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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我来到了一座矿山工
作。领导分给我两间平房。和我一起
住平房的双职工一共有二十几家。时
间一长，左右隔壁的邻居逐渐熟悉起
来。大家经常拿出一把椅子坐在外面
织毛衣、聊天，打打牌，遇到左邻右舍
弄好吃的，大家就相互串门尝尝鲜、解
解馋，这场面很温馨，也很温暖。

一转眼，孩子到了上小学的年
龄。我和妻子在城中心贷款买了新楼
房。起初，大家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
你，进出都是一样的动作：随手关门、
生怕有贼进去似的。直到 3 个月后，
这种僵局才被打破。由于我家小孩跟
邻居家小孩年龄相仿，经常一起在楼
下草坪上游戏。时间一长，大家彼此
之间就熟了。住在楼上的住户跟我家

关系很好。两
个慈祥的老人
带着外孙和外
孙女，负责两个小孩上学的接送、吃
饭、督促做作业等任务。

有一次，我家三口出门旅游了两
天，回来已是晚上9点多。到了6楼门
口，我们发现楼上老大爷坐在楼梯间。
我正诧异，老大爷说，傍晚，两个年轻人
正在拆卸我家楼梯间的防盗网，还振振
有词地说是主家让拆卸的。老大爷急
中生智，说楼下明明是我二儿子的房
子，你们编故事也太离谱了吧。两个小
伙子见被识破，撒腿就跑。为了防止他
们返回“故伎重演”，老大爷就这样一直
守到晚上，直到我们回来。为此事，我
和妻子至今都深受感动。

女儿工作和成家后，在市
区买了一套新房，是依山傍水
的 电 梯 公 寓 ， 让 我 搬 去 一 起
住。我考虑了一阵，委婉拒绝

了。
我们这里是个旅游城市，科技文化繁荣，空气好、

生活成本也不高。一些综合要素比较好的小区，买主都
来自省内外四面八方，偌大的一个小区人来人往，却忙
碌得有些冷淡。相对于我记忆深处和现有的这种率性和
睦的邻里关系，那些“高大上”的小区对我没有吸引力。

从年轻时参加工作，几经搬迁，最后住在单位的楼
房里，一住就30多年了。左邻右舍都是同一个厂矿不同
岗位的工友，每天楼里楼外都会碰面几次，加之旧式楼
房的住户面积原本较小，楼房改建时各户的独立阳台一
一打通，形成了一道公用的走廊。

后来各家的临时厨房都定点定位搬到了一起，旁边
还有公用厕所与垃圾池，这样邻里间的往来交流就更多
了。一到下班时间，大人们在一起洗衣做饭，聊聊家
常，孩子们聚在一起写作业和玩耍，其乐融融。

这些年我和邻居们的相处都很融洽，在我眼中，近
邻真的胜似亲友。我的文化不高，家里条件也一直不大
好，女儿读书时，邻居家的哥哥姐姐总是热情帮她辅导
功课，有时遇到衣物需要晾晒而天气又湿冷连绵时，热
心的邻居让我拿着衣物去他家的洗衣机里脱脱水再晾
……我和女儿也总是经常主动而愉快地帮年纪较大的邻
居打扫一下户外卫生、倒倒垃圾、从集市和商店顺路带
回一些蔬菜和日用品……

最近，女儿又和我就此事谈了几次，我告诉她，现
在交通方便，她的新家我自然会去经常拜访和偶尔居
住，但我更喜欢现在的老房子和老邻居。

辛海天整理

赶着北京房价不高的那一阵，我
搬进了 25 层的高楼。但是从搬进去
的那天起，自家房门一关，除了手机
上自己的小圈子，仿佛就与外界失去
了联系。刚开始，我觉得终于有了自
己的隐私空间，可接下来的日子，下
班回家后吃饭、睡觉，早晨起床又去
上班了。周末做做自己的事情，外出
走动走动，一天就又这样过去了。甚
至在一年之中，我都不知道我的那些
邻居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分不清哪些
是主人，哪些是客人。在楼道里见面
犹如陌生人，擦肩而过。甚至有一
次，楼里的邻居问我，你是哪里来
的，你找谁？我感到好意外，原来在
同一座楼里住了一年，我们都没有碰
过一次面，说过一句话。

在这楼房住了有 20 年，真没料
到，打破这“与邻隔绝”状况的，竟
然是一只小狗。那天一下班，快到我
家楼梯口，我发现楼下邻居家的门敞
开着，一只机灵的小狗站在门口，傻
傻望着我汪汪直叫。于是，我走过
去，没想到它一点儿都不认生，一个
劲儿往我怀里钻。这时，主人走出来
对我笑着说：“这狗太调皮了。”就是
这简单的一句话，让我正式认识了我
的邻居。从此，见了面我们都会很友
好地打招呼。现在我基本上能叫出小
区里所有狗的名字，见面一句“豆
豆，你也来啦”，大家关系立马就热
络起来了。在我看来，大家只要能以
诚相待，就不会有陌生和冷漠。

