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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搬新家。入住第
一天，我便主动找楼上楼下和
隔壁的邻居加微信。我并不
是一个喜欢交际的人，相反很
不善于交际。可是，楼上楼下
和隔壁，我必须打好交道。

为什么？呵呵，还不是为
了能有个优质的睡眠。我作
息比较规律，晚十点之前必须
睡觉，而且需无光无声。这是
我从小养成的习惯，家里人也
比较迁就我。可是外人不知
道，生活作息也不可能和我们
一模一样。但是，如果我们能
提早做好沟通，生活也许就会
和顺一些。

记得以前那个小区，楼上
住了一户东北人家。女主人
很热情，第一天搬来时碰巧在
电梯里遇见我，张口便要和我
加微信。我虽然同意了，心里
不免有些嘀咕，咱又不熟，加
了有啥用？

谁知，后来还真派上了用
处。那晚，像往常一样，大约
九点三十分，我洗漱完毕，准
备去卧室看会书，然后睡觉。
突然，听到楼上的东北女人正
在一个人哇啦哇啦地说笑，想
必是在打电话。我心里当即
咯噔一下，打电话应该不会太
久吧。然而要命的是，我的担
心没有多余，她居然真的在煲
电话粥。这一连串哈哈哈呵
呵呵，没完没了。我看了看手
机，天哪，已经十点了，想到第
二天还要上班，如果没睡好，
我这一天就会头重脚轻。心
里不由烦躁起来。

我正考虑着要不要上楼
敲门提醒一下，猛然想起她加

了我的微信。想了想，我编辑
了这样一条信息：阿姐，真不
好意思，你的秘密都被我听见
咯！还配了一个表示尴尬的
表情。两三分钟后，楼上的说
笑声没了，手机里却传来信息
的声音，我赶紧点击查看，正
是楼上发来的：啊，不好意思，
吵到你了吧？和我朋友聊得
太开心，忘情了。我忍不住咧
开嘴，嗯，不错，这人还是挺通
情达理的。于是又回了一条：
理解理解，是我这人太矫情，
睡觉时喜欢安静。对方也回
来一条：真不好意思，我下次
一定注意。你赶紧睡吧，晚
安。于是，我心满意足地关机
睡觉。

从此，一到晚上，楼上再
也没有出现过很大的动静。
为了感谢东北大姐的善解人
意，我还送了她一箱水果。不
想，她立马回礼，转送我一袋
从家乡带来的东北大米。这
样一来二去，我们的感情真的
应了一句老话：远亲不如近
邻。这次搬家时，我还和他们
吃了一顿道别饭。

话说这里的新小区，隔壁
没人住，楼下是我妹妹的朋
友，平时就熟悉。而且相比楼
上，楼下对我的影响小一些，
倒是怕自己会影响他们。于
是，我就去加楼上的微信。我
在邻居群里找到楼上的住户，
点击添加。不料，对方很警
惕，不给通过。我不死心，又
加一次，并诚恳地补上一句：
我是新搬来的，有缘住你们家
楼下，请多多关照。这回通过
了，并简单地聊了几句，彼此

有了一些大致的了解。比如
和我加好友的女主人奔五了，
比我大一点。有一个女儿，也
比我家的女儿大一点。

今年不幸遇上疫情，大家
都听钟南山的话，躲在家里不
出去。本来嘛，住同一个小
区，大家也算是同风雨、共患
难，要比平时更加相亲相爱才
好。可是因为某些邻居打乱
了生活作息时间，考虑又不够
周到，影响了楼上楼下以及隔
壁的邻居。于是，被影响的人
家在邻居群里提意见，偏生对
方又不理会，气得某个邻居在
群里破口大骂。

我默默地看完这些聊天，
不由叹了口气。明明是一桩
很简单的小事，干嘛要伤和气
呢！突然，楼上的女主发来一
条信息：妹子，我们有吵到你
吗？如果有的话，你要跟我
说。我也叮嘱过我女儿了，晚
上打游戏时声音小点，别吵着
楼下的妹妹。刚刚看完群里
的叫骂，突然看到这样暖心的
话，我感动得竟不知说什么
好，连发了三个表示拥抱的表
情。对方又发来一条：没事
的，大家都是邻居，要互相理
解。我心头又一热，忍不住回
复道：谢谢姐，能住在你们家
楼下，真是我们的福气！

