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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家小店正对着老丽中的后门。

通往学校后门的是一条不足五米宽的小巷，学

校在小巷的这边，小店在小巷的那边，距离不足五

米。

不记得这小店开出来有多少时间了，当时后门

的这条小巷小店林立，开了关，关了再开，又关又

开。

但随着时间推移，渐渐还是与这小店以及小店

的老板娘有了一些关联。小店的店面只有二十来

个平方，摆着四五张小长桌。店面后面是隔开的四

五个平方的厨房。每天早上，小店供应的早点有稀

饭、馄饨、面条、粉干，还有茶叶蛋。

有时我来不及早饭就到学校早自修，便会跑到

这小店吃一碗稀饭，老板娘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妇

女，小小的个子。知道我是学校的老师，她总是很

客气地招呼，老师你吃什么。在我吃下一碗稀饭

后，她又说，老师，要再给你盛一碗吗？

那一周是我值周。早自修后我在校园里巡查，

突然发现十来个学生往后门跑，我就跟了过去，只

见学生很顺利地通过后门，穿过小巷，进入小店。

按照学校的规章制度，上课期间学校实行的是封闭

式管理，学生进出前后门都需要有班主任的签字

条，于是我走过去，质问门卫，为什么不拦住学生，

然后便进入小店，将学生全部赶出来——小店老板

娘已经给这些学生盛好了一碗碗的稀饭，她哀求

说，老师，你就让这些孩子吃了这碗稀饭再走好了

啊，我都烧了一大锅的稀饭，他们不吃，我只能拿去

倒了。

那个时候的我终究还是太年轻了，规章制度第

一，对孩子的爱护被放到了第二位——我不理会，

将一个又一个的学生从小店里拎起，扔进学校，热

闹的小店瞬间变得空荡荡的。

上课铃响后，学生都进入了教室，校园里冷冷

清清。我走出后门，来到小店。老板娘见了，照例

是热情地说，老师，你吃点什么？我说，希望你能理

解我，这是学校的规定，我也没办法的。老板娘怯

怯地应了一声，我理解的。然后在吃稀饭这间儿，

我和这老板娘交谈了起来。渐渐得知了老板娘的

一些情况。

老板娘老家在丽水乡下，嫁到城里，有了一个

女儿，后来和丈夫离婚，女儿跟随女方。在城里，老

板娘没有其他的住处，只能寄居在亲戚家中，随便

干点零工混口饭吃。去年夏天，女儿考进了丽水中

学，老板娘便跟随女儿来到学校边上，租了一间小

屋，稍加修葺，便成了店铺，白天开店，收入刚够解

决母女的吃饭问题，晚上，她和女儿便住在店里。

说着这些，老板娘掀开东边墙上的一帷幕，里

面还有一八九平方的小间，铺着一张床，这正是母

女睡觉的地方。老板娘说，她其实是很感谢学校

的，学校知道她困难，给她女儿减免了学费，老师对

女儿也都很好。

吃完饭，我掏出一张忘了面额的纸币，递给老

板娘，说，不要找了，便要走，老板娘不肯，拉住我，

连声说不要这么多，不要这么多。但我还是执意走

了。

此后，我还会断断续续地来到这小店吃早餐，

每一次，老板娘都说，老师你不要付了，上次还留很

多呢，但我总是会随手找出几枚硬币或者是一张五

元的纸币，然后离开。

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一天下午，我骑车经过

后门往市政府赶，小店老板娘见到我，忙叫着老师，

你停一下，你停一下，我有事情跟你说。我停下，她

用手拉住我的摩托车，说，老师，我一亲戚送给我几

条野生鲫鱼，你拿去烧给你儿子吃吧，我连忙摆摆

手说，我有急事，鱼不要了。说着便发动摩托车走

