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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事 万 象

小说连载小说连载

女人和一个又矮又胖的陌生
男人上了电梯，都去六楼。男人盯
着面前的女人，目光里似乎带几分
讨好女人的猥琐。女人打了一个
寒颤。

六楼是一个很大的药品超市，
女人要去六楼买些家备药。“买
药？“男人盯着女人，没话找话。

“嗯。”女人扭过身子，她只想电梯
快些升到六楼。

五楼，五楼半……电梯猛然颠
簸，停下了，然后，整个世界霎时漆
黑一片。女人撕心裂肺地喊：“救
命啊！”男人说：“你先别喊，别喊。
不要怕……我发誓电梯不是我搞
坏的……也不像停电，停电不会猛
然一颤。“突如其来的黑暗，黑暗里
的男人，都有着几乎令女人崩溃的
恐惧。

电梯里亮起来。女人看到男
人举着一个打火机，男人的脸在微
弱的火光中一闪一闪，虽然笑着，
却有些阴森。

男人说：“就算是电梯故障，一
会 儿他们也能修好……我保证咱
们不会被困超过半小时。你可以
抓住我的手。”女人下意识地缩缩
身子，说：“不用，你别关掉打火机
就 行 …… 男 人 偏 偏 关 掉 了 打 火
机。男人说：“时间太长打火机会
炸掉……这只是一次性打火机。”

过了一会儿，打火机再一次点
燃，男人说：“我是和妻子来这里
的，逛街逛到这里，我顺便上来买
点药……她走累了，等在一楼。我
也走热了，外套脱了，在她手里。”
女人仍然不说话。没话找话的男
人，并不能让她放松。

男人又一次把打火机关掉。
一会儿，火光又一次亮起来。“你真
的不用怕。”男人说，“我们在电梯
里，不是在飞机上；你面对的是一

位善良的好市民，不是一位暴徒或
者一只熊狗……“女人勉强笑笑。

男人擦一把汗，松开领口的扣
子，然后靠着电梯，慢慢坐下。”他
说：“我有点累，我得坐一会儿。”

“夫妻间总有些秘密的。”男人说，
“比如我知道她有私房钱，我也
有。我的私房钱藏在写字台下面
胶布粘着……密码是我们的结婚
纪念日。

女人笑了。她感觉自已似乎
变得轻松了一些，不那么害怕了。

“一会儿我会转告她的。”女人被自
己这句话吓了一跳，她竟然和这个
丑陋的男人开起了玩笑！她看一
眼男人，男人的脸色发暗。也许是
因为打火机的弱光照映的吧。女
人想。

男人再一次关掉打火机。他
说：“我想休息一会儿。你别怕。
外面有动静了，像撬门声，还有人
说话。”他大口喘息，声音很粗很
重。

女人是在半小时以后被救出
电梯的。她的尖叫声再一次响起：

“快救救他！”男人终于还是死去。
他的妻子站在电梯外面。他的外
套在妻子那里，他的随身药在外套
口袋里——男人有严重的心脏病。

女人对男人的妻子说：“他的
写字台下面有一张存折，密码是你
们的结婚纪念日，他让我转告你。
电梯出事后，他一直劝我不要怕。
我想谢谢他，可是我没有机会了。”
男人的妻子说：“你别客气，那种情
况下，任何男人都会这样说。”

这时，女人说：“不是。后来，
他说打火机被烧坏，不能再用，其
实不是。他怕我看见他嘴唇乌青、
脸色紫黑的样子。他要偷偷死去，
只因为，他怕我害怕……

（摘自《古今故事报》）

麦子快要黄了的时候，我家断了粮。我
娘提个篮子，每天去自家地里挖土豆。于是，
一日三餐，煮土豆蒸土豆，餐餐土豆。

这天，我娘一咬牙，从驴圈里牵出小毛
驴，套进驴车里，拎条麻袋，对我说：“亮子，陪
娘去你大舅家，借粮去。”

