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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乐里的微笑
作者 佚名 译者 杨何著

三十五年前那个夏天的傍晚，
我和一个人并肩坐在门前那段破
烂的木楼梯上，一起看着太阳一点
一点往马路对面的老德士克加油
站后面落下去。现在回想起来，他
其实并不高大，但对于当时年仅五
岁的我，他无疑是个巨人，他就是
我的爷爷。那个傍晚，天上有厚厚
的云，天气闷热而潮湿。我清楚地
记得，那是 1959 年的夏天。

我们一大一小，极不搭配的一
对，默默地坐在最高的台阶上。他
的腿能伸过两层台阶，而我的还不
能够到下面那一层。爷爷烟斗里散
发出来的白色烟雾飘荡在我们周
围，那种樱桃的味道把那些饥饿的
蚊子隔开，离得我们远远的。他不
住地吐烟圈，我老是好奇地用手去
戳，惹得他哈哈大笑。我们一边数
着过往的车辆，一边猜下一个拐弯
处的车是什么颜色，我猜中的总是
比爷爷的多。

五岁，在我们家里是个被忽视
的年龄。我是家里的老四，不大，也
不小。就像那个傍晚，我的两个弟
弟在屋子里睡觉，三个哥哥姐姐在
街角和他们的伙伴玩，还不准我参
加。我只有和爷爷呆在一起，不过
这样也不错。
“渴吗？”他叼着烟斗，漫不经

心地问。
“渴。”我说。
“那你愿意去对面加油站那儿

买瓶可乐喝吗？”
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真

的吗？他是在和我说吗？以我们家
的经济水平，可乐不在日常预算
里。以前我也喝过一小口，但从来
没有拥有过整瓶啊！
“愿意。”我不好意思地答道。

心已经飞过了马路。
爷爷伸直了腿，那只巨大的手

摸进裤兜。我听见他裤兜里钱币相
互碰撞发出的“叮叮当当”的声音，
多么熟悉，多么动听啊！他伸开手，
手掌里突然变出一堆银币，他从中

挑出一毛给我，再把剩余的放进口
袋。然后，他站了起来。“好了，”他
说，拉着我下了楼梯，到马路边的
台阶上，“我要在这儿看你的弟弟
们，你自己去吧，什么时候可以过
马路，我会告诉你的。”

一个人？以前都是被大人或者
哥哥姐姐们领着，我从未独自穿越
过门口那条马路。我的心怦怦直
跳，都快不能呼吸了，手里汗津津
的紧紧地攥着那一毛钱。

爷爷轻轻地握着我的小手，看
着路上的情况。他告诉我可以过了，
然后放开我的手。我使出全身的力
气，跑得比任何时候都快。街道怎么
这么宽啊？我能不能跑过去呢？终于
跑到了，我转过身，爷爷还在那里，
骄傲地笑着，我朝他挥了挥手。
“去吧，快点！”他喊道。
当我一步步走近那个阴暗的

加油站时，心跳得更厉害了。以
前，我和爸爸来过这里的，周围的
一切都是熟悉的，我目不暇接地
看着。我听到了“轰轰”的声音，
啊，这不就是可口可乐机吗？我知
道该往哪里塞硬币，以前看见过，
并且无数次幻想过自己来做这个
动作。我再次回过身去，爷爷正在
向我挥手。

这个老式的大机器贪婪地一
下子就把我的硬币吃进去了。里面
有瓶子碰撞的声音。我踮着脚，使
劲推开那扇厚重的门。啊！它们居
然就在我眼前：一排深绿色的瓶
子，瓶口都冲着我，冷柜里的冷气
迎面向我扑来。我用肩膀抵住门，
伸手进去抓住一瓶，使劲一拽，就
把它从那些瓶子中拽出来了，后面
立刻又推出一瓶补上了它的位置。
我汗津津的双手抱着那罐可乐，那
种冰凉的玻璃瓶碰触到我的手的
感觉让我永远难忘。我抱着瓶子，
把瓶颈放在开瓶器下面，瓶盖就顺
势掉进了下面的旧木箱里。我把它
捡起来放在手掌中，它还是那样冰
冷，中间已经弯了，但对我来说，它

