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 起 遛 弯 儿 ， 趁 着 朝 阳 的
暖，我搓搓手，出了门。刚走出小
区，一名中年妇女推着十分罕见
的“二八大杠”金鹿牌自行车，后
座满满当当载着纸壳、酒瓶，一根
尼 龙 绳 拖 着 几 块 白 色 的 塑 料 泡
沫，摇摇晃晃地迎面走来。

“大兄弟，麻烦你帮帮忙……”她
大声喊道。在我前面的一个小伙子
手插裤兜并未理睬她，想必大姐口
中的“大兄弟”一定是我了，我赶
紧走上去帮忙。

“你帮我扶着车子，我拾掇一下
车上的东西。”她说。

我连忙接过车把，牢牢握在手
中，生怕这一车“宝藏”掉落。大
姐穿着带有几个破洞的薄薄的毛
衣，脑门沁出几颗晶莹的汗珠，嘴
里不断呼出热气。她俯下身子拾起
地上的塑料泡沫，绕过后座上的货
物将之捆绑结实，像是统帅三军的
将 领 终 于 把 手 下 的 士 兵 安 顿 妥
当。我将“宝马”还给她。大姐弯
腰点头向我致谢，脸上带着灿烂的

笑容。
钢筋水泥混合的城市中，人与

人之间大多是冷漠的。没有人有义
务向一个“上一秒认识，下一秒就
可能各奔东西”的人伸出援手。他
不会在你的世界停留，也就意味着
你“搭把手”这种付出是没有回报
的，也没有机会给你带来利益。可
助人为乐这种行为需要考虑利益
吗？虽然有人嫌麻烦不算错，但有
时 候 我 觉 得 ， 在 不 认 识 的 情 况
下“搭把手”更是高尚品格的一种

体现，是个人优雅的展示。内在品
质，体现在一件件小事中，贯穿在
你的生活里，变成自然地“搭把
手”，自然地讲诚信，自然地公平正
直，也自然地不卑不亢。

“搭把手”累不着你，而你得到
的是一个花多少钱也得不到的感激
的 笑 脸 。 也 许 就 是 你 的 援 手 之
德，让这个世界充满了春意；也许
就是你的援手之功，有春风化雨的
神奇功效。

仅此而已。

三月的泰安，云淡天蓝，微风
曛日，我在站台等车，一位老人递
过一张车票问我：“小伙子，帮我
看 看 是 在 这 上 车 吗 ？” 我 点 了 点
头。只见老人一只手提起一个装满
东西的背包，一只手拎着一大本影
集。我拿着老人的票对他说：“跟
着我找座。”老人连声道谢。

老 人 随 着 我 进 入 了 一 等 车
厢。现在不是节假日，一等车厢人
少，有空座，我支起小桌板，和老
人闲聊了起来。老人兴奋地让我看
他孙女的影集，他说：“小家伙才一
百天便透着灵气，她奶奶看见肯定
高兴！”

老人告诉我，他的老伴得了脑
梗，小脑有点萎缩，吐字不清，老
流 口 水 ， 他 们 本 想 一 块 来 看 孙
女，但儿子只给他订了一张往返车
票，让老人找个理由不让孩子的奶

奶来。“我理解儿子的难处，儿媳妇
虽好，但毕竟我们两个家庭有点门
不当户不对。儿子住的房子是亲家
出钱买的，我们老两口还是住自己
家好，舒坦。”说到这里，老人的眼
里透着些许无奈。

“外边好像起风了，儿子送我
时，只穿了一件单褂，回去路上也
不知道冷不冷？”老人好像自言自
语，又好像在问我。

我鼻子一酸，忽然想起了远在
家乡的父母，老人多么像我的父亲
啊！他们有一样慈祥的面容，一样
爬满皱纹的脸庞，一样浑浊的眼
睛，一样花白的头发，一样皲裂的
双手，一样越来越年老体弱的身
体，也一样永远也放不下对儿女的
牵挂。

我告诉他：“没事的，外面没起
风，只是这动车开得快，带起风了，年

轻人知道怎么照顾好自己。”老人茫
然地“嗯”了一声，眼睛盯着外面的风
景说一句：“没起风就好。”