大舅家在庚庄，离我们村十几里地。我
们出了村，沿东干渠一直往西走。快晌午的
时候，我们就来到了庚庄。

大舅和大妗正在院里搭牛棚。那时，刚
刚分田到户，家家垒场院，户户搭牲畜棚圈。
我娘把毛驴拴到树桩上，挽起袖子要帮忙，被
大舅拦下。大舅说：“你呀，就是个劳碌的
命。今天不干活儿，进屋去。”

回了屋，大妗取出面盆要做饭，问我吃
啥。我娘说：“嫂子，都挺忙的，啥方便就吃点
儿啥，又不是外人。”大妗说：“再忙也得吃饭
不是？再说，亮子多久才来家一趟？亮子，大

妗给你做揪面片吃，好不？”
饭后，大舅点锅旱烟，对我娘说：“你

今天来，是跟哥借粮的吧？”大舅眼尖，早
看到毛驴车上的那条麻袋了。

我抹把嘴，抢着说：“家里早没粮了，
娘每天净给吃土豆。”大舅说：“有难处，
就该早点儿来，多了不敢说，三两麻袋的
粮食，哥家还是有的。”我娘说：“一麻袋
吧，一麻袋就成。”

正在刷锅的大妗停下手，愣愣地看
着大舅。大舅也不看大妗，自顾自地说：

“家里粮仓抹了泥，有点儿潮，哥把粮食
寄放在三贵家的粮仓里了。等会儿，哥
给你扛麻袋回来。”

我娘要方便，我便跟她一起来到院
墙外的厕所里。我撒泡尿，一提裤子，返
身跑回到院子里，真真切切地听到屋里
大舅和大岭的对话。

大妗说：“你这不是说瞎话吗？咱家
啥时候往人家三贵粮仓里放粮食了？“大
舅说：“妹妹脸皮薄，轻易不张嘴。“大岭
说：“可问题是，人家三贵家里有粮食
吗？”“有。“大舅肯定地说，“那天我从三
贵家门前路过，亲眼看见三贵在院子里

晒粮食，少说也有几麻袋。凭三贵的为人，我
跟他借一麻袋粮食，他能不借给咱？

我明白了，大舅家也没粮食了。我的心
里直打鼓。一旦告诉了娘，这粮，她肯定不会
再借了。可没粮，我还得接着吃土豆啊……
想来想去，我决定还是先瞒着我娘。

我娘从厕所出来的时候，大舅已经扛着
满满一麻袋粮食进了门。我们要走了，大舅
和大妗把我们送出老远。

毛驴车出了村，上了路。我犹豫再三，决
定还是把大舅和大妗的对话告诉我娘。我
说：“娘，大舅家……其实也没粮食了。”我娘
一愣，一指车上的麻袋：“这不是吗？”我嘟囔
着说：“这是人家三贵家的，大舅跟他借的。”

“你咋知道？”“我从厕所回来时，大舅和大妗
在屋里说的，被我听到了……

我娘一勒缰绳，驴车停在半道。她回头
望着庚庄，望得泪花闪闪。 （摘自《天池》）

深夜，我的一位邻居来敲门。
他急切地问，能不能把我今天收的
水管维修费给他看一下。

我家在二楼，一旦厨房主管道堵
水，维修费用都是大家平摊。邻居家
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今天给了我
两张旧的10元纸币。邻居是个老实
巴交的男人，和妻子小卉在闹市区摆
了个麻辣烫摊子。两年前，他的妻子
患了重病，没多久就去世了。

此刻，邻居拿出一张20元的纸
币，说想把儿子交的那两张10元的
纸币换回去。我抱歉地说：“真不好
意思，那两张在找零时给找出去了，
给了其他邻居。”他微微张着嘴巴，
几乎要流下眼泪。我很疑惑，他告
诉了我真相。

