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擦了五年玻璃后

张舞

他只身从农村来到城市， 只有初中
毕业，身体非常单薄，只能找点比较轻的
体力活干。 他到了一家保洁公司，主要工
作就是擦玻璃， 公司管食宿， 每月工资
300

元。

他很满足，干起活来十分卖力。 有人
问他：“你这么小，为什么不在家上学，出
来受罪赚这点钱？ ”他说：“我家里穷，父
亲瘫了，母亲种地，家里没钱供我上学，

我文化太低，能有这份工作已很满足了，

每月还能给家里寄点钱呢。 ”

他在这家保洁公司一直擦玻璃，他
的同事换了一批又一批， 有的甚至刚做
三四天就因为嫌薪水少、干活脏走了，他
一直坚守着这个位置。 整整五年，他已经
是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 这座城市里的
写字楼、宾馆、商场他几乎都去服务过多

次。 他工作一如既往的卖力，一丝不苟，

很多顾客还点名要公司派他过来， 他简
直成了公司的形象代言人。

人们都知道他， 他和他的服务对象
成了熟人和朋友。 有一天，有个新来的女
孩问他：“听说你擦了五年的玻璃， 每月
只挣

300

块钱，为什么不换个工作呢？ ”

他笑笑说：“会换的。 ”

有一天， 人们熟知的擦玻璃工突然
消失了。 几天后，一家快餐店开业了，老
板就是擦了五年玻璃的他。 快餐很适应
城市的快节奏，竞争自然异常激烈，而他
的快餐店却很快打开了局面。

原因很简单，他在擦玻璃的五年，走
遍了每个写字楼、宾馆、商场，结识了里
面的人， 五年擦玻璃的表现已经给人们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他的快餐店发展
到整个城市的角落，资产逾千万时，认识
他的人无不感慨地说：“这位老板曾擦了
五年的玻璃。 ”

有记者采访他， 问他如何从一个擦
玻璃的打工仔开快餐店， 并在众多实力
雄厚的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时。 他只说
了一句：“因为我曾为人擦过五年的玻
璃，并且擦得很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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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胆接过

老板的烟

黄花菜

终于接到参加复试的通知，挂掉电话后
我的心里多少有一点欣慰。 在京奔波了一
个多月，投出的简历大多石沉大海，我开始
怀疑自己是不是该继续留在北京找工作。

还好，努力没有白费，复试的电话给了我一线
希望。

第二天早晨，我踏上了拥挤的公共汽车，

准时到达单位后， 我被前台小姐带进了会议
厅。 过了一会，人事部的一位专员走了进来，

身后跟随着另外两名参加复试的人。 人事专
员没有出什么题，她说，由于是私企，她只能
做初步的预选， 最终录用权还在老板手里。

“由于老板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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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以后才能来， 你们先等着
不要着急。 ”说完，人事专员走了。对于这种场
合，我早司空见惯，于是耐心等候。一刻钟后，

公司有人送来茶水和香烟， 为了缓和一下会
议厅的冷清气氛，我们三个人点燃了香烟。

中午时分， 人事专员告诉我们， 老板来

了，我被安排在最后和老板见面。不知什么原
因，前两位求职者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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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就被送出公司，

这令我提心吊胆。到了老板的办公室，我发现
老板是一个满头白发的老者，见我进来，很客
气地和我打声招呼，并顺手递给我一支香烟。

我很想拒绝，想谎称自己不会抽烟，但我觉得
还是诚实一点好， 如果老板因为抽烟而拒绝
录用我也认了， 于是我大胆地接过老板的香
烟，点燃后开始“吞云吐雾”。老板没有出什么
古怪的题目，只是让我谈谈工作设想。我有条
不紊地讲完后，老板做了肯定并指出了不足。

“想知道前两个应聘的人为什么没被录用
吗？ ”我没有吱声，只是惊讶地看着他。 “我这
辈子最烦别人说谎话， 你们在会议厅都抽烟
了，而他们两个人却说从来不抽烟，这样的人
我怎么敢录用呀？诚实好说却难做，尤其关系
到自身利益时！ ”我依然没有说话，只是为自
己刚才的抽烟举动汗颜。

