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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亲 故事

外公离开我们已经许多年了，他
那慈祥的影子总会时不时映现在我的
脑海里，但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外公
那花样繁多的礼物。

记得我7岁的时候，父母曾经把我
寄在外公家里好长一段时间。每天早
上，我还在甜蜜的梦乡，外公就去地里
干活了，当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回来时，
第一件事就是把手伸进他那从不离身
的蓝布兜里，把他给我准备的礼物拿
出来。夏天，外公从里边掏出桃、杏等
水果；冬天，外公不是从里边拿出一把
花生，就是拿出一两颗糖果，或者别的
什么小零食。因此，外公的蓝布兜在
我幼小的心灵里，就像是“聚宝盆”一
样，里面的东西仿佛无穷无尽，从不曾

空过。
一年冬天，有一天我起床后，往门

口一看，只见雪下得竟有半尺厚，我问
外婆：“外公呢？”外婆说：“下地去了。”
我睁大眼睛问：“这么大的雪还要到地
里干什么呢？”外婆笑着对我说：“他
呀，希望能逮到一只野兔作为今天的
礼物。”

这一天，雪一直下个不停，我和外
婆吃过中午的饭等了好长时间，外公
才披着满身的雪花走回来，手里真的
提着一只肥硕的野兔。等外公脱下外
套，我赶紧拿来毛巾，想替外公擦掉他
眉毛、脸上的雪水。“哎哟！”外公突然
痛苦地叫了一声，我吓了一跳，连忙停
下来，只见外公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甚至还有两道伤痕。

我忙问：“外公，您的脸怎么了
呀？”外公明明痛得吸溜着嘴，却装作
毫不在意地说：“追兔子的时候，不小

心摔了一跤，没事！”外婆说：“都多大
的人了，要是摔坏了腿脚怎么办？”外
公笑了笑，对外婆说：“老伴教训的是，
下次一定注意！”

那天晚上的餐桌上，满满一盆兔
肉，真的是格外香。但逮野兔摔了一
跤的外公却没怎么吃，大半的兔肉都
进了我的肚子。

不久之后，我终于还是离开了外
公家，背起书包走进了校园。从此，我
就很少能享受到外公的礼物了。1990
年的清明节前夕，那一天，天气格外阴
沉，我正在家里背书，忽然父亲脸色悲
戚地从外边回来，沉痛地对我说：“你
外公去世了。”我“哇”一声哭了，眼泪
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不停地滚落下
来。这是我预料中的事，但没有想到
来得这样快。

就在三天前，我曾看望过外公，他
已经不能下床，每说一句话似乎都要

喘半天的气，精神很不好。但当他看
到我时，眼睛里仍然像过去那样闪烁
着慈爱的光。外公伸出瘦弱打颤的
手，拉着我说：“又长高了……该上初
三了吧？”然后示意一旁的外婆从墙上
摘下一个打满了补丁的蓝色粗布兜。

外公伸手从布兜里摸出一支崭新
的钢笔，哆嗦着递给我，对我说：“外公
看不到你参加中考了，这是外公托你
舅舅给买的一支钢笔，就算是外公最
后送你的礼物吧……”我忙说：“外公，
您不会……”外公抚摩着我的手，说：

“你要好好学习……”这是外公跟我说
的最后一句话，没想到竟成了永远。

那年中考，我如愿考取了师范学
校，毕业后做了一名教师。外公临终
前送我的那支钢笔，早就不能用了，但
我一直珍藏着。每年的清明节我都会
拿出来擦一擦，一看到它，外公的音容
笑貌仿佛就在眼前。

最后的礼物
●侯兴锋

●春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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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老家朋友
的孩子办喜事，他接
到电话一脸兴奋。

为了我和儿子，
我的父亲母亲离开
了生活半辈子的家，
和我寄居在人生地
不熟的地方，一年到
头 也 回 不 去 两 三
趟。对家和亲人的
思念，应该是我所不
能感同身受的。那
些老邻居、老朋友还
有老酒友深深植入
父亲母亲的回忆。

仍然记得那时
的老宅，五间土坯
房，一棵不知种于何
时的老枣树，巨大的
树冠遮住了半个院子，一棵老态龙
钟的石榴树，年年开满火红的花，
结一树笑咧了嘴的石榴。房子东
面是一大片闲着的院子，里面种着
菜、堆着柴禾、养着鸡、拴着牛、圈
着羊和猪。