被查出重病后，他的妻子只做
了简单的治疗就出院了，在家静
养。他不能留在家里照顾她，必须

继续出门摆摊儿赚一家三口的生活
费。为了妻子的营养，他每晚挑出
两张10元纸币，用白纸包好，写上：
此为小卉明天的营养费，专款专用，
不许挪作他用。

妻子看起来每天都把他留的20
元钱花得干干净净，在他回来后，主
动向他“汇报”今天吃了什么，并绘声
绘色地描述那些东西有多么好吃。

几个月后的一个早上，妻子在他
怀里过世了。之后，他掀开妻子的褥
子，发现了一沓10元纸币。他点了一
下，明白了，妻子只花了近一半的
钱。一天10元钱的伙食费，妻子当然
买不到她每次描述的那些美味，那是
她杜撰的。他捧着这些钱大哭起来。

那个深夜，我挨家挨户敲门，终
于找回了那两张带着字印有特殊意
义的10元钞票，还给了邻居。

（据“腾讯网”）

宋杰的女朋友小苏是他的同
事，非常朴实、善良的一个女孩。他
们谈了大半年了，但是宋杰一直迟
迟没有带她回家见父母。宋杰有顾
虑，因为他妈妈眼睛不太好。

后来，小苏终于在大年初三来到
宋杰家，宋杰全家人都很高兴，连妈妈
也帮忙包起了饺子。宋杰则坐在狭
窄的客厅，有些局促地陪着女孩聊天。

菜陆续上桌，摆了满满一桌子，
小苏吃得津津有味，不停地夸这个
好吃那个好吃，宋杰有些感动。

热腾腾的饺子上桌了，父亲给
小苏盛了满满一大碗，宋杰知道她
已经吃了许多菜，这一大碗太为难
她了，便体贴地说：“你先吃，吃几个
算几个，剩下的我吃。”

小苏低下头，小口小口吃着饺
子。突然，她发出一声剧烈的咳嗽，
宋杰紧张地站起来为她拍背，倒了杯
水给她。小苏喝了一大口水，解释是
吃得太急，呛着了，然后继续吃饺子，

满满大碗吃得干干净净。
吃完饭到门外小路散步，宋杰

问小苏对父母的印象。小苏笑了，
说：“我很喜欢他们，他们很善良。”
宋杰的心倏地就落了地，拉着小苏
的手，突然间，看到半个饺子从她的
口袋中掉了出来。

小苏的脸涨得绯红。宋杰惊讶
极了，问她为什么会把饺子装到口
袋里，还是半个？小苏没有回答，宋
杰捡起那半个饺子，发现里边有一
根很长的头发伸出来，应当是妈妈
没看清不小心包进去的。

原来，小苏刚才被头发呛得咳
嗽，可为了避免家人尴尬，她竟然把
那半个饺子偷偷塞进口袋。此刻，
宋杰哽咽了，他决定非小苏不娶。

（摘自《今古传奇·故事版》）

专款专用编者按：这四则“生活故事”，描述的事情，源自生活中的险境、困境、绝境、囧境。耐读的故事情节背后，反映的是

不同境地下的人心、人性，读来让人深思。

去年十一月初，与几位同行一起去阿
尔及利亚参加国际书展。其间，一个落雨
的晚上，结伙去一家以鱼火锅著名的中国
餐馆吃饭。店主年轻 ，热情 ，说看过我们
的书。问他有酒无，他笑着拿出一瓶珍藏
多年的国产名酒。美酒佳肴，大快朵颐；说
东道西，满座皆欢。饭后，店主拿出一个本
子让我们题字留念。我写了两句：小店主
春风满面，大鱼锅热火朝天。同行者说：好
对联。回饭店一分析，小店主对大鱼锅，春
风满面对热火朝天。依新韵，上联是：仄仄
仄平平仄仄；下联是：仄平平仄仄平平。上
联第三字应平实仄，半拗不救；下联一、三
字互救，基本符合格律。再仔细分析，上联
的“主”有名、动、形三种词性，而下联的

