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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 重
午休前，不经意间刷到了一位退休的深

圳报业老朋友——老魏的朋友圈，讲述了昨
日他和老伴在深圳街头购物回家途中遇到
的一件平常小事，经过是这样的：

“小姑娘，你不用跟着她了，她是不会去
做瑜伽的。”“叔叔，为什么呢？”我无语。我
说了三次，她都如是反问。从购物中心到我
家小区，大约600多米的距离，小姑娘一路跟
随，极有耐心、极尽温柔地试图说服我老婆，
希望她能成为她的瑜伽学员。我老婆虽表
明了不能如她所愿的态度，但没有反对她跟
随。她以尊重他人的态度，认真听女孩讲做
瑜伽的好处。

我说：“我们快到家门口了。”小姑娘说：
“没事，我送你们回家。”分手的时候，我和我
老婆不约而同地给小姑娘说：“谢谢你！祝
你开心快乐！”话音刚落，我蓦然发现，她晶
莹剔透的泪水瞬间溢满眼眶。“我给你拍张
照吧？”她说：“谢谢。”我鼻子酸酸的，我在想
假如这孩子是我女儿，我会是一种什么样的
心情……生活不易，且行且珍惜！

老魏在朋友圈里配了两张图，一张是他
从身后拍的小姑娘跟着他老婆边走边说的
背影，一张是临分手时他为小姑娘拍的照
片。我看到那是一位留着短发、眉目清秀的

小姑娘，穿着洁白的印有瑜伽馆 logo的文化
衫和牛仔裤，手里拿着一叠宣传页。忽然
间，在那张虽戴着口罩，却稚嫩、清秀的脸
上，我看到了老魏镜头下那双溢满泪水的
眼睛，看到了老魏笔下那眼眶中晶莹剔透
的泪花。

说心里话，我被这泪水震撼到了。老魏
和我都有女儿，我猜想，这泪水如果不是她
跟随老魏老婆一路却没能成功的委屈与不
甘（因为这样的委屈她也许每天都会遇到很
多次），那一定是这一路上老魏夫妇耐心聆
听着小姑娘的介绍，分手时的一声“谢谢
你”，让她感受到了一天中收获的为数不多
的尊重与理解。也许在小姑娘心中，最后那
句“祝你开心快乐！”比说服他老婆去做瑜伽
更让她感动，让她感激，让她泪涌！

我想此时，在深圳打拼了几十年、早已
青发白丝的老魏也许同样被小姑娘执着、敬
业、感激的泪水所打动了，才感叹城市生活
的不易，值得珍惜和尊重。

其实，在我们生活的城市中，在我们城
市的生活中，几乎每个人每天都会遇到同样
的平常小事：半路上散发广告的小姑娘、车
流中送外卖的小伙子、开出租的的哥的姐、
起早贪黑的小摊小贩、走街串巷的跑腿哥、

街头广场的手艺人，甚至是睡梦中被吵醒的
铃声和吆喝声……他们在给人带来“不便”
的同时也时常送来方便，他们也许无意中会
打扰我们，但也经常在冥冥中打动过我们。
我们从他们身上似乎看到了自己曾经年轻
时的样子，如果我们对他们的辛苦付出即使
给予不了什么帮助，说一句“谢谢你”，道一
声“辛苦了”，甚至送一个微笑，也许就是这
个城市的温度、素养的体现、人性的光芒。
这种光芒不仅会照亮无数人艰辛的生活之
路，也会温暖所有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为生
活而打拼的人们，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

放下手机静静地思索，午休时间已悄
然而过，竟没了一点困顿，反倒不禁回想起
了前两天的本届卡塔尔足球世界杯开幕
式，在极尽大气奢华的表演中主办方似乎
没有炫耀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与传统，而
最动人的一幕却出现在美国著名演员摩
根·弗里曼饰演的“旅行者”与一名卡塔尔
失去双腿的残障小男孩阿尔·穆夫塔面对
面交谈的场景。只见“旅行者”弗里曼走到
小男孩面前，伸出右手、席地而坐，以示平等
与尊重，而小男孩穆夫塔虽没有双腿，但他
却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用双臂支撑
着上身顽强地“站立了”起来，同样向弗里曼

