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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栋良

闲时回趟家，老父亲一
个人在种麦晒豆。在路口见
到 他 的 时 候 他 正 扬 场 ， 没
风，借了个吹风机。早就不
让他种地了，他却一直舍不
得丢下那几亩地。豆子装袋
时 剩 下 一 捧 碎 的 ， 我 说 算
了，留给小鸟吃吧。老父亲
赶紧说：“小鸟不吃豆子。”
系口时他自言自语：“农村人
在家种地是个事儿干，闲着
闲着身体就垮了。”豆子装了
十来袋，一袋100多斤。我连
拉带拽放进库房，累得“呼
哧呼哧”的，腰都快断了。
我问他：“不是早让你把地承
包出去的吗？”他忙解释说，
自己还干得动，赖好能给我
们减轻点负担，能顾住自己
吃花，我们在外边挣钱也很
不容易。他还开心地告诉我
存了多少钱，这钱是用来给
我们干啥事准备的。

两 行 热 泪 在 眼 角 打 个
转，又被我憋了回去，心里
一阵酸楚。我说麦子也种上
了，这次可以跟我去城里住
几天了吧？没想到老父亲爽
快地答应了，收拾了一塑料
袋衣服，又说去代销点买几
条烟。我说城里啥都有，不
缺，你这些东西不用带，就
是拿过去我也找机会扔了。
一听这话，他赶紧又检查了
一遍，说这是谁谁在外地买
的衣服，穿着不合适，给我
送来了，一直不舍得穿，还
新着哩，好几百块钱呢。看

我不作声，他又精减了
一遍，只拿了几件。

等老父亲再次把家
里巡视一遍，确定啥都
安排妥当了，才上了我
的车。我们边走边聊。
车速不敢太快，他老是
唠叨开车要稳当，比骑
车快点就可以了。晃晃
悠悠到郾城都中午了，
我带老父亲进饭店，炒
两个菜，要了两碗烩
面，算账时一算几十块
钱，老人家有点不高兴
了，说就咱俩，一人吃
碗面都中了，要的菜也
吃不完，有点可惜了，
城里又不吃剩饭，也不
养畜牲，太浪费了。我百口
难辩。其实我是为了让他老
人家吃好点，他辛苦一辈子
了，我想让他享享福，证明
一下孩子有实力了。

吃了饭，老人想走走，
我 们 俩 边 走 边 谈 论 起 漯 河
的 变 化 ： 哪 条 路 变 化 大 ，
以前这里有个啥、现在变成
啥了……脸上的笑容和滔滔
不绝的话语，拉近了我和父
亲的距离。

父亲在我这里住了一段
时间，慢慢的我发现父亲脸
上笑容少了，总是爱说起老
家的人和事。老父亲平时喜
欢抽5元一包的红旗渠烟，也
爱喝两口小酒，喜欢和老家
的叔伯们打两圈麻将，打牌
的时候烟瘾很大。我估计父
亲是想家了。

说实在的我真想和父亲

永远在一起，想和父亲躺在
同一个被窝里哪怕就那么一
宿，像我孩提时那样钻进父
亲宽大的胸怀。想着想着，
几滴害羞的泪水伴着怀念的
微笑，居然从眼角滑落。

这一天我们早早吃过晚
饭 ， 我 带 父 亲 来 到 开 源 景
区。在父亲身边，我就像个
学生，他就像个老师，他边
走边跟我讲解，我听得津津
有味。凝望着河上街璀璨的
夜景，父亲突然叹了口气。
我 知 道 父 亲 是 想 家 了 。 我
多 想 报 答 报 答 操 劳 一 生 的
父 亲 ， 让 父 亲 能 在 我 这 儿
多 住 一 段 时 间 ， 可 从 父 亲
那 惆 怅 的 表 情 里 ， 我 看 得
出 年 迈 人 内 心 的 寂 寞 。 父
亲 终 究 是 不 属 于 城 市 的 。
我决定送父亲回去，回到他
的乡村，只要他开心快乐就
好。

父亲进城

□连英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有一个
天蓝色的摇篮。它的四周是木
栅，只有一个可以上下的床口，
摆在那里，温馨典雅。在那个年
代里，它不失为一件时尚的家具。

这个摇篮曾见证我家两代人
的成长。小时候，我和弟弟都
是在这个摇篮里长大的。小小
的摇篮不仅记载了我童年的幸
福，也见证了我的人生历程。
小时候，我每天都是伴随着妈
妈的摇篮曲，在妈妈微微晃动
摇篮时进入梦乡。我比弟弟大
一岁，我俩几乎同时长大。随
着我们的渐渐成长，摇篮成为家
里的“文物”，但摆放在那里仍
觉得很亲切。

这个摇篮伴随我们从东北到河

南，从部队大院到市委大院，从漯
河到舞阳……女儿出生后，摇篮
又派上了用场，女儿也在悠悠摇
篮曲中慢慢长大。

家里很多旧家具都扔掉了，
可妈妈总不舍得扔掉这个天蓝色
的小摇篮。许是妈妈对我们童年
的念想吧。直到有一天，我们搬
进了新居，满屋的新潮家具，实
在没有摆放它的位置，我们才决
定处理掉它。那一夜，妈妈久久
地抚摸着它，眼里充满泪水。多
年以后，妈妈当时的表情还在我
脑海里浮现。那时我们不以为
然，当我也步入老年，女儿成家
离开了我，失落感倍增，才深切
体会到母亲的良苦用心。

