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为疫情 ， 只能窝在家
里，照旧列好假期计划：读书
与跑步。

读书早已成为我的习惯，
若哪一天因为杂事缠身未能

摸到书，我就会坐立难安。 只
待双手捧到书本的那一刻 ，
内心的焦虑和急躁才慢慢消

失。
读 80 后女作家孙频的

《疼》， 才知道自己内心对现
实的承受能力很弱 。 在书的
后记中， 作者说：“把这本小
说集取名为 《疼 》，是因为这
是五个疼到骨头里 、 血液里
的故事。 ”

读后，感觉它们距离我如
此之近，仿佛就在我身边的某
一个人身上发生着。但同时又
感觉它们是如此之远，因为那
种疼痛说到底并没有真实发

生在我身上。
疼痛无处不在，无论是身

体的折磨， 还是内心的期待，
求而不得，便是一切痛苦的根
源，太用力地活着，本身就是
对伤痛的反复提醒与捶打。

有点压抑， 想出去跑步，
透口气。

村上春树的《当我谈跑步
时，我谈些什么》，给了我太多
启发。他书中描述自己跑马拉
松时的身体和心理的各种细

腻的描写，35 公里的时候，他

觉得自己的灵魂抽离了身体，
有一种再多跑一步都活不下

去的感觉，可一旦越过那个数
字， 后面的路程就顺遂到底
了。

我喜欢村上春树的坦诚、
不遮掩。

当我跑步时 ， 还做不到
村上春树所说的那种跑步状

态，因为我是个羞于在人前表
现自己的人，除非迫不得已。

包括写文字这件事。
经常有朋友一起聚餐，席

间突然谈起我写过的某一篇

文字，抑或谈到了文章中某一
句话的场景，表面上我会一言
不发，但心中已经是无法言说
的羞愧。

到底，羞愧什么呢？ 我曾
一度找不到原因。

后来有人对我说 ：“读你
的文字，能窥探到你的内心。”
我才恍然大悟，这不就是羞愧
的原因之一吗？

除了这个原因，某种程度
上我本人觉得并没有那么好，
怕辜负了对方的赞誉。

比起这些虚无的声誉，我
更想安心读书、 认真跑步，感
受生命充盈的声音和脚踏实

地的充实。
说到底，生命的乐趣要靠

自己去追寻 ， 人生的意义要
靠自己去挖掘。

越过山丘，奔赴更好的远方
■常燕

������刚入秋， 清晨的风炽热里已经
带着些凉意。 李济民和司机小张开
车走在去往大吴村的路上， 望着窗
外本该是郁郁葱葱的山上， 如今却
是满目焦黑的颓败景象， 李济民不
由得催促小张再开快一点。

半个月前的一个夜晚， 一场大
火点燃了刘集镇的几个小山村，那
是在后半夜， 等到熟睡的人们在火
光和灼热中惊醒过来， 火势已经吞
没了大部分的山林和房屋， 人们惊
叫着，衣衫不整地往外逃，有几个试
图抢救财物的村民却再也没有逃出

来。
火灾发生后， 当地领导第一时

间赶到现场指挥救灾， 电视和网上
也立即进行了报道， 全国各地都纷
纷发起了救灾驰援， 大量的救灾物
资和捐款涌向刘集镇。 由于最近忙
于更新统计信息系统， 李济民所在
的市统计局这次响应迟缓了些，昨
天才筹集好救灾物资和捐款， 作为
办公室主任的李济民今天一大早就

赶过来了。
大吴村是刘集镇的一个村 ，也

是这次受灾最严重的村， 一路上想
要尽快把救灾物资送到村民手中的

李济民， 到了村里才发现事实和他
想象的大相径庭。 只见村民们的房
子在各地驰援人员的突击施工下都

已经重建了起来， 而来自全国各地
的救援物资在村里到处堆积着，家
家户户的院子里也都是满当当的。
捐款应该也都已发到了村民的手

中。 从遭受火灾的一无所有转眼又
好像瞬间暴富的村民们一时间都有

些无所适从，他们消耗着救灾物资，
消费着救灾捐款，小饭店里、麻将场
里挤满了肆意挥霍的村民们。

李济民惊呆了， 他在想他和同
事们从每个月那点微薄工资里省出

来的救灾款， 以及他们从自己的生
活用品里挤出来的救灾物资还要不

要再给村民们。 思来想去， 还是要
给，这是政策，这是任务，他没有权
利违抗指示。 怎么使用救灾物资是
村民们的自由， 而向灾民们捐赠是
李济民的义务。

李济民来到村委会， 找到了村
主任吴来运，把捐款交付给他。吴来
运看到捐款并不多， 露出了不屑的
神情，他开好收据撕给李济民，伸手
拽走了捐款， 然后吩咐旁边的两个
村民把车上的东西卸到院子里。 李
济民压着怒火说：“总是要找村民接
收一下吧。 ”吴来运嗤笑道：“找谁接
收啊，家家户户都大堆小堆的，谁还
稀罕这些东西！ ”说完背着手往附近
的麻将场走去。

