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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眯眯地讲话了。小姑娘显然听出了我的

意思，朝我努了努嘴，说，谁没有这烦恼

事呀，就像刚才，只不过……她停顿了下，

说，我不把他们当回事，烦恼要来自然会来，

但那只能让自己平添更多烦恼，我人小，

个儿不高，又瘦，这也像心境，为什么脑

子里要装那么多东西，还不如快快乐乐的，

对吧？ 

醍醐灌顶般地，突然让我想到了出租

房的小冰箱。是装不下，确实。装不下就

赶紧清理掉，为什么一定要把冰箱塞满，

清空不是更好？走过小姑娘身边，我又想

着，这个双休日回趟家，下定决心，把双

开门冰箱里放了太久的食物也好好清理

下。

更长时间的食物。这样的食物，不说能不能

吃，作为食物的意义本身就没有了！

单位里有个小姑娘，活泼可爱惹人爱，

这倒也不是因为她长得好看，主要是看谁都

带着笑。我问她，为什么整天这么开心，难

道你没烦恼事吗？其实我想说的是，几分钟

前还听到公司里那个逢人就骂的“灭绝”女

主管，关起门把她狠狠骂了一顿，尽管门的

隔音还不错，但还是不断有声音从里面钻出

来，听个清清楚楚。持续时间足有七八分钟。

换作其他同事，都是苦着脸，甚至还有女同

事眼圈红红的走出来。可这小姑娘却是脸上

带着笑，吐着舌头出来的。这不是第一次了，

哪怕平时小姑娘和别的同事之间有什么矛

盾，她也总是像没发生过一样，一会又和人

冰箱太小

刚上班时，我在单位附近租个小房子，

房间小，冰箱也小。冷藏冷冻的食物，没放

多少就满了。这导致我不断需要把冰箱里的

食物拿出来，这样才可以补充新的食物。拿

进拿出，有些食物两三天就被我烧了，最长

的也就不过十天半个月，也保证了食物的新

鲜度。再想想现在家里的双开门冰箱，左边

右边，上面下面，可以放太多太多的食物，

我经常是买了一大堆食物往冰箱里塞。还没

怎么吃，又是一大堆食物往冰箱里塞。当然，

因为这冰箱大，这么多的东西居然也都放得

下。但是我后来就发现一个问题了，许多食

物在冰箱里放了一个月两个月，甚至半年一

年，都没有被拿出来做菜。甚至，我也没有

求证过，是否冰箱里有两年三年，或是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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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鞋师傅小李

小李官名李养华，闽北建瓯人，多年

前在我现居住小区附近墙角摆了个补鞋的

摊子，给周边的居民带来了许多方便。

那天傍晚与小李有交集，主要是穿鞋

准备下楼时发现，右脚的这只鞋有点硌脚

后跟，套上左脚的鞋，发现也存在同样的

问题。“硌脚的鞋，裤角的泥”，前者扎

疼你，后者恶心你，都是必须得即时处理

的事。于是半吊着心，小瘸着双腿慢慢地

朝小李的摊位走去。

“您找我就对了。前两天，一位老邻

居也是双鞋的后跟硌人，他在鞋里贴了十

多张创可贴，没用，最后还是找到我给解

决了。”话多是小李的明显特点之一。没

事往他摊前一站，都能听他唠半天。这一

性格的好处是，客人坐等收鞋时，从不寂寞。

见他大有收不住话头的趋势，我不敢搭腔，

用手指指着右脚。见我脱了一只鞋的右脚

吊着，他马上拿过一双塑料拖鞋给我垫脚。

补好一只鞋，小李翻过鞋底仔细查看，随

即拿来一只尖锥，在鞋底上挑着什么。我问：

“你这是干什么？”“找钉子和玻璃渣。”

原来如此。在补好另一只鞋后的查找过程

中，我亲眼见他把一粒半绿豆大的玻璃渣

挑出来。有心处处皆学问。等候取鞋的过程，

也是学习的过程。见小李每缝扎完一只鞋，

都要把缝扎过的地方放在铁垫上用小锤敲

打一通，请教这又作甚？他答：“新扎缝

的地方会有点硬，通过敲打，将他敲软。”

他的细心和认真，着实蛮令人感动的。     

该付款了，补这双鞋我的心理价位是

10 元。谁知我要扫码时，小李说：“只要

3 元。”“为什么？”“因为您左脚的这

只鞋我曾给您处理过，今天不再收您的。”

壬寅年干到大年二十八收摊，癸卯新

正初五就开工的小李，与我认识的卖清流

客家豆腐脑的小张一样，都是属于底层找

生活的人。他们生活得不易，做的都是小

本生意，但都有一个共同点：诚实守信，

待客真诚。从他们的身上，我仿佛看到，

我们“有福之州”因为有这些新来者，而

变得越来越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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