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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真

一群青年，皮肤黝黑、身体结实的青年，在城市
的大街小巷里穿梭。

他们迎面驰来，青春和急切，都写在脸上。
在楼道的拐角、电梯口，提着快餐袋，低头看手机
的他们差点与我撞个满怀，他们匆匆的神色和雪
白的牙齿一下子冲进眼帘。

他们曾被人称为邮差、信使、物流员，现在，他
们有一个公认的名称：快递小哥。

这是一个青春的群体，不但有着健康的肤色和
发达的肌肉，也怀揣美好的梦想，洋溢着勇往直前
的精神。他们的速度和效率以分秒计算，飞驰和奔
跑是他们生活的常态。很多时候，人们对此已经熟
视无睹、见怪不怪，他们来他们走，他们像风一样，
飘过后一切如常，不带走一片云彩。

每天清晨上班，我都会在一处阒静的街角遇到
一群快递小哥，他们冬天抱着头盔，夏天戴着遮阳
帽，齐刷刷地站着，很像一群即将出征的战士。他
们的身后，是一排整装待发的电动自行车。与他们
擦肩而过的时候，我在想，在接下来漫长的一天里，
他们会去哪里，会遇见什么样的人？他们在哪里吃
饭、睡觉，他们车载电池的动力够用吗？他们一天
会跑多远的路，如果把他们的行动轨迹用线连起
来，会不会就是一个“毛线团”？

每天，我们和他们抬头不见低头见，或者收件
签单，或者扫码寄件，门铃响时，猫眼里是他们拎着
饭盒等你开门的急迫。匆匆忙忙，若即若离，司空
见惯却又保持神秘。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呢？

星期天的早上，迎面碰上一个快递小哥的时候，我
看到他的脸与红色的朝阳混合成一个色彩，唇上细弱
的绒毛在霞光里显得生机勃勃。那一刻，竟有一种冲
动：跟他一起上路，不问苦和累，不计得与失，在奔驰
中体验速度，在忙碌中感受充实，在收获时品味快乐。

当“快递”与“小哥”两个词组成固定搭配，变成人
们口中的多频词语，说明这个词已被广泛接受和认
可，并幻化成我们的时代表情。当今社会，效率与生
活，便捷与舒适，已经成为普通人尤其是青年一代的
自由选项，许多新生事物正风起云涌地进入我们的生
活。快递小哥，不正是这些新生代的一个代表符号？

二十多年前，我在郑州的大街上看到一辆印着
“宅急送”的面包车。流线的车身上那个灵动的猴
子和具有奔驰感的倾斜的字体。那时候，大街上还
跑着横梁上和后座边挂着绿色帆布兜的自行车，广
播里还时常能听到笛子独奏《快乐的邮递员》，邮电
局的门口还立着小水塔一样的绿色邮筒，拍电报还
是普通百姓最快最经济的通信方式，异地恋的男女
还需要借助信函传情达意，等待飞鸿的日子，度日
如年……

三十年前的暑期开学，我在返校途中被告知陇
海铁路因泥石流而阻断，滞留三门峡旷野的那天下
午，我跑几公里路，去铁路附近的一个小镇邮电局
给学校拍电报请假。记得那个邮局简陋得与茨威
格笔下百年前的奥地利乡镇邮局有得一拼。等我
第三天上午跑到系里注册报到时，我拍给老师的电
报竟和我同时到达。

而三十年后的今天，伴随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电子商务蓬勃兴起，让网购风靡天下，进而催生基
于运输与派送的物流业。作为物流链条的重要一
环，快递业如雨后春笋遍地生发。

春天的早上，一个从凌晨两点就开始送餐，在
夜幕中奔忙四个多小时的快递小哥，在熹微的晨光
中，仰躺在自己的车子上，酣然入梦。在他的侧畔，
苏醒了的城市正开始新的一天，他的眼镜片上，正
映照着鸟儿飞翔的身影。他应该多睡一会儿。然
而几分钟后，这个小伙子被手机铃声叫醒——有人
点餐了……

穿梭于城市街巷的他们的身影，不止一次地让
我感动。

六月的一个凌晨，在温州市的一个街巷，一辆
迷路的救护车遇见正准备去夜宵店取餐的快递小
哥卢湖成。他放弃送餐，骑着送餐电瓶车，一直把
救护车领到救护地点，然后在夜色中默默离开。

