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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里忆二姨
□刘洪静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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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老周叔家2006年搬走 ，
已经好多年了。 2012年父亲去世
前还经常念叨：“这家邻居好啊！
老周这人好啊！ ”

老周叔叫周连生，今年73岁，
中等偏瘦的身材， 脸上随时都带
着笑容， 退休前是人事局退休办
主任。 1991年我们成了邻居。

有道是：“远亲不如近邻。”这
话不假，邻居这10多年过来，门口
过道的打扫，水沟的清污，几乎都
是他承包了。他也从没有计较，有
时我回去碰见他清沟， 想伸一下
手帮忙，他都是推开：“不用，马上
就清完，反正我身上已搞脏了，没
关系。 你不要再搞脏了！ ”他年轻
时在电厂干过， 学了一手电工技
术，平时我父母亲家的电灯不亮，
或者电炒锅、 电饭煲的插头开关
坏了，不管什么时候叫他，他都马
上过来修。 电饭煲有时一下修不
好， 他会把他家的东西拿过来让
我家先用，等修好了再换回去。

平时看到我父亲做什么事不
方便，他都会主动过来帮忙。记得
一次， 我偏瘫的母亲坐马桶时不
慎跌倒在地，年老的父亲扶不动，
我们子女又都不在身边。 他听说
后马上跑过来，不顾脏和臭，帮助
把我母亲扶起来。1999年夏一天，
我弟弟在家突然腰椎间盘突出症
急性发作，痛得在床上打滚，我借
来担架没人抬， 他马上过来帮我
一起抬到医院， 从门诊一楼抬到

住院三楼，累得他直喘。我很不好
意思向他道谢， 他却说：“这有什
么，都是邻居嘛！ ”

“邻居好， 赛金宝”。 2006年
初， 邻居老周叔家买了新房子搬
走了。 临走时还帮助我家把收信
箱钉好， 把门前的过道打扫得干
干净净。这样好的邻居搬走了，父
亲和我们子女一直都感到非常惋
惜和难过，父亲经常在家念叨。

2012年7月我父亲生病去世，
善后一些家产和钱兄弟姐妹如何
分配，这是触及家庭矛盾的事情，
也是旁人看来吃力不讨好的事
情。大凡顺水推舟的人情有人做，
逆水行船的苦活谁愿干？ 平辈的
人没有这个威信， 一些平时要好
的长辈都回避不愿管。 这时， 只
有老周叔站出来主持这件事， 来
回到我兄弟姐妹中听意见 ， 做
“裁决”。 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
一次不行， 两次， 两次不行， 三
次。 我姐姐住在乡下农场， 不好
找 ， 他先后五六次骑自行车下
去。 处理我的家事他不偏袒， 不
和稀泥， 有什么说什么。 做事情
把握分寸， 办得很公正， 我们兄
弟姐妹都满意， 真正起了一个长
辈应起的作用。

邻居老周 ， 就是这么一个
人。 他所做的一切， 让我一直很
感动。 一生中碰到这样的邻居真
是一种福分。 希望他老人家好人
好报， 福寿安康。

邻居老周
□王建成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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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千寻 文/图

照片上是我和最好的朋友刘
丽二十年前在明月岛拍摄的，一
晃二十年过去了， 时光如白驹过
隙，一点一点穿透光阴厚壁，再看
少年时，一切都那么美好珍贵。

那时候我们都是16岁的女孩
子，一起在烟火厂上班。春天时厂
子为职工举办了一次旅游活动，
地点是齐齐哈尔的明月岛。 对于
长到十几岁没出过门的小丫头来
说，那是一件很大的事儿。临行的
前一夜，我们整整一夜都没睡觉，
厂里会美发的姐妹为我们弄了一
整晚的头发， 大家都想让自己漂
亮一些， 不辜负这仅有的美好时
光。