其实，人与人之间真没有
什么解不开的结，只有不愿意
敞开的心扉。倘若彼此之间
都能将心比心，真诚以待，一
切矛盾即化为乌有，甚至还能
开出美丽的友谊之花。远亲
不如近邻，就让这美好的传统
习俗代代相传吧。

老五是他的微信名，我备注为——
“邮递员老五”。

去年某日，从书店开会回来，顺便赏
起了单元楼前的花儿。不多会，一辆电瓶
车拐了进来，挂于两旁的绿色邮差包甚为
醒目，待我看清骑车的人时，心想，难道我
们小区的邮递员换人了？

果然，他是前两天才开始负责这个片
区的，由于刚接手，地方还没摸熟，送报送
杂志有点慢，我安慰说慢点又无妨的，只
要能送到就好，最怕杂志收不到。我报了
单元号、房间号和名字，他对了一下，还真
有，除了杂志，还有一张汇款单。我看他
面善，说话缓缓的很和气，便试着提了个
请求，希望以后有汇款单时，他能打我电
话，家里有人的话会下来取的。以前有几
次，邮递员图省事，门口贴一张取款通知
单，为了取那一点稿费，我们还得巴巴跑
到邮局，其实我手机下载了邮政银行，一
拿到汇款单就可以兑换，根本无需去邮
局。他听后，立马说以后有汇款单会给我
送上楼，有杂志也送上楼，怕被人家拿走
了。我还是坚持通知我就行，杂志就放信
箱，不想给他带去额外负担。

报给他手机号时，一想，还是加个微
信更方便。临走，老五把一份报纸塞我手
里，说是多出来的，或许我用得着。他慢
慢骑远，10点多的阳光明晃晃地洒下来，
我手里的报纸有了微微的暖意。

此后，一有汇款单，老五的微信语音
就会发过来：虞燕，你有汇票到啦。他总
是把我的姓念错，叫我lu燕，我跟他说谢
谢，他就回，应该的应该的。当然他同时
还会问，有没有家人在，若在，他直接送上
来，他觉得我下去太不方便。送来时，满
脸谦和的笑，好像是他麻烦到了我一样，
更嘱我尽管进去，他会替我关上门。很多
时候，一点细节总能把人的心里熨得妥帖
非常。

我的信箱里三天两头会出现各色报
纸，宁波晚报、都市快报、钱江晚报、现代
金报……那些零星的报纸都是老五将多
出来的给了我。在他的意识里，我是个写
作者，写作者是需要报纸的。有一次，我
想在浙江日报上找个东西，随便跟他提了
一下，过两天，他还真给我带来了，虽然那
期没有我要的信息，但依然感戴莫名。没
想到的是，接下来，我的信箱里经常可见
浙江日报的身影，他大概认为，这个报纸
对我是最为有用的吧？

今年初，疫情肆虐。防控严峻期，小
区实行封闭式管理，宅家时，生活必需品
基本都在超市APP上购买，货物统一放
门卫，无接触配送。那些天，情绪被疫情
左右，心情跌宕得一会上云霄一会下深
渊，暂时把文学和写作给搁一边去了。2
月上旬的一天，群里有人说起邮局全年无
休，我立即想到了老五，遂在微信给他留
言，问他非常时期，是不是没在送了，也送
不进来了？他说在送的，隔一天来一次，
有些杂志信件三四天送一次，还是会放到
楼下的信箱。我跟他说辛苦了，他又是那
句话：不客气，应该的。2月23日，终于
又听到那句熟悉的“lu燕，你的汇票到
啦”。我特地发了微信圈，年后第一次收
到汇款单，是否意味着一切即将恢复正
常，并感叹邮递员同志真不容易，为了我
那一点点稿费，还得冒险送上门。而后，
老五给我点了个赞，这个几乎不发微信圈
的人，头一次给我点了赞。

老五可一点都不老，记得有句话，温
和的人总是显年轻的。我能想象，他戴着
口罩，从容穿梭于小区的各幢楼，平凡、素
朴却敬业、达观。

远亲不如近邻
□俞亚素

邮递员老五
□虞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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