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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老火车站经历了一年之久的翻
新改造之后，终于在千呼万唤之中落地建
成投入使用。一时间，消息从小城的各个
角落散出，从大大小小的微信群里辐射开
来，所到之处，皆是洋溢着喜气洋洋的气
氛。我也很开心，终于不用每次回家高铁
再转公交车来回奔波辛苦了。

正好找个由头抽空回趟家，于是迅速
买了车票。把车次和到站信息发到家里的
微信群，不多会便收到父亲的回复：“你是
第一波进新站。”我欣喜，仿佛小时候赶时
髦穿上了新衣一般，这次居然误打误撞买
了头一班停靠在新站的火车，于是心里暗
自快活起来。

小站虽小，但历史久远。坚固的站台
是上个世纪清政府留下的印记，有一次我
和妹妹散步于此，感慨着车站实用的设计
和敦实的用料。在风雨飘摇的年代，在动
荡不安的日子，在快速繁荣迭代更新的时
间里，老站，一直坚守着，成为了几代人的
绵长记忆。

我对老站怀有惆怅的感情。记得小时
候生病，爸妈带着我去南京，需赶最早一班
的火车，才能在医院里拿到相对靠前的号，
这样才能顺利算好时间搭乘下午返乡的列
车。于是，在朝阳依旧朦胧，繁星还未褪去
的初夏清晨，我和爸妈站在老站的候车大
厅，睡眼惺忪地等着即将到站的火车。那
时候车站外的小店里总是常年煮着热气腾
腾的茶叶蛋，店老板们更是热情洋溢地招
呼着南来北往的旅人到自家店里吃各式炒
菜和炒饭。彼时的我，很是羡慕大人们可
以潇洒自在地买着茶叶蛋，吃着大碗的蛋
炒饭。因为我总是在家里快速地吃好了早
餐，被带到火车站，是没有机会尝到看着垂
涎三尺的外食的。直至老站拆除，开始扩
建了新站，尝到车站门口的茶叶蛋的愿望
仍旧没有达成，不知道，口味到底如何。

老站同样也承载了我长大后外出求学
工作的浓浓乡愁和往来奔波后家乡对我的
心 灵 抚 慰 。 北 上 求 学 ，需 要 跨 域 近 九 个
省。几千里的漫长时光里，老站是我出发
的起始点。那个时候，我常常一个人拖着
巨大的行李箱，书包里，都是被家人塞满着
的各种特产：那是可以分享给天南海北同
窗们的家乡风物，是在经过了狭长的地图
板块之后依然眷恋的人生本味。后来南下
工作，为了达到最大效率化，常常达乘夜里
的火车回家。在绿皮车里，我躺在不大的
铺子中，感受着铁轨之间不规律的碰撞，就
这样入了眠。偶尔也因为时间不赶，特意
选在白天坐车，这时候便可以拿着一本书，

沿途翻阅，偶尔停下来看着窗外的风景，感
受着因路途的变化所带来的各色景观。这
是我很喜欢绿皮车的一点。

随着高铁动车的普及，也因为老站停
靠列车的车次不能满足我的时间需求。我
经常需要乘车到别的高铁站，这样才能回
到工作所在地。这种不能一车到达的繁琐
愈发凸显出来。我经常能够听到诸如此类
的话：“动车能不能停靠老站？明光高铁站
什么时候才能建成？”等等等等。看来，饱
经风霜的老站确实需要注入新鲜血液了。
于是，真的开始动工新建了，在原先的旧址
上，在经历了长达一年之久的疫情之后的
新站，终于赶上了 2020 年末的小尾巴。

还未下车，我按捺不住地在家里的微
信群炫耀一番：“本人已经在回家的路上
了 ，刚 好 可 以 赶 上 新 站 建 成 使 用 的 头 一
波”。顷刻间感受到了来自各地亲人们的
羡慕和激动之情。看来，新站的建成，对于
小城的人们来说，着实盼望已久啊。于是，
下了火车，四处观察：啊，是高站台，不需要
再提着行李费力地下车了。是灯火通明干
净整洁的过道，是方便快捷的取票大厅，是
大而宽敞的候车室！我小心翼翼地掩饰着
内心的喜悦，拍了照片发到群里。虽然长
大之后，旅途之中，见过大大小小、各式各
样的火车站。但是，只有家里的火车站，才
真正让人感受到归属感。

时隔一年之久，我又重新站在了家乡
的火车站上，出站后迎接我的依然是人头
攒动的乡音乡情。这种感觉，可真好。

吾乡新站
□朱 哲

女儿出生后，亲戚们都喜欢给孩子送玩具，
我也因为见朋友家的孩子拥有各种各样的玩
具，不想让她输在起跑线上，因而不停地给她添
置玩具，家里的玩具越来越多，最后，我把杂物
间腾出来，专门用来堆玩具。女儿玩玩这个，玩
玩这个，不停地换着玩具玩，可是，拥有这么多
玩具她还不满足，逛商场遇到好玩的玩具，她还
是不肯撒手，非要买回家，但买回家几天就不喜
欢了。

