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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小鞋匠从初识到熟悉，屈指一晃已
数年。

那年秋，我租住临公园及主干道旁边
的小区。小区正门北面，左右两边有不少
商铺，商品应有尽有，生活便利。小鞋店，
就开在右边的小巷，十五六平方米，门口
一排玻璃柜，里面的修鞋配件倒也齐全，
留一个缺口，容他进出；右边靠墙一台笨
重的修鞋机，占了一块地方；左边靠墙及
正中间，是各一排货柜，堆满鞋子手包。
除了修鞋，也兼修行李箱、手提包、沙发
等。每天，小鞋匠就在店里忙乎着。

鞋匠小哥罕姓荣，河南安阳人。三十
出头，长得敦实憨厚。板寸头，大眼睛，一
张圆脸，常带着笑。他话语不多，音调不
高，性子也不刚，倒有几分像南方人。

我这人生性慵懒。基本不洗鞋，这几
年，鞋脏了旧了，一律提下去，甩在他的柜
台。一则帮衬他的生意，二则满意他的修
鞋技术，收费也合理。于是，高跟鞋削矮，
白鞋保养，冬鞋打蜡上油，紧脚的放松，开
裂的缝合，踢了尖的加厚……一来二往，
光顾多了，与小荣哥便熟悉了。

我有一双品牌尖头单皮鞋，黑色镂空
花纹 ，样子漂亮。但穿上脚，迈几步，后
跟竟掉了下来，跟绑太松，烦心！便提过
来给他修。他想尽了法子：先加了后跟
垫，不行；拆开鞋左右两边对接的竖缝线，

往里缩半公分，还是掉跟；后来他想了一
个特别的办法：在后跟帮的凹槽，横着缝
一截松紧带，伸脚进去，脚后跟连着松紧
带，迈步一松，停步一紧，走路还是也不稳
当。一日，他微信留言：把您的鞋拿来，换
一个新的厚跟垫。如此这般，终于解决了
我的难题。我想，他能在一只鞋上这么琢
磨，下功夫，不禁想起一句广告语：“修鞋，
我是用心的！”

小区住户过千，加上邻近的，慕名而
来的，小荣哥有点忙不过来。他不偷懒，
天天蹲店，想必赚钱也不会少，养老婆与
两个孩子不成问题。

后来，疫情开始了，两排商铺门关的
多，开门的少，自然也殃及他的小鞋店。
为了生计，他把店子转给一个比他年轻的

“小哥”，下决心回家乡找机会“闯一闯”。
再见到他，已是第二年夏天，说是“表哥”
骗了他，生意没做成，反而亏了一大笔。
加上这“店小弟”撑不下去，一个劲儿催他
回来接手，于是店归原主。想必这小荣
哥，酸甜苦辣也尝了个遍吧。

小荣哥又重新坐在鞋店里，低下头，
驾轻就熟，叮叮当当地掌起了鞋。客人又
陆续回来了，鞋店又红火起来。

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同年代的
孩子啃老者不在少数，小鞋匠却尽一己之
力养家糊口，尽绵薄之力 ，回馈社会，怀

里还揣着幸福小梦想；也许，我也从农村，
靠自己一点一点熬过来，栖身于大城市。
我感喟他的不易，他的独立自强与良善。
每次去他店里，总见他低头忙乎。堆满工
具的简易桌上，置一只塑料饭盒，没吃完
的炒面上搁着一双一次性筷子；有时是一
盒快餐拼饭，配一盒红萝卜清汤。简易桌
上，匀出一个放电茶壶的空间，冲点茶
喝。他说，喝矿泉水太贵了，一天要好几
瓶呢。我给他送过几次茶叶。他每年节
庆回老家前，我总会定期清理一些旧衣
物，给他带回去。他很是感激，偶尔也不
收我的修鞋钱。

今年端午回来，他千里迢迢地带回一
束麦穗，送给我，饱满带着麦芒的麦穗与
黑生生的他，还散发着田野收割的气息，
我高兴地收下了，插进花瓶里，这是他表
达谢意的方式吧。问他，还打算做多久。
他笑了笑，说，出来十几年了，也很想回
去。但回家乡，不是被拉去喝酒，就是打
牌玩麻将，很快就“废”了。小伙子腼腆地
笑着，还是在广州好些。做几年再说吧。
或许，他心里早已有奋斗的目标。

关注小鞋匠这么久，也许在他身上，我
看到了当年的卑微，挣扎的自己；也许，我
一向认可青春拼搏的模样；也许，看到城市
繁华的角落，求生计奋斗不息者，仍比比皆
是，他们构成了城市夜晚满天的星星。

小鞋匠 ■孙纵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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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建军节感怀
■黄景隆

曾经的一件小事，让我记忆犹新。
办公室旁边住着一对退休老教

师，每天男的都用颤颤巍巍的手开电
动车搭老伴出去，甚是恩爱。不少同
事看到，都羡慕不已。关于他们的情
况，也只是听同事说起，了解不多，平
时见到也是点头之交。

一个晴朗的上午，批改了一摞作
业，拿着水杯准备打点水喝。刚走出
门口，只见这两位老人颤颤巍巍吃力
地把一大袋番薯往电动车上搬，但试
了又试，还是差那么一点点力气，没能
搬上车架。见此情景，我连忙放下水
杯，快步走上去，从底部往上一抬，瞬
间抬上车架了。两口子连声夸赞：“老
师，你好大力呀！幸好遇上你啊！”