院子围着矮矮的土墙，北面被
雨水冲塌了，用树枝扎了一段篱
笆，有一个小木门方便直接从这个
院子里出去。院子外面是一片树
林，多数是榆树和杨树，出了这片
林子，是一大片水塘，夏天可以听
见满塘的蛙鸣。每天早中晚，都会
有住在附近的人们，牵了牛到塘边
来饮水，牛儿们喝得很卖力，好像
要把满塘的水都喝进肚子里。

父亲母亲每次回家，我都执意
开车送他们，可他们都坚持自己坐
公交车。一大早走，很晚才回来，
然后兴奋地给我和儿子讲他们在
老家发生的事。

还是老家好，轻车熟路，打开
门锁，院里四处都是生命的迹象。
满眼的碧绿，草丛里绽放着各种颜
色的花朵，孤寂中有蓬勃，荒凉里
现生机。它们不因主人的抛弃而
怨恨，也不因即将走到尽头的生命
而颓废，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
也要呈现自己的存在，为自己的最
后一程涂上最明丽的亮色。

院子里石榴树已经枯死，那棵
老枣树依旧茂盛，占着院落一方天
地，老两口拨开一条路，走进厢房，
厢房门后有一把弯镰，已经锈迹斑
斑，厢房旮旯里有一柄扒锄同样锈
迹斑斑，厢房内有一块磨刀石，可
以让它们恢复原有的面目，重归使
命。

老两口开始清理院子。
从下锁，门咣当一声响起，老

家旧邻就已经知道父母回家了，他
们不急于奔过来，而是走进自家小
菜园，他们要留给老两口足够对故
园抒情的时间，然后抱一捆菜、拎
几个沾满泥巴的青皮萝卜，挤进院
门。空手来的三叔嗓门最大，笑起
来人都发光，那一定是准备好了中
午的饭菜。

老两口似乎看到了厨房里，三
婶性急地挽袖口，已经闻到了饭
香，已经听到灶台后的陶罐里，腌
制的黑猪腊肉，贴着锅沿，“滋滋”
地响。

一桌人吃饭，大声说笑，一起
聊故园、聊乡情，聊一些地里种植
的新品种，还聊一群儿女。

有多少人明白，返璞归真才是
人间正事？

边身 故事

杜鹃的啼声

头一次和表姐上山，就看见了
杜鹃。山上的树林里，有各种各样
的鸣禽，在树叶间探头探脑地吟
唱，渐渐地，一种高亢激越的啼声
越来越响，明亮而轻快，单调而执
着。随之，我听见树林里传来振翅
声，一个灰色的身影飞快地掠过树
枝，带着清亮的啼声朝我们飞来。

“杜鹃！杜鹃！”表姐大声叫了
起来。我惊喜地抬起头，望着它那
在长空中翻飞的身姿。聆听着它
那动听的歌声，我听见它在叫“快
快布谷”，我听见它在唤“割麦插
禾”。多懂事的鸟儿啊！杜鹃，杜
鹃，可是你我有缘？从那天起，我
便偏爱上了它。

表姐也非常喜欢杜鹃，只不
过她已是位小老师了，不像我那
般孩子气。她拖着我下了山，执
意要我去看看她的班级。这也算
教室？四根木柱垒起四面泥墙，
茅草稻叶胡乱搭起了屋顶。四面
窗子残破不已。无法想象，风起
时，教室里的人会冷成什么样子。

我替表姐抱起不平来，堂堂的
师范生竟在这种地方执教？表姐
却眨闪着大大的眼睛，对我说：“这
地方虽不好，可是也要有人教孩子
们读书写字呀，何况我教的这个班
里既有小不点，也有大个子，很有
趣的。”

我抬头看着四壁，只见土墙上
张贴着几张杜鹃图，一面墙上还插
上一个竹筒，几杯清水，养着几朵
雏菊。无疑，这全都出自表姐之
手。我实在无法衡量她心里装着
多少爱多少热情来对待这个地
方。我听见表姐幽幽地叹了口气：

