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瘸一拐
无奈折返
那年高考结束后，

我便回家干农活了。那
天我到镇上同学家，听
说大学发榜了，我和同
学就去邮局取录取通知
书。我被哈尔滨工业大
学录取，惊喜之余又感
意外，因为这不是我第
一志愿。
我家在江苏吴江芦

墟镇，东北可真算得上
是“那遥远的地方”了。
可是，“好儿女志在四
方”，何况，哈工大也是
名校。说不得，这遥遥的
上学路，我得走上这么
一走。

此时已是 ! 月 "#

日，$月 %日报到。路途
遥远，时间紧迫。于是家
里商量作了分工：母亲
和姐姐日夜赶做棉袄、
棉被、棉鞋，因为听说哈
尔滨非常冷；我哥办粮油和户口
迁移证；我则回学校办团员迁移
证及路途补助。两天后，一切办
妥，我含泪挥别年迈的祖母和母
亲，匆匆上路了。

火车到了南京下关车站，
当时南京长江大桥尚未建，故
需自行乘长江轮渡到浦口车
站。一下车，只见浦口车站人山
人海。怎么回事？四处打听，原
来河北发大水，天津海河铁路
大桥冲垮，往北的列车全部停
行。听到这个消息，第一次出远
门的我一下蒙了，不知所措。
好在当时学生很多，大家议

论纷纷，最后决定派代表与南京
铁路局交涉。铁路方面的答复
是：什么时候通车不知道，可在
南京等，也可凭车票免费乘车回
去，在始发站退票。南京我没有
亲戚，没办法，只好原路返回。
经过两天多的奔波，我已是

疲惫不堪，口舌生疮，嘴上起泡。
更严重的是，新布鞋磨破了脚，
脚趾肿胀发炎，走路一瘸一拐，
疼痛难忍。到苏州火车站后再要
去码头坐船。正午时分，烈日当
空，骄阳似火，到轮船码头要走
二里多路。我拎着东西，咬着牙
在滚烫的马路上挪步，衣衫都湿
透了。好不容易挨到轮船码头，
人也瘫了。
在船上遇到两位同学，我就

托他们去我家叫我妈摇船来接
我，我可实在走不动了！当我妈
看到我那副狼狈相时，心疼不
已，和我一起抱头痛哭……

再次出发
偶遇同伴

在公社卫生院住院开刀，过
了一个多星期，炎症总算消退，
人能走动了。眼看已经开学了，
我心焦不已，可是也无可奈何。

打点行装，重新上路吧！
百般打听，只有一

条曲折的路线：去北方
只有一趟到烟台临时客
车，下车后需转乘海轮
到大连，再从大连乘车
到哈尔滨。咬咬牙，我一
人又重新上路了。
苏州火车站买票要

预先登记，每天 &'个名
额。我去登记时刚巧是
第 &%名，郁闷不已。第
二天，我想想不甘心，抱
着试试看的心情又去
了。正好有人没来，第
&'号票就给我了，这下
真把我高兴坏了。

晚上半夜三更，昏
暗灯光下，马路上空无
一人，寂静无声。我拎着
东西，心中发怵，硬着头
皮，走了一个多小时才
到火车站。临上车前，碰
到了一位也是学生模样
的人。一问，跟我竟然是

同校同系的！我们便结伴而行，
我也心安了不少。

在烟台下车后，我和新同学
一起找旅馆、找饭店。旅馆都是土
炕，睡得很不舒服；饭店找了很多
家，都没有米饭，只有馒头煎饼，
没办法，只得吃面条。这就是我要
开始过的北方生活呵！不习惯，也
得慢慢习惯。

沧海平原
莽莽东北

第二天我们登上去大连的
海轮。第一次见到大海，我站在
甲板上尽情欣赏：蓝天白云下，
浩瀚大海一望无边，蔚蓝的海水
中不时看到漂浮的水母和游弋
的各种海鱼。船卷起的汹涌白浪
把我们送向未知的彼岸。心中既
有憧憬，也有不安……

(个多小时后到达大连。我
们无心留恋海港美景，赶紧买票
上车，急切地继续向哈尔滨进
发。列车在莽莽的东北大平原上
疾驰，我的心早已飞向远方。这
里景色与江南水乡已迥然不同，
真是“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到达哈尔滨，已是晚上 %'

点多，寒气袭人。我穿上棉袄，到
处打听往哈工大怎么走，终于碰
到了两位工大高年级同学，把我
俩一直带到工大二宿舍。同学们
已睡下了，见状纷纷起来把棉被
给我，问这问那，有说不尽的话。
一问，原来，已经上课十多天了。

折腾了二十多天，总算到
了！我舒了口气，又累又满足地
在床铺上躺下。

至今半个世纪过去了，但我
仍会时常想起人生旅途中这段特
殊经历。这段艰难曲折的上学路，
让我这个第一次出远门的稚嫩青
年，长了见识，练了意志，迈出了
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意识的大学生
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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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无反顾钻进雨帘
天气预报，受台风“海葵”影响，!

