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绰绰号号的的疑疑惑惑
□□黄黄金金梅梅 文文//图图

小时候的我很皮， 不爱红妆
爱武装， 整天跟着男孩子们爬树
掏雀窝， 钻涵洞藏猫猫， 去河沟
里摸鱼捉虾， 经常弄得泥人儿似
的。 听说吃了活虾能游泳， 捉到
虾后掐去头尾一下子就塞进了自
己的小嘴巴。 用奶奶的话讲我是
跑快了， 没等小雀雀长好就从妈
妈的肚子里跑出来了。 那真是想
想都快乐的时光。

直到有一天， 村西头的阿伯
在家门口看到我， 遥遥地便笑眯
眯喊了一声 ： “瘪嘴丫头回家
啦！” 众人的哄笑声中， 我 “瘪
嘴丫头” 的绰号从此在村子里叫
开来。 我的快乐岁月就被阿伯这
么笑眯眯的一声 “瘪嘴丫头” 结
束了———因为， 这绰号让我混沌
开窍第一次注意上了自己的嘴，
再进而发现了一个大问题。

那时对 “瘪” 这个词还没概
念， 但好孬却是明白的， 这不是
个好词 ， 起码说明我的嘴有问
题。 那时只知道自己嘴大， 欢喜
时嘴一咧就咧到了耳根， 欢喜狠
了一时还拢不回来。 做老师的妈
妈常批评我， 说我们兄妹三个就
数我笑起来不斯文。 嘴怎样才叫
瘪？ 还真不知道。

破天荒地爱上了照镜子， 镜
子里拿哥哥妹妹比照。 这么一比
照， 发现自己的嘴和他们的还真
有很大不同。 哥哥妹妹的嘴都像
妈妈有点往外凸， 而我的则有点
往里凹。

虽然爸爸的嘴既不往外凸也
不往里凹大小恰恰好， 但当时的
我错误地用做老师的妈妈的嘴唇
做了标准， 这一凸一凹一比较，
自然更显的我离所谓 “标准” 相
差十万八千里。

那时小， 审美观尚未形成 ，
自谈不上什么自惭形秽， 关注点
全在另一方面———一娘生的怎么
有这么大差别？ 我会不会不是爸
妈生的？ 因为时时拿这事出来琢
磨， 渐渐地对疯玩失去了兴致。

之前， 村人常哄骗孩子说他
们是船上抱来的， 妈妈也这么哄
骗过我， 我半信半疑一会儿便抛

脑后去了。 现在却不知怎的心思
一下子就拐那上面了， 爸爸对我
不管不问， 妈妈对我训斥有加更
兼拳打脚踢， 自以为全找到了原
因。 对应起来结论是， 我就是船
上抱来的！

此后， 我便有事没事常跑去
村后的古马干河盼船来， 盼某一
天亲娘来接我回家。 终于有一天
出了事。

那天有船停靠岸边， 我偷偷
跟上船， 谁知， 只顾瞅前面了没
注意脚下， 一下子掉河里了。 河
水不是很深， 可我太小了， 很快
沉没下去 。 被救上来都闭过气
了， 吐出几口黄水好一会儿才清
醒过来。

醒来后， 第一眼看到的是抱
住我又哭又笑， 像拾回了一个珍
稀宝贝的爸爸妈妈， 一颗心从未
有过的绵软， 心想， 爸爸妈妈爱
我。 即使不是他们亲生的， 那又
有什么打紧？

从此 ， 一颗心完全安定下
来 ， 再听到人喊 “瘪嘴丫头 ”
时也不再介怀 ， 而是羞赧地一
笑以应 。 这绰号什么时 候 没 人
喊的， 竟然都记不起了。 只是万
万没想到的是， 我们兄妹三个长
大后， 竟数我和妈妈最像， 曾有
的抱养猜疑， 自是不攻自破。

现在再想想当年自己的那小
心思， 都觉得好笑。 想来， 给我
绰号的阿伯怎么也想不到我后来
这么一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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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树有多老 ， 我们都说不
清， 村东头二爷也只记得是他爷
爷的爷爷曾经告诉过他这棵树有
多老， 也有人说唐朝时就有了，
反正没有人能说清。 一代又一代
的人在它身边老去， 而它， 依然
茁壮着。

