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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儿女家有儿女

□杨小平

儿子小时候，总是和我腻在一起：在田
野里放风筝我跟在他后边；夏季夜里摸蝉
蛹，我用手灯照，他去抓住放在小罐里；秋
后在犁好的黄土地上，我俩各拿一只鞋去追
着蝗虫打；冬天的雪地里我们俩还会一起打
雪仗、堆雪人。

我喜欢看书，书架上、桌子上、床上，
到处是书。既然是朋友，儿子当然也喜欢
了，这也许就是爱屋及物吧。他总爱让我给
他讲故事，像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狼王
的故事等，我边看边讲，我讲得有声有色，
他听得津津有味。

现在儿子已经上初中了，我发现很多事
情已经不再是我所能控制的了。电脑、电
视、手机、网络，不管你喜不喜欢，孩子接
触的世界越来越丰富。如果要给他灌输我的
意志，显然有违我们以前建立起来的好朋友
关系。

“儿子，放假了，你怎样度过有意义的
寒假呀？”刚放寒假时，我问儿子。

“上学累死了，趁假期，玩个痛快，梦
幻西游我快掉到垃圾层了，我要好好升升
级，和朋友们战它几场。”儿子兴奋地说。
我也装着很高兴：“好呀，这叫劳逸结合，
不错。咱俩定个规矩好不好。”“啥规矩，
说。”儿子问。

我说：“儿子，你不知道吧，老爸的作
品在报纸和网络上发表好几篇了。”儿子惊
讶地说：“你的作品真的变成了铅字？”我把
自己发表的作品拿给孩子看，并说：“你也
应该努力哟！为了让你过个有意义的假期，
我给你挑了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和高尔基
的 《童年》 两本书，你看，书的封面多漂
亮！”

“谢谢爸爸，我知道老爸是怕我迷恋电
脑。”儿子欢喜地接过书。我又拿出两本
书，“你看爸的这两本书比你的厚多了，《当
代著名散文集》 和路遥的 《平凡的世界》，
我们一同啃书好不好？”“好呀，老爸四十多
了还要努力。放心吧老爸，看了以后，我一
定写一篇读后感，你也评价一下你儿子的作
文水平如何。”儿子激情满怀。

儿子像以前一样又借来了下学期的书
本，这让我很欣慰，儿子知道用功学习了。
我责无旁贷地陪儿子读课文，为儿子讲解文
章的内涵。儿子高兴，我当然更喜悦。他还
总夸我知识渊博哩。

就这样，放假的这些天，我和儿子相互
学习。我写的每篇文章，儿子都认真地读、
认真地评。对我回忆的童年往事，他总会发
出疑问，“那时咱家就那么穷？你的童年生
活真那样苦？”我会把过去的事讲给他听，
那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
时代的社会背景。我们属于那个大家都不富
裕的时代，而你们属于幸福的一代。他听得
聚精会神，而对我童年的游戏充满好奇。我
们就这样边读书边学习边交流父子感情。

虽然我写的作文不能称得上作品，但是
能让儿子读懂老爸那个时代的故事，对儿子
来讲，不也是对他的一种教育传承吗？假
期，需要大人在烦琐的杂事中，静下心来陪
孩子一同享受读书的乐趣。和孩子一同成
长，我们都将受益匪浅。

陪孩子
过个书香寒假

□李群涛

我的老家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庄，
那里住着俺的爹娘。娘越来越老了，
但父亲身体不好，所有的家务和田里
的活都是娘一个人干的。

春节前，我匆匆赶到老家，只有
父亲一个人在客厅寂寞地坐着，在暖
气 扇 旁 边 打 盹 ， 直 到 我 喊 了 一 声

“爸”，他才恍惚间醒了过来，脸上荡
漾起灿烂的笑容。

“爸，俺妈呢？”我满屋子瞅娘的
影子。“你妈去找村里那几个老太太
聊天了，走时也没拿手机。”父亲满
脸堆笑地回答我。

我拉个小凳子坐在父亲身边，有
一搭没一搭地说着村里的事。

爹娘生养我们姊妹四人，唯一的
收入就是那几亩责任田。在我的记忆
里，爹娘每天都忙忙碌碌，地里似乎
总有干不完的活。我们这个地方普遍
种植小辣椒，爹娘从开春一直忙到腊
月，育苗、移栽、浇水、打药、砍

伐、运输、采摘、挑拣、出售，每个
环节都浸透了爹娘的汗水。就是靠这
几亩薄地，爹娘把房子从草房变成瓦
房，又从瓦房变成平房，姊妹四人虽
说没有锦衣玉食，但也丰衣足食，并
且都靠自身奋斗走出了这个小村庄。

不知不觉天色暗了下来。“爸，
俺妈怎么还没回来？去谁家聊天了？
我去喊她！”我不断地催促父亲。

“嘿嘿，你妈不让我告诉你！”父
亲狡黠地笑笑。“哎呀，爸，你看看
都几点了？一会儿我还要赶回城里
呢。”我有些不耐烦了。“你妈不让我
说……其实……其实她是去邻村拣辣
椒了！”父亲吞吞吐吐说了实话。

