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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浦滨江一角 ■陈明松

来自孙子的“挑战”

生活故事

小卖部

岁月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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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荣熙 文

老汉我今年七十了，膝下有一个
读小学四年级的孙子，小名元元，长得
虎头虎脑的，喜得让我看不够。但他
学习不上心，平时纵情于电脑或手机
的游戏，分心于与小区顽童的玩耍，颇
让我闹心。

去年寒假的一天，我督促他做作
业，他突发奇想地问我：“爷爷，你知道
我最怕的是哪两件事吗？”我一怔，一
时还真是答不上来。好在他没等我开
口，随即自我答道：“一怕读书，二怕睡
觉。”孩子这样的自问自答既让我暗自

发笑，又让我对孩子这等反感读书揪
心不已。

想不到时隔半年后，孩子放暑假
的第一天，奇迹发生了。

按往年的习惯，每当孙子放暑假
或寒假，我或他奶奶总得把孩子带到
我市光新村的家，住上一段日子。孩
子也乐见其成，一来爷爷奶奶特宠他；
二来这里毗邻森林公园，可让他尽情
地去撒野。

这天下午，我和老伴专程来到沪
闵路光华园的儿子家，接孩子到爷爷
这儿住几天。孩子他爸把孩子在假期
里要做的作业本、换洗的衣服等备好

后，驱车向远在四五十公里以外，地处
中原地区的市光新村进发。车在高架
路上奔驰，两旁错落有致的高层建筑
快速地后移着。

一向爱说好动的孙子元元，一反
常态，对车窗外的景观不屑一顾，面朝
着同座在车后排的我提议：“爷爷，我
与你进行‘选字组词’接龙比赛，谁在
2分钟内答不上就认输。”我冷不防孙
子居然向我发起了文字游戏的“挑
战”。好在我自信肚子里还有点儿墨
水，不至于丢了做爷爷的“尊严”。我
立马说：“好啊，谁先出招？”

他不假思索地答道：“我先出，就
以‘开始’这个词起步吧。”我回应“始
终”；他接“终止”；我接“止步”；他接

“步伐”；我接“伐木”；他接“木头”；我
接“头脑”；接着他：“脑、脑、脑……脑
不出来了。”第一战以他的“卡门”告一

段落。
他不甘示弱，说：“再来过！”我说：

“可以！”又是他先出招，他出“上海”；
我接“海洋”；他接“洋人”；我接“人
民”；他接“民办”；我接“办法；”他接

“法律”；我接“律师”；他接“师长”；我
接“长幼”；他：“幼、幼、幼……”一时答
不上来。我笑着提醒他说：“‘幼’字后
面只要加个‘儿’字不就组词成功了
嘛？”他用手拍拍自己的脑门子道：“这
么简单，我咋没想到！”我忙鼓励他说：

“你第二战打了 10 个来回，比第一战
多了3个来回，有进步！”

这时，他小眼珠子骨溜溜一转，笑
着征求我意见说：“咱们换成用英文字
母组词接龙，可好？”我心想，别看他小
小年纪，心眼怪鬼的，欺我岁数大，记性
差，想从英语单词的“对决”中胜我而扳
回一局。我明知这是我的“软肋”，但时

下不接招，怕伤及孩子的积极性。于
是，我若无其事地回应他：“好吧！”

他抢先出了英文单词“apple”（苹
果）；我接“eat”(吃)；他接“teacher”（教
师）；我接“rest”（休息）；他接“talk”（交
谈）；我接“keep”（保持）；他接“pig”
（猪）；我接“good”（好）；他又“D、D、
D……”给卡住了，他万万没想到一头
白发的糟老头还这么了得！便像泄了
气的皮球，一头躺倒于后排座椅的沙
发上连连说：“不来了，不来了！”就这
样来自孙子的“挑战”落下了帷幕。

