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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生命的美意
廖 智

! ! ! ! ! ! ! ! ! !"#我来帮你搭帐篷吧

所以那一刻，虽然我们都怕到极点，但没
有人说出一句话，大家都想着之前的约定，默
默地祈祷着这次冲刺能够成功。就这样，队长
开着车子第三次往前冲的时候，忽然间，车子
顺利地就过来了。刚刚碾过农田回到马路上
时，整个车子都很安静，然后我妈就鼓起了
掌。所有人紧绷着的神经一下子就松弛了下
来，大家都跟着鼓掌，每个人的眼里都带着敬
意和成就感。因为队长的这次冒险，我们成了
第一批抵达灾区中心的志愿者，连军车都还
堵在外面，我们却已经带着物资进来了。
从那次冲刺开始，我们对队长也更加信

赖了。之后整个救援的过程中，我们的队伍都
表现出一种很强的凝聚力，队长指挥，我们服
从安排，做任何事情都很有效率。和专业的救
援队相比，我们的表现也是很突出的。后来甚
至有当地的村民过来问我们是哪个部队的，
我们解释说是民间组织，他们都不相信。

!"日早晨，我们进不去太平镇，转战到
了附近的龙门乡。我们本来以为我们要救援
的是被埋在废墟里的人，工具都带齐全了，可
眼前的情形和我们设想的大不相同。龙门乡
的房子大多只有一层高，地震发生的时候，能
跑出来的都跑出来了，没跑出来的，!#日的
晚上也被街坊邻居给挖出来了。
汶川地震的时候到处都是高楼，一栋楼

至少也有几十个人，没有专业的救援很难生
还。但这里每家每户也就是一两个人的样子，
救援已经结束了。我们到的时候，当地的人正
在用一些竹竿搭着帐篷，看到我们也很意外。
因为在我们之前还没有部队和其他志愿者抵
达那里，所以当地的老百姓们都不知道志愿
者是什么。他们好奇地看着我们，我们茫然地
看着他们。既然没有什么着急要做的事，我们
也把自己的帐篷架了起来，就地休息。
说实话，我当时有一点点失落，觉得自己

不应该来。经过了那么一天的疲惫奔波，在路
上堵了那么多个小时，到了这里之后，忽然不

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我有一些
后悔，觉得我最初的决定有些太
冲动了。看来我来了也没什么用，
完全帮不上什么忙。
搭帐篷的时候，我有些沮丧，

就对队长说：“队长，咱们计划要
做的事都没有做，好像白来了。”“廖智，你不
应该失落，而应该感到欣慰，”队长说，“难道
你希望有很多人需要我们救援吗？你不应该
这么想，你就应该希望没什么人受伤，没什么
人被掩埋，就应该巴不得我们来了无事可做，
像个旅游观光者一样来一趟。”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鼻子酸了，我觉得

很触动自己的心灵，就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
很有哲理的话，我说：“对啊，一个人永远不要
忘了，自己是为什么而出发。”
既然都来了，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队长

说，你就带着这个问题，去问问当地的人吧。在
他说这句话之前，我真没想过要主动跟村民交
流什么。但他这一提醒，我就开始行动了。起初
我只是站在村民的旁边，看他们搭帐篷、生火
做饭，默默地想着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又可以
提供什么。队长提醒我，你要知道人家需要什
么，光靠自己想是没用的，你要去问。
但对陌生人开口，的确还是一件挺困难

的事。这里的村民或许是长期生活在山上，和
外面的人交流不多。我们又是第一批进来的，
他们对我们的态度很是客气。我刚刚开口的
时候，他们本能地就会退缩，最多给个笑脸就
走了。我屡屡碰壁，最后终于遇到了一个上年
纪的人，他说看天气可能要下雨，他需要的是
一些能遮住头的东西，比如帐篷什么的。
我赶紧接话说：“那我来帮你搭帐篷吧！”

我观察到他们之前搭帐篷的时候，头几次都失
败了，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找的竹竿不结实。我
先去找来了更适合搭帐篷的木棍，然后又找了
一些石头，想办法帮他们固定住。他们之前搭
帐篷的时候，把彩条布戳开了一个很大的洞，
直接扎在竹竿上，一下雨肯定就会漏雨。我就
开始教他们怎么把彩条布包在棍子外面，再结
结实实地捆上。我的办法的确比他们之前的办
法要靠谱许多，我一边示范一边解说，渐渐地，
村民都陆陆续续地围了过来。最开始我一说话
就跑的那几个村民也过来了，见我搭完一个帐
篷，也主动请我帮他们再搭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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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那些麻风病人在有了出路以后，在
刘强和玉哨的精心安排下，生活有了比较显
著的改善。他们用竹筒引来泉水，喝的水在源
头，洗衣洗澡用的水流到下面的一个池子中，
用来冲厕所。而且水源头和下泄的污水，严格
区分，决不混淆。不多的几片土地，也作了规
划：一部分种玉米，一部分种蔬菜。刘强又去
了一次附近的集市，为大家买来了
足够的盐巴和种子。一些破旧不堪
的房子，他也带领大家修好了———
缺少建筑材料，漏风的墙壁糊上了
泥巴，破败的屋顶盖上了新茅草，但
树却不让滥伐。他还不让大家无节
制地捕杀附近树林里本来已经不多
的野兔、鸟儿、松鼠等小动物，连老
鼠也不让滥杀。可是不捕杀动物就
没有肉吃了。于是，他又为大家买回
几头小猪崽来饲养。
麻风寨的生活走上轨道以后，刘