几天后，有媒体联系上这位快递小哥，他说：人
命关天，我迟到大不了扣点钱；救护车是救人的，关
乎生命！

快递小哥的义举感动了网友。有人留言：希望
点了外卖的小哥哥小姐姐千万不要给这位“迟到”
的外卖小哥差评！

感动！
我很想对快递小哥们说：请骑慢点；也想对大

家说，请多包涵。 （来源：人民日报）

快递小哥
★ 陈 炜

十岁那年，我跟着母亲当了一回送货
郎。

那时，我的母亲带着我不到一岁的小
妹生活在离县城十多公里的行政村，住在
村里的“商店”，我只有在假期才能回到她
们身边。

三十多年前的驻村商店，大家叫供销
社，门面跟今天普通百姓开在自家门户的小
卖部差不多。从一针一线到盐、茶、糖、刀
斧、胶鞋、纯棉衣帽、床单、毛巾、茶缸、铁锅、
铝盆等，都摆在10平方米房间的三层货柜
上。顾客是周围村寨的农民，他们常在下雨
的早晨，沿着一面靠山、另一侧是悬崖深谷
的小路来到柜台前。晴天对于他们如金子
般珍贵，那是他们上坡地薅草、钻山林砍柴
的日子。从简易畜厩放出来的猪和羊，急不
可待地寻觅熟悉的野草与泥巴，鸡妈妈也领
着孩子们融入阳光下的游戏场子。

母亲是售货员，常在晴天关门，背起货
物到远处的村子卖。我已经十岁，有力气
跟着母亲送货了。我的背箩里装的是毛
巾、火柴和水果糖；母亲背盐巴、砖茶、红
糖、蜡烛，另外还有几块腌过的猪肉，每一
块重四五公斤，分量都不轻。我们当地把
敷着一层盐巴不见瘦肉的猪肉叫腊油或板
油。除了货物，母亲胸前还兜着小妹。

这个供销店名为双拉娃商店，附近的
村子有傈僳族、独龙族、怒族的居民，三五
户到十多户不等，这算是聚居的村子，还
有的东一家西一家散居在密林深处。我
和母亲进村，走山路蹚河流，一路水响鸟
叫，不见人影。平缓草浅的那一截路我在
前面，下坡穿沟背阴处，母亲走前我尾
后。她挽起裤腿的双脚，从容地踩上鹅卵
石夹起的脚掌一样宽的路面，遇水不避，
见乱草就用手杖左右敲击，算是预防蛇虫
侵害。背箩遮挡了母亲的背脊，但我听得
见她重物压身的喘息。

水冬瓜树林背后传来狗叫。母亲说：
“到了！到了！”只见两条揎着尾巴的黑狗
迎上来，停在那儿，它们身后是一间茅草
覆顶木板当墙的房子。我们把背箩靠在

竖起身子的石头上，母亲解开胸前的布结
子，把小脸晒得通红的小妹往我身边一
放，开始卖货了。

知道这个村子有几户人家，备的货物
八九不离十，最后只剩下一条腊油、两饼
砖茶、半碗盐巴和几十颗水果糖。忽然，
一股浓浓的烟熏味儿从脸的左侧扑过来，
还有人在拉扯我的衣角。我骇得头发昏，
只觉得一坨长了脚的石头挪到我旁边了，
恍惚间石头缝里还跑出了什么东西。“阿
妞不怕，阿婆给你梨，双手接着！”母亲的
话把我惊醒，我看清楚旁边是一位驼背的
老太太，十根手指头弯曲得厉害，两个又
大又黄的梨儿快捧不住了。我慌慌地接
了过来，见老太太啧了啧没有几颗牙的
嘴，身子缓慢地转向母亲。

好像有约在先，母亲把剩下的那条腊
油、两饼砖茶、盐巴、水果糖全部装进了蹲
在主人屁股后面的小竹箩。老太太的眼
睛变得比之前亮而有神，盐巴和茶叶仿佛
把她的五官和身子变得柔暖，背脊上凸起
的骨头也不那么刺眼了。

