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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老李最近购买了一辆大众系小型轿车，除
了外出，他通常把车停在小区公共停车位，实在
找不着车位时，选择倒入门楼对面靠近报刊箱与
树丛之间不足3米的空隙处……

李家搬来此地已有十五六个年头了，随着小
区入住率的不断提升，小区里进出车辆越来越
多，有时候停车难成了令人头疼的事。

大老李年轻时开过大货车，可称为“老司机”
了，车技自然不在话下，平民百姓的他收入不高，
但生活过得去，当初选择在此购房，看准的是该
地段前景不错，房价相对经济实惠。不过，起初
房子贷款按揭时他还没买私家车，因此车位什么
的并没考虑在内。

这不，随着城市东扩，此地房价倒是长了不
少呢。如今购买车位已今非昔比，再说老李家的
小车车型不大，停车的地方用心找找总还是有
的，日久也习惯了。

大概在上周五的晚上9点多的时候，正在家
中看电视的大老李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听出
对方是个女的，一开始她就报出大老李家的车牌
号，带着几许歉意说着“对不起”之类的话，又急
迫地说不小心把大老李的车给刮擦了……为此

需要协商后续处理。
悉后，电话一头的大老李心里尽管有点儿不

悦，但他并没当场在电话里说出怨言，还说自己
马上下来……大老李“蹬蹬蹬”下楼去，一眼发现
小车保险杠前被蹭出了三道新鲜的划痕。

“怎么回事？”大老李心想在这个角落一般不
太会被汽车擦碰，他觉得有点儿纳闷呢。只见那
对母女，还有一旁站着的小区保安等人，说是驾
驶电动车的母女俩刚补课回家来，快到门楼时，
不小心一个踉跄，重心不稳便一头撞上了停在那
里的车子。

起先，她们觉得没什么，当发现新车上留下
较为明显的擦划印记时，赶紧请来小区物业值班
人员通过车主信息找到了大老李。不过，待人温
和的大老李并没让母女俩作任何赔偿，说都是邻
舍隔壁，这么一点点的小事算了，人没弄伤就
好！这对母女道谢离开。

翌日上午，大老李抽空去了4S店给自己的
爱车进行了一下简单处理。事后大老李家人问
起车子的事，他说什么事也没有，还说文明社会
大家都应该学做文明人，邻里之间更应该互相礼
让和帮助嘛！何况是“介眼眼”的小事情。

凡人大老李
□孙建宁

小小的车厢
□李芸霞

月冷沙溪，但光照故里。沙老的艺术成就高
山仰止，名满天下，其实他的人生历程与故园情
深同样让人肃然起敬。

沙老早年丧父，于是长兄为父，承担起上赡
两代、下育四弟的重任。他靠着卖字鬻印，让胞
弟们都接受了诸如宁波中学、效实中学、复旦大
学这样的优质教育，可见眼光之远，苦心之深。
更为艰难的是，他的四个胞弟由学而明，志在救
民，一个个都走上了革命之路。老二沙文求是广
州起义烈士，老三沙文汉是浙江省第一任省长，
老四沙文威是“红色间谍”，老五沙文度投奔革命
圣地延安却不幸夭亡。弟弟们当时的亡命生涯
让他时时悬心，单是品读他猜测沙文求可能已经
牺牲的那封短信，字里行间上瞒老母、下瞒弟媳
的煎熬，就不禁让人潸然泪下。胞弟们一次一次
地被投入监狱，只能是深得蒋介石信任、身为侍
从室秘书的他奔走营救，幸亏当时的陈布雷也是
念旧之人，才让他的弟弟们得以幸免。身处两个
阵营，却又不得不勉力为之的那种艰难，实在是
那个“孟”字最好的诠释。