这场看似短暂而平常的“祖孙对
局”，我却把它看作是孙子提前送我的
一份假期“大礼”。

可不是吗？它给我打开了一直
“揪心”的心结———“挑战”啊，让我
欣喜地看到了爱孙元元正从“我厌读”
向着“我要读”转化的希望。

生活故事

■耿勇 文

夏日，阳光总是热情火辣得有些
灼人。

白天，树荫下像避风港，凉风习
习让汗水放缓淫浸，冲淡了肆无忌惮
的紫外线对肌肤的伤害。

夕阳，吐尽最后热量，天空拉上
黑沉沉的幕帘，月亮露出秀美的面
庞，人们才纷纷出户兜圈、跳舞、嘻
闹，尽情渲泄着，奔放着，让筋骨舒
展，让汗水尽情冲开闸门，欢唱着带
走多余的盐分。

然后舒坦回家冲个澡，看电视，
上上网，享受空调带来的那份清凉。

躺在竹椅上，手拿芭蕉扇，听着
收音机里播放着旋律虽不够舒缓优
美，却令人精神亢奋的歌曲，悠闲地
等着时有时无的“穿堂风”的纳凉，似
乎已成为记忆中遥远的残片，封存在
怀旧的情感里。

幼年纳凉的记忆是残缺的，也是
温謦的。在妹妹蹒跚学步的那些酷
暑夜晚，没有电扇，消暑纳凉的凉风
来自母亲手上那把芭蕉扇。

入夜，芭蕉扇下的凉风徐徐催我
们入梦。母亲人累手酸，稍停片刻，
我们便翻“烧饼”似的难以入眠。不
知多少回，我总在熟睡中被母亲突然
碰醒，醒来发现母亲总是侧卧着，用
手中的芭蕉扇不停地为我们扇着，实
在困了，打盹儿，一清醒，赶紧又扇起
来。我们睡姿不好，相互挤压时，母

亲温柔的手总是轻轻地抬放着我们
的小腿小胳膊。

那些日子，人们不惜流汗与它抗
争，但日子过得难以从容，在大自然
的烈日炎炎面前，人总是急促和茫
然。在我读初中时，总算家家陆续有
了电扇，但家乡属内陆城市，盛夏之
夜除偶尔有点雷阵雨，通常无风，能
给人带来凉爽幻觉的树梢更是“定
力”十足，纹丝不动。闷热，如同身置

“蒸笼”中，电扇送出的风让人烦躁难
以消汗。

捱过烈日炙热，太阳西下，家家
户户便在门前或不远处，找个地方，
用井水或自来水，先泼上几遍，让被
太阳晒得滚烫的地面上的“热量”蒸
发一下，然后放上竹制凉床。没条
件的或家中凉床不够的，大都卷个
草席，带个枕头毛巾被，铺在人行
道、楼顶平台上甚至大院大门边上，
反正哪里有一丝凉风，哪里适意便
睡在哪里。

即便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纳凉总
少不了降温的瓜果，张家拿出从井中
浸放的冰西瓜，红瓤黑籽，李家便会
端来绿豆汤，珠圆玉润……当然小伙
伴手上最多的还是自制的炒西瓜子，
吃着、磕着、聊着、笑着。各家的家境
其实都差不多，无富可仇，无贫可嫌，
邻里之间相处融洽。如别人家放好
小椅桌，纳着凉开晚饭，正巧你尚未
用餐，主人会热情加双碗筷，盛碗绿
豆稀饭，客人也不客气，更不会拘谨，
如同家人般边吃边聊，其乐融融。

梧桐树下，马路边的人行道最受
欢迎。凉床、草席相连如同曹操率八
十万水军，船头连着船尾，浩浩荡
荡。蒲扇、说笑、咳嗽、拍蚊声、劣质

烟草味……大人小孩或坐或卧，说笑
着聊着天，说到兴奋之时，你用芭蕉

“扇”我一下，我用胳膊角“顶”你一
下，谁也不介意，谁也不上心。纳凉
是从不寂寞的。即便偶尔片刻，身边
没有小伙伴，独自一人躺在凉床，面
向天空，总有星星作伴。童年里的北
斗星、牛郎星织女星总会在这个时间
出现。每每此时，好像星星也怕我孤
单似的，银河系的繁星争相闪烁。