那几样商品价值七元。老太太是村子
里的五保户，平时偶有村民接济她。碰到
母亲送货，她用鸡、蛋抵作钱币买日用品，
这次是用两个大梨儿。卖出了货物，收的
钱币在账目上要吻合，那七元钱母亲也凑
不出来，我记得是用一件单人床单抵消
的。那是一件天蓝色作底，上有牡丹和凤
凰的纯棉床单。母亲心仪很久，攒够钱买
了它，却一直舍不得用，现在又不得不把它
放回柜台出售。母亲面露不舍，我听见她
轻轻地说：“到月底那笔七元钱的缺款就能
补上了。”

那个晚上，母亲铺开准备弃用的旧床
单缝补。煤油灯光笼罩的小屋似乎要在
漆黑的山谷游荡。隔着一层木板，柜台上
水果糖的气味飘过来了。

想念母亲的时候，她手心上的味道和
刚刚揩过汗的脸颊，常常让我感到甜蜜而心
酸，当然，还有那两个赛过小碗大的梨儿。

（来源：云南日报）

我第一次对线条感兴趣，是有人送我一个细长的瓶
子，里面装着一种很名贵的牡丹油。但我“买椟还珠”，
目不见油，竟被这个瓶子惊呆了。它的设计非常简洁，
并没有常见的鼓肚、细腰、高脚、束口等扭扭捏捏的俗
套。如果把瓶盖去掉，就剩下左右两条对称的弧线。但
这线条的干净，让你觉得是窗前的月光，空明如水；或是
草原深处的歌声，直飘来你的心底。我神魂颠倒，在手
中把玩、摩挲不停。工作时置于案头，常会忍不住抬头
看两眼。家里人说，你晚上干脆就抱着那油瓶睡觉去
吧。

初中学几何时就知道，空间中先有一个点；点一动，
它的轨迹就生成了一条线。所谓轨迹者，只是我们的想
象，或者是一物划过之后，在我们的脑海里的视觉驻
留。原来这线条的美正在似有似无之间，是自带几分幻
美的东西。主客交融，亦幻亦真，天光云影，想象无穷。
正是因了它的来无踪，去无影，永不停，却又永无结果，
也就让你永不会失望。线条，一种虚幻的、没有穷尽的，
可以寄托我们任何理想、情感和审美的美。

点动生线，线动生面，在大千世界里，这线永处于一
种过渡之中。当它静卧于纸面时就含而不露，或如枪戟
之威，或如少女之娴；而一旦横空出世，就如羽镝之鸣，
星过夜空。这线内藏着无尽的势能与动能。所以中国
画的白描，不要颜色，也不要西画的透视、光影，只需一
根线，就能表现出人物的喜怒哀乐，山水的磅礴雄浑。
那线的起落、走势、轻重、弯曲等，居然能分出几十种手
法，灵动地捕捉各种美感。叶落霜天，花开早春，大河狂
舞，烈马嘶鸣。确实在大自然中，从天边群山的轮廓，到
眼前的一片树叶、一枚花瓣，都是曲线的杰作。无论平
面还是立体的艺术，一线便可定格一个美丽的瞬间，同
时也吐纳着作者内心的块垒。曹植的《洛神赋》：翩若惊
鸿，婉若游龙。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
回雪。秾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简
直是一幅美人线描图。张岱的名篇《湖心亭看雪》，写雪
后西湖的风景，“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
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
粒而已。”你看一痕、一点、一芥、一粒，虽是文字，作者却
如画家一般纯熟地运用了点和线的表现手法。

线条既然有这样的魔力，便为所有艺术之不可或
缺，或者算是艺术之母了吧。最典型的是书法艺术，洗

尽铅华，只剩了白纸上一丝黑线的游走。那飞扬狂舞的
草书，漏痕、飞白、悬针、垂露等等，恨不能将人间所有的
线条式样收来，再融入作者的情感，飞墨于纸。或如晴
空霹雳，或如灯下细语。就这样牵着人的神经，几千年
来书不完、变无穷、说不够、赏不尽。再如舞蹈，一个舞
蹈家的表演实际上是无数条曲线在空间做着力与势、虚
与实、有与无的曼妙组合，不停地在我们的脑海里形成
视觉的叠加。正如纸上绝不会有两幅相同的草书，台上
也绝不会有两个相同的舞姿。这永不休止的奇幻变化，
怎么能不教你的神经止不住地兴奋呢。至于音乐，那是
声音加时间的艺术，是不同声音的线条在不同时间段上
的游走，轻轻地按摩着我们的神经，形成听觉上的驻
留。所谓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其实那梁上绕着的是些
乐谱的彩色线条。