刘博瑶整理

我大学毕业不久，到林茂社区工
作时间也不长，认识的居民自然不
多。我家在距大连百十公里的另一个
城市。一个女孩子家独自租房生活在
这里，人生地不熟，出门在外处处
难。想想在家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再看看现在孑然一身的自己，我也心
怀忐忑。家中的合叶窗坏了，一直没
有维修，家里的窗户打不开，这大热
天的，让我如何度夏？

终于下决心更换了。家中没有工
具，我忐忑地敲开了楼下邻居的门。
不认识我的张叔听我说要修合叶窗，
二话没说，带上工具来帮我修。反反
复复装卸用了近一个小时，张叔终于
为我修好了窗户。我过意不去，想留

张叔吃饭，被他
婉言谢绝了。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

“远亲不如近邻”的真谛。能感受到
夏日的凉爽，要多亏了住在楼下的张
叔。社区书记说，咱这是和谐社区，
这回还真让我体验到了。

我打电话告诉妈妈说，原以为大
城市的居民住在钢筋混凝土的森林
里，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没想到楼下热心的张叔虽然跟我不认
识，却帮我解决了窗户通风的大问
题。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他才好。
妈妈说，没想到，城里住在高楼大厦
的人也那么热心，现在还是好人多
啊。

鲍文锋整理

好邻居暖人心
■ 魏 辛

辽宁省大连市八一路街道林茂社区工作者

在我看来，生命在于运动，资金
在于流动，邻居在于走动。

当下的我到了成家立业的阶段，
恰好赶上房价还不算离谱的时候，准
备购置一套新房。左挑右选，除了房
屋质量、楼层、户型、位置等传统因素
外，人文环境也是我的一个衡量因素。
让我欣慰的是，正巧一个“男闺蜜”也准
备买房，于是我们愉快地成了邻居。

我和“男闺蜜”从购房、房屋办证、
装修到乔迁新居，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后来索性婚礼也一起举行了，甚至连
下一代也是同时段萌芽成长。平时下
班后，我们两家总相互串门问声好，周
末和节假日，也时不时一起游玩或举
行家庭派对。有时两家的小两口闹矛
盾“内战”时，对方总能及时主动“先生

外交”、“夫人
外交”或“小孩
外交”，去化解
沟通……去年，我们两家还双双被社
区评为“和谐家庭”，我很庆幸，这是与

“男闺蜜”多年深厚的友谊分不开的。
如今的现实是，在外表光鲜亮丽

的高楼大厦里，各家各户却更像一个个
精致的牢笼，住了一年半载，都还不知
道旁边对面的邻居长啥样。一些年轻
小夫妇遇事给父母打电话、上网百度甚
至报警，也不肯或不敢出门几步去按响
邻居的门铃。像我所在的小区这样不
断有亲戚、朋友、同学同时相中房子择
邻而居的毕竟不多。所以，邻居是熟人
或闺蜜，也许更能过得简单和开心些。

黄自宏整理 范 飞摄影

邻居是“闺蜜”
■ 拉 巴 西藏拉萨 警察

邻居是“闺蜜”
■ 拉 巴 西藏拉萨 警察

楼房照样温暖
■ 曹正方 湖北三鑫金铜股份有限公司员工

小狗打破僵局
■ 杨占霞 北京某宾馆员工

不熟！

我从小就生活在农村，住的
是平房。前后街，东西院，邻居

好似自己家一样，逢年过节、红白喜事、大事小情、修
工垒垛，都能聚一聚，互相帮工捞忙。当年二女儿得大
病，也是邻居们帮助送到医院，才保住了生命。直到现
在，我仍然感谢那些邻居。

后来，我家搬到城里，住上了楼房。一个单元算是
近邻了。可这时，邻里之间总像有座推不倒的隔离墙，
即便是同一栋楼里，邻居也是相见陌生，老死不相来
往。我住的这个单元，由于是单位住宅，虽然没有来
往，但总算互相认识，可我朋友老张住的那个单元就不
然了。整个单元十多户人家，互相都不认识，没有任何
来往，甚至碰面都不说话。

有一天夜里，老张的岳母病故，她的儿子在美国工
作，根本就赶不回来。女婿老张因为腿摔坏了，在床上
打石膏，又下不了地，把女儿急得干打转转，不知所
措。想去对门寻求帮忙，几次想敲门，却怎么也举不起
手，因为不熟悉，又是丧事，实在不好意思惊动人家。
后来，我和老伴儿及时赶到，帮助他们处理完丧事，而
他们的邻居还不知道呢。

住楼房邻居关系相处得之所以不那么融洽，一是
来自天南地北的人们凑到一座城，住到一个楼，短暂
的集聚让人们很难进行交流。二是城市里的人，上班
下班有严格的规律性，即使住一栋楼里，也因所做的
事情有差异，走不到一起，常见不到面。我认为，不
管什么原因，和谐社会还是应该从邻居之间的和谐做
起。