“唉！寨里的人宁愿让孩子辍学去

打工，也不让孩子上学。”我扭头看
着她，一个单薄的身影孤单单地站
在屋中央。

临走的时候，表姐又拉着我上
山去听杜鹃的啼声。她轻声对我
说：“表弟，你知不知道，其实杜鹃
是一种很苦的鸟，它老是叫着叫
着，把舌头叫破了，满嘴淌血，可它
还是不停地叫，所以，人们叫它‘啼
血杜鹃’！”我的心莫名地难受起
来，因为我懂了表姐的意思。

一去外面闯荡就是二十几年
——当兵、打工、做生意。杜鹃声
是再也没有听见了，可关于杜鹃的
知识倒是长了不少，总想着有朝一
日再叫表姐一道去听杜鹃叫。可
是不久前，表姐却走了，扔下她的
学生，扔下杜鹃，悄悄地走了，没能
等我和她一道再去听鹃声。

听乡亲们说，表姐是在寻访一
个辍学的学生时靠在大石头上睡
着的，却再也没有醒来。我一遍又
一遍地对自己说：“不，不，表姐不
会睡着的，即使她睡着了，凄厉的
杜鹃声也会把她唤醒的！”

夜气如磬。我坐在窗前，耳畔
忽然响起凄厉的鹃声，我探身向窗
外看去。没有杜鹃，可是鹃声在我
耳边越来越响，我看见了，我看见
一只浑身缟素的哀鹃，迎着风雨，
竭力呼唤着，喉咙哑了，舌尖破了，
点点碧血尽洒长空，它呼唤着，呼
唤着那些离学校越来越远的身影。

哀鹃，哀鹃，你又何苦呢？我
的眼泪流了下来。之后，我偶然在
一本书上看到宋人写的一首绝句
中的两句诗：“子规夜半犹啼血，不
信东风唤不回。”我想我终于理解
表姐了。

的家 故事

忆奶奶
●陈 亮

不觉间，奶奶已离开我们4年多
了，在奶奶离开的这几年里，我时不
时就会想起她老人家来。可是在这
个世界里，我再也见不到奶奶的身
影，听不到她的声音了。

在奶奶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是我
一直陪伴着她，天天为她端饭、给她
洗脸、喂她吃药……特别是我的妻
子，她为我分担了许多家庭重担。

我的母亲，一生勤勤恳恳、孝敬
公婆，是一位受人尊重的贤妻良母。

但因为一次突发性疾病，连母亲自己
也未曾料到，一向身体强健的她因为
疏忽，积劳成疾而撒手人寰。

母亲离开后，父亲根本不懂料理
家务，生活的重担自然就落在我和妻
子肩上。前些年，妻子生育第二个孩
子，我除了要照顾她坐月子，还要照
顾年迈的奶奶，生活的重担时常压得
我喘不过气来。

一次，奶奶拄着拐杖去村里体
检，不小心被石块绊倒，额头还被尖
石块磕了一个大口子，鲜血染红了整
个脸庞。我赶紧叫车将奶奶送到医
院进行包扎，伤口一共缝了10多针，
尽管打了局部麻醉，医生每缝一针奶

奶还是疼得直哆嗦，我摁着奶奶的
头，看着奶奶疼痛的样子，我是既生
气又心疼，但又欲哭无泪、欲诉无言，
只能独自承担。

在奶奶最后的日子里，因为她长
期卧床不起，几个姑姑都有轮流来照
顾，但时间久了，大家总还是得回家
过自己的日子、照顾自己的家人，最
终还得由我们自己来承担。

妻子每天除了照顾孩子，还要照
顾奶奶，连我那两个年幼的孩子也长
期帮着为奶奶端饭。奶奶离开后，家
里忽然少了一个人，让人感觉很不习
惯。清明时节，对奶奶的思念再次涌
上我的心头。

