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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雪莲

感恩有你

岁月如梭，转眼间，我已经从那个青
涩的少年成长为一名在职场上独当一面
的成年人。然而，在我心中，那段由懵懂
走向成熟的历程，始终离不开一个人的身
影——我的初中数学老师兼班主任，史老
师。

记得初见史老师时，我还是个对数学
充满畏惧的学生。数学，这个被无数公式
和定理堆砌起来的学科，对我来说就像一
座难以逾越的高山。每当看到那些复杂的
几何图形和代数方程，我的头就会隐隐作
痛。然而，史老师的出现，悄然改变了我对
数学的看法。

史老师，一个身材魁梧、眼神坚定的中
年男子，总是穿着整洁的衬衫和西裤，给人
一种沉稳可靠的感觉。他不仅在教学上严
谨认真，更在育人上倾注了满腔热情。在他
的课堂上，数学不再是枯燥无味的数字和符
号，变成了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他总能

将复杂的数学概念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
清楚，让每一个学生都能跟上他的节奏。

记得有一次，我在一次数学考试中发
挥失常，成绩一落千丈。我本以为会受到
史老师的责备。出乎意料的是，他不仅没
有责备我，反而用温和的语气鼓励我：“失
败并不可怕，重要的是我们要从失败中汲
取教训，总结经验，下次做得更好。”更让我
感动的是，在学期末的表彰大会上，史老师
竟然给我颁发了一张“进步奖”的奖状。虽
然我的成绩并没有名列前茅，但他认为我
在这段时间里的努力和进步值得肯定。那
一刻，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史老师的良苦用心
和对我的殷切期望。

史老师不仅在学习上给予了我莫大的
支持和鼓励，在生活中也给了我很多关怀。
那时候，我家离学校比较远，晚自习结束后
天色已晚，独自回家总是让我感到有些害
怕。史老师得知这一情况后，便主动提出每

天晚自习后送我回家。那段日子，无论刮风
下雨，史老师都会准时出现在教室门口，微
笑着等我收拾好书包，然后陪我一起踏上回
家的路。一路上，他会和我聊学习、聊生活、
聊未来，那些温暖的话语如同一股暖流，温
暖了我幼小的心灵。

在史老师的悉心教导和关怀下，我逐渐
对数学产生了兴趣，学习成绩也有了显著提
升。我开始主动探索数学世界的奥秘，享受
解题带来的乐趣。每当遇到难题时，我都会
第一时间想到史老师，他也总是耐心为我解
答，直到我完全明白为止。就这样，在史老
师的陪伴和鼓励下，我不仅在数学学习上取
得了优异的成绩，还培养起了良好的学习习
惯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时光荏苒，转眼间，我已经离开校园，步
入了社会。虽然工作繁忙，但每当夜深人静
时，我总会想起那段在史老师身边的时光，
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怀念。我知道，是史老师

用他那无私的爱和坚定的信念，让我在数学
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也让我学会了如何面
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

如今，每当有机会回到母校，我都会去
看望史老师。看着他那依然挺拔的身躯和
慈祥的笑容，我仿佛又回到了无忧无虑的校
园时光。我们坐在一起，聊着过去的点点滴
滴，也谈论着各自的现在和未来。虽然岁月
在他的脸上留下了痕迹，但那份对教育的热
爱和对学生的关怀从未改变。

感恩有你，史老师。是你用智慧和爱
心点亮了我心中的灯塔，让我在求知的道
路上不再迷茫；是你用坚韧和执着教会了
我如何面对挫折和困难；是你用无私和奉
献为我铺设了一条通往成功的道路。在
未来的日子里，我将带着你的期望和教诲
继续前行。因为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
里，你都是我心中最温暖的依靠和最坚实
的后盾。

