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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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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姐姐是一个非常开朗的
人，性格外向，时时刻刻都把笑容
挂在脸上。她跟我几乎是两个极
端，我是个典型的“社恐”，内向，
有些恐惧社交，怕别人，而她也是

“社恐”——“社交恐怖分子”，不
是她怕别人，是别人怕她。

“放下社交焦虑，享受快乐人
生。”这是她最爱说的口头禅，而
她本人也身体力行践行着这一人
生原则。

我记得有一次，妈妈让她来
接我放学。那天下了课，我背着
书包就往外走，可还离得远远的，
我就看到校门外有一个奇怪的人
站在石墩上，打扮得像一根巨型
香蕉。我顿时两眼一黑，这绝对
是我那丢人的姐姐！快步走上前
去确认，果然是她，她还笑嘻嘻地
介绍说这是“反焦虑装”，成为一
根成熟的香蕉，就能不再“蕉绿”。

她说得有理有据，我只觉得
她是强词夺理。旁边的家长看着
我俩乐呵呵地笑，我被盯得浑身
不自在，推着她赶紧离开校门口，
生怕被班上的其他同学看到，那
就丢脸丢大发了。

我问她怎么突然想到这个主
意，她沾沾自喜回道：“网上学来
的！”

她给我展示了一个视频，视
频里一个父亲接儿子放学，手里
抓着儿子喜欢的可乐和鸡爪，担
心儿子看不到自己，他就站到石
墩上，这下可比人群里的其他人
高出大半个身子，显眼多了。没
想到这儿子比起老爹更爱娘，看
到妈妈就奔了过来，爸爸站得再
高也看不着，把他爹气得可乐、鸡
爪直接丢地上，闹小脾气了，儿子
赶紧笑着过去哄他。

她就是在这基础上加了一点
自己的小心思，加了一套香蕉
装。“而且我这是根据我们家的情
况量身打造的完美方案！”她得意
洋洋，往我手里塞过来一个袋子，

“你看，我还准备了你的份！姐妹
装，多合适！”我看都没看，连连摇
头拒绝：“不不不，我是绝对不会
穿的。你可别打我的主意……”

“你不穿穿怎么知道不合适呢？”
“我就是知道不合适……”

姐姐二话不说，给我套上了
这黄澄澄的香蕉装，于是，这世上
就多了一根忧郁的“香蕉”。

“大香蕉”把“小香蕉”的书包
放在自行车的车筐里，两根“香
蕉”就这么坐上了一辆自行车，在
街道上飞驰，形成一道奇观。面
对路人的目光，她仿佛就像红毯
上的女明星，享受着大家的注目
礼，高高昂起头，兴致起来时还哼
起了歌。我不敢抬头，甚至想把
头埋进车轱辘里。

她的自信令人钦佩，看着眼
前这么自信的她，我忽然意识到
自己思维上的一个误区——是不
是我太担心被别人嘲笑了？

她之所以快乐，之所以能够
放下焦虑，就是因为她根本就不
担心会被别人嘲笑。她对她所做
的事情都乐在其中，不会担心自
己会不会犯错，也不会担心别人
对自己的评价。

我恍然大悟。为什么要那么
在意别人呢？自己过得开心就
好！

也是这一次，我开始理解她
的那句“放下社交焦虑，享受快乐
人生”。当下的人太喜欢把事情
憋在心里一直消耗自己的能量，
让自己变得焦虑，担心自己做不
好，担心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如何，
但其实这些都可以抛诸脑后，快
乐才是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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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什么是爱？”女儿抬头问
我。我思索片刻，心中有些忐忑，不
知如何回答才能让女儿满意。

这个假期，照例带着女儿回到妻
子的娘家。不久前，丈人和丈母娘先
后离世，娘家只剩下空荡荡的房间。
我走上楼，只见妻子一个人呆呆地看
着。我走上前去，看到她手里捧着一
个铁盒。我接过铁盒，打开一看，里
面是一张张由一元、两元、五元、十
元、百元组成的钞票。

刹那间，思绪万千，记忆仿佛回到
了多年以前。为了给孩子一个更好
的学习环境，我们决定在园区购买一
套新房子。吃完饭闲聊时，我顺嘴提
了一句首付还差一些。正在吃饭的
丈母娘立即对丈夫使了个眼色，然后
他就走上楼去了。不一会儿，丈人带
着一个铁盒下来，将其轻轻放在桌

上，打开盖子，里面是一叠钞票。丈
人小心翼翼地将钱取了出来，一张一
张地清点，其中有一元、两元、十元、
一百元……一共是 4653.6 元。点完
后，丈人将钱郑重地交到我的手里，
对我说：“我们这些年也攒了些钱，这
些钱应该能凑足你们的首付了。要
是不够，我再给你筹。”我接过这钱的
那一刻，泪水一直在眼中打转，扭过
头，将钱交到妻子手中。丈母娘是一
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没有任何收入，
丈人是一位退伍军人，从部队退下来
后一直靠着卖些熟食维生，平时省吃
俭用，但每次我们回去，都像贵客来
临似的，杀鸡炖肉地招待我们，临走
时各种吃的喝的非要塞满整个后备
箱，有时甚至挡住了后视镜。