到了明月岛， 旁边有拍照的
商贩，是快相，立等可取。 看得我
“垂涎”不已。可在20年前，10块钱
对农村孩子来说是很大的数目。
我为难了很久， 因为家里条件不
好，爸爸去世了，妈妈成天泡在庄
稼地里刨食，妹妹要上学，一分钱
掰成两半花……

我真的想和我最好的朋友刘
丽， 在我们最好的年纪留下一张
纪念。一咬牙，我掏了10块钱拍了
照片。回来的路上，我发现外衣兜
里多了10块钱， 我知道是刘丽偷
着塞回来的， 她知道这钱对我来
说不容易，可是她家也不富裕，我
就又偷偷塞给了她。 也许年少的

心因为对方的关心和理解， 又想
到各自的艰辛， 塞来塞去两个人
坐那儿抹起眼泪来， 笑坏了旁边
的工友。工友说好好的一趟旅游，
大家都开心得不行， 就你们两个
小丫头因为一张照片还哭鼻子。
最后工友想到让我们各掏一半，
俩人才破涕为笑。

时光过去二十多年了， 我们
因为嫁人天各一方。 每次想起那
次拍照时为彼此着想的心意就暖
暖的。 爱， 间隔了多久都不会离
散，一张老照片里蓄的满满的，轻
轻打开，爱就出来了。

永远的情谊
章子创业才5年， 取得了不

小的成绩。 5年前， 章子刚刚大
学毕业 ， 大家都在忙着考公务
员， 找铁饭碗， 他却最不喜欢受
束缚的生活， 于是开了一家儿童
摄影影楼。 他又当老板， 又当摄
影师。 几年功夫， 影楼不仅具备
了一定规模， 还开了分店， 章子
赚得盆满钵满。

同学们聚到一起， 谈起章子
的创业经历， 大家都说他简直太
幸运了。 有个同学说， 章子赶上
了天时地利人和， 几年前大家都
看出他必胜的苗头来了。 说来一
切都那么巧合， 章子在大学期间
业 余 学 习 摄 影 ， 偶 然 遇 到 了
一 位 不错的老师 ， 让章子受益
匪浅； 毕业时， 章子父亲经营的
小吃店刚盘出去， 赞助了章子第
一笔创业基金； 这时， 正好实验
小学附近有一处店面要出租， 正
适合搞儿童摄影。 成功好像是天
意一样， 老早就埋下了幸运的伏
笔， 所以结果只有一个， 就是成
功。

章子笑了笑， 说： “大家都
觉得我的成功来得太容易， 其实
哪里有什么幸运的伏笔？ 哪里会
有什么上天帮你？ 大家只看到了
我如今的风光， 其实我最清楚，

努力才是幸运的伏笔。”
原来， 章子为了自己的创业

计划早就开始筹备。 上大学时学
摄影， 他就是想让自己有一技之
长。 他为了买一个好相机， 努力
打工赚钱； 为了跟老师学艺， 他
只要有时间就往老师家跑。 毕业
时， 他打算利用自己的特长开影
楼， 身边的亲朋都反对， 大家都
觉得现在拍照摄影这么方便， 一

个小小的手机就能解决问题， 谁
还去影楼拍照？ 章子却看准了商
机， 觉得儿童摄影一定有前途。

为了学会跟孩子打交道， 章
子经常去找学幼儿师范的表妹请
教， 表妹在幼儿园实习的时候，
章子只要一有空就去幼儿园， 跟
孩子们交流。 当时家长们都以为
幼儿园来了个男老师， 觉得挺新
鲜。

开始的时候， 影楼的生意并
不好。 不是因为技术问题， 主要
是没有经营的经验 。 章子没灰
心， 他去外地取经， 向各地的同
行学习。 无论遇到什么问题， 章
子都会积极想办法。 他的努力和
付出， 是别人难以想象的。

所有的成功都会经历类似的
过程。 只是在旁观者看来， 好像
更愿意把别人的成功看成是幸
运。 成功背后的付出， 常常被忽
略。 “成功的花， 人们只惊羡她
开放时的明艳！ 然而当初她的芽
儿， 浸透了奋斗的泪泉， 洒遍了
牺牲的血雨。”