“要买菜嘛？新鲜的蔬菜哦！刚从地
里摘来的，是自家种的。”然后她看见了我，
咧开没有了牙齿的嘴，笑着冲我打招呼，脸
上的皱纹似乎更深了。这位老奶奶已经八
十一岁了，第一次在她的摊位前买菜，已是
六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径直走到她的摊位
前，是因为同情，她是所有摊位上看上去年
纪最大的。我在她那儿买了五六根红萝
卜，还买了一把大白菜。摊位上堆放着十
几个红艳艳的桔子，她用袋子装了塞给我，
嘴里说：“这个送给你，不要钱。”我说：“这
怎么行呢？”“没关系，都是自家种的。”后来
我就经常到她那儿买菜，哪怕是要绕一大
圈。老奶奶每次见了我，像见到亲人一般
热情地招呼我。我买了她的菜之后，她总
是抓一把小葱叶或大蒜叶，塞在提袋里，嘴
里还不忘说：“谢谢！谢谢你来买我的菜。”
这个年纪的人，是经受过苦难的，她吃过的

苦比我吃过的饭还多，让她不干活，让她闲
下来，那是不可能的。因此，我打消了对她
的同情，多了对她的敬仰。每一个劳动着
的人都值得敬重和感恩，八十多岁的老奶
奶更是如此。

我来到了卖鱼的摊位前。卖鱼的大哥
是山东人，个性豪爽。我和他早就认识
了。那是十多年前，我骑电动三轮车送女
儿到新区三小上学，车上还载着三四个邻
居家的孩子。大冬天的，车子开到中途，车
轮突然崩了。孩子们都从车上下来，在雪
地里叽叽喳喳地跺脚呵手。我正不知如何
是好时，一辆小四轮在路边停下，一个大汉
从车上下来，把地上的积雪踩得吱吱响。
他在三轮车前站住了，然后二话不说，招呼
着孩子们坐上了他的小四轮。当他把孩子
们送到学校，返回来时，又顺便把我的电动
三轮车拖到了修理铺。“大哥，我付你一些

钱。”“多大的事，还要收你的钱？要收钱，
当时就不忙活了。”后来我到菜市场买菜，
才知道大哥是卖水产的。

买了蔬菜，买了一条草鱼，随即来到一
个猪肉摊。猪肉摊主是一位本地大叔，大
块头，满脸的胡茬，一个大红酒糟鼻子。不
用说，我和他也有一段“不浅”的交情。多
年前，那还是不用微信扫码的年代，我走到
摊位前，称了肉，一摸口袋，钱包没带。“没
关系，下次来付好了。”“这多不好意思？”

“没啥不好意思的，你一个标标致致的人，
难道会昧着三十块钱，跑到湖南去，不来
了？”“感谢，感谢，非常感谢大叔对我的信
任！”那一刻，我特别感动，眼眶湿润。一个
生意人对一个陌生人的信任，是无法用金
钱来衡量的。而在我们这个社会，一个人
和另一个人，一群人和另一群人之间，恰恰
就缺了“信任”，或者说“感恩”二字。

走出菜市场，台阶处趴着两个粉雕玉琢
的小女孩，头上戴红花的小女孩说：“真是太
美丽了，可它怎么就一动不动呢？”另一个梳
着小辫子的小女孩说：“它大约是怕冷吧？
我们还是把它放到太阳底下去吧。”头戴红
花的小女孩答应了。于是，她们小心地用小
手捏着蝴蝶的翅膀，朝太阳照耀的花圃走去
了。

秋阳灿烂，秋风送爽，稻谷金黄，鸟声婉
转，这一切就像在心底里扎了根。

人生一世，我们要感恩的人太多太多
了，比如生我养我的父母，比如让我奔跑行
走的大地，比如春夏秋冬四季。还有照耀在
我们头顶、却被忽略了的阳光和星光，教会
我们识字做人的老师，和我们朝夕相处的同
事，抑或是和我们擦肩而过的路人。

无论身处何时何地，只要心中存着感
恩，就处处都是美好的风景。

菜场里的温情
□刘春华

四年级时，我转学来到市区就读，相较
于小吃店铺琳琅满目的新湖街道，城里多了
报刊亭。

转学之前，我住在新湖乡下，收入微薄
的父亲时常买童书回家，每次都是好几本，
上面有拼音，因此阅读难不倒我。我一个人
坐在硬邦邦的地上，钻进卖火柴的小姑娘和
拇指姑娘的世界里。硬硬的地板，一叠叠童
话书，小小的我在这一平方米的小天地里做
着大大的梦。那时候，父亲尽其所能地给我
爱与做梦的权利。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报刊亭，报刊亭里的
伯伯看到好奇的我，热情地为我介绍，这是
报刊，这是杂志。