“锅”，基本上只有名词一性，但在我故乡方
言里，也可以当动词和形容词用。譬如说
一个人，“锅着腰”，是当动词用，说一个人

是个“锅腰子”，是当形容词用。这里对的
是这两个字的名词词性，因此这两句，勉强
算合格的对联吧。

去年夏天，我跟一个纪录片摄制组去
我故乡那座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发生过一
场著名战斗的小石桥拍摄。那天下着毛毛
细雨，小石桥正在维修，桥堍堆放着十几根
替换下来的支撑桥墩的木头。据修桥人说
这是老枣木，已在水下淤泥中浸埋了四百
多年。木头外表黑亮如炭，但从截面看内
里却黄中透红，毫无腐烂迹象。我忽发奇
想，如果把这些老枣木解开做成镇纸，岂不
很有纪念意义和实用价值吗？同行的文化
官员支持我这种想法，说这些木头本已成
废物，做成镇纸，放置在文人雅士的案头发
挥作用，简直是好得不能再好的归宿了。
他说一切由他来安排，但要我撰一对联，刻
在镇纸上。我编了二句：支桥长奏洪波曲，

伏案漫观汉唐书。依新韵，上联是：平平平
仄平平仄；下联是平仄仄平仄平平。上联
第三字应仄实平，半拗不救；下联一、三两
字互救，但第六字应仄实平，无法补救。可
惜当时没有认真推敲，其实只要以仄“晋”
换平“唐”，就可以合律了。当然，如果深究
起来，《洪波曲》是郭沫若先生的一本书名，
而“汉晋书”却没有这层含义，因之对得还
不是严丝合缝。这是当时的想法，后来我
就此联请教行家，行家说：“如果以‘晋’换

‘唐'，下联即犯孤平，这是诗家大忌，必须
将第三字换成平声才能合律。”

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感到，要撰出
千古名联当然很难，但只要下功夫，撰一副
技术上无毛病的对联还是可能的。真正难
对的是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巧联。

（摘自《人民文学》）

前几日闲逛的时
候，竟然在一个旧书
摊上发现了我心仪
已 久 的 几 本 旧 书 。
我买回来这些旧书后，并不急于一下子读完，只是在闲
暇时随手翻上两页，看那字里行间的墨色中古意盎然
的记述，读上几行，已深深感到这一行行的文字实在是
美。

有的时候，我在书里见着自己喜欢的字，便会凝视
很久，然后用手指在桌面上默默地写，一笔，一画，似是
要赋予这些字清朗的风骨以及飘逸不羁的傲气。然而，
我平日从未刻意去习字，只知道在兴致来时随性地铺
纸，蘸墨，草草写上一通，随后看着自己写的字微微一
笑，扔掉。我并不知道意在笔先的讲究，更不能刻意去
比着字帖把每个字都写得十分相像。

古人曾经说，若是文章写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
正好。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写文章、写字、绘画，世

间任何事的极处也
都是正好，正好就是
人间佳境的另一种
表达。

世间的一切，若是正好，融洽，正好深远，正好情思
隽永而绵长。那么，即使是平淡的事物，也便会一下子
美妙了起来。

反观我平素在求知上的所为，学写文章已经好几
年了，大多都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没有去认真了悟，其
实，写文章时，情感的质朴恰如素色衣衫一美人，向来
正好的都是那份自然，无须多加修饰，如此才是正好，
才是真的美。

是的，不论是写文章还是做别的事，无有他奇，只需
要正好。

正好。一切，就是如此。若是过分雕琢，则显得刻
意。若是一味简单，则又显得寡淡无味。

（摘自《思维与智慧》）

“虔”，恭敬。虔诚之意也，是一种诚恳的态度，也是
一种用心和认真的作风。一个人一且将“虔”字刻进脑
海，就会待人对事诚心实意。“谦”，就是做人低调，谦虚
谨慎，是一种内在的涵养 ，也是一种头脑的冷静与清
醒。一个人的灵魂里一旦拥有了“谦”的因子，其人生的
道路就会行稳致远，受益无穷。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总有一些人对自己的承诺失
信，与人的交往缺乏真诚，没有半点“虔”的表现；在做人
上，只看到自己的长处，看不到自己的不足，刚愎自用，
没有半点“谦”的影子。