表示尊重和致敬。
我们虽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从两人

席地而坐，面对面平等、愉快的交谈中，似乎
感受到了小男孩穆夫塔在向这位长者讲述
他虽然从小因病失去双下肢，但他不向命运
屈从，而且酷爱体育，热爱足球，以手代足，
在不到二十岁的年纪就实现了无数人一生
都难以取得的巨大成功，成了卡塔尔残障人
的骄傲。而弗里曼则以和蔼可亲的笑容和
慈祥包容的神情聆听着他的故事，并向他表
达鼓励、敬佩与尊重，最后两人手牵手在全
世界关注的目光中走向共同美好的梦和远
方。这，成了本届世界杯开幕式上最感动观
众的精彩瞬间，也让世界感受到，无论国家
民族、无论富贵贫穷、无论健壮残障，在体育
与足球的世界，体现的就是一种平等、包容
与尊重。

《孟子·离娄下》曰：“爱人者，人恒爱之；
敬人者，人恒敬之。”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生
活在城市都不易，我们每个人可以选择喜欢
与不喜欢，但你不得不对别人的辛勤劳动给
予包容与尊重，就好比在世界杯足球赛的赛
场上，你可以喜欢或不喜欢某支球队或某位
球星，但你不得不对他们伟大的体育精神表
达敬佩与尊重。

□严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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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冷的冬天来了，遍地的树枝，拉回
家就成了取暖的材料。于是，柴火炉子应
时了。农闲无事，大家围坐在炉子旁喝
茶、聊天。核桃、甜柿子、花生、苹果、梨，
土特产摆满桌案，让客人尽情享用。

看着滚圆个大的核桃，李现拿起一个
剥着皮问：“这是你家南沟地里长的？”“是
的。”王石回答说。我也拿起一个吃着，眼
前浮现出当年的南沟地。

那时候，南沟地是我们生产队最不好
的一块地。它靠近秦岭北麓，连接着丘陵
地带，地表石头且不说，单说土里的石头，
有些地方像天上的星星数不清，一个挨一
个。那年发大水，从地中间冲出了一个几
米深的沟，两岸嶙峋的石头，张牙舞爪地
悬挂在半空中，似有扑下来的举动，在这
里劳动，都有种心神不安的感觉。有坡度
的土地，下雨的水是存不住的，更不必说
庄稼的生长了。

为了使土地多打粮食，村里开展了修
梯田活动。时间安排在冬季，小麦下种结
束后，正是农闲时，便开展了集全村劳动
力的大会战。

开始时，起走的土层不过二三十厘
米，随着工程向前推移，三四米高的土丘
横挡在人们眼前。

这时，已奋战了一月有余，天气也进
入天寒地冻的时候。每一镢头刨下去，都
能听到“哐当”的声音，震得皲裂的手指发

疼。而负责在土丘下面挖洞的赵永刚汗
水满面，从敞开的汗衫里冒出来的热气像
洪流一样，汹涌地奔向天空。下面的洞挖
好了，然后上到土丘上，开沟，再用撬杆
撬动土石，使之垮塌下来。接下来就是
搬运，土被搬运到坑洼处，而石头要经过
石匠们的加工，使之成为有棱有面的料
石，然后运到梯田的边缘，砌成墙，为的
是挡住试图流失的水土。运输的工具是
架子车。面对浩大的土石方量工程，我
们牢记的是伟人的话：下定决心，不怕牺
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些话早已
用白灰写在大地上，它是激励我们前进
的动力。

搬运土方的任务落在青年突击队身
上，他们个个英姿飒爽，精神抖擞。二队
的妇女队长李玉玲，双手紧握架子车辕，
肩膀上挂着拉车的背带，一步一个脚印，
把车拉到沟沿边，掉转车头，把土倒向沟
里，动作干脆利索。这样一天几十趟地跑
着，黝黑的脸上镶着两个小酒窝，笑起来
更加可爱。

看看那石匠老李，蹲在大石头上，左
手握着石钎，右手挥动手锤，在石头上打
着窝儿。乍一看，石头还有红色的斑纹，
仔细看，由于他无论风吹日晒，还是冰天
雪地，都是赤膊上阵，没有防护手套，本来
皴裂的手，在剧烈的震动下，血从身体里
冲了出来，滴落在石头上。要问他疼不