如今，我再次看到这盒他们辛辛苦
苦积攒起来的钱，突然想到了女儿的那

个问题。我把女儿拉到身边，说：“乐
乐，爸爸知道什么是爱了。爱就像溪
流、阳光和空气，它温暖而无处不在。
爱不是惊天动地的，它是在你不经意间
就已经把你感动了的。”女儿眨巴着眼
睛，似乎在思考。突然，她笑了，掏出手
机说：“爸爸，一起来看看这个视频。”视
频中是一个用方巾仔细包裹的纸盒，里
面有花花绿绿的钞票，甚至还有一张破
旧的纸币。 这是一位百岁老人长年为
外孙女积攒的嫁妆。

看完视频，女儿对我说：“爸爸，
我知道了，这就是爱。”我激动地回
应：“对，这就是爱！无声无息却又无
处不在，它如同细水长流，滋润着我
们的心田，让我们在生活的每一个瞬
间都能感受到温暖与力量。”女儿听
后，紧紧地抱住了我，那一刻，我深深
感受到了亲情的纽带和爱的传递。

我们到平江路的时候，已经是下午
一点多钟。节日的加持，让入口处挤满
了人。排队约二十多分钟，才越过路口
栏杆走了进去。

一路上的人真可以用摩肩接踵来
形容，南来的、北往的，说普通话的、讲方
言的，拄拐杖的、手牵着的、怀抱着的，穿
薄羽绒的、着汉服的，戴帽子的、披披风
的、打领带的……真是形形色色、天南地
北。个个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就像被春
风吹过的大地一样熠熠生辉。

路的两边是各种商铺，与我所在
的城市也没有什么不同。走到一家
网红奶茶店时，孩子说我们家边上也
有。哪个城市没有相同的网红店
呢？当然，售卖苏州本地土特产的商
店也不少，比如周庄金牌蹄髈、虾籽
鲞鱼、苏州刺绣这些，其他城市就稀
有，即使有也不如这边正宗，毕竟原
产地的天然优势摆在这呢。

如果只有人和商铺，平江路倒没什
么稀罕的了。让我觉得平江路有韵味
的就是路边上的河。前一天晚上，我们
在七里山塘已经看到了河，但是因为晚
上河的样貌看不真切，又因为坐船排队
人太多，怕耽误休息时间，就没去坐船
感受一下。到了平江路，“君到姑苏见，
人家尽枕河”这句诗果然得到了实证。
那清澈见底、倚门傍户的小河随着平江
路，一直伸向了远方。

这回说什么也得要坐一回船。排
了半小时左右的队，才上了船。那是一
艘木板船，船舱相对宽敞，两边坐上人，
中间还可以供一个人穿梭。两边船帮

上的小轩窗、顶上的竹乌篷，让这艘小
木船很江南。

摇船的大妈有七十来岁，跟我父
母差不多的年纪，我一直没好意思问
她到底多大年龄。她一边吃力地摇
着橹，一边还要注意避让迎面过来的
船。走到狭窄处，她的船完全贴着河
帮前行，有时候还要伸出一只脚蹬一
下护坡石墙，让船借力往前走，给自
己省些臂力。船走到一半路程时，大
妈问我们要不要听她唱小曲，如果要
听，每个人需交五块钱。全船10个人
没有一个不同意的，她唱得好不好听
先不谈，就凭她渡我们欣赏美景，大家
给些茶水钱也是应该的。

果然，大妈唱得并不好听，不仅是
她的方言原因，或者是她对旋律的把
握，气力明显就跟不上。船上的人都在
聚精会神地往河两边看，没有一个人认
真地听大妈唱，这样她唱得好与不好，
就不重要了。等她唱完，大口大口地喝
了一顿茶，喘气顺当的时候，我就问她
一天要跑多少趟，怎么这么大年纪了还
出来当船娘……

大妈说这两天过节，游客多，一天
要跑20多趟。我一听就惊呆了，这可
是一桨一桨摇出来的，这得有多大的气
力才能做到啊。年富力强如我，怕是也
吃不消。大妈还说她家离这边远，骑电
动车要20多分钟，天一亮就要出来，很
晚才能回家。船一靠码头，上客那会
儿，抽空扒两口饭，再把开水瓶蓄满。
她还说现在年轻人吃不了这个苦，虽然
过节时收入不错，平时也一般化，年轻

人都不愿意做这行。听她讲这些，我想
到了《纸上》这本书中的船娘虹美，也想
起我的父母。他们也70多岁了，还守
着那6亩多田过活，我让他们流转出
去，他们怎么都舍不得。劳动了一辈子
的人，一定是不习惯过他们认为的“好
吃懒做”的生活。