出 生 在 上 世 纪 70 年 代 末 的
我，小时候就生长在邻里融洽的

大环境里，对儿时“邻居”这两个字的回忆依然那么温
馨、那么甜蜜。那时候，虽然各自都是单家独户，住着
小平房、小瓦房甚至是小草房，但是，邻里之间的关系
非常亲密。有好吃的一定会和邻居分享，有困难了不用
说都会得到邻居的热心帮助，生怕自己去晚了，如果由
于未能知晓而没有帮上忙的，事后还会埋怨主人……一
到了傍晚，邻居家门前的大院坝就会成为小伙伴疯狂玩
耍的天堂。不管谁家的孩子，不管有多大年龄，都会在
饭后不约而同地聚集在一起，捉迷藏、过家家、跳皮
筋、推铁环、打沙包……甚至翻墙爬树！小伙伴的欢笑
声、打闹声，家长的呼喊声、打骂声此起彼伏，热热闹
闹而又暖意融融。

光阴似箭，转眼间，儿时回忆中的场景已经是 20多
年前的事情了。过去一间间的小平房变成了今天一栋栋
矗立的高楼大厦。防盗门关上了邻里沟通的心门，高墙
挡住了彼此亲近的勇气。同住一个小区却视而不见，连
住在家对面的邻居也不知姓甚名谁，就更不用说“要根
葱、串个门”了。女儿今年7岁多，她最喜欢听我讲自己
小时候的故事，每每看到她羡慕而又向往的眼神，心里
真不是滋味。生活好了，可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却远
了，我们给孩子最简单的快乐也少了。除了早教班、兴
趣班、学校，就是动画片、游戏机等电子产品。如何让
他们学会与人相处，怎样让他们融入社会？似乎，应该
从和你的邻居说一声“你好”开始。

问声“你好”难
■ 廖光华

四川成都三医院 团委书记

近邻亦需经营
■ 陈希国

吉林省九台市退休干部

还是老邻居好
■ 廖伦德

四川乐山退休工人

“你认识你的邻居吗？”
这话要是20年前问，大家会不屑一顾——怎么会不认

识？都一个门里的，大人没空，对面小孩都是放在我家照
顾的，连年夜饭大家都是一起吃的。

这话要是七八年前问，不少人也许会犹豫了——算是
认识吧，轮到自己收水电费时，楼上楼下要跑一圈，至少
脸熟。

再往后，这话要是现在问，大多数人，特别是新建小
区里的住户会说，不认识……

在北京土生土长的我，童年在
老北京四合院里度过。说起成长经
历，那可真是得意于我的好邻居
们。或许很多小朋友都和我一样，
吃着百家饭长大。记得一次我发高
烧，爸爸出差，妈妈值夜班，也是邻
居背着我去急诊输液。邻居出差，
居然敢把家门钥匙放在我家。冬
天，邻居们在一起储存大白菜，好一
幅热闹的生活画卷，显现的是那个
物质匮乏的年代大家互助互爱的高
贵品质。

再后来，生活条件改善了，大家
陆续搬进商品房，门和电梯似乎把
我们全部隔绝开。不知何时，习惯
了放学下班各回各家、各找各妈的
生活方式，再也不会有谁去邻居家
蹭饭。一次在电梯里，我试探性地
和邻居打招呼，结果却把对方吓一
跳，躲闪后，又勉强冲我笑笑。在小
区里，有邻居能在一起说笑的，也都
源于他们养的宠物爱在一起玩耍，
说来是不是很可笑？

原本在中国，邻里关系历来被
坊间重视，孟母三迁、择邻而居、远
亲不如近邻等，无不是中华民族邻
里关系的真实写照。必须承认的
是，现代人生活节奏加快，隐私观念
和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加强，社会服

务水平越来越高，分工越来越细，只
要花钱，专业人员就可以上门服务，
不用再麻烦街坊邻居。再加上城市
生活，不仅忙碌，还压力山大，早出
晚归。结果楼道虽窄，人跟人却越
走越远，邻里关系逐渐淡薄。很多
人不知道邻居是谁，脸上越来越冷
漠，为一点儿小事就打到物业、闹上
法庭的事层出不穷。由于邻居间缺
乏真诚沟通，久违的“不是亲情胜似
亲情”的邻里情成为人群交往的稀
缺资源，由陌生而产生的隔阂困扰
着当下的国人。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12个
词语中，“友善”是最后一个。它形
容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
对亲朋的友善，对陌生人的友善，对
社会的友善……友善就像一面镜
子，美好品德都能在其上映射光芒，
满足着人们内心深处爱与被爱、关
心与被关心的渴望。我以为小区或
业主委员会可以充分发挥化解邻居
间隔膜的优势，多组织“邻里节”、

“邻里结伴游”一类的活动，建立多
姿多彩的“邻里互助网”，为邻居提
供加强交往、增进友情的平台。既
然有缘同楼住，何必老死不往来？
从现在做起吧，用我们的友善和温
情撑起邻里守望相助的一片天。

■ 马薪蕊

用友善化解隔膜

▲上海某小区居民在过“邻居节”。 新华社发

▼尹正义绘 （光明图片）▼尹正义绘 （光明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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