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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到黑龙江省伊春市苔青车站

刚停下，我觉得肚子有点饿。这时，车

窗外传来叫卖声——粘苞米喽，新烀

的粘苞米！

一下子勾起我的食欲。小时候在

农村，最爱吃妈做的烀苞米。放学回

家，我没进院子就闻到烀苞米味，便加

快脚步跑进厨房，掀开锅盖捞出热乎

乎的苞米，烫得直吸溜，一会儿，就把

肚子撑得溜圆。

月台上卖苞米的嗓门老大，都怕

错过火车停车的三分钟。

“来，买两穗苞米！”我喊声刚落，

几个卖主冲刺般跑来。其中一个小姑

娘绊倒了，其他人都挤到车窗前举着

苞米喊：“买我的，买我的！”

看到小姑娘，我突然想起我的小

妹妹。小时候为了给我攒学费，八岁

的妹妹陪我到镇上卖豆角。

我忙喊：“小姑娘快过来，我买你

的苞米！”

小姑娘立刻高兴地挤过来递上她

的烀苞米。

我接过苞米，递去一张百元大

票。她为难地问：“没有零钱呀？”见我

摇头，她开始翻兜找钱。小手翻遍了

衣兜裤兜，却没翻到零钱。她一脸难

色正要说啥，火车开动了。

这时，她连忙掏出我那张百元大

票，跟着火车跑。“给你吧，我没钱找！”

火车越开越快，小女孩越落越远……

旁边的旅伴笑了：“防人之心不可

无呀！”

我半信半疑说：“一个十来岁的小

姑娘，不可能耍花招。”

一直以来，我对苔青火车站印象

很好。一是站名富有诗意，再者这里

山清水秀土地肥沃，盛产粘苞米，是

远近闻名的“粘豆包”之乡。每年腊

月，“苔青粘豆包”作为地方特产，摆

满市区各个市场。我想，这里一定民

风淳朴。

可是，就因为两穗苞米，我失去了

对苔青车站的好感。

几天后办完事返家，坐火车又路过

苔青，仍然有人叫卖烀苞米，却没见到

那个小姑娘，我猜她肯定不会再来。有

旅客要买苞米，我还提醒不要上当。

突然，一个纸牌子吸引住我，牌上

写着：“车上的旅客请注意，我是来还

你买苞米钱的！”

是不是那个小女孩找我？仔细一

看，我失望了。举牌子的是一个老

人。我抱着一线希望问：“您还谁的买

苞米钱？”

老人说：“前几天，我孙女在这儿

卖苞米，多收了一位旅客的钱。当时，

她没零钱找火车就开了，事后非常后

悔，急得直哭：爷爷，咋把钱还给人家

呀？于是，我帮她想出了这个主意。”

我心生感动，向老人说明了情

况。老人确信是我之后，便把钱还给

我。我突然想起什么，问：“您孙女咋

没来？”

老人说：“每天都是她来。今天她

跟同学有事情，把这个任务交给我

了。她说，不把钱还给人家，她心里不

得劲儿。”

多么好的孩子啊！我差点错怪了

她。到现在，我还不知她的姓名。这

时，列车缓缓开动，我把头伸出车窗高

声问：“您孙女叫啥名？”

火车渐行渐远，隐隐传来老人的

回答：“苔——青！”

她名字竟和车站名一样！

多年以来，我一直记着“苔青”这

两个字。除了那小小的火车站，还有

那卖苞米的小女孩。

卖苞米的女孩
□邴继福

她在村里看见一棵无患子树，深秋

了，一树的无患子，黄了。风吹来，落下几

颗无患子。她捡起一个，又捡起一个。

小时候，她村里也有一棵无患子树。

无患子黄了的时候，大人就会跟她说：“妈

妈要洗衣服了，去捡些无患子来。”

她便跑了出去。在无患子树下，她也

像刚才一样，捡起一个无患子，又捡起一

个无患子。这些无患子拿回家后，她会用

纱布袋子装好，再用棒槌敲打，把里面的

无患子敲碎。洗衣服的时候，就用这个装

着无患子的袋子在衣服上抹。这一抹，衣

服上面都是泡，像用了肥皂一样。

无患子洗的衣服，很干净。

有一天，她又在树下捡无患子，忽然一个

大姐姐走来，问她：“你捡无患子做什么？”

她说：“洗衣服。”

大姐姐说：“你还用无患子洗衣服？”

她点点头。

大姐姐问：“为什么不用肥皂洗衣服呢？”

她说：“我妈妈说无患子洗的衣服特

别香。”

这时，村里有几个小孩子走过来说：“什

么特别香，是她家里穷，才用无患子洗衣服。”

她说：“才不是呢。”

那些孩子接嘴：“还说不是，你爸爸在

工地上做事，摔伤了，花了好多钱，你妈妈

为了省钱，就让你捡无患子给她洗衣服。”

她说：“无患子洗的衣服就是香。”

大姐姐把无患子放在鼻子下面闻了

闻，然后说：“这无患子是很香。”

她跟那些孩子说：“听到了吗，人家大

姐姐都说无患子香。”