线条魅力的最高体现在于我们的人体。这不但是
艺术家之着力研究、创作的对象，就是一般的女孩子甚
或广场上跳舞的大妈也在留意三围、身段之类的美感。
美容手术中最常见的便是去拉一个双眼皮，让你顿生光
彩，信心倍增。而它只不过是在眼睛的上方轻轻地加了
一痕。就这一“痕”，画线点睛，鱼跃龙门。而烫发，也不
过是让直发变曲，但就这一“曲”，回头一笑百媚生。中
国古典小说中凡关于美女的描写，几乎都是线条的展
示。静态时嗔鼓粉腮、娇蹙娥眉；动态时轻移莲步、风摆
柳腰。就是一个女子忍不住妒火中烧，骂对方为小妖
精、狐媚子时，仍然脱不了借用线条，妖狐其身，泼洒醋
情，却又暗认其美。而男子的阳刚、伟岸、英俊，也无不
是因为线条的明朗有力。

凡一物都有多宜性，如土地可种田亦可盖房、筑路、
造林。人，除作为生产力的第一要素外，还是世间高贵
的审美对象。世界杯足球赛时，许多女孩子都熬夜看
球。我说你们又不踢球，如何这样关心？她们说：“你不
懂，我们不是看球，而是看人。”确实，那飞身一跃、腾空
倒钩、贴地铲球、临门一脚，足以勾起女孩子心里的英雄
崇拜。当一个人被用来审美时，其外形能使他人产生妙
不可言的愉悦、发自内心的欢喜或一种不能自拔的相
思。这全都归功于那些活泼流动而绝不重复的线条。
莫泊桑说女人的美丽便是她的出身。燕瘦环肥，昭君端
庄，貂蝉妩媚，女人身上个性无穷的魔幻之线就是她们
的身份证。当一个男子爱美女修长飘逸、婀娜多姿的线

条时，也会着意修炼自己虎背熊腰、铁肩铜臂式的线
条。郭兰英唱：“姑娘好像花一样，小伙心胸多宽广。”奚
秀兰唱：“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阿里山的少年壮如
山。”这些都是在说他们身上阴柔至美或阳刚至强的线
条。

马克思说：“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
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异性相吸，在很大程度上可以
理解为不同线条的互补与重组。所谓相亲，第一眼就是
相看对方线条之比例、走向、明暗。天庭饱满，地阁方
圆；明眸皓齿，顾盼生辉。所谓一见钟情，就是一下落到
了对方用有形、无形的线条织成的网兜里，再也挣逃不
脱。人类就是这样以爱的理由在一代一代的相互筛选
中，告别猿身猴相，走向完善美丽。于是就专门产生了
美术界的人体绘画、摄影、雕塑；舞台上的舞蹈、戏剧、模
特；竞技场上的体操、健美、杂技等等。这些都是人对自
身形体线条的欣赏、开发与利用。你看，为了突现身材
的线条，便发明了旗袍、短裙、泳装；恨手臂之线条不长，
就发明了水袖，在台上起舞翩跹，挥洒人间，好不痛快。

线的魅力不止于具体的人或物，还常常注入主观精
神，可囊括一个时代，代表一个地域，成了一个国家或一
段历史的符号。秦篆、汉隶、魏碑、唐楷，还有春秋的金
文、商代的甲骨，这每一种字体的线条，就是贴在那个朝
代门楣上的标签。同为传统建筑，西方哥特式的教堂多
用直线、折线，将人引向上帝的天国；而东方宏大敞亮的
庙宇，则多用弧线、飞檐，震悟大千，普度众生，展现佛的
救世与慈悲。新中国成立之初，林徽因受命参与设计国
徽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其时她已重病在身，研究
出方案后便让学生去画草图。一周之后交来作业，她只
看了一眼，便大声说：“这怎么行？这是康乾线条，你给
我到汉唐去找，到霍去病墓上去找。”多年前，当我初读
到这段资料时就奇怪，只用铅笔在白纸上勾出的一根细
线，就能看出它是康熙、乾隆，还是大汉、盛唐？带着这
个疑问，我终于在去年有缘亲到霍去病墓上走了一趟。
那著名的《马踏匈奴》，还有石牛、石马等作品，线条拙
朴、雄浑、苍凉，虽时隔两千年，仍然传递着那个时代的
辉煌、开放、不拘一格与国家的强盛。康乾时期中国的
封建社会已是强弩之末，线条繁缛奢华，怎能表现当时
新中国的如日初升呢？