疼？他的回答是：“都习惯了，没什么。”
一句普通的话语，发自内心的情感，

谁会让自己的血白流？他是为改变家乡
贫穷落后面貌而心甘情愿付出。

再看那满身泥土的王大爷、张大妈，
他们年过六旬，佝偻着身子，拿着铁锨，承
担着平土堆、清车厢的重任，任凭呼啸着
的狂风肆虐，搅动着飞沙走石，吹打着脸
面，一如既往地坚守在工地。

还有数不清、道不尽的好人好事，村
广播、工地板报，时时宣传着，激励着人们
战天斗地，改变穷山恶水。无论是干部还
是群众，都忘我地奋战在工地上，他们都
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来年就能长出好庄
稼，就有好日子过。

经过多年奋战，层层梯田映秦岭——
老百姓的日子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如今
的梯田，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果蔬
飘香到万里。

“哎，喝点小酒？”王石拍了拍我的肩
膀问。

我从历史的回忆中穿越出来，点头应
允。我吃着甜柿子，听他讲述丰收季节，
自己采摘樱桃，体验田园生活的人络绎不
绝；光泽鲜艳的苹果和梨，以口感好、水分
大而享誉全国，还有……

他像倒豆子一样历数家珍，勾起了在
座伙伴向往梯田面貌的魂，大家异口同
声：“来年相会！”

□蔺平良

梯 田 往 事

推开老屋的门，时间仿佛紧跑的车，吱嘎
一声刹住了。隔着木窗格，我看见了娘坐在
炕角纺线。门外明亮的晨光洒下来，安叔、
霞嫂、五娘、六妈背靠着墙，一溜儿或蹲或
坐，“吸溜吸溜”在屋檐下吃早饭。他们喝的
是玉米糁，下饭菜是萝卜缨子、白菜帮窝的酸
黄菜。

乡村大锅软柴熬的粥，又黏又香。安叔
吃完饭，碗壁粘着不少黄亮的粥。他伸出舌
头，先顺碗壁扫一周，再夹一筷头酸黄菜清碗
底，瓷碗立刻清亮得水洗过一般。舔碗，对历
经过饥馑的人来说，不关乎文明，只在于惜
粮。我娘有句口头禅：“衣不求华，食不厌
蔬。细水长流，遇灾不愁。”她这么说，也是这
么做的。有次，娘等我放学不见人，就坐在灶
前补袜子。也许是太过专注了，煨在炉膛里

的玉米团子焦糊了。我吃到嘴里，又涩又苦，
就偷偷扔进了柴火堆。娘发现了，忙不迭地
捡起来，吹吹土，抠下黑皮一口吃了。她嘴角
沾了一圈黑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娃呀，
吃焦馍馍能拾钱哩！”多年后我明白，那是娘
怕娃浪费粮食的小技巧。关中道长大的娃，
大概都听说过那句话。

老屋的墙角有口黑老锅，阔二尺、深五
尺，厚底浑圆，双耳平正。拂去浮尘，仍然黑
亮得能照人影。土锅台垒在后门口，隔半截
墙是我家的大火炕，我们叫它“隔山烧火连锅
炕”。许多“美食”就是娘从这充满烟尘的厨
间制作出来的。比如埋在柴火堆的大红薯、
烤得皮黄酥脆的玉米饼、冒着奇香的杂粮面
片。北风呼啸的冬日，我钻在被窝里，有美味
相伴，贫穷的童年也色彩斑斓。软糯的玉米

粥舀完了，锅底还粘着厚厚一层饭。娘用勺
背研磨平，弯腰拢起麦秸火。锅里热气升上
来，娘就把切好的葱花、香料、辣椒、盐巴抹上
去。锅愈来愈热，锅巴愈来愈硬。等到火熄
了，锅凉了，就揭下一个大锅巴。掰一片，咬
一口，嘎嘣脆。最喜秋日果蔬多，清炒茄子把
儿、热蒸南瓜盖被儿、烧烤玉米棒。焖红薯
时，锅底小碗下汇聚的紫糊汤，黏黏的、甜甜
的，喝过唇齿留香。

老屋靠窗有个大粮囤，没有窗，有顶盖，
砖墙四周钉了隔潮的塑料布。按说这样贮粮
可以高枕无忧了，但某年还是把麦子放出了
虫。细粮舍不得吃变坏了，父亲脸阴沉得能挤
出水，那天我和哥哥们吓得说话都不敢大声，
更别说蹦蹦跳跳撒欢子了。好在娘是个乐天
派，她笑着说：“虫吃麦，鸡吃虫，鸡生蛋，营养