我看着报刊亭里的刊物，从口袋里掏
出积攒的零花钱，一角、五角、一元、两元，
依依不舍地递给伯伯，买了一本《青年文
摘》。对于那时的我，4元绝对是巨款了。
我沿着小路边走边看，对周遭的汽车、摩
托车鸣笛声充耳不闻。我沉醉在书里，慢
慢地，静静地听一片落叶的沙沙声，听一

朵花开时的嗡嗡声。我彻底爱上了这本
杂志，一发不可收拾。由于囊中羞涩，买
第二本《青年文摘》时，我与伯伯约定，他
留好杂志，我攒够了钱去买。老板年纪比
我父亲稍长，他很爽快地答应了。每当我
去买书，他都很热情，对我说：“你来啦，喏，
给你。”“嗯，伯伯，我来了。”这一来就是9
年，风雨无阻，直到我上了大学。

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脚步丈
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在书中，我听到
了海风的声音，闻到了淡淡的木兰花香。书
中美好的场景，在我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
我立志，长大后一定要走遍天涯海角。每到
寒暑假，父亲就说：“你想去哪里玩，我给你
钱。”我拒绝了，我想我有能力自己实现梦
想。父亲工作忙碌，经常凌晨两三点到家。
他到家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房间看看
我，说宝贝女儿我回来了，问我课业累不累，
最近有没有淘到什么新书……交谈时间不
超过5分钟，听到我喊他好爸爸，他才洗漱
休息。

工作后，父亲、老公和我带着两个女儿
到西山古村落游玩，品时鲜野菜，赏林屋洞
内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去长江林场探险公
园寻趣，划双人皮划艇、勇闯大树嘉年华，
让诗意在密林间、流水里蔓延。我们下扬
州，游海南，打卡富春茶社，吃了蟹黄包、大
煮干丝、千层油糕。瘦西湖边，浅浅的吟唱
写在鱼儿的脊梁上，慢悠悠地融入湖水的
脉络里。在天涯海角，让灵魂在海浪的涤
荡里尽情摇曳。

有段时间陷入内耗，看到《肖申克的
救赎》中一句话：如果你感到痛苦和不自
由，希望你心里有一团不会熄灭的火焰，
不要麻木，不要被同化，拼命成为一个有
力量破釜沉舟的人。父亲用实际行动引
领着我，带着我慢慢闯出黑色迷雾，走向
阳光。在父亲身上，我深深明白了海纳百
川的品质，以及永不放弃的坚韧精神。我
开始静下心来看书，尝试写作，开通个人
公众号，在网络上投稿。作品不断被录
用，让我心中生出了莫大的勇气，工作与

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些幸运都源自
坚持写作和父亲的爱。父亲是我的第一
位读者，也是最忠实的粉丝。在生活中、
工作中，哪怕只是微小的进步，父亲总会
第一时间夸奖我，鼓励我。他的脸上永远
笑意盈盈。他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影
响着我，让我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幸运。

父亲的汗水与心血交织的爱浇灌着干
涸的女儿，他坚信每一个孩子都是一粒好种
子，只是不同的种子花期不同。在我还是一
株杂草的时候，父亲爱我；在我遭遇失败跌
入谷底的时候，父亲依然爱我。父亲坚定的
认可和等待，给我了追梦的勇气。深埋在内
心的种子在他的浇灌下，终于破土。两次征
文获奖，父亲的高兴掩藏不住。在持续的阅
读与写作中，我的精神逐渐充盈。一路走
来，跌跌撞撞，有苦有甜。感恩有你，亲爱的
老爸，一路陪伴我。希望有一天，我的文字
也能拥有治愈人心的能力。

希望有一天，也有人能和我说一句：感
谢一路有你的陪伴。

亲爱的父亲
□吴文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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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祖蓓

您的一碗面

我的邻家妈妈是一位可亲的人，娇小又
清瘦。十岁那年，收到她送来的生日面，上
面还有红色的剪纸。这碗面条穿过整个弄
堂，从3号住宅送到6号住宅，我受宠若惊
地趴在窗台上，见证了这一幕……