月 !日上海有台风暴雨。根据往年的经
验，想那暴雨台风不过一两个小时的事
情，一会儿就过去了。尽管心里有准备，
但当它真正来临的时候，我还是被它的
气势镇住了，特别是它对我们工作影响
的持久性和造成的困难程度。
清晨 )点 &'分，从家里出门上班

时，雨已像珍珠般从空中洒落下来。到
了大华邮局，衣服已湿透了。雨越下越
大，同事们上班来个个湿淋淋的，但没
有一个人迟到。看了报纸才知道，市政
府有公告，所有今天因为天气原因造
成的晚上班一律不算迟到。为确保人
身安全，市政府还要求市民和各行各
业的员工减少外出的次数。邮局领导
决定，把原来的上午两频次出班规定
改为一频次。

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疑虑在心
头：这样的天气该怎样出班送邮件和
报刊？但时间不容你迟疑。整理好报刊
和邮件，已快到 %'点，雨却还没有停
的意思。天空阴沉沉的，风打着呼哨穿
过巷道。没什么好再犹豫的，所有的投
递员都穿好雨衣，捆扎好邮包，义无反
顾地钻进了雨帘中。

快慢结合悉心投递
雨水很快淋湿了全身。一阵狂风

吹来，脸庞湿了，眼镜模糊，眼前一片
迷茫。路上行人稀少，汽车经过更是水
花四溅，一片水雾弥漫。我索性摘掉眼
镜，免得因视线模糊发生意外。
在投递员中流行这样一句话：“不

怕天热天冷，就怕刮风又下雨。”天再
热再冷对邮件都没有影响，怕的就是
下雨淋湿了邮件。我把挂号信用塑料
袋包好装在安全包里，斜背在肩上，外
面再穿雨衣，双重防护。来到小区，下
了车，我小心地掀开雨布的一角，拿出
邮件，又迅速盖好邮包，然后疾速冲到
信箱前，把邮件投入信箱，以免被雨水
淋湿。投送挂号信，我要把雨衣拉链拉
开，打开安全包，看一眼收件人地址和
姓名，再揿门铃告知。有不愿下来的，
还要送上去。这样一套慢动作下来，要
比平时多一半的时间。一个频次送完，
要比平时多花几乎一个小时。中午 %*

点 &'分，我终于完成了上午的投递任
务。回到邮局，全身上下从里到外没有
一处干的。换了同事借来的干衣服，喝

完邮局烧好的姜汤，被雨水泡麻木的
身体总算有了一些暖意。

中午，雨越下越大，风越刮越急。
天暗了下来，像夜晚降临，黑沉沉雾蒙
蒙压在头顶。套好《新民晚报》已经是
下午 (点钟，大雨一口气下了三个多
小时却还不罢休。这种情况下出去投
递，邮件报纸必定被打湿。上级来了紧
急通知，暂停平信和挂号信的投送，改
为明天投递，以免损坏邮件，减少不必
要的损失。《新民晚报》则必须按时投
送，把报刊信息快速传递到居民手中
是我们的职责和使命。用雨布把《新民
晚报》像捆粽子似的包好，我们推着
车，再次冲进暴雨中。

顶风破浪及时送报
深一脚浅一脚上了马路，骑上车。

雨一阵紧似一阵，下豆子似的砸下来，
打得雨衣都啪啪作响。一路上白花花
一片，水面暴涨，脚下的路都看不见。
远处，林立的高楼都似乎在风雨中动
摇了，飘摆不定。
风肆虐，路边的树木匍匐弯腰，经

不起折磨的就永远起不来了，连根拔
起，歪倒路边。我也匍匐弯腰，握紧车
龙头，使出最大力气，顶住狂风的推
力，克服轮下的阻力，费劲地踩着车。
车轮在水中劈开一条道，车子像一条
窄窄的小船在乱流中破浪前行。
小区里如泽国一般。为了不让报

卡和《新民晚报》遭雨淋，情急之中我
想了一个办法：把报卡藏在雨布下，掀
开雨布看一眼报卡，按数抽晚报，弯腰
护着晚报冲到信箱前投进去。尽管这
样，湿淋淋的双手还是把晚报泅湿一
片。我就这样掀开，盖上，掀开，盖上，
重复着机械的投送动作，双脚在没过
小腿的水中蹚过。进了水的鞋走起路
来，发出哔叽哔叽的响声。我感到了雨
水渗透皮肤的凉意，从头到脚。雨水总
是从前额流下来，挡住了眼睛，抹也抹
不及。
最后一份垫底的《新民晚报》还是