“什么？娘去打工了？这么冷的
天！”娘已经快70岁的人了，是个大
字不识的农村老太太，想到她此时正
坐在北风呼啸的田地里挑拣辣椒，
我的心疼痛极了。我仿佛看见，娘那
双粗糙的手，布满一道道冻裂的伤
口。娘就是用那双手，把辣椒分拣出
来，再交给市场的老板，又用那双手
接过几张皱巴巴的钞票，小心翼翼地
掖进口袋里。娘为了多挣一点钱，中
午带着干粮。我仿佛看见娘不断地舔
湿嘴唇，我知道娘很渴，但那里没有
热茶。那凄冷的风啊，灌进娘的脖
子，也灌到了儿的心里！

我走出家门，赶紧跑到村口，一
遍遍张望。天已经完全黑了，还是没
有娘的影子！我的心犹如被猫抓了一
样，慌乱不安。时间一分一秒地过
去，道路上依然不见人影。等待！等
待！等待！终于，随着一束微弱的灯
光，母亲骑着电动车回来了。

“儿啊，啥时候回来的？怎么也
不提前给娘打个招呼？”看到我，娘
抑制不住内心的惊喜。“妈，你怎么
又出去干活了？”我轻声责备劳累一
天的娘。“娘闲着也是闲着，你爹身
体又不好，娘出去干活和玩差不多，
一天能挣七八十块钱呢！娘能多挣几
个钱，你们姊妹几个不就少操点心
嘛。”娘安慰我说。

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劝说娘，
因为这些事，我已经劝说她无数次
了。娘怕我们阻拦她干活，曾经背着
我们去浙江采茶叶，去新疆摘棉花，
去鄢陵挖树根，娘是在用生命养家糊
口。我更不知道用什么词汇描写俺
娘，她没有文化，脾气急躁执拗，但
她却用坚毅的力量支撑着这个家。

娘一刻也没闲着，赶紧洗手走进
厨房，要给我烙最爱吃的烙馍。我哪
里忍心拒绝娘，也走进厨房帮忙。

厨房昏暗的灯光下，娘烙馍的身
影映照在墙壁上，显得异常高大！

母亲去打工

□周桂梅

春节全家团圆是老人们的心愿，
也是农村的习俗。今年春节，在庆祝
全家团圆的同时，我还请全村的孤寡
老人，到我家吃了一顿团圆饭。

看见这些老人，就想起我的父
母。养父是前不久去世的，他有我们
四个女儿，可是养父在世的时候，我
们一起过年的机会却很少。何况这些
孤寡老人，都是无儿无女，过年时，
身边连个亲人都没有，心里一定很寂
寞。

年前，我就有了让这些孤寡老人
在我家吃顿团圆饭、过个热闹年的想
法。

记得去年春节前，那天是腊月廿
四，我看到我们村的一个孤寡老人蓬
头垢面、邋里邋遢的，在集市上晃来
晃去，就想请孤寡老人们洗个澡。于
是，我给一个稍微年轻点的光棍汉交
代了一番，让他把全村60岁以上的孤
寡老人召集到一块，由我出面，请他
们集体到澡堂里洗个澡，将这一年的
灰尘洗干净，过个舒服年。

这些老人有些在我村的敬老院里
居住，有些留在自己的独家小院里，
要想把他们召集在一起，还得费半天
工夫。我好不容易才把他们召集在一
块，大概有二三十个。我领着他们来
到村里一家澡堂，给开浴池的老板
200 元钱，并嘱咐说，让这十几个老
人先洗，一会儿凡是咱村的孤寡老人
来了，你都让他们进去洗洗澡。

可是，老板不让80岁以上的老人
进去。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是怕担责

任，万一老人晕在澡池里，他可不负
这责任。

为了防止老人们晕池，我每人给
他们一盒饮料来解渴。好说呆说，才
让所有老人都洗了澡。

今年我改变了方法。
这天一大早，我就一个一个邀请

他们中午到我家吃团圆饭。从村东头
到村西头，我骑着电车跑了半个小
时，才把他们全部通知完。

有人问我，为什么请他们吃团圆
饭？有些人还不好意思到我家里来。

我给他们解释说，这几年我家富
裕了，这顿饭我请得起。让老人们聚
在一起热闹热闹，找找大家庭的感
觉。我的两个女儿已经长大了，将来
我们两个和你们一样，也要住进敬老
院养老。等我们老了，社会上也会有

人来关心我们。
这天中午，我做了 8 个菜，又熬

了一锅银耳莲子羹。到了中午12点，
我把饭已经做好了，这些人还不见踪
影。我连忙派我的邻居，把他们再喊
一遍。20 分钟后，来了十几位老人，
其他人都不好意思过来。

我说，不等了，准备开饭。一会
儿谁来了，锅里给他们剩的有饭菜。

看着老人们津津有味地品尝着这
些饭菜，我觉得好开心。因为那里面
有一份爱心、一份温暖，一份很特别
的年味。

他们临走时说，没想到你平时干
净整洁，还不嫌弃俺这邋遢人哩。今
天俺们真是太幸福了！

以后，每逢春节，我都要请他们
吃顿团圆饭。

请孤寡老人吃顿团圆饭

◎◎美好人间美好人间

◎家庭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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