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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歌岁月 □王阿丽

“陈家院子”是我家的微信群，里面有鲜花盛开；有经

典美文佳句；有精彩音乐视频；有禽虫、飞鸟、白云、江河、

山川、竹林；“陈家院子”里住着老、中、青、少四代11口人，

有北京的侄女、南京的女儿、武汉的外甥女，还有在老家的

陈家兄妹和老母亲。

当初，侄女建这个微信群，让我起个群聊名称，想了一

会儿，曾看过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本想冠名为“陈家大

院”，生怕这个名起大了，怎能与乔家大院攀比呢？我们平

常百姓家还是谓之“陈家院子”比较适中。

每天晚上“陈家院子”是最闹腾的时候，你方唱罢我

登场。照片占主流，谁出差了或是旅游了，甭管是耐看的

风景，还是搞笑的动作，都无须选择地上传至陈家院子，

让家人在第一时间饱饱眼福，孩子们毫无保留地进行点

评：这张照片拍得不错，是真性情；这张照片使用对角线

方式拍摄效果会更好……照片上传多了，总结出了每个

人的拍照招牌动作：先生的一指禅、小姑的手托香腮、我

的随风摇摆……侄女自制了一盘麻辣香锅奉上，看上去

色香味俱全，好菜！大家满地流口水；“走过路过千万不

要错过，下面请各位看官帮看看给小宝预选的毛衣，各抒

己见，投票表决。”哟，小姑登场了！接下来是数十张淘宝

截屏毛衣图片，我和先生、婆婆一起看了后，进行 3人投

票，敲定看好的毛衣，投了票；侄女那边也不甘落后，夫妻

二人商定后投了赞成票，最后合并搞定所要购买的毛衣

款式。

在“陈家院子”，我们做长辈的经常会发一些励志、富

有哲理性的文章，让孩子们懂得如何待人接物，如何读万

卷书、行万里路，让她们知晓读哲学书可以培养大气；读专

业书可以培养才气；行探索之路，可挖掘自身潜力；行助人

之路可扩大胸界等硬道理。“陈家院子”还是答疑解惑的平

台。读大学的女儿和外甥女，经常在院子中发些有关数

学、会计的题目求解，这时先生无论是在就餐还是看电视，

立即进入解题状态，前方告急，后方哪有不支援的道理

呢？远离家乡的孩子们吃喝住行始终是我们牵挂的对

象。春捂秋冻，当医生的小姑总会在季节变换时在“陈家

院子”及时提醒孩子们，孩子患病时给予服药指导，我们这

些“医生助理”进行服药督促，让远在异乡的孩子们感受到

亲人就在身边。

今年夏天，在外地出差的我，竟然发现 81岁的婆婆加

入了“陈家院子”，听到婆婆微信中关心的语音，泪水夺眶

而出，好一个“潮”婆婆！立即回复：听到妈妈的声音，好亲

切！热烈欢迎“寨主”！

忽然来了灵感，将陈家院子中我的昵称悄悄改为了

“陈王氏”，细心的外甥女发来微信：为什么改呀？我发出

一张照片回应：因为“陈家院子”温暖了我，我温暖了“陈家

院子”，在陈家院子，正能量得到巨大的释放。这不，看看

这张照片：外婆、你妈妈、你舅舅还有我 4个人跳得多欢

呀！青娃奶奶“扑通”一声跳到水里，带着她的孩子们玩去

啦……

总说通讯方式的进步疏远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在我

看来，只要心在一起，距离不是问题。愿天下更多的“院

子”永远充满欢声笑语！

““陈家院子陈家院子””烟火浓烟火浓

今年的两会之后，各地放开摆

地摊的限制，地摊经济又火起来。

地摊给人们很多的回忆。夏

天，城市的夜晚，人们吃完饭，走出

家门，有事没事的去夜市逛逛。好

吃的，好玩的，日常生活用品，穿戴

小饰品等等，琳瑯满目，各有所需。

老合肥也有这样的记忆。改

革开放初期，一到华灯初上，老淮

河路上人头攒动。各种小商小贩

从四面八方聚集到淮河路两旁，吆

喝卖五香豆“一毛钱，吃热的”