夜深了，拉家常的声音渐渐淡
了，蒲扇的拍打声也稀疏了，四周充
斥着鼾声、鼻息声、梦呓声、磨牙声
……天不分方圆，地不分南北，床席
不分你家我家，小伙伴们常在哪聊，
便在哪睡。第二天早上醒来，谁家的
床席谁收拾，谁也不会有怨言，因为

“都是家门口的”。
在天当被地当床的空旷中醒来，

透过微风揺曳的枝叶间隙，在夜幕退
去的远方，朝霞透出金色微光，洒满
了半个天空，打个哈欠，伸个懒腰，不
觉中一种全新的力量生发出来。

读高中时，觉得自己“成熟”了，
全身上下已蓄积了青春的能量，微微
有些茬感的胡须，让我与童真的纳凉
大军吿别了。

我们几个要好的男生，走进当年
曹操点将台明孝寺高高厚重城墙下
的冷饮店，买上一些刨冰酸梅汤，围
桌而坐高谈阔论。人大方觉家小，欲
飞才知天阔，无暇顾及自知之明，远
大志向似阵阵热浪在心中涌动，总想
离开家乡，到外面闯荡世界。

转眼，离乡戎装近四十年。时过
境迁，许多人和事都淡忘了。唯有纳
凉，像家乡浓墨重彩的符号，如萤火
虫一般，常在心底闪现。

纳凉
■王卫 文

在我成长的记忆中有这样一
间小卖部，使我回想起好多有趣的
故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机械
学院（现上海理工大学）北边的家属
区有一间不起眼的小卖部。

小卖部的门朝南，灰色木门上
常年开着一扇气窗，木门上装有一
把普通的“司别另锁”，门框的右上
角“横立”出一块涂有白色油漆的板
条，板条两面用黑体字写着“小卖
部”。门的左边有一扇方向朝外开
的木窗，木窗里边有窗销、窗勾。

小卖部每天早上8点开门，下午
4点打烊，礼拜天休息。

在那物资匮乏时期，小孩们很
少有“零用钱”，母亲疼爱我们，时不
时会给我们一点学习上的“奖励”，
所以我们兄妹三人还存有点钱。我
大哥从小就喜欢动手自己做东西，
他会把存的钱都拿去买飞机模型。
记得那时候礼拜天吃完午饭，他拉
着我乘6路公交车到海宁路，沿着四
川北路，来到南京东路，顺着马路一
直要走到南京西路上那家很小的专
卖门店买他喜爱的飞机模型，再原
路返回，到家总是天都快黑了。

我的小妹有一个石膏做的储钱
罐，她每次会把“零用钱”存进去，等
存满后拿出来买她最喜欢的糖果，
然后剥下五颜六色漂亮的糖纸头，
把每张糖纸头整整齐齐铺平夹在书
里形成一本“集邮册”。

我的“零用钱”都用在买零食和
买学习用品上了。那时候总感到肚
子容易饿，还有就是铅笔、橡皮、刀
片和塑尺不是搞坏就是丢失，所以
小卖部就成了我经常要去的地方。

走进小卖部，朝北的墙面上有
一扇窗，地上是毛糙的水泥地，墙顶
是日光灯照明。东面墙上挂有一个
圆形的挂钟，玻璃柜台成L形，在柜
台的堵头有一块可以上下掀开的木
板，营业员从那里可以走进柜台。
柜台后面是一排落地玻璃柜，上面
摆着日常用品，有铁壳热水瓶、床上
用品、小百货等，北面墙上还有一扇
小门里面是仓库，整个面积也就二
十多平方。

小卖部的日用品不是想象中那
样多，主要提供糕点食品，油盐酱醋
没有卖的，酒也没有，难得有几款香
烟出售。玻璃柜里面有三层玻璃搁
板，白色长方形的搪瓷盘放着各种
糕点：有褐色花边小蛋糕、有堆成小
山式的脆麻花、有用彩色纸包裹的
圆形面包，还有上海本地产的核桃
云片糕桃酥饼 ，那时候的价格也就
是4到8分钱一个。