强和玉哨每隔一两周采一批青蒿送
去，供麻风病人熬水服用。平时，刘强
便住在了玉哨家里。玉哨家的竹楼正
好面对着摩拱江上游的渡口，靠卖凉粉和酒菜
过日子。过往的客人不但来此吃饭，有时还在
店里歇一夜，生意很好。老两口没有儿子，一心
想招个上门女婿。见女儿带来的这个汉族小伙
子高高的个子、眉清目秀很帅气，心里就觉得
很舒服。女儿管小伙子叫“刘老师”。
“刘老师？怎么又是一个刘老师？”父母猛

吃一惊，可又不好多说什么。好在“刘老师”刘
强举止斯文，待人接物也很有礼貌，在小店人
手紧张的时候，他会帮忙干些活。女儿又说，现
在的刘老师也是好人。他采青蒿也是要给麻风
病人送去的。听了女儿这番话，不仅依咪，连依
波也感叹：唉，伟大的天神英帕雅啊，您真是神
力无边，又给我们送来了一个善心的孩子。
这天，刘强又要出发给麻风病人送青蒿，

玉哨要陪他一起去。刘强说这两天小店里忙，
你在家帮你依咪依波吧，我很快就回来。可是
整整过了一个星期，刘强才回来。玉哨喜出望
外，什么也不问，忙给他端上一碗凉粉。可凉
粉还没挑到嘴里，刘强人就突然咕咚一声倒
下了，然后又抱着头恐怖地哇哇乱叫喊疼。
玉哨以为天气热中了暑，赶紧上去解开

他的衣服，一看，刘强浑身皮肤发绿，肚子胀
得像鼓一样。“依波依咪快来呀———”玉哨吓
得大声叫了起来。爹娘赶来一看，“哎呀”叫出
了声：“这是中蛊了！”此地民间有人秘密养
蛊，用来报复仇人。蛊有各式各样，比如金蚕
蛊，蛤蟆蛊，蟒蛇蛊等；中蛊以后，如果无高人
解救，在几天内就会死去。
玉哨娘叹了口气：“唉，孩子是好孩子，也
不知道家在哪里？大老远来到我们这
里，家里人还不知怎么牵挂呢。”玉哨
爹晓得自己妻子动了恻隐之心，想要
救这年轻人了。玉哨家祖传有养蛊秘
诀，所以也会解蛊：“可是我们搞不清
他中的是什么蛊？”
“那就按最毒的蟒蛇蛊给他解！”

玉哨娘说罢就报出几种草药名，吩咐
女儿去采。不一会儿，草药采来了。老
两口将它们洗净捣烂，熬了一大盆汤
汁，脱去刘强身上的衣服，把他浸在里
面，不一会，那水就渐渐发绿；玉哨娘
反复观察，又对照“刘老师”身上皮肤
的颜色，想了想说：“如果是蟒蛇蛊，毒
逼出来后水的颜色会发黑；如果是金

蚕蛊呢，颜色是黄的；现在这么绿，倒叫我想
起过去听人说过山青人下的一种蛊，名字就
叫‘绿’，中蛊以后全身会发绿，逼出来的毒水
颜色自然也是绿的了。让我来问问他———”
玉哨娘附在“刘老师”耳边问他是否到山青

人的山上去过？是否得罪过土著的山青人？可刘
强迷迷糊糊答不上来。玉哨急了，说：“依咪，你
别问了，既然水色变绿了，说明毒开始逼出来
了，赶紧再换水！”玉哨娘也就不吱声了。一连换
了好几盆水，又给他灌了雄黄和蜂蜜水。刘强终
于渐渐苏醒过来了。就这样精心医治了几天，刘
强终于从床上爬起来，喊玉哨娘“依咪”，喊玉哨
爹“依波”，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
玉哨爹娘心里好不喜欢。刘强也非常勤

快地为店里做事———无论挑水做饭、刷锅洗
碗，还是招待客人，抹桌子扫地，他都做得又
快又好。到了晚上，帮老两口算过账，他就拿
一本书在灯下看。
刘强看书的时候，玉哨就在一旁静静地

纺线。纺车嗡嗡的声响，转出了绵绵情意———
像日出日落、花开花闭一样自然，刘强终于成
了玉哨家的上门女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