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虚构微故事非虚构微故事
记录生活百态记录生活百态

欢迎投稿欢迎投稿““生活生活””副刊副刊！！
电话电话：：1393803993613938039936

副刊生活 112017年1月20日 星期五 责编：谭艺君

◎家有儿女

□贾 鹤

每到孩子假期来临，都为怎么
安排她的假期生活忧虑。

家有6岁孩童，自己还不太懂有
计划地安排假期生活，我要做的就
是做一个科学的规划者，把时间分
割成一块块空白，让孩子在空白里
涂抹自己的色彩。

按我的计划，每天上午要求孩
子阅读两本绘本。一直觉得阅读不
仅开阔视野，增强孩子的理解力，
而且培养孩子从小养成阅读的习

惯，会受益终身。虽说现在阅读的
媒介众多，手机、网络、电子书等
这些阅读工具都在改变传统的纸质
阅读习惯，但读书本身是一个需要
静心、咀嚼、回味、沉淀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让孩子和书中的文
字邂逅，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在这
暖阳初生的冬日，和孩子手握一本
纸质书，整个世界的喧嚣都隔绝在
外，只有心灵和文字的对话，让心
灵在一点一滴的阅读中浸润，获得
滋养。要让孩子从小就感受到，阅
读是这世上最惬意的事。

家长在引导孩子阅读的同时，
浸染在俗世的疲惫身心也会得到净
化。童书中那些简洁又充满感情的
文字，会为孩子打开一个色彩靓
丽、充满想象的世界，这个世界纯
净无瑕，没有暴力、仇恨、血腥、
丑恶，只有柔软的爱和真善美。

在 《弗洛格的睡衣晚会》 中，
我们跟着这只可爱的绿色小青蛙，
和它的朋友鸭子、小猪、野兔经历
了奇妙的一夜，几个小伙伴开始做
游戏，比赛谁睡得最晚，互相打趣
睡得最早的是大睡虫。读到这里，
孩子和我都禁不住笑出声来。你有

没有回想起那些亲身经历过的生活
片段，童年时期和几个小伙伴挤在
一起玩闹的亲密岁月？在 《亚利克
斯和露露》 中，我们最初和亚力克
斯有一样的疑惑，怎么和露露有那
么多不同呢？从生活习惯到运动爱
好，从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到入睡前
的最后一件事，几乎完全相反，这
样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怎么可能成为
朋友？带着疑惑我们读完整个绘
本，才发现正是有了这许多的不
同，两个人反而有了更多的包容和
欣赏，原来不同的两个人求同存异
也可以成为一对好朋友。看到最
后，我和孩子都会心一笑。孩子用
稚嫩的童声问：“妈妈，是不是就
像我和罗静惠一样，虽然我们也有
很多不同，但我们却是最好的朋
友。”我微笑着点头，欣赏地看着
她认真的小脸。这就是阅读的作
用，用简短的文字，润物无声，在
孩子小小的心灵里撒播下友爱的种
子。

阅读不仅启迪心智，而且健全
人格。带着阅读的芬芳，插上梦想
的翅膀，这个寒假，和孩子一起阅
读、一起成长吧！

寒假，和孩子一起阅读

□李群涛

春节的气氛越来越浓了。
这天我回到老家，父亲一个人

静静地在院子里坐着，看见我进院
子里，似乎想站起来，但努力地欠
了欠身子，又坐了回去。父亲老
了，花白而稀疏的头发凌乱地贴在
脑后，消瘦的脸颊刻满了皱纹，看
我的眼神有些呆滞，嘴角似乎也耷
拉着。学医的妻子说，父亲有老年
痴呆的征兆。我不敢仔细端详父
亲，害怕与印象中那个身材板正、
头发浓密、知识渊博、谈吐文雅的
父亲作对比，更害怕触动心里那柔
软的痛点，我知道父亲早晚会离我
而去。

父亲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高中
生，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我小
时候，每到春节临近，都是父亲最
忙的时候，因为全村家家户户的春
联几乎都是父亲写的。

那时候还没有卖春联的，家家
户户张贴的春联都是手写的。犹记
得，春节前附近的乡亲们陆续到我
家里，一手拿着红纸，一手殷切地
递烟，央求父亲帮忙写春联。父亲
似乎把写春联当成了自己的义务，
总是笑眯眯地接过红纸和烟卷，然
后交代来人晚上来取。那时候春
联五花八门，有大门的、厨房的、
堂屋的、院子的、水缸的、牲口屋
的……家里堆满大大小小的红纸，
有薄的、有厚的，有大红的、有鲜
红的，有粗糙的、有光滑的，红纸
把简陋的堂屋衬托得暖意融融。

父亲用小刀把各家送来的红

纸，根据需要裁成宽窄不一的竖
条，再折叠出写字的方格。然后，
铺在桌子上，蘸满浓浓的墨汁，当
第一滴墨汁落在红纸上，淡淡的墨
香弥漫在整个屋子。父亲龙飞凤
舞，一副副对联很快完成了。

我喜欢看父亲写春联，替父亲
用小手轻轻按住红纸。每写完一
幅，帮父亲摊到地上，让墨汁晾
干。父亲记忆力特好，谁家几副对
联、都什么对联，他记得清清楚楚。

吃过晚饭，取春联的人逐渐多
起来。他们并不是拿起春联就走，
而是要坐下来闲聊一阵。于是，东
头的李大爷、西头的李大伯、南头
的张叔叔、北头的王侄子，聚满屋
子。大家围坐在火盆周围，说着村
里的逸闻趣事，一根又一根地抽着
自卷的旱烟。我喜欢依偎在父亲身
边，也喜欢嗅他们不断吐出的旱烟
味，听他们讲上下五千年的“野
史”。那时候没有电灯、没有电视，
守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有着唠不
完的话题、说不完的故事。我直听
得靠在父亲的怀里昏昏睡去。

