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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彦豪

20世纪 50年代初我出生在
泉州市区。从我记事起，我记得
我的童年是在这条巷里度过的，
母亲供职的单位是泉州织布厂
（现为苏廷玉故居），我读书的学
校是通政小学，还有我们居住的
家都是在会通巷。这条巷不过几
百米，南接奎霞巷与中山路平行，
（南段原称为“仕曹巷”又名“市槽
巷”），北抵西街菜市场（现为肃清
门遗址广场旁），因南北走向，与
东西走向的通政巷汇合，所以被
统称为会通巷。

在这条古巷子里，我记得不少
有趣的人和事，比如织布厂、木偶
剧团、会通井。在通政巷4号，有
一座广为人知的“苏总督”宅邸，原
来却是泉州织布厂。苏廷玉故居
为五进五开间、屋宇连绵，气势宏
伟，但织布厂的范围约有上万平方
米，比故居还要大。

记得一进巷路旧厂门，有一
间门岗和接待室，进大厅是厂部
办公室，两边分别为仓库、检验
室；走进去是织布车间，有二三十
台织布机；再走进去，经过一个天

井，左面有几台大型织布机是专
门织蚊帐布的，右面是漂染车间
和晒棉纱的场地，露天支架上架
着一排又一排长长的竹竿，晴天
时可以晾晒染好的棉纱。儿时的
我和小伙伴就在棉纱堆上打滚、
嬉闹、捉迷藏。1965年泉州织布
厂迁往西街365号（原泉州味精
厂），我的家也就搬了，搬出了让
人值得怀念的旧时光。现在通政
巷4号（泉州织布厂旧址）已被改
造为一家传播闽南文化的场所。
旧址虽经修缮改造，但从院落里
的深井、石头、木梁等，仿佛可以
看到官宦宅邸的旧时风光。

当时我的家离学校不远，离母
亲织布厂也只有一二百米，我经常
放学后在学校一大沙坑跳远，跳着
跳着，等到肚子饿了才背上书包去
母亲织布厂食堂吃蒸饭。有时候，
我也跑到木偶剧团看“嘉礼戏”，校
门口拐弯处是木偶剧团，此时演员
正在排练泉州提线木偶戏传统剧
目《窦韬》中的一折《歇店》，以丝线
牵引的木偶人栩栩如生，久久地萦
绕在我的脑海里。

饮水思源。巷子里有一口会
通井，常年水源丰富，井养不穷，

四个井眼，几个人同时汲水，附近
的居民每天都要到会通井打水
担水。一大早，这里就听到张家
长、李家短的谈笑声，哗啦啦的
流水声，叮叮当当的水桶声，汇
成一支晨曦交响曲，就这样回荡
在幽幽古巷，回荡在我童年的遐
想之中。

泉州老街古巷四通八达。会
通巷与螺珠巷相通，我外公的家住
在螺珠巷。我没钱的时候，又想吃
菜头酸、冰棍、三和面，怎么办？我
就在巷口等外公出来去街上。外
公拄着拐杖，慢慢地走，我一眼看
见他，便跑到老人家面前，以恳求
的口气，说：“外公，阿母在上班，你
给我两毛钱，我要去看电影好吗。”
其实我是想买零食吃而已，外公往
往从口袋里掏出两毛或五毛钱给
我。揣着钱我一下子就跑得无影
无踪了。

如今，行走在会通巷，我为自
己曾经住在这里而乐。幽深的古
巷，璀璨的灯光，光滑的石板路，
漫步的行人……一切如昨，既那
么熟悉又那么陌生。但是好像一
切都变了，是我人老了还是年轻
了呢？

■颜舒羽

说出来你别不信，猜猜看，我
遇到谁了？

今天，我像往常一样出门上
学，门口却看到一个穿着汉服、披
着丝带的美丽女子。我想起书上
画的插图，寻思着：这不就是嫦娥
吗？出于礼貌，我还是小心翼翼地
走上去，轻声问：“您好，您是不是
嫦娥呢？”

她一脸惊讶的样子：“没错，
我就是嫦娥，你是怎么知道我的
名字的？”

“哈，现在嫦娥可出名了，可谓
人人皆知，连外国人都知道呢！”

“既然你是今天第一个认出我
的人，那我就满足你一个愿望吧。”

“我想去月亮上看看。”
本以为是个很过分的要求，没

想到嫦娥爽快地答应了。
她牵着我的手，直接向天上飞

去。这一路好长啊，但我心中早就

浮想联翩了。我可是全家，不，甚
至是全校、全城第一个到月亮上的
人。我要去看那豪华的、亮晶晶的
广寒宫，还有超级可爱的玉兔，帅
气的吴刚，永远砍不断的桂树……

我也不知道经过多久，肚子都
咕咕叫了，我才终于到达月亮上。
可是，这月亮跟我想的完全不一
样。空荡荡的地面上，凹凸不平，
到处都是环状山和尘土，却没有一
个人，更别说什么广寒宫、玉兔了。