老树屹立， 鸟儿欢唱。 这里
是鸟的天堂， 各种不知名的鸟都
在这棵老树上驻足， 它们心中的
远方一定还会有更古老的树。 燕
林是我们村子最胆大的孩子， 他
会经常爬到树上掏鸟蛋。 我们不
行， 我们老是怕， 至于怕什么，
自己也说不清， 就是不敢上树。
更多的时候， 我们会站在树下，
等着燕林把掏出的鸟蛋装进竹筐
里， 然后用一条长长的绳子小心
地放下来。 运气好的时候， 还会
掏几只小鸟玩。

我开始对鸟是没有多大印象
的 。 那次 ， 燕林刚把手伸进鸟
窝， 两只乌鸦就冲了过来， 看样
子大有与燕林拼命的样子， 尖叫
着， 从天空俯冲下来， 狠狠地在
燕林的头上啄了一下， 差点把燕
林弄掉。 燕林吓得赶紧往下滑，
招呼我们用地上石块砸乌鸦， 就
这样， 他才得以脱身。 燕林站到
地上， 心有余悸地说， 想不到，
两只小鸟还这么玩命， 差点让我
摔下来。 我和连桂也不说话， 心
里暗暗发笑。

我真钦佩满身黑色的乌鸦 ，
它太记仇了， 燕林只要一出来，
它们就会从天空中俯冲下来， 尖
叫着用嘴啄燕林， 燕林吓得拔腿
就跑， 他可不敢翻着眼睛瞅天空
中飞翔的乌鸦， 弄不好会让乌鸦
啄伤眼睛， 燕林走到哪儿， 乌鸦
就跟到哪儿， 那种 “护犊子” 的
愤怒比人都厉害。

河边上的树一棵棵、 一排排
的比着长， 再大的树都没有这棵
老树高， 它是树的王者， 傲视天
下。 庄稼人都得到过它的护佑，
把它看做村里的神， 崇敬它、 爱
护它， 从不在上面刻画， 也不在

上面拴牲口， 它永远属于圣洁。
老人们喜欢在树下磕头， 烧

纸、 敬香、 许愿， 他们说， 树老
了就成了精 ， 有神气 ， 不信不
行。 就这样， 一代一代地传， 老
树便活在神奇的世界里， 有了更
多的神秘和传奇。

燕林说， 老树可神奇了， 每
隔多少年就要收一个人过去， 他
爷爷就是这说的。 燕林的话是听
他爸爸讲的，那时，他爷爷的嘴上
整天挂着这句话，也时常去求。他
家成分不好，他爷爷身心受到了
极大的伤害， 绝望中多次求过老
树。 老树毕竟是老树， 它不能与
燕林的爷爷交流， 即便燕林爷爷
老泪纵横也只能在 “唰唰” 的树
叶舞动中暗自伤神。 老树无语，
世道险恶， 最终， 燕林爷在老树
下去世， 成了老树的一片叶子。

老树依然， 这世界也依然，
人世的轮回犹如那些落叶， 落了
的飘走了，长出的照样繁茂。它是
村子的标志，在人们的心里生长。

妇女们喜欢嚼舌头， 老树成
了她们嚼不烂的话题 ， 红白喜
事、 生子考学、 头疼脑热仿佛都
与老树有关 ， 老树成了小村的
魂 ， 看不见摸不着 ， 但神奇无
比。 燕林多次炫耀过老树对他的
恩惠。 他母亲就只在老树下烧过
纸， 他的头疼病就好了， 他娘也
是， 他说， 老树上面有他爷爷。

果然， 自那以后， 燕林再也
没有爬到树上去掏鸟窝了， 他怕
了， 他不仅害怕鸟儿追着他啄，
更害怕老树的神奇和古老。

老树的根须还在延伸着， 就
像一位老人的巨大手掌， 托着小
村， 那些遒劲斑驳的粗暴根系，
多像古人的大篆， 记录着世人的
喜怒哀乐。 他是一个经历者， 也
是一个见证者， 它老得浑身上下
都是皱纹， 每一条皱纹都流淌着
幸福， 也流淌着悲哀。 我们都无
法猜测老树曾经经历过的那些过
往， 但都对它内心的坚强和丰富
充满钦佩， 它是小村的神。