留下来的两个村民爬到车上 ，
拿起铁锹， 像是卸垃圾一样把救灾
物资卸下了车。 李济民看到女儿捐
出的她最心爱的布娃娃从车上滚了

下来，被洒落的饮料弄脏了衣服，身
体也被挤得变了形，他不忍再看，拉
起司机小张开车上了路。

一年后， 市里给统计局分配了
一个对口帮扶脱贫村，李济民一看，
正是去年他去送救灾物资的大吴

村。 他想知道这个村到底是什么情
况，于是，很快就来到了那里。

村里的房子都还好好的， 只是
院子里的救灾物资已经消耗殆尽，
冷冷清清，空荡荡的。救灾款应该也
已所剩无几， 小饭店和麻将场里已
经不见人影。 无所事事的村民们穿
着破衣旧衫在村里闲逛着， 偶尔有
几个人聚到一起， 百无聊赖地聊上
一阵，看见有陌生人经过时，抬起呆
滞的目光无意识地一掠而过。

李济民来到村委会， 吴来运正
坐在办公桌前眯着眼抽烟， 看到李
济民后用手扇了扇眼前的烟雾说：
“怎么又是你？ ”李济民说：“是啊，不
欢迎吗？ ” 吴来运笑着说：“欢迎欢
迎，你是不是又给我们送钱来了？ ”
边说边伸出右手摊开来。 李济民走
到桌前坐下来说：“这次不送钱，送
技术。 ” 吴来运瞪大了双眼说：“什
么，送技术？ 那有什么用啊，不能吃
不能喝的。 ”李济民知道一时半会也
跟他说不清楚， 就说：“麻烦吴主任
去通知村民们都过来开会吧。 ”吴来
运想再反驳几句， 看到李济民不由
分说的眼光，只得咽了回去。

屋里坐不下， 村民们就都集中
到了院子里，或站或坐着。看着村民
们一个个无精打采的状态， 李济民
决定先从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精

神面貌入手。他清了清嗓子，亲切地
对大家说：“乡亲们， 去年咱们村遭
了灾，全国各地都来支援咱们，帮助
我们渡过了难关 , 可是咱们并没有
珍惜啊， 如果当时用救灾款重建了
家园之后拿来开发致富项目， 到现
在该是一副怎样的景象呢？ ”听了他
的话，有的村民羞愧地低下了头，也
有的村民挑衅地盯着他。 李济民接
着说：“就像小孩子上学一样， 如果
小孩子不努力学习， 老师和家长就
是急得吐血也无济于事。 只有自己
愿意付出劳动， 别人的帮助才能真
正起到作用。 ”村民们有些动容了，
有的人在下面窃窃私语着……李济
民对着大伙儿喊道：“大家想不想过
上好日子？ ” 好多村民都跟着喊：
“想！ ”村民们都热切地望着他，眼中
闪烁出希望的光芒……

救灾
■王红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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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在乡下 ， 每到冬
天，就有走街串巷炸苞谷花的
师傅， 拉着架子车从村外走
来。

只要炸苞谷花师傅的身

影出现在村口，小孩子们都激
动得拍手叫着：“炸苞谷花的
来了！ ”他们一个个赶紧扔下
手里的玩具， 急忙跑回家，向
大人讨要一碗苞谷。

不一会儿，在向阳避风处
歇下脚的炸苞谷花架子车前，
大人和孩子们便依次排开了

长队。炸苞谷花师傅从架子车
上卸下风箱炉子，拿起圆筒状
的苞谷花机， 将其竖起后，打
开苞谷花机一端的羊角盖，把
苞谷倒入筒内， 放点糖精，然
后拧紧盖子， 放在钢筋支架
上，一手拉风箱，一手慢慢摇
着苞谷花机。

对于乡村的孩子们来说，
看炸苞谷花，就像欣赏一场魔
术表演。 他们三五成群围过
来，有胆大的主动上前帮炸苞
谷花师傅拉风箱。炉中腾起红
红的火苗，温暖着孩子们那红
扑扑的小脸，他们神情专注地
盯着苞谷花机转柄上的计时

表指针。

大概七八分钟左右，机内
气压已满，炸苞谷花师傅不慌
不忙地站起来，将烧得白亮的
苞谷花机从炉上取下，一只手
握着转柄，另一只手拿一个长
长的麻袋， 套在机前的位置，
再用一只脚蹬住机身，猛然一
用力，大喊一声：“响！”胆小
的孩子已经跑到 10 米开外
的地方，双手捂着耳朵，睁大
两只眼睛，盯着那团跳跃的火
光。

只听 “嘭 ”的一声巨响 ，
一片白烟飘过， 苞谷花随着
一股强大的气流喷涌而出 。
孩子们都围了上来， 像一群
小麻雀似的， 抢那些掉落在
地上的苞谷花往嘴里塞。 热
气稍散， 炸苞谷花师傅抖抖
麻袋， 把苞谷花倒进孩子们
带来的竹篮里。

寒风凛冽，前来炸苞谷花
的人却越聚越多， 整个村庄
都笼罩在苞谷花暖暖的热香

中。
现在， 随着科技的进步，

不锈钢制的爆米花机渐渐取

代了转炉式的苞谷花机。但儿
时那一声最具标志性的巨响，
一直珍藏在我的记忆里。

炸苞谷花
■王科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