转场没浪费。”她把空壳麦子淘了淘，磨成面，
给我们烙了张葱油饼。囤底留下的土麦粉子，
煮熟让后院的壳郎猪也过了个年。

父亲心疼粮食我理解。这些粮食，哪一粒
不是他和我娘用汗水换来的？前年初夏，我挖
了一捧扫帚苗、白蒿子，妻洗净、切碎，蒸了一
笼屉菜疙瘩。我本想回味少年时的清香味，却
越吃越难下咽。细想下，不是菜变了，是我们
的味觉不同了。

民以食为天。娘说，家有千金，不点双
灯。粮有万担，不倒剩饭。科技进步提升了生
产力，带来了粮食增产增收，但不能成为我们
奢侈浪费的理由。克制物欲，抵御诱惑，前辈
的言行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走出老屋，踩着厚厚的积雪，我的心纯净
而敞亮。

□孙文胜

娘的惜粮经

周末，儿子因为期
中考试成绩不理想而
垂头丧气。我建议他
和我骑单车出去转转。

儿子骑着单车，一
声不吭。我默默地骑
行在他身后陪伴。我
们漫无目的向前骑着，
突然儿子慢了下来：

“妈，你当时在哪儿上
的高中？你有遇到过
困难吗？”

儿子的问话将我
的思绪一下子拉回到
二十几年前——

那时，我就读的高中离家有三十多里，而
且全是土路。由于交通不便，上学只能骑自
行车。遇到下雨天，这段土路就变成了泥路，
格外难走，真可谓“行路难，难于‘上青天’”。
骑行一小段，黏稠的泥巴就会塞满自行车轮
胎和瓦圈的空隙，车轮被卡得死死的，推也推
不动。我便只能和同学抬着自行车前行。
肩上扛着自行车，黏黏的泥巴粘满鞋底，让
人寸步难行。即使那时的我们“力大无穷”，
但要通过最泥泞的那段小路，也会让我们这
些女生欲哭无泪。

下雪时，更是苦不堪言的日子。冰天雪
地，不但寒冷，路面更是滑得要命。只听见前
面“啪”一声，有人摔下了自行车。那人以最
快速度爬起来，迅速又骑上车，害怕被人看见
自己的窘迫。其实，我们谁还能顾得上嘲笑
别人呢？几乎每个人都摔过吧！那重重的
一摔，刺骨的疼痛，也成了那些年奋发图强的
动力。

由于路途比较远，我们这些大山的儿女，
每星期才能回一次家。最可口的饭食是从家
背来的十几个馍馍，一罐辣子或咸菜就是最
好的搭配。天气最冷的时候，馍馍冻得跟冰
疙瘩一样，根本咬不动，我们便自创了一种

“流行”的吃法——开水泡馍。
想起曾经的这些，我的眼里慢慢起了

雾。我对儿子说：“走，妈带你去妈上高中的
那条路！”儿子一下子来了兴趣。

然而，昔日那条疙疙瘩瘩的土路，早已经
铺上了水泥、柏油，路面平坦宽阔，两侧是漂
亮的绿化带，秀木间隔有序，花草分散其间，
太阳能路灯井然矗立道路两旁，照亮着人们
前行的路。

一路上我给儿子讲着那段青葱岁月里的
故事，儿子慢慢从自己沮丧的心情中走了出
来。小声说：“妈，比起你们上高中那会儿，我
们这一代实在是太幸福了。我不应该因为遇
到一点点挫折就认输。妈，我们回家吧，我要
去制订接下来的学习计划。”

路是人们走过的历程，是岁月的记录，也
是历史的见证。我相信，在未来，我们脚下的
道路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宽广，生活也会变得
越来越美好。

前两天，手机上刷到一
位老人在其兄长的葬礼上
唱秦腔《下河东·困营》选
段的视频，“猛想起王当年
江湖游走”，第一句就让人
泪目。老人家看起来是本
本分分的农民，神情肃穆，
衣着朴素，短发花白。绝对
不是专业剧团的，可每一
句，都唱到了人心上。忘记
了是哪位作家说的，最好
听的秦腔，不在剧院里，而
是在山野麦田里。很有道
理。偶有忘词或者唱错词
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情
感之深、之真、之到位，无
可比拟。