“鸡汤馄饨，五毛钱一碗”“最新港

版变色太阳镜，价廉物美”“港台流

行风磁带，十元五盒”等声音不绝

于耳。

那时，改革开放之风，让一些

头脑灵活的人们如鱼得水，干起个

体地摊商贩。有的停薪留职跑到

南方做起“倒爷”，倒腾电子表、太

阳镜、牛仔喇叭裤、小饰品、女装；

还有胆大的偷进一些盗版的港台

磁带、光碟。那时淮河路的地摊生

意，催生了许多瞬间暴富的人。

靠摆地摊经济，后来成为企业

家的人不在少数，马云曾经摆过地

摊卖过书籍。还有希望集团老总

刘永好，曾经摆地摊卖过鹌鹑的故事被人们津津乐道。一次

他摆地摊卖鹌鹑，一下净赚三百块钱，这推动了他初期的创业

决心。之后几年，他狂赚了一千万。靠卖鹌鹑积累的资金，创

建了中国最大的饲养公司希望集团。

他们有超人的胆识、高瞻远瞩的经商视野、喜欢尝试做开

路前锋的向导，这是成功者的荣耀。但对于大多数地摊经营

者，养家糊口，小赚即喜，知足常乐，也是一种活法。

城市对于追梦者来说，它的魔力让人们对之趋之若鹜，

这是多少人梦想开始的地方。因为独特的魅力，人们背井离

乡，背上行囊，来到城里。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也预示着

机会很多，所以，许多人对这些超一线城市憧憬着！有些人

从青年干到中年，青春挥洒在那座城市的土地上。执念在日

夜交织的岗位上，习惯听着机器隆隆的轰鸣声。下班时，形

单影只，望着灯火阑珊处，好像城市的喧嚣与繁华跟自己没

有关系。像浮萍，扎不了根，与城市格格不入。不管是亲切

还是陌生，这些城市有他们的梦！城市的繁荣有他们付出的

青春与汗水，还有对梦想的追求与青春的回忆。地摊经济的

放开，给他们多了一些自由择业的机会。愿地摊经济让那些

来到城市追梦的人，或许多些收入，或许将是他们梦想开始

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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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日，到合肥去参加一个培训，第一次乘高铁去合

肥，不到两个小时就到了，我太高兴了，不由得想起以往

乘车去合肥的经历。

第一次乘车去合肥是 1987年。那一年，我考上了安

徽大学。那时从亳州到合肥，最快捷的交通工具是长途

客车，一天只有两班，一班是早晨 5点 40分，另一班是早

晨6点。我家离亳州城15公里，为了不耽误去合肥上学，

每次去不仅要提前一两天买好票，去的头天还要先到城

里找个旅社住下。有时为了省钱，夜里两三点钟就得从

家出发，父亲用自行车驮着我往城里赶。合肥离亳州300
多公里，汽车早晨从亳州出发，八九个小时才能达到合

肥。要是遇到大雪天，需10多个小时。由于路途远，中途

还要停车吃饭，接着继续赶路。等到过淮河时，那时淮河

上没有桥，除了司机，乘客都要下车，然后车和人再乘船

过河。过河后，乘客再上车继续赶路。有时若遇到车辆

多，乘船要等好长时间才能过去，非常急人。

我从安大毕业回亳州工作后，近 10年时间，没去过

合肥。直到 1999年秋天，我

因公到合肥办事。这时，亳

州开往合肥的长途客车班次

多了，而且客车种类多。那

天中午 12点多，我乘坐依维

柯从亳州出发。这时的淮河

大桥已建成投入使用。当汽

车从气派的淮河大桥快速驶

过时，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大

约用了 6个小时就到达了合

肥，真快啊！

2009 年秋天，我去合肥

参加业务培训。下午 1点多

钟去的，我们一行人坐的是豪

华大巴，车里不仅有空调，还

有电视。走的也不是原先那

条路了，而是于 2006年投入

使用的高速公路。不到 4个
小时就到了合肥，速度之快，

真是不敢想像。

上世纪 90年代，途经亳

州的京九铁路通车后，我们去

合肥更方便了。从亳州乘早

上7点的火车，上午11点多就

到合肥，下午办完事，晚上还

可以再乘火车返回亳州。

从亳州到合肥出行工具

一再升级迭代，映射着这个时

代的迅猛发展，生活在这样一

个日新月异的伟大年代，我由

衷地感到幸运和自豪。

柿子红了。

柿子树上挂的

“红灯笼”，蒲篮里

切成片晾晒的“红

糕点”，地上摆放的

“红果果”，窗台上

趴着的一溜溜“红

串串”，把院子映得

通红。

婆妈坐在台阶

下削柿子皮，一袋

袋的柿子围在她脚

边。或许是听到动

静，她扭头举起一

个削好皮的柿子：

“伢，今年兴晒柿子

饼，我也晒点给你

吃。”

“好咧，今年的

柿子这么多！”我走

下台阶。

“老屋院里还

多得很呢。你问问

你那些朋友，可有

要 的 ，让 他 们 来

拿。”婆妈把削好皮

的柿子摆进筛子。

一圈圈圆溜溜的柿

子，泛着馋人的光，

引得人莫名地想靠近。

“接着！”隔壁三奶家院子里，孩儿们正在

树上扑腾。站在树上扔柿子的，仰头在树下

接柿子的，骑在枝杈上钩柿子的，往家里传送

柿子的，好不热闹。

我蹲在一堆柿子间，摸摸这个，摁摁

那个。

“咦？这个有点软了。”“有软的，给你留

着呢。那扶手上，不是么。摘的时候就怕给

它弄化掉了，连枝子一起折下来。”

