌了蜜一般甜。

动迁谈判很顺利，邻居们基本都满意，大家高高兴兴签了动
迁合同。新房在造时，我们要在外租房 '年多，政府还给“过渡
费”。一房一厅每月 "*##元，二房一厅 '###元，三房一厅 '*##

元。我真是太开心了，因为我可以暂住到女儿家，'年的过渡费
省下来，新房的装修费用就基本解决了。
现在，我的邻居朋友们都已搬进了新房，老邻居一起开始了

新生活。那段时间，三天两头就有人家“搬场”，个个脸上都是笑
嘻嘻的。
搬进了新房子，发现开心的事还有许多。政府为我们特地建

造了一幢独立的菜市场。今年 %月 "+日菜市场正式开业，礼花
齐放，鞭炮齐鸣，菜场的摊主们也纷纷为自己的生意兴隆讨个好
彩头。那天我进菜场买了一条河鱼，又买了一块豆腐和一些青
菜。摊主们都十分热情，因为从此我就是他们的老主顾了。我也
很高兴，对他们说：“祝你们生意兴隆！”摊主们连说“谢谢”。
现在，我们每天出门进门都乘上了电梯，再不用走狭窄的楼

梯了。这两幢二十八层和一幢三十六层的高楼耸立在河间路上，
好高大好漂亮啊。有时，我会很自豪地告诉来看我的朋友：“看，
这就是我的高楼新房子！”
我们小区名叫“水月坊”，多么诗情画意的名字！“水月坊”名

副其实，里面有一个美丽的大花园，其中有老人健身场，各种健
身设施齐全；还有专为小朋友建造的游乐场。每天，老年朋友带
着孙辈们来这里游玩，年轻的朋友们则一家三口到花园来捉迷
藏、跳绳、打羽毛球，其乐融融。老人们还喜欢坐在长凳上晒太
阳，聊聊家常，谈天说地。
小区的物业各项管理都很到位，门卫 '&小时值班。小区的

居委会也成立了，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大多是年轻的姑娘，她们每
天为我们居民办好事做实事，按期派专职医生给老年朋友量血
压，定期访问居民家庭，免费为 (#岁老人上门理发……居民们
也成立了志愿者服务处，每天有志愿者到各个楼面和花园里检
查卫生，如发现有不文明的行为就及时劝阻指导。我也报名参加
了志愿者的队伍。居委会给我分配的任务是：负责老人的读书读
报和居民的歌咏活动。
因为我是一个音乐爱好者么。我喜欢唱歌，我参加了街道声乐

班和公园唱歌队。我的心中充满对政府的感恩，每天，我都用歌声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用歌声唱出我对新生活的欢乐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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