有着非常的纪念意义。拿着可乐，
我转身走回去，夜幕降临了，爷爷
仍站在那里，朝我笑着，耐心地等
着我。
“站住！”他喊道。几辆车从路

上飞驰而过，又来了几辆，爷爷从
台阶上走下马路。
“快过来，”他说，“快跑！”我飞

奔起来，可乐的泡沫喷了出来，溅
在我手上。

我小心翼翼地捧着可乐瓶，
生怕他会让我倒进杯子，那样，我
的梦想就碎了。还好，他什么也没
说。一整瓶饮料下肚，我的整个身
心都在一种冰爽而奇妙的感觉
中，从来都没有那样棒的感觉。

我们还是那样，并肩坐着，看
太阳一点一点落到马路对面的老
德士克加油站的后面。这条马路，

我已经可以独自穿行了！爷爷的长
腿伸过两层台阶，我的只能悬吊
着，不过现在似乎离下一层台阶
更近了。是的，我确信。

在这个熙熙攘攘的世界，萍水相逢的人们擦肩
而过，像一阵风一样，不留下任何痕迹。周围的人们，
或络绎不绝，或沸腾不息，但彼此却仿佛毫无关系。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萍水相逢”，变成一个冷漠的词
语，让人远离纷扰，同时也坚守着孤独。我对萍水相
逢的理解曾经像大多数人一样，是陌生人与陌生人
之间瞬间的交集，然而，35 年前的一件小事却彻底改
变了我对这个词的诠释。

1970 年 6 月 23 日，从越南服完兵役后，我乘
飞机从加州赶往我的家乡。那年我二十三岁。越战，
当时曾引起了很多美国人的不满，所以对于从越南
战场退役归来的美国大兵而言，迎接他们的没有欢
呼和掌声，相反，他们却不得不面对人们敌意的目
光甚至人身攻击的危险。像成千上万的越战退伍兵
一样，我当时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够平平安安地回到
家人身边。

我穿着制服，坐在靠窗的位置，不断地抽着烟，
尽量避免和周围人们有任何接触。我旁边的座位是
空的，仿佛象征性地显示出我的孤独。就在这个时
候，一个不超过十岁的小女孩突然出现在我的面
前，她微笑着，很腼腆地递给我一本杂志。我接过杂
志，惊愕与感动之余，我只对她说了句：“谢谢你。”
虽然小女孩没有说话，但这杂志却仿佛对我说：“欢
迎回家”。我不知道她坐在哪里，也不知道她和谁在
一起，因为我接过杂志之后便急忙把头转向窗子，
禁不住抽泣起来。这个小女孩让我很长时间以来第
一次感受到温情的存在。

毫无疑问，那个小女孩一定忘记了她三十多年
前的这个举动，而我却经常会想到她。我喜欢想象
她已经长大成人，仍然会通过一些细小的事情来触
动着别人的心弦，她还教她的孩子们也像她一样。
我曾经设想过很多她给我那本杂志的原因，或许是
她的母亲让她给我那件“礼物”，或许她的父亲当时
还在越南，或许他没能活着回来。其实，她为什么给
我那本杂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给了我，从而影
响了我的一生。

从那以后，我尽力通过不同的方式去帮助萍水
相逢的人。可能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陌生人
会对他们伸出援助之手，但是我知道我所做的一切
都源自那个女孩给我带来的莫大安慰。她让我相
信只要有颗真诚的心，萍水相逢的瞬间也可以成
为永恒，让人一生回味和感动。