一枝上连着五个柿子，有两个红些的软

了。连蒂扭下一个大的递给婆妈，她说早吃

过了，这是专门留给我的。扯掉蒂把子，水

汪汪的柿瓤接受秋阳的问候，回递出糯糯的

光泽，让我忍不住，赶紧掰开了“哧溜”上一

口。甜滋滋的，味蕾不免兴奋起来，想一路

吸下去。

突然一个毛茸茸的东西在脚边蹭，原来

是家里的小黑，一只两个多月大的小狗。

我撕下半边皮，扔到搭了蒲篮的晒架下。

小黑立马蹦起来接住，然后嘴脚合作，擀饺

子皮似的，均匀旋转着柿子皮舔食；舔食完

边缘一圈，又舔食里面一圈，确认无汁后，

小黑把皮叼回桂花树下；拿眼直视我，眼馋

馋的，含着一汪炽热。见我没有再给的意

思，就抖动一身黑毛，后仰耳朵，摇尾巴围

着我打转，后来干脆一屁股坐下来，眼巴巴

地盯着我。

我有意逗它，故意不理，把吃剩的皮卷

了放到桂花树杈上。它蹦了一会，够不着，

生气似的翘着尾巴，蹬着后腿咻咻地走出了

院子。它摇尾巴对着院门呆站一会，突然冲

入鸡群，引起鸡群一阵慌乱，然后又扭着小

屁股若无其事地跑开。

“柿叶铺庭红颗秋”。没有多少柿子在秋

季把青葱高高挂在枝头，也没有多少人能在

该成熟的年龄，还保持年幼时青涩的孩子

气。成熟，是秋季该有的样子。但是，成熟不

代表没有玲珑剔透、活蹦乱跳的气息。

秋渐深，色更浓，时光不等人。赶紧趁

柿子正红的季节，活动活动筋骨，到山间去

赏秋吧。

我曾在一家超市办了一张积分卡，说是可以用积分兑换

商品。从那以后，我只在这一家超市买东西。看着积分增

长，越来越接近兑换目标，心中还暗喜。商家大概也是掌握

了顾客的这种心理。

我很在乎购物积分，为了积多点分，我甚至买了些原本

可买可不买的用品，有一次收银员没能给我积分，我还特意

找到服务台，把分积上。这样大半年过去了，我查看积分卡，

竟然有 7000多的积分，也就是说我买了 7000多元的东西。

我心中有了成就感：点滴积累，终于汇聚成河，可以用积分换

商品了。

我在超市转了一圈，发现 3000多积分可以兑换一盒香

皂，5000多积分可以兑换一个刷牙杯，也就是说，相当于我花

费 3000多元只获赠了一盒香皂，花费 5000多元只获赠了一

个刷牙杯。“用积分兑换商品”，实际上只图了个名副其实的

蝇头小利。最后，我用 7000多积分兑换了两只盘子。盘子

拿回家后，我不小心碰碎了一只。我仔细看了看，那种盘子

质量不好，特别薄，很容易碎。

算了一笔账，这大半年我在这家超市多花的钱远远超过

了积分兑换的商品的价值。因为我的心被“积分卡”绑架了，

错过了去别的超市货比三家购物的机会。别的超市很多商

品更加物美价廉，但想到能积分，我也会在这家超市消费。

现在看来，我成了被小恩小惠蒙蔽的傻瓜。

再想想我们的生活甚至人生，有时候也会被一种无形的

“积分卡”所困。

我的表弟在一家工厂工作，这家工厂为了留住能力高的

工人，三两年会涨一次工资，涨的金额极少，胜在可累积。这

些年，表弟有好几次机会跳槽去更好的地方工作，可他总是

贪恋工厂的累积工龄福利以及经验积蓄而成的舒适圈，没有

离开。多年过去了，这家工厂的效益越来越差，待遇随之降

低，累积的工龄奖励也没有了。

表弟是被眼前无形的“积分卡”困住了，没有把眼光放长

远，以为分越积越多，最终所得一定会很丰厚，而没有评估会

否得不偿失。殊不知，这些眼前的蝇头小利正是困住自己发

展的一种桎梏。

生活中还有很多无形的“积分卡”，有的“积分卡”不仅没

给你的未来带来好处，还会让人生随之打折。所以，当一个

人生的“积分卡”摆在你面前时，你需要先衡量一下得失，方

才决定要“积”还是要弃。

“ 不 畏 浮 云

遮望眼，只缘身

在最高层。”我们

在人生大事上，

诸如职业规划之

类的事，千万不

要被眼前的小利

蒙蔽，只有站得

高，看长远，才能不被浮云遮住远望的眼睛。我们需要有

很高的站位和境界，才能把控人生的大方向。如果被“积

分卡”所困，而不审慎定度，很可能会因小失大，错过时

机，路也会越走越窄。

不被“积分卡”所困，指的是不被眼前小利所迷惑，凡事

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你的人生境界才会开阔起来。

莫被“积分卡”绑架

今朝出行路子宽
柿
叶
铺
庭
红
颗
秋

大秋千 周文静/摄

职
工
职
工

韦
开
龙

韦
开
龙
（（
中
国
书
协
会
员

中
国
书
协
会
员
））

那
年
那
月

□
文
贞

七 彩时光 □屈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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