其实， 世上本没有所谓的幸
运。 如果有一天幸运从天而降，
只能说明是你的努力换来的。 你
努力了， 就是在为成功做铺垫。
所以说， 努力才是幸运的伏笔。

努力才是幸运的伏笔
□王国梁 文/图

回娘家， 翻拍几张老照片 。
其中一张， 是我同二姨在君子兰
花前的合影。

二姨 ， 中等个头 ， 身体微
胖， 黑红脸， 是一个勤劳能干的
农村妇女。 二姨家， 上有老下有
小 ， 日子常捉襟见肘 。 穷则思
变， 她学人做点小买卖， 骑着自
行车走东村 、 串西村 ， 吆喝叫
卖， 童叟无欺。 一分钱一分钱地
攒， 二姨家的日子也一天天好起
来。 表哥表姐， 耳濡目染， 成年
后也经商当起了老板， 记住了二
姨的家训 “诚信经营”， 生意都
很红火。

二姨每次来姥姥家， 总拎着
各种糕点 ， 槽子糕 、 绿豆糕等
等， 我们这些孩子们都跟着解了
馋。

母亲姐妹三人， 大姨是收养
的， 血缘的关系， 二姨和母亲更
亲。 二姨对我家帮助很大。 当年
在河北， 父亲常年不在家， 我们
母女三人的地， 除了舅舅表哥帮
着种， 二姨也常来帮忙。 只要母
亲从学校托人捎去口信， 二姨就
丢下家中的事， 赶着马车来， 一
口水也顾不得喝， 就下地帮忙。
挑稻秧、 插稻苗， 动作快、 干活
麻利。 一会儿功夫， 二姨就插好
了稻苗。 母亲留她吃饭， 她却走
到水缸那儿舀上一瓢水， 咕咚咕
咚喝光了， 笑笑说： “吃什么饭
啊， 你赶紧忙你的， 我还得回家
给他们做饭呢！” 二姨用手擦去
嘴角的水， 就赶着马车回家了。

最让我感动的是， 那年腊月
二十七， 父亲突然离世。 当我们

最无助时， 二姨来了。 母亲的委
屈、 痛苦， 一股脑地向二姨倾诉
着 ， 眼泪流了一地 。 二姨就陪
着， 听着。 有深度的话， 她说不
出， 但是骨血相连， 她最懂得母
亲的个性， 她相信母亲会坚强地
挺过来， 所以默默陪着。

过完年， 母亲去上班， 二姨
在家照顾我们， 做饭、 洗衣服、
收拾屋子， 什么活计都干。 屋里
冷， 二姨从不让我们沾水， 连内
裤袜子都抢过来洗 ， 她边搓边
说 ： “快去学习吧 ， 这有二姨
呢， 这么凉的水给你们冰坏了咋
整 ， 要 是 在 老 家 该 多 好 ， 唉
……” 二姨的眼圈慢慢红了， 随
即她又眨眨眼说： “要听你妈的
话， 要懂事， 多帮她做点家务，
别和她对着干 ， 她要强 ， 脾气
倔， 但是真疼你们。”

父亲去世后 ， 欠下一些外
债 ， 母亲为琐事奔波 ， 心力憔
悴， 失了耐心， 言语多是训斥，
我们成了惊弓之鸟。 二姨不敢当
面劝母亲 ， 只能背后偷偷劝我
们。

那年， 二姨在我家待了几个
月， 才依依不舍地回家了， 上火
车时 ， 她流泪了 ， 大声叮嘱我
们 ： “要听话 ， 要好好生活 ！”
那一刻， 谁又能抑制住泪水？ 母
亲 、 我 、 妹妹 ， 使劲朝二姨挥
手， 真想随她一起回老家啊……

如今， 二姨已作古。 翻看老
照片 ， 往事浮上心头 。 怀念二
姨， 在这个暖洋洋的春日午后，
心里 ， 溢满了君子兰的幽幽花
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