让“礼让斑马线”成为文明标配
□贾伟

文明我先行
礼让斑马线

■图片故事

老 树
□潘新日 文/图

斑马线又称生命线 、 文明
线， 机动车过斑马线要礼让行
人， 是与人之便的礼仪， 更是
法律规定； 行人过斑马线， 要
遵守 “红灯停、 绿灯行” 的交
通规则。

可以说， 礼让斑马线反映
着秩序在人们心中的分量， 折
射着一座城市的温暖和文明 。
不论是人让车 ， 还是车让人 ，
礼让斑马线是每个交通参与者
的 “标配”。

车让人 ， 让出一份文明 。
在奔驰而过的机动车面前的行
人 ， 是道路交通的 “弱势群
体 ”。 如果匆匆的人驾着匆匆
的车， 为了几分钟不停车避让
行人， 甚至出现鸣笛冲抢斑马
线等不文明行为， 极易引发交
通事故。 为此， 《道路交通安
全法》 规定， 机动车行经斑马
线时应当减速行驶， 遇行人正
在通行时应当停车让行。 北京
对司机不礼让斑马线罚200元、
扣 3分 ， 就是通过严格执法 、
违法必究来养成 “礼让斑马
线” 的文明驾驶习惯， 使礼让
斑马线成为司机的文明共识和
自觉行动。

人让车 ， 让出一份安全 。
行人通过路口或横过道路时 ，
走斑马线， 遵守信号灯， 不乱
穿马路， 做到不闯红灯， 既是
爱惜生命、 守秩序表现， 更体
现个人文明素质。 但一些人仍
抱着侥幸心理， 在遇到斑马线

上绿灯闪烁即将变成红灯时
“抢跑”， 又或骑行时不遵守交
通规则 ， 在车道上逆向行驶 、
在斑马线上不礼让行人、 闯红
灯等。

究其缘由， 还是个人把时
间成本看得过重， 还是心存侥
幸， 对 “车祸猛于虎” 的认识
不清。 其实， 近三年全国在斑
马线上发生机动车与行人的交
通事故中， 行人或骑行抢行导
致的事故有1400起。 作为文明
交通实践者， 既要懂得 “人让
车” 的安全意义， 还应养成不
闯红灯的文明习惯， 更应对礼
让司机礼敬， 主动养成良好的
文明出行习惯。

车让车 ， 让出一份秩序 。
礼让斑马线虽说是围绕斑马线
提高行人过马路安全系数， 但
对于 “礼让出行” 的真谛， 还
在于对秩序遵守。 文明行车像
一面镜子， 照着别人也照着自
己， 车辆相互间礼让， 既有利
于缓解交通拥堵， 更是一种礼
敬文明行为， 减少交通事故发
生的几率， 让行车更有序。

人让人 ， 让出一份友善 。

“礼在北京 、 让出文明 ” 不止
于礼让斑马线， 文明乘车， 先
下后上， 排队等候， 展现人与
人之间的友善， 体现着一个有
修养人的风度。 一辆公交车驶
进车站， 站台上候车的你我是
有礼貌地按秩序排队上车， 还
是乱哄哄争先恐后 、 一拥而
上 ？ 不仅关乎个人素质的高
低， 还有我们北京城市的整体
形象。 把礼让放在首位， 与人
方便， 自己也方便。

礼让斑马线， 文明与安全
并行， 使斑马线回到它最本质
的意义———安全通行。 当机动
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 我
们应当快速通过， 对司机方便
行人、 保障行人安全的做法给
予称赞； 当文明劝导志愿者为
文明交通维护着出行秩序时 ，
我们应当尊重、 服从引导， 发
自内心主动转变 ， 使 “礼让 ”
成为出行标配。 由此， 文明有
序的出行环境， 使北京人文关
怀更有温度 。 一起行动起来 ，
让我们用礼让传递文明， 用礼
让体味温暖， 用礼让感受北京
的美好。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
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以

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
至3张相关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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