间人 烟火

一碗面条岁月暖
●仇士鹏

在我家，父亲母亲都喜欢吃米饭，
唯独我喜欢吃面条。

面条是机器做的，很规整，顺滑、奶
白，卖相、口感极佳，而且伴有香醇的面
汤。一碗面条下肚，胃里满是暖洋洋的
舒适感。

但下面条是件麻烦的事。本来母
亲只要多煮些饭，然后热一热，一家人
就够吃了，单独为我下面条的话还要
去洗菜、刷锅，母亲忙碌了一天后，到
晚上也想歇一歇。父亲是干体力活
的，吃面条容易饿，所以他只吃米饭。
因此，母亲就会和我商量，多吃点饭将
就下。但小时候我脾气很倔，她没办
法，便想到了折中的主意，早上吃面
条，中午和晚上吃米饭，剩下的饭留到
第二天早上给父亲吃，这样一家三口
都能接受。

那时我正在长身体，所以每天母
亲都会在面条上放两个煮鸡蛋，我不
喜欢吃鸡蛋，而且食量不大，可又拗
不过母亲，便只吃一个，把另一个压

在碗底，然后把吃剩下的面条推给母
亲，对她说“我吃饱了”。母亲当然很
快就发现了我的把戏，但她并不介
意，只要我吃了一个就达到了她的最
低要求。

有一段时间，我会想在晚上也吃面
条，但中午剩下的干饭太多，让我无法
提出这个略显自私的要求。我就提前
两个小时躺在床上，裹着被子，似睡非
睡，装出一副快要发烧的模样。母亲心
疼我，便问我想吃什么，这时，我便轻声
答道：“那你下点面条吧，多放点菜。”而
多余的剩饭，便只能放在冰箱里，留在
第二天中午给父亲吃了。

不过，自从有一年我在小院的厨房
里给母亲煮药，被蚊子咬了一腿的疙瘩
后，我就没再在晚上让母亲去下面条
了。虽然她从没跟我说起，但我偶尔见
过她的腿上，蚊子咬的包被她挠得又大
又肿，上面还嵌着指甲印。而她的脸
上，始终是云淡风轻的笑容。

母亲的厨艺还可以，至少在父亲的
对比下显得高超很多。但家里并没有
调料去调出鲜美的味道，于是每次吃面
条时我都会倒很多醋，否则碗里只有面
粉和青菜的味道，刺激不了味蕾，只吃

一点就腻了。
母亲曾跟我说起她的童年时光，那

时候家里很穷，难得有点面条，直接用
水煮了，然后五个姐妹分掉。舅舅还想
抢母亲碗里的面条，被母亲用筷子狠狠
敲打了回去。可能在这种环境中长大
的上一辈人的味觉系统在岁月中早已
生锈，反应迟钝，就像父亲，只在乎吃进
肚里耐不耐饿，酸甜苦辣已渐渐不在考
虑范围。

当然，如果他们愿意，还是可以拥
有灵敏的味蕾的。我第一次下面条给
母亲吃时，她就告诉我味道很咸，肯定
是盐放多了，而且是左边咸，右边淡。
不过母亲还是一筷一筷地吃完了，脸上
带着还算满意的笑容。

以前，母亲会把方便面里没开封的
调料包存起来，等到下面条的时候撒进
去，但自从她听说调料包里充满化学添
加剂后，她就把她的存货全扔了。有时
候，家里有熬出的鸡汤，母亲就会用鸡
汤下面条，既滋补又鲜香。

母亲做的面一直陪伴着我的童年，
养成了我生命的底色和质地，让我的一
生像是一根面条在水中渐渐变得饱满
而明亮，柔韧而有弹性。

当寂寞的雨
水滴进午后的缝
隙，一席家常话，

就荡在父亲的唇边，
母亲的针线箥箩中，
弯弯绕绕，穿过我童
年的记忆。讲故事
的人，已经成为故
事。听故事的人在
故事的断章中找不
到出处，任思念的泪
水化作片片纸蝴蝶，
飞向天尽头。

父亲，我多么想
再听一听您那“咚
咚”的大鼓书，清明
时节总有雨纷纷，正
是农闲说书时，父
亲，虽然现在已不是
那时候，可传统的东
西，总带有泥土的芬
芳，像陈年老酒，历
久弥香；我多么想在
一个阳光暖暖的午