旁边伴奏的师傅们都
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打扮，一
样投入。俯仰之间变千钧
于无形，臻于化境。七分钟
左右的唱段，直到“文武臣
扶大哥执掌龙楼”收尾，周
边亲戚朋友纷纷鼓掌叫好，

“再来一个”之声不绝。
湖南湘西土家族出身

的一位女士，多年来投身秦
腔历史资料和经典唱段的整理工作，除了整理经典唱
段作品，还邀请专家学者录制秦腔讲座，甚至一度和
朋友们一起把秦腔版的《赵氏孤儿》唱到了国外，着实
令人感动。秦腔、京剧、豫剧、花鼓戏、昆曲、绍剧等
等，都是地方戏，又都具有横跨地域和穿透时空的魅
力。同时，秦腔和京剧也具有剥离不开的血脉关联，
都是国粹。而且陕甘宁一带方言和普通话比较接近，
表演中喜怒哀乐的情绪外化比较强烈，容易“听”得
懂，哪怕刚开始没有字幕听不清唱的啥，但是通过演
员的神情语态和动作，也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

所以，秦腔的观众缘非常之好，可以说老少咸
宜。尤其是其中的《铡美案》《陈州放粮》等包公戏、
《金沙滩赴宴》《四郎探母》《五郎出家》等杨家将故事，
还有《三娘教子》《二进宫》《下河东》等经典名剧，以及
《拾黄金》《张连卖布》等丑角戏，都和姜文、周星驰的
电影一样，具有极高的重播率和反复追捧观看的热
度。《金沙滩赴宴》当中，杨大郎替宋王赴宴，君臣饯
别，三次受拜。“拜得拜不得，你再莫要管咧”念白出现
了三次，说话的也是拜别的，分别是宋王、八贤王和老
令公杨继业。特别是老令公，忠臣与慈父的心声，都
在那一句“你奴才不得活了”“你奴才越发得不得活
了”，以及最后自己亲自参拜，那一句“拜得拜不得，你
们再莫要管咧”中。极为震撼。与《下河东·困营》中
颇具有《李尔王》似的戏剧结构和人生喟叹一样，《下
河东·祭灵》中的“三十六哭”，也是悲从中来又感慨万
端，的确是让人叫绝的名场面。

世界杯激战尤酣，大家都在看球赛、论
球队，赞颂热爱的球队和球星。我这个伪球
迷也被身边很多资深球迷感染。虽然只看
了几场小组赛，但是我也有了自己的足球偶
像——C罗。

C罗现年 37岁，在足球比赛场上已经属
于年纪较大的运动员。但他仍然不懈努力，
任劳任怨，每一场球赛都会竭尽全力，这是
令我最敬佩的一点。他在场上攻守俱佳。进
攻端，积极参与，有球妙传，盘带过人。防守
端，努力回跑，参与防守，堵截拦截，发挥重
要作用。

C罗之所以拥有高超的水平，是由于他具
有严格自律、刻苦努力、团结协作的精神。每
次大赛前，他都认真参与赛前训练，按照要求
做好各项预备工作，经常自己要求加练，总是
比别人走得晚，多练 1小时。每次在场上，他
都像一名斗士，精神昂扬；也像一名战士，攻
城拔寨。永不服输，永不停歇。不管是当中
锋还是边锋，他都尽职尽责。

他生活有规律，不去夜店，不放纵自己，
不胡吃海喝，有空就去健身房或者跑步。每
次进球后庆祝时，脱掉上衣露出的 8块腹肌、
2块胸肌，令众多女球迷疯狂，令众多男球迷
羡慕。为了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和运动技
能，他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按照体能教练的安
排去做。

他也有很强的团队协作意识。球场上，
他深知团队力量的强大，足球是团队运动。
作为中锋，经常是对手防守的重点，他视野宽
阔，从不粘球，队友一旦有好机会，他就会及
时传球、助攻。他也是葡萄牙队的第二助攻
王，深受主教练器重，队友之间关系融洽。

一步一个脚印，一场一次拼搏，靠刻苦和
自律赢得胜利，靠汗水和努力取得成功。这
样的例子，这样的榜样，这样的C罗，值得大
家去崇拜，去追星，去模仿，更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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