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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98年初冬，我读高二。
学校门口有一排小饭馆，每家

约20平方米，多是夫妻店。小饭馆
饭菜味道一般，但因分量大，卖得又
很便宜，对在县城出苦力挣钱的人
来说有很大的吸引力，一到吃饭的
时间，不少人就从四面八方赶来。

那天放学，我在一家小饭馆里
吃晚饭。门口一个30多岁的男人拉
着一辆架子车过来，车上坐着一个年
纪相仿的女人和一个五六岁的女孩。

男人把架子车停靠在小店门
口，带着老婆孩子走了进来，很潇洒
地让女人点菜。女人舍不得花钱，
就点了两份素菜、两碗面条。其实，
这几家小饭馆根本没有什么菜可
点，老板只会做一些简单的饭菜，两
份素菜总计不超过三元钱。

男人很自豪地对孩子说：“爸爸
拉车挣钱，现在有钱了给你买靴子，
是不是？”女孩“嗯”了一声，我这时
才发现女孩紧紧抱着一个鞋盒。一
会儿，女孩把靴子从盒子里拿出来，
翻来覆去地看，欢喜得不得了。

那是一双用牛皮做的靴子，表
面一层细细的黄色绒毛，靴子里面
衬了一层厚厚的棉绒，这种靴子当
时在我们那里很流行。

饭菜端上来了，可女孩一直不
肯放下靴子吃饭。女人在旁边温柔
地说：“先吃饭吧，一会儿面条就黏
住了。”催促几次，女孩才把靴子放
进盒子，可是没吃几口饭就停了下
来，又把靴子拿出来翻来覆去地看。

那男人很自信、也很健谈，主动
给我打招呼。原来他是我的校友，
他当年的班主任正是学校现在的副
校长。10年前男人高中毕业，没考
上大学，就回家务农了。农闲时候，
男人拉着架子车到县城里揽活干。

架子车是上个世纪北方农村最
普遍的运输工具，各家都有，不过现
在有了农用三轮车后就不大用了，
比如我家的架子车，就被扔在院子
里，风吹雨淋，慢慢烂掉了。

县城的人管这些拉架子车的人
叫拉脚的。没活儿的时候，他们坐
在车把上闲聊，一旦看见有生意，一
大群人就一窝蜂地冲上去抢活。那
时工钱很低，往往拉满满一车的东
西，走上三四里的路，再给客人装卸
好，才能挣两三元钱。学校西南边大
约300米处有个服装市场，有很多拉
车的人晚上就去那里，把车把用车绊
绳绑到市场棚子的柱子上，放平的
车架就成了他们露宿街头的床铺。

男人当天带老婆孩子来城里
玩，给孩子买靴子。他神采飞扬，侃
侃而谈；女人一直温柔地笑着，和女
孩一起用敬佩的眼神看着男人……

多年过去了，我仍清晰地记得
那一幕，那种景象在今天的都市中
已渐渐成为一道远去的风景。

拉架子车的男人
◎白晓辉（河南鲁山）

大暑刚到，天气便开启了汗蒸模式。
东北的朋友来寻我玩，本来计划一

周的行程，次日便嚷嚷着要回去。我取
笑他说，你就这点儿抵抗能力啊！难道
你们东北夏天不热吗？

朋友苦着脸说，俺们那热归热，但是
没你们这样燥，好像得罪了老天爷，被装
进了蒸笼，跟烤白薯似的。

我被朋友的比喻逗得差点笑喷。
三伏天，是河南最热的时候，动辄就

是一身的汗。公园里晨练的老人后背衣
衫湿了一大片，有人用搭在肩头的毛巾
擦擦头，拧出一地的水来，跟下雨一样。

要是真下雨就好了，没有雨，风也行
啊！可树叶纹丝不动。

气象台的人也被热昏了头，说好的
昨天晚上有小雨，欣喜地盼了一夜，竟然
没来头地刮了一场风，挤了几滴眼泪，算
是勉强给我们的一个交代。

扎在空调房里不想出来，做饭的力
气都没有，肚子饿了叫上一通外卖。然
而，时间一久还是浑身难受，有种要得大
病的感觉。于是关了空调，打开窗户，呼
吸一下新鲜空气，抬脚到户外走走。

热，大街上一如既往地热。干巴巴
的路面被太阳烤得要开裂一样，树叶耷
拉着脑袋无精打采，空气黏黏稠稠的，偶
尔有风吹来，身子像包着一股热浪，唯有
吱吱哑哑的蝉鸣声撕心裂肺地响个不
停。

