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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过去了，我记忆里的大春还是那个被同学取笑的沉默少年。
我现在还清晰记得那天的情景，大春在作文里写到，他的理想是做

一名慈善家，来帮助那些生活困难的人。当语文老师读到这里时，教室
里响起一阵吃吃的笑声，有的同学还扭过头戏谑地冲大春做鬼脸。大
春窘得脸通红，两手下意识地搓着一支钢笔，尴尬地抿着嘴。

大春是班上最穷的学生，所以大家才把他的梦想当成笑话听。那年
冬天，他家遭遇了一场火灾，被烧得片瓦不留。眼看全家生活无着落，善
良的乡亲给他们找了空房子暂住，又东一家西一家地凑齐生活用品、御
寒衣物，学校也减免了大春和他弟弟的学费，全家的生活才慢慢从困境
中走出来。在大家看来，当慈善家，这么美丽的梦想对一个家徒四壁、需
要社会资助才能上学的他来说，实在是太遥远、太异想天开了。

大春低头不语，任凭大家笑，也不解释，谁也不知他心里想些什么。
初中毕业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时光一年年远走，今年冬天，我来到县里一个偏僻的乡村小学支

教。一天，校长告诉我们，市里有个爱心志愿者团体要来学校开展活
动。那天，十几名志愿者脸上洋溢着灿烂的微笑，给学生们带来了文
具、书包、书等学习用品。让我非常意外的是，我在志愿者队伍中见到
了大春。多年不见，他比以前胖了好多，但笑容还像以前一样温和纯
净，仿佛山间缓缓流淌的溪水。

我和大春在校园的腊梅树下聊天，说着这些年的生活际遇。我说，
真想不到这些年你还一直在坚持自己的梦想，我以为慈善是大富豪才
能做的事情，你早已经放弃了呢。大春笑说，大慈善做不了，我们可以
做小善，只要心中有爱，我们随时可以献出爱心，比如在公交车上给老
弱病残人士让座，资助失学儿童，去福利院送爱心，甚至给他人一个善
意的微笑，这都是善啊。

他又深有感触地说，我永远忘不了那年我家得到的救助，忘不了在
我困难时给予我关爱的人，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心怀感恩，也许
就是从那时起，善的种子就在我心里种下了。

风轻轻吹过，送来阵阵梅香，我微笑着倾听大春对
善的诠释，恍然又回到多年前的语文课堂，原来当
年那个少年有如此坚毅的梦想啊，多少年过
去了，无论生活是顺遂还是艰辛，他心
中善的种子一直在生长，直到长
成一棵遮阴避雨的参天大
树。而这一切，只缘于
当年他人馈赠的
善良。

印象中，我乡下的母亲始终有一副菩萨心肠。而她处事的格局，更是令我
叹服。

老家的村庄，山高位偏。过去的年月，时常有挑担子张罗的手艺人走街串
巷。母亲把这类人称为“出门人”。每每遇到这样的“出门人”，母亲往往格外热
情。看到他们风尘疲惫，口干舌燥，不等开口，母亲就拿来葫芦瓢，放一些春天
攒下的蜂蜜，然后打满温水，满意地看他们咕咚咕咚喝下。

“出门人”拼脚力，千层底常被沙石磨破，双脚血肉模糊。吃苦人，可怜人
哩！母亲会一边唏嘘叹息着，一边目测鞋的尺码，然后抖箱底翻出爷爷的半旧
鞋，硬塞给手艺人，叮嘱他换掉烂鞋子。“出门人”手头活儿紧，饿了只啃干馍
馍。母亲看不下去，晌午会多做一碗饭，然后派我给端过去。末了，张罗的过意
不去，要白送给我家一张罗，母亲却坚辞不受。

最使我难以忘记的是母亲对待乞丐的态度。在我看来，那些
游走在乡间的乞丐，简直就是混吃混喝的“寄生虫”。而母亲，时常

给馍送饭。有一次，天寒地冻的，母亲从外边带回一个女乞丐，给
她烤弄湿的衣服，并打火给她做饭，还加了两颗柴鸡蛋。我说母
亲，你别被这种“寄生虫”骗了。母亲不以为然，很肯定地说：

“她一定有她的难处，不然，谁会愿意这样讨生活呀？！”
后来，母亲到城里生活，喜欢和楼下的老人们聊天，谁家生

活捉襟见肘呀，谁家做生意折了本呀，谁家鳏寡老人独一个呀，
母亲了如指掌。母亲一边叨叨着，人生在世，谁会没个坎呀！一

边在家里翻箱倒柜，把我们多余的衣物，搜罗出来接济那些陷入
困境的人。

大爱无言，爱善渡万物而不鸣。母亲的大半
生，大抵就是这样默默替别人操心着忙碌
着。她一个农村妇女，大字不识几个，
也从不会讲什么大道理，但她细
微的行为，如一缕星光，虽
细小，却照亮过无数
艰 难 者 的 一 段
行程。

也许是冬来了，突然地，思如潮涌，就这
样想起她来，想起寒冬里那一炉温暖。

那时候，我只是个初次到城市打工的
小丫头，而她，是我打工的那家小企业的
会计阿姨。她姓张，脸上总是带着亲切
的笑容，很容易让人产生亲近感。那一
年的冬天格外冷，独自在城市打工的我
竟然第一次冻伤了手。是那根出过事故
的手指，神经还没有完全恢复，无法抵御
寒冷，溃烂的伤口任我怎样用药，固执地
总也不肯好。她说，到我家来吧，我有个
偏方可以治。