如今，我在这家单位工作了一段时间，并
得到了老板的赏识。最难得的是，在老板的帮
助下，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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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烟龄的我终于把烟戒掉了。 在
这里我只想说，找工作的朋友们，在关系到自
己的利益时，一定要拿出勇气，做一个诚实的
人，这样终究会有老板赏识你。

绣花鞋

会心

常常驻足在很有品位的鞋店，明知自己早已不是穿
绣花鞋的年龄， 明知自己早已失去穿绣花鞋的身段了，

却在营业员的冷眼下， 很执著地登上桃红色绣花鞋，在
镜前扭动，望着镜子里小丑般的自己，瞧着镜中那臃肿
的身体，越看越不像个良家妇女，于是木着脸放下鞋，走
出门的那一刻不禁潸然泪下。

少女时的我，曾多少次因自己穿着一双双崭新的绣
花鞋而鹤立鸡群。

我家小院杏花飘落的时候，母亲便开始用平日积攒下
的旧布头，打浆糊，在饭桌上粘布头，贴在窗旁的红砖墙上，

等干燥后，“嘶啦”一下掀下来。 一张长方形的袼褙就出来
了。 我最喜欢看母亲头顶杏花瓣儿在树下挑选花布的样
子，选一块红色的放在我脚上看着说，二呀，你看这块行不？

又选一块绿色的说，你看这块艳不？ 直到我们母女都满意
了为止。 剪完了鞋帮，母亲搬出她的红匣子，那里装着闪着
光的五彩丝线，是三姨从四川寄来的，母亲曾举着丝线向
邻居们炫耀着：瞧瞧，这可是纯正的蜀绣丝线哟！ 母亲不会
画画，却极会画花儿。月季、牡丹、莲花、荷花……被母亲
画在纸上，绣在鞋上，便绽放在我的脚尖上。

绣花鞋多年后，当我搂抱着被疾病折磨得痛不欲生
的母亲，眼前浮现的就是那时的场景。 在母亲的飞针走
线中，一朵粉红色莲花绽放在绿莹莹的鞋面上。此时，夕
阳的光线披在母亲及肩头的花瓣上。 夜里，母亲拿出早
已准备好的鞋底， 这些鞋底是母亲在冬季时打麻绳、一
锥一针纳出来的。 母亲按大小一双双把它们捆在一起，

包上牛皮纸放在炕琴下面。 母亲将鞋帮缝在鞋底的时
候，我的眼皮开始打架。 恍惚中，母亲冲着我笑说，闭上
眼睛睡吧，噢……我闭上眼睛，耳边响着母亲拽绳子的
声音。 “嗖嗖嗖”，每拽一下，母亲就用锥子把儿缠上绳子
用力勒着，扎一下，穿一下，勒一下……早晨起来，一双
绿莹莹的绣花鞋放在窗台上，鞋里被母亲放进湿漉漉的
江沙。母亲说，鞋紧，用沙子撑一下才能穿，鞋做得松，就
会越穿越走样。

我报答母亲的是主动跑到大酱缸前：妈，今天我捣
酱，捣一千下，嘻嘻……母亲正头顶“云雾”在厨房蒸发
糕，说，那鞋等明天再穿。平日淘气的我，穿上新鞋竟不会
走路了。 走路的姿势也变了，变成了内八字脚，走几步便
把鞋往裤腿上蹭一下。 放学回来，忙着向母亲汇报：今天
东院李婶夸我的鞋好看；西院的黄姨说你妈手真巧……最
后我告诉母亲：妈，对不起，我今天在学校演《白毛女》跳
芭蕾舞， 你看……母亲看到我鞋底的前尖被磨掉一层
皮，“叭”的一声，母亲的手掌落在我的后背上，说，以后
再也不给你做鞋了。

第二年春天，小院又飘杏花的时候，一双桃红色绣
花鞋摆在我的眼前……

其实，很久以来，直到今日，我一直期待着母亲还能
再给我做一双绣花鞋，现在看，那只是一种期待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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