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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游记：苏禄王传》
杨义堂

运河水长流
张培安 李司纲

在我居住的小城里，掌鞋匠愈来愈
少，有时为了修鞋，得在街巷里不停向路
人打听，然后走很远的路，才会在一片高
楼下的一角，看到一个小小的板房，板房
既无牌匾也没字号，只有铁皮墙上用红
油写着“修鞋”两字。这个只能遮风挡雨
的四、五平米小屋，像大楼脚下的一只小
小的蜗牛，匍匐在那个不起眼的角落。

这个小小的工作室里的主人，是个
六十多岁的老人，行动不便腿有残疾。
他用那双被岁月磨砺得苍老的手，修补
着一双双裂帮掉底的鞋。掌鞋匠总会在
路旁支起一把遮阳伞，放上一把马扎、两
只留给顾客坐的小木凳，在面前打开一
个如同百宝箱的多格木箱，里面装着小
钉、碎皮子、鞋掌、胶水等，然后支起一架
老式缝鞋子的手摇机器，再摆上些切刀、
锥子、剪子、铁锤等简单工具，生意就开
张了。

巷子里的闲人，有的从家里拎出双

旧鞋子，有的围在一块唠着家长里短和
市井新闻，在筛碎了的树荫下打发着悠
闲的时光。掌鞋匠则寡言少语，很少搭
话，他的内心平静，对于周围闲谈人的快
乐或气愤的话题总是无动于衷，像个与

世无争的沉默者，专注地用那双裂了口
子缠着胶布粗糙的手不停地缝着钉着，
鞋子的创伤被一点点修复。来修鞋的人
逐渐多了起来，着急穿的便耐心等上一
会儿，不急的放下鞋子问好来取的时间
便匆匆离去。黄昏时，人皆散去，掌鞋匠
才推着他那装着全部谋生家什的三轮车
踏碎满地的斜阳，消失在寂寥的巷口。

有时天凉了，风从大老远的地方跑
来，声嘶力竭地满街乱串，行人都缩着脖
子步履匆匆地来去，小巷里摆摊的掌鞋
匠也被寒冷撵进鸽子笼似的窄小板房，
斗室上的烟囱在寒风里吐着一缕寂寥的
烟雾，给不生火的城里人一种遥远的遐
想。

如今，人们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掌
鞋匠的生意也大不如以前，有人一双鞋
子只是穿旧了便随手丢弃换双新的，可
鞋匠却仍守着他们的手艺，修补着人们
脚上被岁月磨出的漏洞。

令鬼子没有想到的是：潜伏在玉堂
办公室的一个小小办事员田伟公竟是一
个三国语言通，鬼子用日语说的话田伟
公都听明白了。听见了鬼子说“后勤服
务妇”、“谷亭”。他思忖道，原来破译的敌
人情报好像有诈，必须尽快将情况向上级
报告，他连忙通过报话机将这一情况向上
级作了汇报，上级很快破译出敌人的情报
并作出指示，要求快快召集运河支队负责
人和骨干人员会议研究对策。

田伟公说，胡大哥，你到外面去把
风，看看动静。田伟公想，会议不能在玉
堂召开了，他急中生智，猛然间看见泰丰
楼饭庄的食盒，自语道：天助我也！他忽
然想到泰丰楼饭庄的掌柜赵明之是济宁
城关区党支部委员，他的公开身份是济

宁南门大街泰丰楼饭庄老掌柜，他决定
会议就选在那里传达上级指示。

这时胡四进来说，田同志，外面敌人
加了好多暗哨，怎么办？

田伟公说，好办，便简要地化了装扎
上围裙活像个堂倌店小二，问胡四你看
我这一身装扮，可否迷惑敌人的耳目。

胡四高兴地说：好，像，太像了，田同
志您要多加小心。

田伟公临走对胡四说，胡大哥，为了
安全，孙经理被工委同志保护起来了。
这里马上派另外一个同志来帮助您工
作，您放心。我现在就去召开一个紧急
会议。说完，拿起饭盒出门，并给胡微笑
示意，多多保重！二人双双点头。田伟
公快步走出了玉堂。

田伟公来到了泰丰楼饭庄，沉着而
急促地进了大厅，堂倌钱一强迎面过来
把饭盒接走，老掌柜在账房门口迎接，田
伟公见到老掌柜，亲切地说，老掌柜，我
给您带来些米醋萝卜干，孙经理说您最
喜欢。

老掌柜：我和孙经理是老伙计了，他
知道我好这一口。

二人进账房，老掌柜赵明之问道，田
同志，您来……

田伟公：老掌柜，现有紧急任务，叫
堂倌马上去通知曾经奎、潘敏智来这里
开会，快快！

老掌柜立即安排分头通知，一个小
时后曾经奎、潘敏智和骨干队员迅速来
到。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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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眺陪山闻子吟。