孩子们不再争了，一窝蜂跑了。

大姐姐这时问她：“你住哪里？”“就那

儿。”她指了指。

大姐姐走了，再来时，提了一大包肥

皂。不仅如此，大姐姐后来还资助她上

学，一直到她大学毕业。

现在，站在无患子树下，那个大姐姐

好像就在跟前，那段美好，也在心里弥漫。

忽然，她看到一个孩子走过来。孩子

在捡无患子，捡起一个，又捡起一个。

她忽然问：“你捡无患子做什么？”

孩子说：“洗衣服。”

她说：“你还用无患子洗衣服？”

孩子说：“我奶奶说用无患子洗的衣

服特别香。”

这时，有几个孩子走来，一个说：“什

么特别香，是他跟奶奶过，奶奶没有钱，才

让他捡无患子洗衣服的。”

孩子说：“才不是哩。”

她也把无患子放鼻子下面闻了闻，然

后说：“这无患子是很香。”

孩子说：“听到了吗，人家这个姐姐都

说无患子香。”

她问孩子：“你住哪里？”

“就那儿。”孩子指了指。

她后来去了孩子家，提了一大包肥

皂，还跟孩子奶奶说：“让孩子好好读书

吧，所有费用我来承担。”

无患子
□刘国芳

桂花街前侧不远300米是京城的

某所大学，王宁很快将成为该大学的

教授。大学校长的一句话，让王宁的

眼睛里兀地充满了盈盈的泪水。他

说：“欢迎王教授回家！”

从国外回来第二天一大早，王宁

就出现在大学城后的桂花街。尽管车

水马龙，人头攒动，但是总有一份恬静

与安谧充斥在街道的角角落落。

王宁静心观望，桂花竞相开放，那

花开在树叶之间，金黄金黄，很细小，

花瓣近米粒般大；那花密密麻麻，一簇

连着一簇，远远望去，仿佛绿叶丛中点

缀着碎金。

“桂花干3克，粳米50克，红糖适

量。桂花味辛、性温，能散寒破结，化

痰止咳。此粥能够驱寒暖身，对寒性

体质的人来说有益处。”一个中年男子

低沉的声音萦绕在耳边。

王宁十八年前从山东一个贫困的

小县考上这所大学的工程物理系。原

本沉寂的小山村一下子炸了锅，可是

爹娘却唉声叹气。娘有病，终年都在

吃药。父亲哪里都不能去，只能守护

着娘。王宁上大学的费用还是村民捐

的款。

上大学后，为了节省，他每天只吃

两顿饭。晚上，同学们都吃饭了，他来

到桂花街上。“还缺小工吗？”王宁掀开

门帘，怯生生地询问一家粥铺的老

板。老板身后是一个中年女人。

“你是这所大学的学生？”老板

问。“是的”。

老板娘见他面黄肌瘦，让他坐下，

给他盛了一碗粥。王宁有些拘谨。老

板娘说没事。盛情难却，王宁坐下了。

“桂花干3克，粳米50克，红糖适

量。桂花味辛、性温，能散寒破结，化

痰止咳……”粥铺老板介绍说。他招

呼完顾客，便与妻子坐在王宁的对面。

“说说你的情况？”他们满眼的慈祥。

王宁没有隐瞒，甚至将每天吃两

顿饭的事情也告诉了他们。

“不要担心，晚上到我这里忙乎两

个小时，周末长些，有饭吃有钱赚，怎

么样？”

王宁答应下来。他手脚勤快，眼

睛活泛，深受顾客与老板信赖。一有

空，王宁就会将书本拿出来温习。每

次他温习功课，粥铺老板夫妻俩总是

坐在旁边看着他。

后来，王宁知道粥铺老板姓周，他

们没有儿女。

第三年，王宁的母亲去世了，他给

周老板告假。临行前，老板夫妻给了

他一万块钱。

又过一年，王宁考上公派留学出

国深造。

三十岁的时候，王宁回乡探亲，家

里不见父亲。二叔说他父亲两个月前

就去世了，王宁哭得撕心裂肺，问为什

么没有告诉他。二叔说：“你爹不让

说，不过有一个事情你爹说一定要告

诉你，桂花街的老周夫妻在你读大学

期间帮助了你，你可记得回报人家。”

王宁连夜赶往北京。可是，粥铺

已经关门歇业。他询问周围店铺，听

说老板夫妻回老家了。

在国外又是十年，王宁终于回来了。

“你的桂花粥不错，还是原来的味

道！”王宁坐下来，他只点了一碗桂花粥。

“您来过？”年轻老板询问王宁。

“你应该不是这粥铺的老板吧。”

“周叔周婶早就过世了。”年轻老

板眼圈泛了红。

王宁心中一悸，泪水夺眶而出。

“你是？”

“我读大学时曾经受过周叔周婶

的资助。”

“你是王宁吗，我们的师兄？”年轻

老板欢喜地询问，“我和店里的其他工

作人员也是周叔周婶资助的大学生，

我们是从上一届师兄师姐那里接过来

这个店面的。我们要将这个店面继续

做下去，周叔周婶说过，这店面的所有

收入都将用于资助贫困大学生。”

“我也算这个粥铺的一员。”王宁说。

“那当然！”

他们欢快的笑声盈满了周家粥

铺……

满街桂花香
□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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