儿时的摇篮虽然已不复存
在，可抹不去我心中的无限感
恩无限爱。

摇篮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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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颖勇

下午6点多，我正在家里忙
着做饭，突然门铃响了，我接听
门铃电话，听到小区看车子的老
梁说，“快出来，有点事找你。”
我开门出来一看，11号楼住的一
个老太太拉着小孙女的手，脸色
苍白，神色慌张地站在那儿，旁
边还有老梁和另外一个人。

这时，老梁走到我身旁，对
我说：“这个小闺女的手砍破
了，你骑车子送她去医院。”我
说：“行，马上就出发。”我到跟
前一看，那小姑娘用迷茫的眼睛
无助地看着周围的人。她奶奶语
无伦次地说：“我在做晚饭，她
在写作业，我正忙着，她跑过
来，拿刀砍甘蔗，不小心一下就
砍住了手指头。”“那甘蔗放在一
个袋子里，不知道她是怎么看见
的，自己找到的。我看见她手流
血了，赶紧捏住，就往楼下跑，
下来找人……”

老太太的儿子在北京工作，
媳妇在娘家办的超市里帮忙，家
里只有她一人照顾小孙女，天天
接送孩子上下学。她对别人说，
她给媳妇打电话了，没人接听。
我说：“快，咱们一起去医院包
扎一下。”她听了我的话，就
说：“我的电动三轮车在楼下，
钥匙在我的兜里，你掏出来，去
开车。”她两只手死死攥着小孙
女的手指头。我刚掏出来钥匙，
她又说：“再给她妈妈打个电

话，我手机在裤子兜里。”我在
她手机通话记录中找到孩子妈妈
的电话并拨出去，还是没有应
答。我赶紧去推来三轮车，把小
女孩抱上车，飞快地向县医院的
方向驶去。

到了医院，直奔急诊室。值
班护士说，这个情况要去住院部
骨科，一直向南，在四楼。我们
又赶往住院部。医生看后说：

“要办住院手续。”这时候，孩子
妈妈的电话终于打通了，她说已
经开车赶来，马上就到了。等到
晚上6点半的时候，孩子妈妈赶
到了，她气喘吁吁，脸色煞白。
我帮助她办理了住院手续，并安
慰她们不要紧张。孩子开始做缝
合手术，我们在外边等着，直到
做完手术，安排好病房，我才准
备离开医院回家去。这时候，老
太太要回家拿衣服和用品，我就
和她一起骑三轮车回家了。

回到小区后，人们看到老太
太回来了，就七嘴八舌地问长
问 短 ， 得 知 孩 子 没 有 伤 到 骨
头 ， 才 松 了 口 气 ， 纷 纷 安 慰
她。这时，小院里的张大妈见
到老太太回来收拾东西，就跟
着上楼到她家里帮忙，还从家
里拿来了鸡蛋，帮助做好了鸡
蛋汤。等老太太收拾好要带到
医院的物品，我又骑三轮车送她
到医院。一路上，寒风呼呼地刮
着，路上漆黑一片，只有远处有
一些灯光。老太太对大家的帮
忙，感到十分温暖。

这样的故事，小区里发生的
还有很多。邻居们平时没有什么
来往，关键时候“该出手时就出
手”。感谢这温暖的人间。

小院笑声扬

中国古代传统伦理学说十分重视“仁
爱”的概念，早在孔子提出“仁学”学说
之前，古人就已经开始了对于“仁”的
探讨。《诗经·郑风·叔于田》 有“洵美
且仁”的词句，《诗经·齐风·卢令》 也
提到“其人美且仁”。这些诗词把“仁”
与“美”结合到了一起，实际上蕴含了
对于美好人性的向往追求。而这种朴素的
人文观念，正是我国志愿者精神的最初来
源。

有学者研究认为，志愿者精神的起
源，无论是在中西方，均来自于古代的
美德与伦理学说。在西方国家，《荷马史
诗》 的广为流传让美德的学说广泛传
播，“希腊七贤”中的梭伦、毕达哥拉
斯、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也对美德论
进行了补充发展。中国的志愿者精神起
源与之相似，早在夏商周时期，就开始
有了最原始的道德观念，而进入春秋战
国时期，由于经济发展，出现了诸子百

家争鸣的文化繁荣阶段，“仁爱”的精神
开始被大力倡导。虽然各家学派对于道
德的概念有各自不同的解读，但是都赞
成基本的道德准则与价值取向，其中极为
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他人的关爱与对社会
的奉献。

传统理论讲求“知行合一”，因此在
孔子的学说中，做到道德达标，比认识道
德概念更加重要，“仁”的最终价值在于
实践，在于爱人、爱众。韩非子认为，

“仁”就是对别人无私的爱，拥有爱人之
心的人，希望看到别人幸福，不愿意别人
遭受灾难，他们为别人付出，但不追求回
报。而墨家对于爱的理解，更趋向于平
等，也更加接近我们现在的实际。墨子
提出了“兼爱”的学说，实际上也是强
调“为人”“爱人”。总而言之，这些理
论都体现了助人为乐的本质，而这正是志
愿者精神得以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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