天呀！平时在老公孩子面前手无
缚鸡之力的我，此时在两位老人面前
受夸，我不禁感叹老人的无奈。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我的爸爸来。
我的老爸不知是遗传基因还是其他原
因，不到 50 岁手就有点抖了，现在 70
多岁的他，无论是干农活还是吃饭，手

抖得像筛糠一样。有一次我陪他和妈
妈去桂林旅游，临出发的前一天晚上，
老公拿出相机教他怎样拍照，然后他
像个小学生似的认真地学习，然而他拿
着相机的手怎都不听使唤，就是在那不
停地抖，不停地抖。旁边我的儿子脱口
而出：外公，你的手能不抖吗？我和老
公哭笑不得。事后我告诉孩子：不是你
外公想抖，而是他控制不住啊！

“拉紧点！”老妇人的声音打断了
我的回忆。看到他们颤抖着双手去
绑，怎么绑都松松垮垮的样子，我忍不
住又搭把手，把胶带从头到尾拉紧一
遍，这下可结实多了。两口子啧啧称
赞：“老师，你好能干！”趁机和我拉起
了家常。

之后再见到两个老人，他们总是远
远热情地打招呼，关心地问这问那。一
次小小的举手之劳，就得到别人的称
赞。愿天下的人都能举起这小小的手，
为急需帮忙的人服务，让那些老人在那
颤颤巍巍差一点点力的时候，都能得到
援助之手吧。

举手之劳
■李尚燕

7 月 4 日，我和先生从深圳驾
车返程回家，先生和往常一样打开
手机导航安置在车头上，我坐上副
驾座位刚想合上疲惫的双眼，就听
到先生说：“哇，我们这次返程走深
中通道呢！”“深中通道开通了？”“6
月 30日才开通的。”我一听要穿越
深中通道，困顿就飞走了。我们满
怀期待地向前方奔赴而去。

近几年，我们常驾车去深圳，
沿途风景优美，有山有海，车窗外
山峦如黛，云雾漂浮，仿佛一幅巨
大的画卷在流动。而穿越虎门大
桥和南沙大桥时，头顶是蓝天白
云，飞机穿行，脚下是浩瀚大海，蔚
蓝深远。如果是傍晚时经过，则海
天之间彩霞相拥，金碧辉煌，驾车
在桥上穿越，仿佛进入科幻世界。
几个小时的路程，如果不是要经过
几个昏暗的隧道，就是一段很完美
的路途。

这一次我们驾车从深圳领航
高架桥出来，就进入刚开通的深中
隧道。深中隧道是海底隧道双向
八车道，宽阔明朗。隧道内的照明
灯是智能控制的，能够根据检测到
的洞内外光线、色温数据、交通量
变化以及白天、黑夜等情况，自动
控制调节灯光亮度。因而车在隧
道里行走和在外面行走光线落差
不大，没有像其它隧道里因漆黑和
狭窄产生的不安感觉。全程6.8公
里的隧道，几分钟的车程，犹如在
正常路面上行走一样舒适。

车出了隧道便是另一番天地：
辽阔的伶仃洋上一架天桥仿若巨
龙蜿蜒向天边。恰好是傍晚时分，
落在西边的太阳宛如一团火球，在
沸腾着周边的白云。白云一团团、
一片片在桥梁悬索旁边闪着光扑
腾而来，一架飞机从桥上越过，如
大鹏在眼前伸手可及。脚下的一
片深蓝海洋上几艘渡轮向桥边移
动。我们在四车道桥上穿越，仿佛
骑在龙脊上，在海天之间，腾云驾
雾游走，感觉很神奇。行走了十分
钟，晚霞出来了，沉浸在霞光中的
深中大桥更是壮观无比，我们恍若
进入了科幻世界！

此时，我们无不感叹中国桥梁
建筑的伟大！据说，深中大桥最先
起名是“伶仃洋大桥”。如果南宋
诗人文天祥看到今天伶仃洋上这
般繁华的景象，该不会写出“伶仃
洋里叹伶仃”的诗句，而是“伶仃洋
里叹奇迹”了吧！

这条全长 24 公里的深中通
道，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交通枢
纽，集“桥、岛、隧、水下互通”为一
体，是当前世界上综合建设难度最
高的跨海集群工程，单凭“深中大
桥”就创下多项“世界之最”。

深中通道开通后，从深圳到中
山原来 2个多小时的路程，现在只
需半个小时，极大缩短了时空距
离，带动了珠江口东西两岸跨进了

“大桥经济”新征程，加速了大湾区
的经济发展步伐。

何其有幸，我们今天穿越了这
条雄伟的通道，见证了中国基建能
力的飞跃，体验了科技智能交通的
便利。

第一次穿越
深中通道

■梁培英

书法 ■陈俊秀

夏夜
待月东园夜，
花阴覆绿苔。
流萤三四点，
飞过竹间来。

夏趣

一钩新月上窗棂，
团扇轻摇出画屏。
自笑痴情犹未改，
也随稚子扑流萤。

荷花

芙蓉十里水云中，
莲盖茵茵映碧空。
玉立荷湖香入骨，
枝连亭座冷生风。
渔舟摇动波心月，
粉蝶分飞镜里虹。
犹是闲来看此景，
满眸娇艳正玲珑。

诗三首
■陈伟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