“小伙子，下了车你把你的票给
我行吗？”老人有点嗫嚅。

“可以，您要干什么用？”
“来时我告诉老伴，儿子让我们

去，票都给我们订好了，她行动不
便，就别给孩子添麻烦了，我去看
看就行，让她在家啥也别做，我让
邻居们帮忙照顾她。我看到了她期
盼的眼神……”老人说到这里抹了
一把眼泪。“老伴让带回孙女的相
片，还嘱咐我别把车票弄丢了，她
一辈子没坐过动车，要看看孙女的
照片和儿子给订的车票。”

“下了车我就给您，出站还得
检 票 呢 。 大 妈 认 字 吗 ？” 我 对 老
人说。

“对啦，认字。这可咋办，票上

是你的名字。”老人不自觉地往袖筒
里缩了缩手，又着急地看看手中
的票。

“这好办，等检票后，我把名字
剪 掉 ， 您 就 说 检 票 剪 了 一
半。”我说。

老人看着票笑了，我却笑不起
来。这就是父母，一心只为儿女着想。

“小伙子，咱是不是坐错车厢
了？咱是二等座。”老人注意到车票
上的字说。

“ 没 事 ， 一 等 座 空 着 ， 坐 就
行，没人管的，动车不查票。”我信
誓旦旦地说。

“不行，还是坐在自己的座位
上，心安。”老人坚持着。我拗不过
他，又帮着老人对号入座。

出站后，我毫不犹豫将车票剪
半，拿着半张车票看着出站的人
群，风迎面扑来，嘴里有泪的咸味。

周六早上，我从卜蜂莲花乘坐
32 路公交车去城东的单位上班。公
交 车 开 着 暖 风 ， 车 厢 内 温 度 适
宜，我从始发站上车，车上的乘客
并不多，加上我也就三四个人。我
找了一个前排靠窗的座位坐下，顺
便从兜里拿出手机，登录“学习强
国”平台进行学习，也没注意其他
几位乘客在做什么。公交车顺着东
岳大街行驶，一路上不断进站停
靠、上下乘客，司机师傅平稳地驾
驶着公交车，车厢里不时响起“请
为老弱病残孕、抱小孩的乘客让
座”的提示音。

不知不觉，公交车已经驶入擂鼓

石大街，车内已经有很多乘客了。在
车厢前方右侧两个座位上坐着一对
父女，这位父亲的年纪并不大，他突
然起身为一位刚上车站着的老人让
座。“我站着就行，再过几站就下车
了，您坐着。”那位老人说。他再三给
老 人 让 座 ，老 人 最 终 还 是 没 有 接
受，他只好又坐回座位。公交车继续
前行，当快到达广和路口站时，他在
车还没进站时就提前站了起来，扶着
车厢扶杆站在女儿的座位后面。公
交车到站停靠后，我看到有一位老年
人在站台处等车。

我瞬间明白了，他是想提前把
座位空出来，好让等车的那位老人

坐 下 。 他 的 所 作 所 为 我 看 在 眼
里，暖在心里。其实，不仅我看在
眼里，他那七八岁的女儿更是看在
了眼里。在下一站，当有老年人上
车的时候，他的女儿也是提前把座
位给老人空出来，依偎着父亲在车
厢里站着。这对父女的行为深深触
动了我，公交车又到了一站，上来
两三位老人，我也赶紧站起来为上
车的老人让座。

公交车继续前行到岱宗大街，在
林校操场站停靠时，一位拄着拐杖的
老人上车，看上去有 80 多岁。只见
一位看上去有 60 多岁的人，赶紧给
这位老人让了座，老人连忙表示了感

谢。后来，我又看到了一位女士为一
位带着孩子的老奶奶让座，还有一位
男士为一位老伯让座。

一路温暖，一路有爱。原来公
交车厢里，这对父女让座的小小善
举，不仅感染着我，也感染着车厢
内 的 每 一 位 乘 客 ， 从 小 孩 到 老
人，都在这小小车厢内传递爱！小
小礼让之举，让出了文明，让出了
和谐，让出了温暖，让出了幸福。

今天，在这辆公交车厢里发生的
事，只是泰城公交车厢里的一个缩
影，这一幕每天都在上演，市民都在
传递着让座之美，传递着正能量，传
递着泰山脚下这座城市的文明。

让座之美
□张云

半张车票
□王太双

搭把手
□房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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