闹心的夏天。
在这样的鬼天气里，真的是什么都

不想做，什么也都懒得做。
于是约朋友阿朵去K歌，在那样的空

间里咆哮几声也许会身心愉悦啊。阿朵
竟然不接电话，于是气吼吼地找他兴师
问罪。

进到车间，一眼就望见阿朵穿戴整
齐，在轰鸣的机器旁对几个工人指手画
脚。车间里什么都听不见，就像一个大
号的蒸笼，里面只有几个摇头摆尾的破
电风扇。几个电焊工人挥舞着焊枪，哧
哧哧火星溅得老高。

我悄悄地退了出来，来时兴师问罪
的念头早烟消云散。

在这样的夏天，工人们照样要挥汗
如雨。无论太阳如何毒辣，我们的日子
仍然要过。

大街上几个环卫工人全副武装不停
地忙碌；红绿灯处交警站在太阳下打着
手势；市场上菜贩瓜贩规规矩矩地跟往
常一样；街角的烧饼铺敞开着门，男人系
着围裙，手上的擀面杖上下翻飞，脸上挂
着微笑。

一切都如往常一样。
在这最热的夏天，地球照转，人们迈

着寻常的步调，走着本属于自己的路。

最热的夏天
◎陈来峰（河南新乡）

古人说，三日不读书，便
觉面目可憎。这话很有道
理。读书是修身养性的最好
途径，是完善自己的最好方
法。有人说读书是一件苦差
事，其实是不得要领。读书
是发自内心的需求，是人生
最大的快乐。

读什么书呢？疫情期
间，图书馆去不了，书店也
去不了，那就把自己书架上
的书拿来读一读。俗话说，
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
筐，读书还是要读经典。什
么是经典呢？当然是《红楼
梦》。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的
旗帜和高峰，问世几百年来，
无人企及，无人比肩。伟人
说过，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
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
可。《红楼梦》的人物语言，是
下了苦功的，既个性鲜明，又
通俗易懂，是文学语言中的
经典。

疫情中，再读《红楼梦》，
别有一番滋味。

宝玉和凤姐都是《红楼
梦》中的主要人物。荣国府
里说一不二的主子身后，都
有一个忠心耿耿的奴才。袭
人是宝玉身边的首席丫环，
本职工作是服务宝玉的，她
却自觉担当起了监督、规劝
宝玉的责任。但凡看到宝二
爷有不良行为时，就耐心劝
解。宝玉喜欢吃丫头嘴上的
胭脂，袭人就叫他不要吃，影
响不好；宝玉不喜欢读书，常
说些毁僧谤道的话，袭人就
劝他，不喜欢读书，也要装一
装喜欢的样子，叫老爷看见

了心里高兴，你也少换几顿
打骂。

平儿是凤姐从娘家带来
的，是贾琏的通房大丫头，也
算半个奴才。凤姐平日的工
作有一半都是平儿打理的。
平儿面对飞扬跋扈、不可一
世的凤姐，小心侍候，极力规
劝。该放手时且放手，何苦
来着？就是她对凤姐说的。

读到这里时，不禁心生
疑惑。曹雪芹为什么要塑造
这两个典型人物呢？也许身
边这样的奴才太少吧。再看
看现实生活中，奴才一旦得
到主子的重用，就要狐假虎
威，为非作歹。不但怂恿主
子不守规则干坏事，自己也
干坏事。这样的奴才多起
来，就是广大丫环、小厮的灾
难。

读红楼，让我们多了一
双智慧之眼，从中总能发现
更多的风景。就像壬寅年高
考语文试卷，引用了第十七
回中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贾
宝玉机敏动诸宾的内容。细
细读来，一个才华横溢的贾
宝玉跃然纸上，他的那些填
词造句，总能让我们动容，抚
掌叹之。

疫情之下，困在家中，坐
在窗下，一杯清茶，一札《红
楼梦》，既是休息，又是享
受。《红楼梦》就像一座百宝
山，只要你肯浏览，就会有收
获，只要你肯弯一下腰，就会
拾到耀眼的宝贝。

别林斯基说，好的书籍，
是贵重的珍宝。

《红楼梦》就是我们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珍宝啊。

清茶一杯读红楼
◎侯国平（河南平顶山）

插架三万牙签重，此身愿为书蠹虫。挑灯夜读、闲时开
卷，或可成就一段放牧心灵的时光。今年是我省深入推进

“倡导全民阅读、共建书香河南”活动的第八年，《平顶山晚
报》今起推出《插架闲谭》栏目，所刊文章为千字之内书评、读
书札记、读书故事等，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投稿。

投稿信箱：wbfk@pdsx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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