了，老板娘在后面大声地喊着，老师，你下班的时候

别忘了来拿鲫鱼啊。

那天下班，我没有去拿鲫鱼。

第二天中午，我从外面吃饭回来，经过小店门

口，老板娘又跑出来说：老师，你一定要将鱼拿走

啊，这鱼小孩子吃了很好的。说着便要拉我到小

店，我只好说，好的好的，先放你这里，等我下班再

来拿。然后转身离开。老板娘又在后面叫着，老

师，下午回家千万别忘了来拿啊。

事实上，那天下午我没回家，因为晚上有两个

会，开完会已经九点多。我依然骑着车经过后门

——老板娘早就等在那里了。她该不会一直都等

在那里吧，我心里闪过一个疑问。果然她马上发现

了我，说，老师，你等一下，然后转身进店。

只见她从一水桶里倒出一些水，然后再拿出一

个塑料袋，将剩下的水连同鱼全都倒进袋子，再拿

出一个袋子，套起来，很小心地扎好口子，给我拎出

来。我接过，有水，有鱼，我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有多

少鱼，总之是沉沉的。我说了声谢谢，就走了，又听

见老板娘在后面叫，老师，你回家养起来的时候，一

定要让水龙头滴水，这样鱼就不会死了。

回到家，找了一个桶，倒出鱼，是十多条鲫鱼，

将桶挤得满满当当的，按照老板娘的吩咐，让水龙

头漏着几滴水。

隔了一夜，早上起来，发现水已经满出桶，两条

鱼已经从桶里跳出，干瘪地躺在卫生间的地板上。

不知道这样的情况老板娘有没有碰到过，从第

一次叫我拿鱼到我最后拿走鱼，整整经过了两天。

她最起码帮我养了两天一夜的鱼。

似乎拿了老板娘的鱼后，我就没怎么再到小店

吃过早饭了。再之后，就是江滨拆迁，学校后门拆

掉，砌成了墙，再后来，就是丽中搬迁，我彻底离开

了龙门岭。一晃又是十多年，或许今日在街头碰到

那女子，我也认不出她的模样了，不知道她是否好，

也不知她长大成人的女儿如今怎么样了。

老丽中后门一小店的女主人
吕驾宇（市直）

朋友打来电话约我去他驴友的女儿亲家东

弄村挖笋，并嘱咐我带上锄头和蛇皮袋。

开电瓶车从县城出发不到 15分钟就到朋友

的朋友亲家家里，主人有事不在家，但朋友的驴

友好哥早就在他亲家那里等我们了。好哥约 60
来岁，人看上去很干练，待人很和气。

竹山就在东弄村的厝后，步行也就三五分

钟。一进竹山，就听到好哥说发现了一根长出

地面十来厘米的笋。听到好哥发现了笋我立马

兴奋起来，急急忙忙就跑过去看。好哥挥起锄

头挖空了笋周边的泥土，然后又小心翼翼地往

下挖，足足挖了三四十厘米深才挖到笋根，他瞧

准笋根一锄下去，一根热水瓶般大的、嫩嫩白白

的笋被挖上来了。“哇，好大的一根笋！”我羡慕

得大叫。

看到好哥挖到大笋的兴奋劲还没缓过来，

我又听到朋友说发现了一根笋，我又急忙跑过

去。等到朋友把笋都挖上来了，我才想起自己

还空着手。“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织网”，这时我才

清醒过来。

我一个人穿梭在竹林里从山脚一直找到山

顶，除了找到几根长出地面半米高、拳头般大的

厚皮笋外，没找到一根像样的笋。这样的笋挖

都不用挖，笋根都在泥面浅表处，直接折断就

行。没找到笋我气馁得不得了，索性躺在地上

休息了。

歇了好一会，还没见好哥他们上来，我就提

着装着几根小笋的塑料袋往山下走。站在山上

向下望去，发现我朋友和好哥仍然在原地周围

转悠。

我拖着疲惫的步伐来到原地，一看不得了，

地上扔满了大大小小的竹笋，足有几十根。朋

友看到我从山上下来，问我挖了多少，我苦笑着

晃晃了手中的塑料袋说：“喏，就这些！”朋友见

此情况摇着头对我说：“你哪是找笋啊？你是走

马观花。”