后，提着鱼篓，再跟您一起去撒渔网，
让我那青涩的童年鲜活一次，像那
些鱼儿虾儿活蹦乱跳……

或许就是现在，父亲，我用被您
牵过的手，插进旧光阴，穿过清明绵
长雨丝，就有一场隔世重逢，让老房
子的门墩模仿您的憨实寡言，敦厚
我人生的底盘。

母亲，喊一声，泪水就滚落下来
了。如果我的泪水就是您的脸庞，
母亲，此刻，我多么想就这么贴紧
您，贴紧您的温热，永不离分。

母亲虽不识字，却很会说一些
地方民俗文化和生活上的歇后语。
每当冬天来临，母亲就开始背她的

《数九歌》。上小学四年级时，我把
母亲的《数九歌》写进作文，被语文
老师打了个“甲”，回来乐滋滋把作
文本翻给母亲看，母亲向我竖起大
拇指说：“狗撵鸭子，呱呱叫。”

有时候，看班上女同学穿上漂
亮的衣服，放学回家后，我就开始在
母亲身边磨磨叽叽，母亲当然明白
我的意思，板着脸道，不好好学习的
话，就是“三两棉花，不弹（谈）”。母
亲是个坚强能干的人，她的生活理
念就是一切都得靠自己的努力和劳
动，才来得最踏实。

“鱼奔深处，人奔恩处。”这也是
母亲在世时常说的一句话。每年正
月，她都要叫姐姐和我一起去一个
远在他乡的表舅舅家拜年。在我们
家困难的时候，曾受过表舅舅的接
济，母亲念念不忘铭记在心……后
来，表舅舅也过世了。可母亲那枙
子花般朴素的言传身教，一直芬芳
着我生活的脚步。

都说“人间最美四月天”，可我怎
么看都是一半明丽，一半伤情。自在
的飞花轻若梦，无边的丝雨细如愁。
皆因我失去了世间最疼我、最爱我的
那两个人！当暴风雨来了，我在哪里
找寻那双双庇护的翅膀？

无论儿女有多大，失去父母双
亲，在人间永远都是孤儿。太阳不见
了，云娃娃会悲戚；月亮不见了，星孩
子会哭泣。当我走在这个没有父母
的归途上，只有那无尽的怀想裹着淅
淅沥沥的清明雨，伴着我走向那芳草
萋萋而又无可奈何的伤心地。

不思量，自难忘；一思量，泪断
肠。唯愿天下父母双亲健在的儿女
们，都能够尽快尽力去尽孝心，不要给
自己留下“子欲孝而亲不在”的遗憾！

间人 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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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展示着它美丽的姿容，
把婀娜多姿的花朵撒遍山野。

槐花打着骨朵时，正是摘野花
的大好时机，我们一群孩子走进山
中，只见一群群的蝴蝶和蜜蜂在围
着槐花舞蹈和采蜜。我们把嫩绿
的叶片和乳黄色的花朵一起采摘
下来，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涩味和淡
香。回家后，将槐花用水烫过，便
可与豆豉一起炒，也可以用来蒸饭
和包包子，香味浓郁，特别下饭。

玉合花长在高大的树上，采
摘时必须攀上树枝方能有收获。
玉合花有着白色的花朵和淡蓝色
的花朵，比其他花朵要大好几
倍。摘回家用开水煮上几分钟，
捞起后置入冷水中浸泡一下便可
炒食。吃不完可以用双手拧掉水
分，装进塑料袋，放进冰箱里冷藏
几个月都行，想吃时拿出来解冻
后就可以烹饪。

苦刺花总是一丛一丛的，如
隆冬里星星点点的雪花开放在田
野。含苞的，犹如蘸满墨水的毛
笔；绽放的，远远地便散发出一股
苦味的清香。

苦刺花长在刺上，花朵又小，
所以采摘时要十分小心，稍不留
神手指就会被扎出血，又痒又
痛。儿时摘苦刺花时，都不知道
被扎了多少次。记得小时候，每
到苦刺花开的季节，母亲每天都
要到山上去采摘。摘回的苦刺
花，一小部分留着自己吃，大部分
作为饲料养猪。将苦刺花用水煮
后，再放进水里漂上一天，捞出掺
上少许玉米面，猪吃了膘肥体壮。

此外，故乡还有许多可以采摘
的野花，如石榴花、棕花、油菜花
……它们都可以吃，都有各自的味
道。爱花、采花、吃花，使我们艰苦
的童年生活有了色彩，有了快乐。

风如 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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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野花故乡的野花

童年的味道 李荣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