美哉！博大精深的线条。（来源：人民日报）

线条之美
● 梁 衡

送 货
● 罗荣芬

党的十九大春风刚吹过不久，我们的
思想一直沐浴在“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的阳光下，对中国梦的感悟加深了一层。
什么是中国梦？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
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大到国家，小到
个人，为了实现中国梦，我们要通过劳动而
得到幸福，从小事做起，勤奋劳动、诚实劳
动、创新劳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
努力奋斗。

2010 年 10 月，我们一群刚毕业的大学
生，顶着风冒着雪踏上了迪庆高原。俗话
说：劳动最光荣，劳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这些年，我们在一位老领导的带领下，
见证了单位的一无所有到样样俱全。刚开
始时，我们没有住处，住在宾馆里，每天走
路到几里以外的单位去拉线、挖坑、抬东
西，和工友们一起干活，一起吃饭。后来，
我们有了宿舍、有了设备，这些也是靠大家
的双手创造出来的。劳动的时候，我们踩
着地上的泥土，一会儿顶着风雪，一会儿顶
着烈日，有的同志手划破了流血，有的同志
脚崴了，甚至有的同志因缺氧而晕倒过。

不过我们没有一个人退缩，没有一个人说
不。

十九大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为了留住一点点的绿色，我们积极植树种
草，迪庆气候恶劣，养活一棵小树不容易，
但我们没有放弃。有位同事居然用了七年
的时间养了一棵苹果树，今年终于开花结
果了。

毛泽东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了
改善生活，我们自己种菜、养鸡、养猪。借
助六七月雨水的恩惠，有时间我们还去草
地里捡马牛粪，小菜长得绿油油的，小鸡小
猪长得肥肥的。依靠劳动，我们吃到了原
生态的食物。

为了畅想“一带一路”，我们把泥巴路
修成了水泥路，迪庆冰冻天气较长，水泥路
冻得四分五裂，于是把水泥路修成了柏油
马路。有时候水管、太阳能管子、房子也会
冻得不成样子，可我们不能每次都请别人
吧，我们当中的男同志就成了修理工和水
电工。

虽然条件艰苦，但我们幸福。我们在

党和政府领导的关怀下，不断成长，不断走
向成熟。习总书记说：“撸起袖子加油干！”
我们为了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必须努力
干，加油干！

除了单位，我们看到了身边的许多变
化。城里，家家户户建别墅，条条大路通家
门。村里，为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村民们不断想办法，在恶劣
的环境下种植蔬菜菌种，养殖牦牛和藏香
猪等。2019 年香丽高速将开通，2020 年香
丽铁路也将开通。迪庆不再是一个闭塞的
高原，而是日月的天堂，这里不仅有美景，
还有发展。

从单位的建设、我们的成长、迪庆的发
展，可以看出，劳动可以创造奇迹，劳动可
以创造辉煌，劳动可以创造幸福！

我们每个人都有梦想，而千千万万个
梦组成了中国梦。习总书记强调：“幸福不
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动成真”。为了实
现我们心中的中国梦，大家要踏实工作，认
真劳动，不忘初心，磨砺前行，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吧！

这些年，我们在香格里拉
◆胡宗蓉

童年
是最美好的
也是最真实的
朝起喜看水东流
暮来悦观日西沉
归居饭饱黃昏后
不脱蓑衣卧明月
水边捏泥土
月下捉迷藏

逐鸟漫天雪
听书打麦场
儿时记忆深
难改最初心
回首如童话
而今无处觅
让美好童年趣事
成为永恒之记忆
——永远做最纯真的自己

○ 金国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