“廿八，贴花花”，农历廿八是
家家户户张贴春联的日子。大早上
起来，我就跟在父亲屁股后面，揭
掉去年的旧春联，把门框或贴春联
的墙壁打扫干净，端来母亲熬好的
糨糊，用一把秃了的皴帚 （高粱梢
做成的类似刷子的工具） 蘸上浆
糊，细细刷一层，拿起春联工工整
整贴上去。贴春联一般是要忙活半
晌的。正对着大门一般有“出门见
喜”，院子的树上有“满院春光”，
大缸上有“川流不息”，就连喂牛的

石槽上也贴上“六畜兴旺”。瞬间，
整个村庄变得喜庆起来，各家大门
上、院墙上、电线杆上、大树上都
贴满春联，但笔迹几乎都是父亲一
个人的。走在大街上，看看火红的
春联，心里升起对父亲的崇拜。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父亲也老
了。“爸，今年别买春联了，咱还写
吧？”我想找回童年的回忆，于是对
父亲提议。父亲猛地抬起头，混浊
的眼神瞬间清澈起来，嘴角微微上
扬，连声说“好”。于是，我忙碌起
来，买红纸、裁竖条、购墨汁、泡
毛笔，一切准备就绪，父亲又拿起
毛笔，颤颤巍巍顿下去，犹如打太
极拳一样不急不躁、不慌不忙，顺
势而为，一幅遒劲有力的春联横空
出世。父亲写完后，意犹未尽地看
着写完的春联，嘴里说着：“老了，
老了，没有以前写得顺手了！”但父
亲谦虚的话语却掩饰不住孩子般的
得意。我的眼睛有些湿润。父亲没
有老，只是没给他发挥作用的平台。

以后每年的春联都要手写，我
要让老父亲一直写下去！

父亲的春联

□魏得强

我睡觉爱打鼾，我自己当然不知道，这是
老婆告诉我的。我有些愧疚，打鼾毕竟不是文
雅的事。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几年我的睡意
浅了，竟然发现老婆睡觉也打鼾。哈哈，这下
扯平了。

打鼾应该是大老爷们专属的吧，女人打鼾
算什么？首先和端庄淑雅距离远了。想象中，
打鼾的女人应该是《水浒》中孙二娘那类人，
泼辣、大嗓门，干活吃饭都和男人一样，大大
咧咧的。可是，生活中的老婆不是这样的。

我把我的新发现给老婆说了，本想扯平这
件事，但被她矢口否认了，而且很狡黠地质问
我：“打鼾？我怎么会打鼾呢？你是为了心理
平衡吧？”不过，当她又一次打鼾时被我推
醒，竟也无地自容。想象一下，半夜里，我俩
各自为战，都用鼾声为自己梦中的战场鼓号齐
鸣的时候，那是一个怎样轰轰烈烈的场面！如
果此时有小偷进我家，也会大吃一惊、扭头就
跑的。

我的电脑和卧室在一块，我有半夜写文章
的习惯。常常当我文思泉涌，自由地在键盘上
行走的时候，老婆忽然一个翻身，开始了她梦
中的战场，我的苦恼一下子就来了，思绪也跟
着她的鼾声抑扬顿挫，像坐在一辆颠簸的汽车
上，思绪随之起伏。此时老婆真是打鼾高手，
一个尖音上去，应该缓慢下来的吧，却来了个
急刹车，鼾声戛然而止。眼睁睁地看一篇文章
夭折，我恨不得把她从床上拽下来。

看来我们要分室而居了。但是“善解人
意”的老婆突然不打鼾了，每天都在床上辗转
反侧，失眠成了常态，脸色也憔悴了很多。我
知道，是岳母的癌症让她日夜操劳造成的。岳
母患了癌症，家里兄弟姊妹都在外地打工，照
顾岳母的任务就落到了老婆身上，老婆每天医
院家里跑来跑去，顶不住了。

她这样下去一定会崩溃的，能帮她一些什
么呢？和老婆闲聊，她说最遗憾的是母亲劳碌
了一辈子，却没有享一点福，想让她多活两
年，尽尽孝心。我想到了我医院的朋友，让医
生去劝解她效果会更好。果然，面对专业医生
的劝解，老婆明白了有些病是人类无法战胜
的，只能慢慢平静下来，尽我们所能让老人病
痛减轻一些。

其实反过来想想，老人很多时候期待的是
儿女们生活得更好，甚至，在老人面前用笑声
和她交流，是对她最大的孝心。

听从了医生的忠告，老婆开朗了许多。在
她的感染下，岳母也认为自己的病不是什么大
病，慢慢地有了笑容，配合吃一种治疗肺癌的
新药。半年过去了，她甚至能在家养鸡养鸭，
和邻居们说说笑笑了，让医生都感到是一种奇
迹。

妻子终于又有了鼾声，那鼾声在我听来，
似跳跃的音符，有着优美的节奏感。现在，每
当我半夜醒来，听到这鼾声，内心总是充满幸
福，希望它再嘹亮一些。

鼾声嘹亮

◎家庭故事

◎围城交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