有时候，我会和同学一起去，大

家分着买糕点，这样就可以尝到各
种口味的点心，但有时也会为买啥
糕点争论不休，钱不够的时候甚至
只买一个掰开大家分着吃。

柜台有一头是专门摆放学习用
品的“专柜”，有带橡皮头的彩色铅
笔、卷笔刀、三角尺，还有各种各样
的写字簿、练习本、毛笔砚台。对我
来说平时学习用品损耗太多，只能
经常去买。

有一次我发现文具柜台里有一
个圆规，金属的质感、多用途的功能
吸引了我，特别是装圆规的抽拉式小
纸盒显得精致，一看价格要1.2元，我
下决心要买，接下来好长时间没有买
糕点吃，一点点攒钱终于得到了。

柜台上面还放着一排大口玻璃
瓶，里面放着各种糖果、饼干、山楂
片、坚果等，鱼皮花生、五香豆、盐津
枣等都事先包成小三角包放在大口
瓶里，五香豆、盐津枣都是五分钱一
包，最贵的是鱼皮花生每包要卖一
角钱，什锦糖果里硬糖比较多，仔细
找也看不到一颗大白兔奶糖。

柜台上的大口瓶中还可以买到
零拷的牡丹雪花膏、发蜡，蛤蜊油冬
天特别好卖。春节来临，会有少量
的年货供应，如红枣、金针木耳、花
生、糖年糕。夏天，每天都有棒冰，
装在一个竹壳平口保温瓶里，当天
就能卖光。到了秋天，会有几条棉
花胎出售，为过冬增添点防寒物品。

有一回我去买学习用品，来到
小卖部，忽然发现钱不见了。我把
身上所有衣裤口袋都翻遍，没有！
急得我直跺脚，这可是我存了好久，
还特意和母亲用零碎的钱换的一张
伍角的“大票”。

我顺着来时的路线仔细寻找，
路边、花草中、排水沟里都没有，会
丢到哪里去了呢？愁得我啥事都不
想做。晚上睡觉脱衣服，手无意中摸
了一下小短裤后面的口袋感到有东
西，掏出来一看正是那“失踪”一天的
伍角钱，原来是前天晚上自己放在小
口袋里忘记了，开心得我直傻笑。

营业员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
伯，不知道他姓什么，矮矮的个子，
消瘦的脸膛，头发已经见白，戴一副
深度眼镜，穿一件灰色的中山装，两
只手臂上始终戴一副花布袖套，说
一口浦东上海话。

老伯很勤快，动作麻利，每天都
忙忙碌碌的，经常看到他用一把台
秤重量刻度定位好，在托盘上垫一
张牛皮纸，然后用铲子把五香豆、鱼
皮花生一包包称好，动作熟练地包
成三角包。

每个月末，小店都要盘货清点，
能看到老伯摆在算盘上的右手五指
熟练地在算盘上“飞舞”，算珠的碰
撞能发出有节奏的清脆声，左手则
拿着笔不停在纸上书写数目，着实
好功底。

长大了，进入中学，去的机会少
了，渐渐的，小卖部随着岁月淡出我
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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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己亥年六月廿五

■记者 张蓓 王修远 文/摄

完美还原的王者峡谷、栩栩如生的野怪……看得见摸得着的
真实感令人惊叹。7月26日，《王者荣耀》大型浸入式实景巡回展在
杨浦滨江船厂开启。据介绍，本次展览历经50多次创意迭代，超过
100次人物模型监修和场景设计优化，基于游戏本身世界观和英雄
故事，打造出 10 大主题场景，巨型可动机械、高精度 1：1 人物雕塑
再加上光影特效互动，向观众呈现了一个原汁原味的王者世界。

据介绍，此次体验展的目的，是通过顶尖技术，树立一个 IP 空
间体验领域内的业态标准和生态壁垒。

而在金秋，观众将既能到室内沉浸于王者世界，又可在户外相
遇“2019 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2019 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主展
主题为“相遇”，以“城市空间艺术”和“规划建筑”两个板块，演绎滨
水空间的话题。

超过100次人物模型监修和场景设计优化，打造10大主题场景

在杨浦在杨浦，，
““王者世界王者世界””触手可及触手可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