春游泗水
王向宏

张谦向东王讲述了自己去爪哇国替
渤泥国交涉的一段往事。那是永乐六年
（1408年），老渤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带
着妻子、子女、陪臣共150多人来大明朝
朝觐时，不幸在南京去世，当时国王麻那
惹加那乃只有28岁，儿子遐旺只有4岁，
永乐皇帝亲自为新国王遐旺举行了册封
仪式，念其年幼，永乐皇帝派中官张谦护
送小国王回国登基。在渤泥，张谦发现，
渤泥国必须同时向大明和爪哇国朝贡，
张谦觉得不妥，就主动去了爪哇国，要求
解除渤泥国对爪哇的朝贡关系。当时，
渤泥国朝野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爪哇国国王昔里八达拉看到大明
特使的到来，不仅高兴地答应了张谦的
要求，解除了渤泥国与爪哇国的朝贡关
系，还主动向张谦表示，要向大明朝贡，
张谦非常高兴，就陪同爪哇使者一起回

国觐见永乐皇帝，爪哇国使者向永乐皇
帝奉献了表示臣服的金叶表文。永乐皇
帝赐给了爪哇使者银器、伞扇、销金鞍
马、金质文绮、纱罗等珍宝。张谦也因为
出使海外有功，赢得了永乐皇帝的信任，

不仅受到了加封，在三宝太监奉命这次
出使南洋时，专门安排张谦一路随行，因
此才来到了苏禄国，被苏禄东王要求留
了下来。

张谦讲到这里，又回想起上次跟随
三宝太监来到苏禄岛的情景，他自言自
语地说：“我的那些同仁们，不知道怎么
样了，不知道是否还会想起我？”

东王也讲述了去爪哇岛售卖珍珠的
情景，想到这次就要从那里跟着三宝太
监的大宝船去大明朝了，心里又充满了
强烈的期待！

二王子温哈剌和小王子安都鲁第一
次出远门，更是充满了无限的憧憬，他们
拉着父王和张谦问这问那，张谦就讲一
些大明朝的风土人情故事，希望王子们
到了大明后，能够适应那里的环境。

（未完待续）

公园里，有个穿着朴素的中年人守
着一把琴。

琴上摆了一张纸，纸上写着：祖传铜
琴，稀世文物，因家有病人急需用钱，三
千处理。

很多人都围着看，有懂行的有不懂
行的，都说这真是一把好琴。

这时，一个年轻人上前，将琴摸了又
摸，翻来覆去地看，问，真是铜的？

卖琴的说，就在眼前摆着呢，这还有
假？

年轻人又问，是古琴？
卖琴的说，那当然，这是我爷爷的爷

爷的爷爷，不知道是我哪代祖宗留下的，
据说得有七八百年了。

那可是古懂了啊，怎么才三千就卖？
唉，没办法，要不是家里有病人急用

钱，老祖宗传下来的玩艺绝不能卖啊，我
这是败家子啊！

年轻人看卖琴的怪可怜，又仔细研
究了一阵子问，是真的吗？

卖琴的说，我一个老百姓能骗你
吗？你看我的手，这都是天天干活磨的，
我们这样实打实干活的，从来不会骗人，
你就放心吧！再说，就三千块钱，买不了
一巴掌大的房子，我坏良心骗你这点钱
值当的吗？

年轻人看看卖琴人的手，又看了看琴，
说，你等着，附近就有个银行，我去取钱。

卖琴人说，好。
等了大约五分钟，年轻人回来，把钱

交给了卖琴人，小心地抱着琴走了。
回到家，年轻人又翻来覆去看一阵

子，觉得捡大漏了，这三千花得值。
晚上，儿子回家过周末，年轻人又慌

慌着拿出铜琴来给儿子炫耀。
哪知儿子毛躁，一不小心将琴掉在

地上，摔了个稀巴烂。
铜的怎么会摔碎呢？
年轻人疑惑地捡起一块一看，原来

是水泥做的，只是刷了一层古铜色。
年轻人笑笑，将碎块儿扫起来，倒在

了垃圾桶里。
从此，年轻人每看到穿着朴素，老百

姓模样的人，就躲得远远的，感觉他们的
怀里，都揣着一把易碎的铜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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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繁花织锦绣，
春风入蕊漫天香。
惟愿好景多记留，
不叫青帝谢春装。

牡丹
国色岂是轻言许？
金蕊吐芳千花尽。
半园牡丹一川雨，
年年春华重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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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首）

刘作鹏

掌鞋匠
王贵宏

易碎的铜琴
杨福成

衣模的风景“走秀”，
车模的风景“露透”；

英模的风景冲在前头，
劳模的风景亮在身后。

看——
志愿者的风景
画在十字路口:
逆行的车儿
——调头，
越线的人儿
——向后，
——向后，

——再向后。

志愿者的风景
李小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