那时与邻家妈妈相识，我还是小小少
年，如今她已走了多年。前几年看她时，
她油尽灯枯，暮景残光的样子，禁不住让
我落泪。其实，我与他们家是弄堂对角
线的距离，我一直视它为心中的好望
角。冥冥之中的缘都是安排好的，弄堂
里的张家长李家短，我都熟视无睹，却与
他们一见如故，终成一生知己。

那是孩提时自己第一次外出串门，平
时除了上学，父母是不许我走出家门的，
但凡说去邱家，我的母亲总会应允。自
此，所有寒暑假都在他们家疯玩。我与
小伙伴们过家家、玩“木头人”，去考舞蹈
学校……邻家妈妈的爱始终如一，从没
一句厉言，一句斥责，安详温和地给我们

自由空间。在这个“家”，我感到特别惬
意快乐。

忘不了邻家妈妈灯下缝补的背影，静谧
如一尊雕像，虽处陋室一贫如洗，但温柔之
德光影交织，孩子就是她的满天星辰。忘不
了邻家兄妹翻动书页、奋笔疾书的专注，三
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邻家妈妈
与儿女也许早就约法三章，也许母亲与子女
生来就默契相依，母亲的爱就是儿女的港
湾。往事历历，仿佛触手可及，邻家妈妈的
呢喃细语，还时时在耳畔响起……

因为先生得病走得早，这位平凡的邻
家妈妈以柔弱之躯，靠送报把七个子女养
育成人，七个儿女个个争气，人人孝敬。当
年岁数相差不多的儿女，缴学费时，邻家妈
妈一夜愁白头；添新衣时，老大新、老二旧、
老三缝缝补补总亏欠……邻家妈妈的善良
是我们全弄堂公认的，她低到了尘埃里，灵
魂却芬芳，深情的母爱是儿女励志的攀
绳！苦难里熬过来的女性，没有深刻的道

理，但她懂礼仪之邦，懂读万卷书。她用手
推动摇篮，也把善良美德传给儿女。穷人
的孩子早当家，她的子女特别懂事。小哥
哥考上了当时最好的光明重点高中，是我
们全弄堂的骄傲；三哥哥是一位画家，读美
校时年年跳级，已是当今著名的油画家；二
哥哥是一位航天科技工作者，家人竟然不
知他具体做什么工作。在他逝世的追悼会
上，才知二哥是如此优秀，卓越非凡，低调
行走于世，默默恪守信仰，他的事迹震惊了
同行与家人。

暑假里的木拖板把整条弄堂吵得人
仰马翻，那响声盖过街舞，那气势胜过踢
踏舞。我们流着汗，没有电风扇，没有空
调，却很少生病。开学时，我们都长高了，
我们是摇着蒲扇长大的一代。我跟着邻
家妈妈的儿女们，学会了放印照片，学会
了 24点的数字游戏。上海博物馆、自然
博物馆就在弄堂对面，我们如海绵般吸取
知识。渐渐长大，我的玩伴离开上海去插

队了，我也要离家远行，家里老老弱弱，竟
然没有人可以为我捆扎行囊。突然想起
了那位灯下读书的、久违的小哥哥，我
灵机一动，他招之即来就帮上了我的大
忙……

儿时的回忆，那么浓那么多，十岁结
下的缘，我享用了一辈子。一碗面的背
后，是不是邻家妈妈一家子的晚餐费？
是不是用来买笔墨的钱？以前一分钱都
要掰成两半用呢！可我当年懵懂无知，
竟然不知答谢。隔世的恩情，我哪有机
会报答？这是我今生深深的歉意与愧
疚！含辛茹苦的邻家妈妈一生清贫，没
有穿过锦衣，没有享过玉食，但她的人品
是最高贵的。常在群里看朋友们晒各种
早餐馆的面，这美味与我十岁的生日面，
常常重叠又散开，只要想起它，内心就会
疼痛得翻滚。邻家妈妈的一碗面，是我
一生的牵扯，每每生日端碗吃面，总会触
景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