“嫦娥姐姐，你就住在这种地
方啊。那要多孤独寂寞啊。也太
无聊了……”

没想到嫦娥诡秘一笑：“你放
心，这里很快就有人啦！前阵子，
刚来过一批探路的呢。”

“咦，探路的？什么东西探
路呀？”好奇心让我忘记了肚中
的饥饿。

“这就说来话长了。地球上的
中国人说，他们要在2030年实现
登月哦。现在，他们已经派来了一

批又一批登月的探测器，我听说，
用的就是我的名字。”

“哈，没错，今年的叫‘嫦娥六
号’!所以您的名字现在都响遍全
世界了！”

嫦娥很开心，她说：“我也希望
中国人早日登月来看我呀。听说
中国还是一个‘种菜民族’，他们不
仅在自己国家的沙漠里，甚至连南
极洲都种上了菜。到时候，你的肚
子就不会咕咕叫了。”

看到自己的糗事被戳穿，我
有点不好意思了。可是肚子的

“咕咕”声越来越大，根本停不下
来。声音大到什么程度呢——大
到都把我吵醒了，原来是闹钟的
声音……

原来，这只是一场梦啊。不
过没事，我知道哪怕没有“嫦
娥”，我们也有“嫦娥工程”！登
月不是梦，毕竟我们勤劳智慧的
中国人，正在把一个个不可能变
成可能！

■翁郑榕

据福建省气象台消息,台风“康妮”即将登
陆。“山雨欲来风满楼”，燥热的天气突然下起
了倾盆大雨，我静坐在窗台，突然手机响了！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麻烦开个门。”打
开门，一位成熟稳重并且有礼貌的中年大叔
站在我面前，雨水顺着他的制服一滴一滴地
滴在地上。

我接过食物，给了他一包纸巾，让他擦拭
一下身上的水珠。他说不用了，并不好意思
地向我提出了“给个好评”的请求。我欣然答
应，这才看到他的脸上露出的温和笑容。没
多久，他就走了！我望着他忙碌的背影，不禁
想起自己那段“送外卖”的时光。

大学毕业后，我选择跑外卖赚点零花
钱。那时候，我的同事很杂，有和我一样初出
茅庐的大学生；有刚刚下岗，不断挣扎求生的
下岗职工；还有就是吃了“没文化”亏的社会
人。大家都是混口饭吃，身着同样的制服，头
戴安全头盔，背负着沉甸甸的保温箱，沉默地
穿梭于城市之中。

做过骑手，我知道那是一个风吹雨淋、风
雨无阻、争分夺秒的苦活。暂且不论天气因
素，能否“按时送达”，这是消费者和平台心中
衡量一个骑手是否称职的标准。但是在“按
时送达”的过程中有许多突发情况是无法预
见的，比如商家出餐太慢，顾客地址不详细，
手机打不通等情况。因此，我的每一次出发，
都是对未知的探寻。

记得有一次，也是台风天。送最后一份餐
准备下班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大雨。为了防止
客户的饭菜冷了，我把保温箱挪到电动车的踏
板上，再披上自己准备的大号雨衣，这样保温
箱就仿佛护在怀里的孩子，保温效果更好。

但是我整个人蜷缩在一起，两只脚夹着
保温箱，骑行安全就得不到保障！没一会儿，
我翻车了！那一刻，我感觉天塌了！车上的
食物散落一地，我身上的衣服被蹭破，好在我
只是轻微擦伤。我知道这次的送餐任务已无
法完成，但我必须找到点餐的顾客说明情况，
并将点餐的钱退还给对方。

等我到目的地，已经离配送时间过去一
个多小时。门打开后，一位大姐姐，走到我面
前。大姐姐并未因我的迟到而恼怒，递给我
一包纸巾并问我有没有受伤，邀请我去家里
休息。在我离开时，她递给了我一把雨伞，并
嘱托我一定要注意安全。那天，雨很大，天很
凉，但我心里却一片温暖。

时光如流水，回忆那段在风雨中奔跑的
日子，已过去了很久，但我依然怀念那虽辛苦
但温暖的时光。那些温暖与感动，已成为我
人生中最宝贵的回忆。

雨还在淅淅沥沥下着，我站在窗前，望着
窗外的行人，心中充满了感慨。其实，每一个
或天晴或阴雨的日子，都值得被珍惜；每一份
工作，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平凡的人，
都值得被尊重。

愿每一位在
风雨中奋斗的人，
都能见到彩虹。

我童年的会通巷 台风中的骑手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