沙老对老家的爱，不仅仅局囿于胞弟。塘溪

近代以来名人辈出，实赖先生之大德。比肩毕加
索的传奇画家沙耆，是沙老把他带到上海，并托
付给徐悲鸿培养，才有了两度获得比利时皇家金
质奖章的殊荣。乃至沙耆沉沦落魄多年之后，再
次名扬世界的浙博之展，也是沙老奔走促成。到
访克隆先驱童第周故居和世界蝶神周尧故居，无
一例外地发现，无论是童氏五杰的求学之路，还
是周尧从学的人生之途，都镌刻着受益沙老或推
荐或引导的文字。先生对于故乡之爱，诚如他所
言“我爱祖国各地各乡,更多爱所生长的故乡”。
他是爱到了骨髓里，爱出了真性情，爱出了大胸
怀！据说有人曾问他为什么把“咸祥电影院”题
词中的“祥”字的一竖写得格外长，他的回答是

“我想把根留在这里”。
从这个角度而言，沙老的这个“孟”字，又不

仅仅是兄弟排行之“孟”，更是乡里之孟、乡风之
孟、乡学之孟。他用自己的艰难与博大，留下了

“大嵩人走出茅岭岗才能大”的谚语；更用自己的
拳拳之心和眷眷之情，滋养并守护了乡人的成
长。

堇山苍苍,梅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其情是孟，其怀若海
□张光明

多年来，我每天早晨都是坐公交
车上班的。从家到单位，没有直达的
车，好在换乘也很方便。特别是有了
一小时内免费换乘之后，得到不少惠
利。我要乘的车并不固定，因为家门
口有不少的公交线路，我常常是来什
么车就上，不同的车搭配不同的换乘
方式。

早上，徐徐的微风中带着一丝丝
金桂的甜香，我坐在车厢靠前的位
置，正闭目小憩。汽车靠站了，只听
得“今天你等的位置有点靠前嘛，好
上车嘞！”这是515路的驾驶员师傅
的招呼声。透过车窗看向路边，是一
位六七十岁的精瘦的老人，他正静静
地伫立在站牌边，闻声他有了动作。
但他并不是朝着车门的方向走，却往
车头走去。“方向反了，往回走！”驾驶
员师傅这回嗓门大了一些。

老人是个盲人，坐515路经过景
家园站，经常会看到他等在车站。第
一次发现老人是盲人，在什么都看不
见的情况下来坐公交车，我很是吃
惊。不知他如何能应对等车、上车、
找位置坐以及下车等一系列的过
程。这整个过程对于我们普通人来
说，或许是小事，但对于一位盲人来
说，难度不小，甚至在我看来，简直是
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但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一次，老
人在司机师傅的语言提示下，一步步
地走上了车，摸索着找到了座位坐下
来，这其中也不乏热心的同车乘客帮
扶一把。总之整个过程比我原先预
料的要快要顺畅。“谢谢司机师傅，你
人真好！”“谢谢大家！”老人的感激之
情溢于言表。

震惊之余，我听车上的其他乘客
介绍，这位老人每天早上都会乘坐
515路到西门口站，他的女儿会在车
站接他，吃过晚饭他再风雨无阻地坐
515路回家，这条路线的驾驶员师傅
几乎都认识他，到站点了就会招呼老
人上车。然后一路守护老人平安出
行，每次到西门口站点的时候，司机
师傅就会特意将车多停留一会儿，而
每天在西门口站下车的乘客总会顺
手搀扶着老人下车。一切都是那么
自然，好像是自家的老人、邻家的长
辈，亦如多年的朋友。

在这之后，但凡我坐515路车，
再见到这位老人顺顺当当地乘坐
515路去西门口附近的女儿家，我也
就习以为常了。

“换新车了，上来当心点，刷卡的
机子在你的左手边。”司机师傅的温
馨提示又在耳畔响起。摸熟了原来
公交车布局的老人显然对新换的车
还很陌生，比划了几下并没能对着机
子刷上卡，这时一位五十开外的大姐
上了车，干脆利落地抓着老人的手，
把卡对准机子刷完，又搀着老人去找
座位。而原本坐在照顾专座的另一
位老人马上站了起来，说：“坐这儿，
我去后边坐。”

小小的车厢折射着人性光辉，
让我感到无比的温暖，就算走在寒
意袭人的街头，身上的暖意仍久久
不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