我走上码头，回头一望，大妈的船
又开始上客了。

再次走到平江路上，明显感觉与坐
船时不一样。在船上，我仿佛是在天上
飘着，任由风儿将我吹着走，不费一点
力气。两脚一步一步地走在青石板路
上，就仿佛我过一天一天的生活一样，
每一步都那么清晰，每一步又那么厚
重。毕竟，风景要靠自己去领略，人生
的路也要自己去走，完全依靠别人带路
或者替我走路，那是轻飘飘的，甚至虚
无缥缈的。

走到琵琶语评弹茶馆时，我们立刻
买了票，原本这也是此行计划之一。坐
在馆内，听着艺人先讲解后表演，顿时
感觉用吴侬软语、江南腔调唱出来的评
弹独有一番味道。原来认为听不出名
堂的评弹，居然在艺人的讲解下也能听
出个所以然来。不仅有了艺术带来的
享受，整个人也都松泛了许多。

带着苏州评弹的余韵走上平江路，
感觉周围的声音都柔和了起来、悦耳了
起来。吹拂着和煦的春风，漫步在熙来
攘往的平江路上，我们都陶醉在了春光
氤氲的姑苏里。

平江路，今后我一定还会再来走一
走！

轻
轻
的
一
个
吻

□
上
海
邢
洁

在朋友圈里刷到一段小视频：餐
桌上就剩两块排骨了，还不到两岁的
宝宝拿着小筷子去夹其中的一块，爸
爸妈妈则同时去夹另一块，结果被爸
爸夹走了。宝宝见此情景，把已经夹
起的排骨放回盘子，接着把没人吃的
一小块肉粒夹到自己碗中，然后，他
再次夹起那块排骨，奶声奶气地叫了
一声“妈妈”，把它放进了妈妈的碗
里。多么可爱、懂事的小宝贝！真是
让人心都要化了。

我不禁想起儿子刚上小学那年，
他开始过集体生活了，中午就在学校
里吃统一的盒饭。有天放学比较早，
他在楼下玩了很久，还是我亲自把他
给“揪”回家的。见他一身泥加一身
汗，我责备道：“整天就知道玩儿，快
去写作业！”儿子乖乖地点头，转身正
要走，忽然想起了什么，手伸进裤兜
里，掏出一只用保鲜袋裹着的鸡翅，
兴冲冲地递给我：“妈妈，今天中午的
鸡翅特别好吃，我给你留了一个，你
快吃吧！”他眼里闪着热切的光芒。
当时天气还比较热，鸡翅已经在他裤
兜里捂了好几个小时，看上去真不像
好吃的样子，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吃
了——因为那是孩子对妈妈无比纯
真、热烈的爱啊。看到我大口吃着，

他红扑扑、脏兮兮的小脸蛋上顿时绽
开了一朵花。

其实早在儿子上幼儿园时，就常
常给我“留食”：一块饼干、几片香蕉
片、几瓣橘子，一见我就迫不及待地

“献宝”。更难忘的是有一次我病了，有
气无力地躺在床上，儿子由老人接回家
后，自告奋勇地要给我倒水喝。只见小
小的人儿，无比小心、郑重地端着一只
大水杯，一步一步地走到我床前，说：

“妈妈，你喝水。”还没等我坐起身，他就
急着把水往我嘴里倒，水都流进我脖子
里了。他自豪地大声说：“我也能照顾
妈妈啦！”说完，扑过来在我脸上亲了一
口。这一吻，温暖了我好多年，直到今
天还记忆犹新。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吻值得永
远铭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而当人处在身体疼痛、极度脆弱的时
刻，那时的吻一定是最为珍贵的。

去年四月，我做了胆囊切除手
术。手术很成功，但术后的剧烈疼痛
是我始料未及的。整整一天，我疼得
浑身直冒冷汗，打了止痛针才能勉强
安定一会儿，但过不了多久疼痛又会
袭来。先生寸步不离地陪护我，我忍
不住呻吟的时候，他紧握着我的手，
在我耳边不住地安慰：“没事，没事，

很快就会好的。”深夜，我迷迷糊糊地
醒来，发现他衣不解带地斜靠在床边
打盹儿，便告诉他，现在已经不怎么
疼了。他疲惫的脸上露出笑容，随即
低头轻轻地吻了我一下。我胸中漾
起一股幸福的潮水，带我安然坠入香
甜梦乡。我知道，他会一直守护在我
身边的。

“没事”，这两个字是先生的口头
禅。小到我把菜炒煳了，“没事”，拣
拣照吃；大到教培机构跑路、我给儿
子预交的补课费打了水漂，我好几天
寝食难安，他还是那句话：“没事！”都
是上班挣的辛苦钱，怎么会不心痛？
他只是不想让我那么自责、难过罢
了。先生个子不高，但在我心中，他
就像座大山一样让人安心，足以依
靠。

“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
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
……”回首往事，我情不自禁地哼唱
起这首老歌，透过晶莹的泪光，世间
万物无不温润而充满柔情。只是轻
轻的一个吻，却有扛起整个人生的力
量，让我觉得此生无憾。这吻如同晨
曦中的第一缕阳光，温暖而明亮，它
让我明白，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爱
相伴，人生便充满了希望与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