女儿拥有那么多玩具，却玩得并不开心，她
总感觉没有一个是她最爱的。有一天，见她在
一堆玩具里发呆，我好奇地问：“宝贝，你幸福
吗？”她大声地回答我：“不幸福。”拥有一屋子的
玩具，那可是我小时候最大的梦想呀，可是她却
觉得不知足，我搞不明白，便觉得现在的小孩子
太不懂珍惜了。

想起自己小时候，只有一个小小的粉色布
娃娃玩具。因为只有这一个玩具，我格外珍惜，
去哪里都抱着它，连睡觉都舍不得放下。那个
布娃娃陪伴了我整个童年，成为我回忆里最温
暖的记忆。而那时候，这一个玩具给我的幸福
感，是女儿一屋子的玩具没有办法比拟的。

那天，看到一本教育书上说，别给孩子买太
多玩具，当孩子拥有的选择项太多时，孩子也会
有选择困难症，玩具多了，他会不知道玩哪一
个，有可能对哪一个都不感兴趣，也会觉得没有
一个玩具是好玩的。当孩子面对成堆的玩具，
他们的注意力便难以集中。我才知道，女儿是
因为玩具太多，才导致她没法专注玩玩具。

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开始整理玩具屋，将不
适合她年龄段的玩具，她一点也不感兴趣的玩具

挑拣出来，送给了邻居家的小朋友们。这样每隔
一阵子清理一些，家里的玩具越来越少，最后只
剩下了一箱子的玩具。那一个纸箱里的玩具，是
女儿精挑细选留下来的，她很珍惜。虽然玩具少
了，可女儿玩玩具的兴致却很高，每次都能玩得
津津有味，很专注，很享受。看着她快乐又满足
的神情，我幸庆及时知道了这一个育儿知识：太
多的玩具，会让孩子在众多的选择项里迷茫。

爱孩子，就别给他太多玩具，选几个孩子最
喜欢的玩具，给他时间和空间让他尽情地玩。
孩子在专注玩玩具时，不仅能享受到玩玩具的
快乐，更能锻炼手脚协调能力和注意力。同样，
其它事情也是这样的道理，别给孩子太多选择，
当选择项太多，孩子就会迷惑，那还不如不给她
们太多的选择项，让选择简单一点儿。

一日三餐中，晚饭是我们都非常重视的一
餐。无论专家如何讲晚饭要吃少，老百姓依旧我
行我素地把晚饭吃得无比隆重，近似一种仪式。

究其原因，主要是晚饭才是家人团聚的一
餐。早晨急着上班上学，太匆忙，早饭一般比较
马虎。午饭时家里的男主人或者女主人很少在
家吃饭，所以午饭也无需隆重。只有晚饭，才是
最有烟火味儿也最温情的。很多时候，吃饭不必
在乎吃什么，重要的是跟谁一起吃，吃饭的心情
如何。温情的晚饭时光，享受一家团聚的美好时
刻，也是对自己一天辛劳的犒赏。

华灯初上时分，我经常会在阳台上看对面的
楼，正好可以清清楚楚看到别人家的厨房。万家
灯火次第亮起来，家家户户开始准备晚餐。透过
玻璃窗，我看到家家户户一起准备晚饭的场景。
一单元东户的家庭主妇在厨房里包饺子，一单元
西户的小夫妻俩准备着涮火锅，二单元东户的老
人在为儿子擀面条，二单元西户新婚的小媳妇跟
在婆婆后面忙忙碌碌……这样温馨又温暖的场
面，真的是有些壮观呢！烟火人间，暖意弥漫，温
情点点。有什么比这更能让人感觉到活着的真
切与幸福？

这样的场景，总让我想起小时候。记忆中，
晚饭时光同样是充满温情的。暮色降临，炊烟四
起，倦鸟归巢，小村庄笼罩在朦胧的炊烟里，水墨
画一般古朴淡远。家家户户的饭菜香飘出来，荡
漾着。母亲们呼唤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此起彼
伏。晚饭照例是一家团聚的时刻，在外忙了一天
的男人回家了，女主人自然要做最好的饭菜。一
家人享受着温情的晚饭时光，暖意缓缓流淌。日

子过得再辛劳清苦，有这样一顿晚饭可以享用，
生活就是值得珍惜的。

我有时候想，大家是不是都有一种根深蒂固
的“晚饭情结”？这大概源于童年时那些幸福的
印记，我们成年以后，总喜欢沿着幸福的线索，去
寻找曾经的感觉。每个人的童年，都是埋下了伏
笔的。