古人先哲都推崇为人做事的“虔”与“谦”。孔子曰，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还说到“人无信，无以立
也”。庄子日，“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
人”。这里所谈到的“信”和“诚”，实则等同于虔诚之意，
指的是做人的虔诚和真诚。战国时期，高参郭隗建议魏
昭王以“谦”的态度求贤，认为把别人当作老师，那么比
自己强百倍的人就会到来；把别人当成朋友，那么比自

己强十倍的人就会到来；把别人当成部属，那么和自己
能力差不多的人就会到来；如果颐指气使，怒吼呵斥，那
么招来的只能是厮役和奴隶。关于“谦”的重要，古人也
多有论述。《尚书·大禹谟》中谈到，“满招损，谦受益”。

其实，以“虔”的态度为人经事是开启成功的钥匙，
以“谦”的姿态待人接物是走向成功的马达。刘备为了
恢复汉室，三顾诸葛亮的茅庐。诸葛亮终感其诚，为刘
备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看来，一个人要想真心地将自己的人生装扮得精
彩，就不能忘了“虔”与“谦”的修炼。让“虔”与“谦”成为
一种自觉，成为一种常态，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一种美好
的品质。 （摘自《今日女报》）

追车 大牛第一次开车回老家，乡亲
们很热情。回城的时候，他开车出村口，
还有乡亲追上来送别。大牛打开车窗，对
那乡亲说：“别送啦，别送啦，赶紧回去
吧！”只见乡亲仍不放弃，边追边喊：“快
停车！快停车！我晒在你车顶上的萝卜
干还没收呢！”

奇怪的案子 一位警察呼叫总部：“我
这里有一件奇怪的案子，有个女的开枪打
伤了她的丈夫，就因为丈夫踩了她刚拖完
的楼梯。”电话那头传来长官的声音：“你逮
捕她了吗？”警察回道：“还没，那楼梯还没

有干呢！”
一根筋 我家钟点工对我说：“读书人

就是比不读中的人聪明，不读中的人都是
根筋。”我说：“不至于吧？”钟点工说：“咋不
至于？你看我，不读书，一事无成，我就只
懂得怨自己不读书。你就不一样了。”我好
奇地问：“我那里不一样呢？”她说：“你也
一 事无成，可是你就不怨自己，你怨社会、
怨领导、怨父母，你说生不逢时，怀才不
遇。”

偏偏是今天 一家珠宝店被洗劫空后，
老板急得当场晕倒。一名店员叹了口气，

说：“怎么偏偏今天遭劫呢？再晚天也好
啊，老板的损失也能少一点。”办案的警察
很纳闷：“为什么明天遭劫就能减少损失？”
店员解释说：“因为明天是店庆日，所有珠
宝一律七折呀！”

肚子与户型 有对夫妇在吃饭，女的有
孕在身，她看了一眼大腹便便的老公，然后
摸着自己的肚子，说：“宝宝呀，真该让你爸
怀你，你妈的肚子也就是个经济适用房，你
爸那肚子可是个大户型！”老公拍自己多肉
的大肚腩，苦笑道：“那是建筑面积大，墙体
太厚，实际居住面积没多少！”

（摘自《中国剪报》）

正 好

“虔”与“谦”

对对联

济阳区人民医院拟定于12月20日举行建院七十周年
院庆晚会，特邀请获奖人员参加，并在晚会现场举行颁奖
仪式。获奖者人员请于12月15日前与济阳区人民医院宣
传科杜秀香联系，联系电话18560118203。