“挖笋不但要有方法，而且要花力气的。你

锄头也不去动一下，哪能挖到地下的笋啊！”朋

友好心数落着我。

朋友说，竹林里的竹子是分旺年和衰年的，

有的竹子是旺年，有的竹子是衰年，竹子一年旺

一年衰，旺年和衰年交替着。找笋要找竹叶如

黛的旺竹，这些竹才会长笋，而那些叶黄枝枯的

竹属于衰年竹，衰年竹不会长笋，即使会长也是

个小身瘦的笋歪。朋友说笋要到清明节到了才

会大势钻出地面，现在除了偶尔在浅表地面上

长出的又老又瘦的一些小笋之外，大个笋都在

地下，要挖到又白又胖又大的笋还是要花力气

去耙掉覆盖在地上的残枝枯叶或浮土，才会发

现想破土而出的笋。

朋友还教我看地裂找笋的方法，他说如果

竹林地里发现泥土拱起或泥土开裂十有八九下

面就有笋。我按朋友的方法躬着腰，仔细地在

地上寻找了十来分钟，发现地上有个地方泥土

松蓬，边上开了几条小裂缝，我用小铁镐耙了一

下，果然看到了嫩黄的笋尖。

我生怕把胜利果实弄坏了，时而用铁镐挖，

时而用手指小心地耙掉笋周围的泥土，用了好

几分钟才完完整整地把这个笋挖了上来。

接下来我再也不投机取巧满山跑去找地面

笋了，老老实实地围着一小块地慢慢找，并时不

时用小铁镐耙耙泥土，不几下又挖了好几个泥

下笋，到中午回家时，我已经挖了一塑料袋。看

到我的胜利果实，朋友和好哥都给我竖起了大

拇指。

这次挖笋让我收获颇丰，不但让我收获了

美味，也让我收获了一些道理。做人做事一定

得踏踏实实，这样才会有圆满的结果。否则一

切都是徒劳。

挖笋
刘远平（景宁）

家乡的春天很短，方才惊觉紫荆花、樱花、桃花

开出花苞，转眼她们已经铺满枝头，旋即细碎的小

嫩叶渗进花丛，最盛的花期已谢幕。蔷薇开始漫出

墙头，盛夏在前方雀跃。

短暂的春光里，住我楼下的青田奶奶总是拎回

来一袋袋葱翠的野菜。爬上高高的香椿树采摘鲜

嫩的香椿叶。在小区的空旷处铺开蔑席晒笋干。

她用忙碌的身影，提醒我春光不可负。

待到春末可以看到她在枇杷树下，扶着梯子摘

枇杷，小区里人来人往，她给来往的人都递上一

挂。等在桑树下看到她的身影，定是到了桑葚成熟

的季节了。秋天的桂花盛开的季节，能看到她小小

的个头隐在花丛中忙碌，应该是在收集桂花吧。或

者拿着连壳的板栗，在逗小朋友玩，我时常惊呼，天

知道她在城市哪个某角落里寻得的。到了冬天，路

上碰到她会塞给我一双桔子，小小的个头，粗糙的

外皮，且告诉我，这个是山里摘的，无公害的野桔

子，放心吃呢。

青田奶奶原来住在乡下，是到城里来带孙子

的。小孙子我见过，上小学的年纪，虎头虎脑的，大

大的书包背在身后，青田奶奶说，男孩子要多锻炼，

书包再重也要让他自己背的。我笑着点头，伸手摸

摸孩子的脑袋，短短的头发，很浓密，有点扎手，皮

实着呢！青田奶奶也笑眯眯回答，我们都是粗茶淡

饭，养孩子没那么多名堂精。她接着说，喏，放学后

我就让他下楼跑跑，下楼接接地气。

有阵子，我在小区楼下看到一整排的盆罐，种

上葱香菜，墙角阳光浓烈，作物几天就收割一茬。

青田奶奶和我说，是她种的。城里没菜地，种菜小

区花坛里又给物业批评了。老人一脸无奈，缩着脖

子低语，就排在墙根这里，物业总不会批评我了

吧？她爬满皱纹的脸上，有点小委屈又有点调皮，

可爱至极。哈，我也乐了，肯定不会批评你呢！

其实我还想说，这么真实有滋味的日子，可让

我羡慕呢！

青田奶奶
彭秋群（市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