大概西方人也钟情晚饭，不然怎么会有“烛
光晚餐”这种浪漫的仪式？如果早餐或者午餐的
话，那种仪式感和浪漫感是要打折扣的。晚宴，
也是一种不可忽略的仪式。这些大概是“晚饭情
结”的“升级版”。

我觉得，最温情的还是家常的晚饭。人间烟
火气，最抚凡人心。晚饭最能体现烟火气。我印
象中最深的一幕是，某次去邻居家，正赶上他们
一家三口在吃晚饭。餐桌上摆满各色美食，那让
人眼花缭乱的阵势，仿佛觉得他们在进行一场声
势浩大的运动。三个人已经摆开了架势，男主人
甩开膀子，吃得热火朝天；女主人手里拿着一只
鸡腿在啃，完全没有平日里的斯文；孩子的嘴巴
塞得满满的，还在鼓着嘴巴不停地说：“妈，这个
好吃，给我拿一点。”看到这样的一幕，我被逗笑
了。热情的一家三口，赶紧招呼我过来吃点。我
说早吃过了，他们说：“再吃点，再吃点！”在那种
氛围中，真让人忍不住“再吃点”。

夜色弥漫，灯火亮起，温情的晚饭时光到
了。这样的时候，分外觉得家是那么贴心，那么
温暖。夜色中，餐桌上，有人与你共尝酸甜苦辣，
有人问你粥可温，有人问你饭可香。天黑有灯，
回家有饭，便是世上最幸福的事了。

薄如蝉翼的流年经不起轻翻，不
知不觉，2020已渐行渐远。

站在时光的河岸，盘点过去的一
年，别样的2020，不思量，自难忘。

2020别样的春节。每到春节，在
苏州工作的女儿回长春总是一票难
求，今年我和先生早早决定，假期去
女儿那过春节，因为长春到苏州的车
票很好买，另外，两年前我家在苏州
买了房子，19年末已经交了钥匙，这
次正好添置一些物品，女儿就可以结
束出租屋的生活。

我和先生腊月二十九踏上苏州
的列车，上了车，顿感疫情的严重，
一路上，女儿一再提醒要带好口罩，
加强防护。到了苏州站，一改春运
摩肩接踵的景象，我们一眼就看到
冷清的车站里女儿孤单等候的身
影。因为疫情，我们取消了事先的
一切安排，宅在女儿狭小的出租屋
里，过了一个安静简单的春节。先
生要上班，初六匆匆返回长春家中，
我留在苏州陪女儿。

2020别样的亲情相伴。女儿在一
家外企工作，平时工作较忙，疫情期间，
一改早出晚归的工作模式，一台电脑在
家办公，多了自由的时间。女儿在去年
已经申请到了去英国读研的机会，如果
雅思考试通过，9月份就可以出国留
学，但苦于工作忙，没时间复习考试，宅
家的这段时间，正好成全了女儿静心学
习的愿望。她每早早起床，认真地背单
词、做习题、读口语、练听力、学英语写
作……每天都学习到很晚。看着女儿
心无旁骛努力学习的样子，我也萌生了
重拾少年写作梦想的愿望，我把想法对

女儿讲了，得到女儿极大地赞同和鼓
励。女儿说：“妈妈有文采，有阅历，现
在退休了，也有时间，一定可以梦想成
真！”于是我报了个网上写作班，除了安
排好我和女儿的一日三餐，就一门心思
学习写作。宅家的几个月，成了我和女
儿相互鼓励，温情相伴最幸福的时光。
女儿曾动情地抱着我说：“妈妈，现在是
我上大学以后，最开心的一段日子，天
天有妈妈陪伴，吃妈妈做的饭菜，我好
幸福！”我又何尝不是呢？自从女儿上
大学开始，终日聚少离多，每日对她牵
肠挂肚，有机会和她朝夕相伴，是我最
快乐的事情！

2020 别样的梦想成真。女儿的
雅思考试因为疫情曾一再推迟，好在
恢复考试的时候，女儿顺利通过。虽
然还是因为疫情，全家人决定取消女
儿留学的计划，女儿失去了一次读名
校的机会，却也因为英语出色获得了
职位的晋升。我在这一年里，通过笔
耕不止，从一名从没发表过作品的小
白，到现在有多篇作品见诸报刊，并
顺利加入市作协的飞跃，实现了少年
时心心念念的梦想。

回首2020，有挫折，有苦涩，有喜
悦，更多的是感激，感激这多灾多难
的一年，家人都平平安安，感激亲人
的温情陪伴，感激每一个健康醒来的
清晨，感激每一个安恬入睡的夜晚，
感激岁月不曾被辜负，也感激曾经努
力的自己！

如今，2020 只剩依稀的背影，我
已听到2021的脚步声。让我们从容
地作别 2020，用全部的热情，拥抱
2021的东升旭日！冰糖葫芦 李 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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