那是她头年收藏的雪水，泡上从伏牛
山上采来的野樱桃。她告诉我用野樱桃
泡的雪水洗患处，可以治冻疮。于是，在
寒冷的冬夜里，迈着轻快的步子，走向她
的家，成了我最快乐的事。

她的家不很宽敞，却干净而温馨。暖
暖的炉火，亮亮的灯光，桌子上一盆水仙
花正含笑而开。炉火上，她早温上一盆
冒着热气的樱桃雪水。我走过去，坐在
炉火前，用那些樱桃雪水一遍一遍洗着
冻伤的手。每次洗完，她的爱人总会递
给我一个早已削好的苹果……这时候，我
总会有一种恍恍惚惚感觉，似乎回到了
我温暖的家，守着父亲母亲！

春暖花开，在她的引荐、帮助下，我
终于走上了律师的道路。

在这个城市，我终于收获了事业，也
收获了爱情！第二年秋天，我带老公去
看她，她欢喜不胜，从床下拉出半麻袋核
桃，为我和老公砸核桃……那情景让我和
老公至今都无法忘记！

我不是她帮助的第一个人，那个在她
家做保姆的山里姑娘，在她的支持下学
习财会，参加自学考试，后来拿到会计

证，成为一家公司的财务人员。
后来她搬了家，我和她

失去了联系。只是在每一个
寒冷的冬夜，我都会想起

她，想起那一炉点
亮我生命的

温暖！

北方 的 这 个 小 城 ，
日子一跌近冬天，寒风夹带

雨 雪 的 天 气 就 会 经 常 光 临 。 但
是，你要在大街上站一分钟，去欣赏雪

中那五颜六色的“伞花”，心里顿时就会流过
一股暖流……
那年冬天下大雪，我准备去接儿子放学，拿伞时突然

发现家里多出好几把伞。我问母亲那些伞都是从哪里来
的，母亲说：“都是我出门时忘了带伞，走在雪中好心人给
的。”我问母亲在哪儿还人家的伞，母亲则说：“人家都是
好心人，说不用还，说不定啥时候人家忘带伞，遇上咱手
里多把伞也能救急……”

母亲的话让我顿时心里暖暖的。因而我在以后出门
的时候，只要家里多把伞，就会顺便放车筐里。后来在雨
雪中，我真的遇到过忘带伞的老人、小学生、孕妇，我把多

出的伞送给他们，让他们打伞回家。那些
被我救急的人也和母亲一样，要我说个地
方还伞。我也照着帮助母亲的人说的那
样告诉他们，家里本来就多把伞，说不定
啥时候我在雨雪中你还能帮我呢！

就这样，因为一把伞的流动，我常被
人感激着，我的心在这寒冷的冬天里也常
被一种正能量温暖着。

做个让冬天盛开一路“伞花”的人并
不难，给需要的人一把伞，给车上的老人
让个座位，给冻在寒夜里的流浪者一口热
饭、一件棉衣……星星点点，都是举手之
劳。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给予没标准，
人家需要时，就是给别人一毛钱，那也是
最大的帮助、最大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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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我陪爱人去县城后山锻炼，迎面驶来一辆电
动车，爱人突然招手示意。骑车人停下后问她何事，她指
着车头说：“你的车灯亮着，费电。”类似的情形已不止一
次，有一次是个小伙子，听了她的话后撂下一句“神经病”，
加大电门飞驰而去。

我对爱人这种没事找事的行为有点儿看不惯，爱人反
问我：“电动车开灯费电不？如果电用完了，推着走累不
累？”道理我当然明白，但碰上像那个小伙子那样，不领情
反骂人，心里难免会别扭甚至生气。爱人却说，提醒一下
不过是上下嘴唇碰一碰，又不是图回报，何必在意那些呢！

生活中，被我认定是多此一举或多管闲事的事儿，爱
人做了很多。比如，有小孩儿在楼下煤屋小平房上玩，她
想方设法把人家哄下来，说是那儿危险；路上捡到一串钥
匙，她会站在原地等上数十分钟，实在等不着人，就把钥匙
挂在明显的地方，说是方便失主寻找。

今年刚入秋，我骑着摩托车和爱人回老家，返回路上
下起了大雨，所幸我备有雨披。当我们行至半路时，爱人
突然喊着让我停车调头：“这么大雨，路边站俩小孩儿，一
定有问题。”

我知道，爱人管闲事的毛病又犯了。拐回去不远，果
然看到路边有两个小孩，衣服已被淋湿，他们背后一米多
深的边沟里，躺着一辆电动车。原来，俩孩子背着大人骑
车出来玩，遇上下雨急着往家赶，不小心驶进了边沟，人虽
没摔伤，车却推不上来了。

我和爱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车推到了路上，
但我们两个全被淋成了落汤鸡。到家后，爱人感冒了好几
天，但她无怨无悔。

爱人把这些事儿归结为“行小善”，并常常“开导”
我：“大善事咱行不起，小善举咱有的是。只要是善

事，做了总比不做好。”
不知是爱人的“教育”起了作用，还

是我耳濡目染受到影响，如今，我也开
始爱管闲事了。爱人问我这样做

是为了妇唱夫随，还是良心发
现，我笑着回她：爱管闲

事多积德，社会和谐
生活甜。

漫 忆

爱管“闲事”的爱人

那一炉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