获奖人员名单如下：（顺序按投稿先后排序）
1.《弱冠年华柳叶刀》 徐树爱
2.《“医”脉相承 追梦七十年》 朱宝慧
3.《我与济阳区人民医院》 郑彬彬
4.《就诊记》 田邦利
5.《砥砺前行谱新篇》 陈总功
6.《感动永留心间》 晓宇
7.《医爱深深》 孙明杰
8.《七十年磨砺济阳区人民医院谱写新华章——贺济阳区

人民医院建院70周年》 宋修银
9.《第四次为您点赞》 李兵
10.《七十礼赞》 刘锡生

11.《救死扶伤七十年 洒向人间都是爱》 杨艳高
12.《沉寂的感恩心 燃起新的生机》 魏尊泉
13.《贺济阳区人民医院建院70周年题四首》 石兴会
14.《医路无悔》 姜娜娜
15.《这家医院信得过》 孙云峻
16.《无不为之感动》 冉庆亮
17.《我们的世界》 朱岳新
18.《我与医院共成长》 石学庆
19.《我和我的医院》 尹志燕
20.《济水之畔 颂扬七院》 马训新
21.《匆匆十年》 曲海霞
22.《几代人的医患情缘》 孙延玉
23.《何以为医》 杜秀香
24.《湖边的怀念》 张玲
25.《【卜算子】天使情》 肖凤英
26.《我和我的医院》 杜芳
27.《月华如水，映我初心》 赵吉山

济阳区人民医院建院70周年征文
获奖人员名单

为了全福，他不惜跟镇上的领导争
得面红耳赤。全福的票，实在是少得让
人说不过去。票数最多的，当然是于东
海。老六不惜一切地力争，于东海才没
有被通过。一根救命的稻草，朝他飘过
来，他不顾一切地抓住了。何不用老棒
来过渡一下呢？除去于东海，老棒的票
数竟跟芳草相同，这是老六没想到的。
可是，他不需要芳草，就像不需要于东
海一样。从全福的角度来考虑，他选择
了老棒。可是……

在老六心中存了这么久的惟一
的希望，终于无情地破灭了。曾经在
他心中渐高渐大的那座心塔，终于在
这个阳光灿烂的上午，在他的眼前轰
然倒了下去。他的那颗疲累不堪，以

儿子的将来作为动力而超常速运转
的心，在这个上午之后，突然疲弱得
几乎停止了跳动。

似睡似醒中，老六意识到，自己的
时日不会太长久了。最让他感到悲哀
的，还是他这最后一步棋的失手。

老六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清醒
的时候，他一边喝酒，一边流泪，什么
话也不说。

全福是自那天之后就不再参加
鼓子秧歌队的表演。好在差个把人，
也并不影响整个队的演出。

意外的被提名，似乎并没有影响老
棒的情绪，他依然是每天到得最早，依
然是一招一式不容年轻人们随意更改。

东海也是什么事情没发生一样，

手上的那把大黑伞，旋转、腾跃，在他
手上变幻出一个又一个故事。但细
心的人不难发现，他的每一个动作，
更趋向沉稳、有力。

这年春节，他们接到的请帖比以往
任何一年都多，可他们还没来得及去，
就被一场罕见的大雪把通往滩外的路
给封了。那场持续了几天几夜的大雪，
鹅毛一样忽悠悠飘落着，放眼望去，满
目皆白，河滩的上空，甚至连一只飞鸟
的影子都找不到。

紧闭房门的老六，已经连续地喝了
一天又一夜，他还在喝着。端杯的手，
早变得柴禾棍般僵直，那双又红又肿的
眼睛，直直地呆望着手上的酒杯，不动。

芳草让全福去劝劝他爹，开始全
福嘟嘟嚷嚷地不高兴。后来，全福见
他爹喝起来没完，就想试着去劝劝。
可是，那两扇紧闭着的门，把他给挡
在了外边。任他怎么说，他的爹木头
人般坐在椅子上，不说话，也不动。

（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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