萍水相逢
作者 Miles Goodwin 编译 毕慧

萍水相逢的瞬间也可以成为永
恒，让人一生回味和感动。

读者/译文 A29
2009年8月27日 星期四 编辑：盖方鸣 组版：陈华

错 了

就 改
●8月17日A25版《到吐故纳新

的时候了》第三栏倒数第九行“着眼
2010年奥运会”，“2010年”应为“2012
年”。
●8月19日A16版《天水一农民

“被艾滋”四年》，文中“那一年，我得
到恶耗”，“恶耗”应为“噩耗”。
●8月20日A11版《多名培训人

员上吐下泻》第四栏第三行“18日一
早，王先生……一起被送往济南市
中心医院”，“18日”应为“19日”。
●8月21日B6版《土匪听见山东

话就跑》最后一句“收益匪浅”应为
“受益匪浅”。

●8月22日A7版《“就算一无所
获也高兴”》第二段“从8点开始，济南
交警在市区各主要干道进行了严查
醉酒的行动”，“严查醉酒”应为“严查
醉驾”。
●8月22日A9版《赤峰原市长徐

国元判死缓》最后一段“法院一审判
处李敏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句中
“李敏”应为“李敏杰”。

●8月22日A19版《中国男篮重
召陈江华》第二栏第七行“澳大利亚
队将派主力国家队参加本届比赛”，
“主力国家队”应为“国家队主力”。

(感谢读者潘京华、周而复始、李
素娟、李向民、左燕的批评指正)

人和人次
8月22日A2版《济南83人获

全球单科最高分》混淆了“人”
和“人次”的概念。“人次”表示
若干次人数的总和，可以一人
多次，所以人次数和实际人数
未必一致。该文标题说83人获
最高分，而文中说的却是“6月
份的A-Level考试中，济南共有
54名考生参加，其中44人、83人
次的单元成绩考得了全球最高
分满分”。标题中的“83人”应为
“83人次”，济南参加考试的人
一共才54名，另外的29名是哪
里来的？ 朱永胜

表述不一致
8月13日A10版《李登海：四

十载不了玉米情》的“人物简介”
说：“李登海，莱州人，1949年生。
1966年初中毕业后回到农村，
1970年开始从事农业科研至
今……”“愧对老母亲和妻儿”
部分说：“李旭华是李登海的
儿子，今年3 4岁。”而8月1 6
日A4版《李登海：科学家·企
业家·农民》“科学家李登
海”部分却说：“1 9 7 2年春，
李登海初中毕业后回村任农
科队长。”“农民李登海”部分提
到“33岁的李旭华”。从常理判
断，李登海应该是1966年初中毕
业，但李旭华的年龄有一个肯定
是错的。 邵明武

数量词不规范
8月20日A11版《多名培训人

员上吐下泻》，该文第一段说：
“在济南某酒店参加培训的中国
平安保险公司30多名业务员相
继出现腹痛、腹泻、呕吐等症
状。”这里的“30多名”人员与标
题内所说的“多名”人员存在较
大差距。“多名”一般指三名以上
十名以内的数量，“30多名”显然
远远超出了“多名”的范畴。把
“30多名”概括为“多名”不符合
事实。 吴敏

卖报童子军报名的火
爆程度令人吃惊，两天时
间，两期400个名额就全部
报满了，而家长和孩子打

进来的报名电话仍然络绎
不绝。许多家长说起支持
孩子来卖报的原因时，不
约而同地说：“就是想让孩

子锻炼一下，现在这种社
会实践机会太少了。”家长
陈先生说，孩子平时在学
校里上兴趣班，在校外参
加辅导班，虽然活动很多，
但是圈子太小，真正接触
社会的活动太少了。家长

解女士说，原来孩子性格
比较内向，平时接触生人
的机会很少，和人打招呼
声音小得像蚊子一样，经
过这几天的锻炼，孩子适
应得很快，也敢大声吆喝
了。

13日早上，卖报童子军
闪亮登场，大的十多岁，小
的仅有五岁，爱心卖报对他
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好的
锻炼机会。为了记录孩子们
的卖报过程，早上6点多，我
便睡眼惺忪地赶到了分报
点。来到分报点，立马感到
了惭愧——— 孩子们已经守
候多时了，叽叽喳喳的，如
同清晨的小鸟。“昨天晚上
孩子就兴奋得睡不着觉了，
把卖报的这身行头试了又