没能逃脱被打湿的厄运，我带着愧疚
把它递到订户手中，歉意地说：“不好
意思，报纸打湿了，请烘干再看。”对方
倒是非常理解我们的难处，满不在乎
地说：“没事的，下这么大的雨，哪能不
湿的，倒是该感谢你们，下这么大的雨
还给我们送报纸。”我一阵宽慰。

晚上 +点前，我终于完成了投送
《新民晚报》的任务。雨势仍绵绵不绝，
回到邮局，看到同事们都安全地返回，
一种战胜暴风雨的自豪感在心中升起。
第二天，一位订户给大华支局写

来表扬信：“及时收到报纸，在惊喜捧
读报纸新闻之际，不禁想到可敬的冒
着狂风暴雨送报的投递员，他们真的
了不起！”对此，我们的回答是：“这是
我们的职责和使命。”

! ! ! !在博客里
结识霍日炽先
生，满打满算也
就两个月时间，
但一来一去，已
成相知。
去年 %%月

下旬我的博客
里留下霍先生
一长串足印，他
连续浏览了我
的若干篇日志，
写下若干条评
论，我很感动。
回访这位陌生
的来客，他的博
文里的一段话
让我心灵为之
一震：“最初，对
于博客是什么
东东，并不清
楚。但是有一
点，我明白：晚
年如果无所事
事，那就意味着
等死。”作为同
龄人我禁不住
拍案赞同，霍先
生说得何等振
聋发聩，痛快淋漓！人老了总是要
死的，但活着一天就应当有一天
的精彩，如果晚年之际真的无所
事事，那与静静地等死有何不同！
真是快人快语，直截了当。相比之
下，我当初建博的开场白就显得
过于文雅了。

霍先生还说：“余生有限，再
也不能浪费了。一定要找点事情
做做，写写回忆录，记记所见、所
闻、所思……”他的博文丰富多彩
而有个性。在回答一些老友何谓
“博客”时，霍先生更是妙语连珠：
“博客，就像卡拉 ,-，想怎么唱
（写）就怎么唱（写）。”“博客是‘自
留地’，只要不种罂粟，种什么花，
栽什么树，都由自己作主。”多么
形象，多么生动！

退而不休的霍先生豁达乐
观，精力旺盛，兴趣多样，勤奋好
学，在他的博客里大家看到的是
终日忙碌的身影。读书、篆刻、书
法、摄影、旅游、交友，还在网上
编辑电子刊物。他把博客看作没
有围墙的“大学”，坚信自学成才
不是梦；他把博客作为体验“心
有多宽，世界就有多宽”的园地，
丰富生活，陶冶心灵；他把博客
当作友情的纽带和桥梁，编织着
当年在工作岗位患难与共的战
友之情，也编织着霍氏大家族的
同宗亲情……

我曾自以为自己蛮勤奋的，
可是与霍先生比起来，真自愧不
如。年近 +'的霍先生如此热爱生
活，乐观向上，这一切源自于他的
人生经历与感悟。当年他和一大
批热血方刚的年轻人离开繁华的
大都市奔赴“三线”，在偏僻的山
沟、荒原为祖国的建设奉献了青
春年华。艰苦的磨炼永远是人生
的一部教科书，也是终身受用的
财富。
在霍先生的身上，我看到了

那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如今岁
月已逝，然而生命之火依然炽
热。热情直率的他说要送给我一
方“烙印”，前几天就寄来一个分
量挺重的大盒子。我很纳闷，究
竟是什么样的烙印？打开一看：
一本《浦东景如画》画册，专门送
给我夫人的（她的故里在浦东）；
一本他参与组稿的《锦江岁月》，
当年“三线”企业人员的回忆文
集；一本“三线”人后代，也是
“三线”才女晓露的博文集；一方
刻了我姓名的石印，还有“金陵
拍客”等烙印。最让我开眼界的
是，“烙印”原来是在被人们随手
扔掉的白色泡沫塑料上刻制的，
细细回味，真是匠心独具。

上海霍先生的友情深重，积
极的人生心态更值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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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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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中的
使命

! 吕爱军

今夏上海酷暑难
消，每年都有的台风总
是擦肩而过。回想去年
战台风、送邮送报的一
幕幕，依然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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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八月
底，是大学新生
报到的日子。大
学校园里热闹
起来，有不少
是 自 驾 车 来
的，现在更能看
到宝马、奥迪等
豪车停满校园，
学校成了临时
汽车博览会。每
当这个时候，便
会想起我当年
艰难曲折的上
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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