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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住虹桥，离三牌楼
的一家仓储超市不远。这家
超市面积很大，商品也多，
我没事就喜欢到那里逛逛，

才上幼儿园的女儿也时常
跟着去。

一次，她问：“妈妈，超
市东西怎么那么多呀？”我
说：“超市就是超级市场，
所以东西就多，什么东西都
能买到。”女儿点点头。

最近单位忙，双休日经
常要加班，没空陪女儿。一
天，女儿发飙了，拖住我的
腿，眼泪汪汪地求我：“妈妈
不要上班！”我抱起她说：
“妈妈不上班就没工资了。”

她一听，哭得更响，边

哭边说：“没关系，到超市
去买嘛！那儿什么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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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搓麻八圈，小赢
二十元，窃喜。一激动，那张

二十元的旧钱被我不小心
拽成了两半，得，要去银行
换了。

我骑着助力车，一哧溜
便来到迈皋桥这边的一家银
行。进门、抓号、排队，足足等
了二十来分钟才轮到我。

我默不作声地从玻璃

窗下的凹处把两个半张钱
递过去，柜台里的银行小姐
熟练地顺着光滑滑的大理
石把钱抹到跟前，理直，铺
平，然后埋头在那儿七拼八
凑起来。见状，我连忙解释：
“放心，这本来就是一张。”

小姐眼皮也没抬一下，说：
“换不起来，中间好像缺了

一块儿。”
“少了一块？怎么会！你

再看看！”我急了。
她哼唧了两声，椅子一

转，叫来里面的一男子。那男
的帮她瞧了半天，才给那二
十元钱翻了案，给我换了张

新的。
带着大难不死的心情走

出银行，骑上车刚到拐弯地
点，就被人拦住了。
“哎，助力车表 （(

)）走！”走过来一交警，
“这车还没上牌照吧，来，

罚款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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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子隔壁住着一对老夫
妻，共一个楼道。虽然三子不
太讲公共道德，楼道常被搞
得肮脏不堪，老夫妻总是笑
呵呵地跟在后面打扫。只是

自从三子搞了个疯狂派对 ，
架子鼓、电吉他和近于狼嚎
的歌声闹腾了一夜，被片儿
警叫去训了一顿后，三子见
到这对老夫妻便怒目相向
了。三子和朋友商量，邻居是
笑面虎，不就娱乐了一下，犯

得着背后告状？得想法整他
们一下。

不久，这对老夫妻就搬家
了，不过，活闹鬼三子也躲了
起来。

原来，街头上贴满了卖房
启事———“产权房六十平米，

因出国在即，急于变现，欲以
低价出售，有意者请来寓面

议。本人九时至十五时，十九
时至二十一时恭候光临，其
他时间概不接待。”三子知
道，这些时间段都是老夫妻
休息的时候。

启事贴出去，这个楼道

可就炸了锅，买房的、炒房
的、中介的、询问的，如过江

之鲫。最多时，前一拨下了
楼，后一拨才能上去。这下可
苦了这对老夫妻，不理吧，门
敲得山响，非把老夫妻折腾
出来不可；理吧，讲多少废话
也说不清。

不到一个月，老夫妻便疲
惫不堪。惹不起还躲不起？老
夫妻便悄悄地搬到别处避难
去了。

三子似乎忘了那句古训，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老夫妻
走了，自然没人出来理会，但

来访者怎么愿意白跑一趟，
三子的家门理所当然地成了
被敲的对象。

这回三子尝到了访问量

激增的滋味，最起码要开门
出来骂一声“滚”。虽言简意
赅，吐字极少，但也架不住每
天都要没完没了地重复。同
时因为来访者太多，矿泉水
瓶、纸巾、烟头丢得楼道几无
插脚之地。万般无奈，不知打

扫卫生为何物的三子竟也抡
起了扫帚。

解铃还须系铃人，三子欲
彻底清除卖房启事，但帮他
企划这次活动的朋友说，当
时只顾了考虑轰动效应，采

用的是地毯式的宣传，并同
步在相关网站上发布，清除
影响已不可能，只能等待其
自生自灭。

三子傻了，离家出走自然
在情理之中。

老曹是老南京，在我们
售服部门也是老资格了，经

验丰富，技术一流。
我们公司主要卖些与

计算机相关的外设，出问题
在所难免。我们售服部门平
时都很忙，经常加班加点，
一到这个时候，大伙就会抱
怨：“曹工，今晚可惨了，别
想睡觉了，得把这几台机子
修好。” 可是老曹很看得

开，常把老南京那句口头禅
挂在嘴边：“多大事啊，不
就几台机子嘛。” 时间长
了，我们受了感染，时不时
也冒两句。

售服部门的绩效工资，

要看客户给的反馈意见，所

以每个月底部门都要开会
总结，然后再发奖金。经理

是外地人，不过人也很好，
在会上先肯定了大家的工
作，然后又委婉批评：“以
后大家说话待人时，要注
意一下。现在有不少外地
的客户反映，我们的员工
有点吊儿郎当，对他们的

问题不是很重视。”
我们当然不能同意，售

服部门出了名的服务好，哪
有这种事！经理说：“我接到
好几个客户的电话，他们说
跟你们反映设备出问题时，
你们不当回事，老说‘多大

事啊’，人家都急死了，你们
还说是小事？”

@ABC

DEFGHIJKF

EF

G:H3

LMNOP

*IJ

南京旧时，有给初嫁的
女儿“送三节”的习俗，端

午送的吃、穿、用三类物品
中，就有女儿用的团扇和女
婿用的折扇。文人之间互相
赠扇、题扇，更是被传为雅
事。总之，扇子在一般老百
姓心中很有分量。

上世纪六十年代，别说

空调，电扇也是很稀罕的，
扇子可说是酷暑天必不可
少的取凉器具。我上班的办
公室虽说有吊扇，一则为了
节电，再则也怕吹乱文件，
轻易不开。忙得热起来时，
就拿片硬纸板摇摇风用来

驱汗。不知谁弄来一把纸
扇，便成了稀世宝贝，你争
我抢。同事中几位老南京
“才女”，甚至借扇面打起
了笔墨官司。

一才女写道：“六月天
气热，扇子借不得。虽是好

朋友，你热我也热。”另一才
女跟着也写了首民谣在上
面：“扇子捏手中，摇动生凉
风。有人向我借，须过八月
中。”两首民谣道出了热浪
来袭时人们对扇子的倚重，
甚至丢弃了朋友间的谦让。

这或许具有普遍性，南京俗
语就有“夏日不借扇，冬天
不让火”的说法，不过那是
提醒人不要夺人所爱。扇者
“善”也，扇子更多的是联
系着友情，于是便有了第三
位女性的题词，也是民谣：
“一把扇子七寸长，一人扇

风二人凉。拽只小凳身边
坐，我扇风来你乘凉。”

紧接着登场的第四位
女同胞更豁达，看到了扇子
不过是时令器物，无须那么
计较，同样是用民谣表达自
己的意见：“纸扇好扇风，过

时就无用。待到八月半，丢
进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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