试，早晨5点多就醒了。”一
位家长告诉记者。

孩子终归是孩子，在泉
城广场卖报点，童子军刚一
亮相便怯场了。年仅五岁的
小雨嘉知道自己一个人去
卖报后，脸上的笑容逐渐消
退，最终“哇”的一声，紧张
得哭了起来。看到来来往往
的陌生人，孩子们有些胆
怯，不敢主动上前推销报
纸。即使有的孩子鼓足勇气
走上前去，可紧张得还没等

说出话来人家已经走了。
“孩子们，很好，再勇敢一
点，向他们介绍你们的活
动。”关键时刻，家长开始为
孩子们鼓劲、出主意。

在跟随童子军卖报的
过程中，一个细节让我久久
不能忘记。五岁的小雨嘉也
许受“你给我一元，我找你
五角”的卖报歌的影响，当
一位市民掏出一张五角的
纸币买报的时候，小雨嘉左
手递上一份报纸，右手递出

了一个五角的硬币。这位市
民会心地笑了笑，重新掏出
了钱夹，拿出了一张一元的
纸币递给了雨嘉。
“在家孩子面对熟人都

不说话，没想到现在一个人
能卖报。”一位家长感慨地
说。“叔叔，买份报纸吧，我
们是把钱捐给福利院的。”
一次比一次好，一次比一次
从容，迈过了紧张的坎，童
子军卖报变得得心应手。
本报记者 戚淑军

读者评报欢迎投稿：qlwbdz@163 . com

本报推出“拨96706评报赢旅游
大奖”活动。活动期间，凡拨打本报
热线96706参加评报及投诉差错的
读者，每周均有机会获得价值340
元的沂蒙山旅游消费券。获奖及具
体事宜请咨询本报热线96706，也可
登录http：//www.ql96706.com网站
查询。

拨96706评报赢大奖

给孩子一个机会

采访卖报童子军
“卖晚报，学营销”，由本报发起、长城保险山东分公司协办的2009齐鲁卖报童子军活动第一期、第二期

已经圆满结束。头戴小红帽、身穿橙色T恤的400名童子军，冒着酷热和秋雨，在济南街头绘出了一幅幅令人
感动的卖报图。卖一份报纸，受一份磨炼，多一份担当，孩子们用行动喊出了自己的声音：“我能行！”

辅导不如锻炼

崔女士14岁的双胞胎女
儿参加了第一期卖报活动，
从紧张焦虑到从容应对，崔
女士感觉到了两个女儿的迅
速成长。“孩子从小身体比较
弱，所以我们对孩子有些过

度关注，孩子特别打怵跟外
人打交道。”崔女士说，经过
这段时间的磨炼，明显感觉
到她们的变化，“那几天我正
好身体不好，孩子主动给我
倒了一杯水，把药递到我手

里，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
在感动的同时，崔女士也感
觉非常欣慰。
“孩子们的那种互助精

神让我没有想到，真是挺感
动的。”小童子军胡小满的妈
妈李艺说，胡小满不是一个
人在卖报，而是一个团队在
卖报，前后共有18个孩子参

与到胡小满的卖报团队中，
其中有的孩子卖得快，卖得
快的孩子卖完之后没有回家
休息或者去玩耍，而是主动
帮助其他伙伴卖报纸。看到
孩子们的团结互助，大人们
都非常意外，也很感动：谁说
现在的孩子不懂合作互助，
那是大人没有给他们机会。

孩子给我倒杯水

“我自己来卖，这是我
的任务！”卖报的几天里，
有酷热、有风雨，有的孩子

报纸卖得不顺利，家长或
伙伴想上前帮忙时，许多
孩子选择的是“自己来”。

李艺说，当胡小满团队里
的其他孩子来帮助卖得慢的
小孩时，第一天孩子很高兴有
人来帮忙，但后来几天孩子选
择了“谢绝”，表现出来一种担
当。有一天，一个孩子只剩下

一份报纸，但是到了上课外辅
导班的时间，孩子没有放弃，
而是把报纸带到了上课的地
方，卖了出去，“在他们那个团
队里，没有一个孩子主动放
弃。” 本报记者 蒋波

肯担当，不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