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永洁在本地物色到一个如

意人，一个姓吴的远房本家青年。

她估量了形势，父亲必然要反对他

们。正在彷徨无计的时候，吴老太爷

家里两三个长工青年想到了一个整

治吴老太爷的办法。

这个远房姓吴的青年听了这个办

法，很犹豫了一阵子，他说：“你们倒

是狠狠地臊了吴老太爷的皮，但是

我们两个被绑起来，弄到祠堂去，丢

人现眼，也太难堪了。”

一个叫吴二的长工青年说：

“那有什么？你们两个情投意合，合

情合理。”

但是这个远房姓吴的青年还有

顾虑，要是他们两个被绑着磨墩拿

去沉河，绳子的活扣没有弄好，一下

子真的两个都沉到河底去了呢？另

外一个叫王三的长工青年说：“绝不

会的。我们拴的活扣万无一失，一下

水，磨墩就分家。我们有两个人在水

里等你们，把你们送上一条等在后

面的小船。”

远房姓吴的那个青年没有什么

可说的了，他说他要去和吴永洁好

好商量一下。出乎这个青年的意料，

吴永洁丝毫没有迟疑就同意这个逃

走的计谋。

长工吴二紧紧张张地跑到吴

老太爷的上房去，对吴老太爷说：

“老太爷，有件事向你报告。是幺小

姐的事。”

“幺小姐咋了？”

“她犯了老太爷的律条了。”吴

二说，“她跟远房那个老屋院子的

吴 … … 吴 少 爷 … … 勾 … … 勾

起……大家说，等你老人家来，不

来不散。”

吴老太爷只好去看个究竟，叫

两个秋二扶住，到老屋院子里。吴老

太爷颤巍巍地站在那里不动，他忽

然宣布：“抬回我家的堂屋去，我先

要拿他们来家祭，晚上再抬到大河

船上来。”

沉河还是要沉的。吴老太爷上

了大船。吴二很担心，如果他要亲自

来检查那被包绳，一提就会散包。他

们不希望出现的事情，偏偏出现了。

吴老太爷很当一回事地走到船板

边，对吴二说：“时辰快到了，把捆的

绳子都弄好。”

忽然“莫忙，莫忙，等到我……”

一个女人的声音。她呼天抢地地向

河岸奔来，不是别人，正是吴老太爷

的幺女吴永洁呀。吴二和王三明白

了，原来是吴老太爷在家里掉了包

了。那么，这包里边是啥子人呢？吴

二把活扣一拉，被单包就散开了。从

包里出来的另一个人，吴二、王三一

看，啊，原来是才给她立了贞节牌坊

的吴王氏这个老太婆。

吴老太爷见吴王氏被放出包

来，他下意识地把身子往后一缩。这

老太婆很随便的样子，冷冷地说：

“你叫人来叫我去，我来了，你倒把

我抓起来。我一直在盘算，我就是死

了，变成鬼了，也要来找你，算清今

天这一笔账以后，还要算清过去的

那笔账。没有想到，我活着就能和你

算账，哈哈哈哈！”

吴老太爷简直吓得发了昏，他没

有想到今晚上在这么多人的面前，在

女儿的面前，受到公众的审判，法官便

是他的年轻时代的相好女人。吴王氏

还是那么冷静，“你满口的仁义道德，

一肚子的男盗女娼。”

她的这一席话，把大家都听得

呆了。

后来吴王氏回去以后，要求推

倒她的贞节牌坊，可是谁也不愿意

把一个好好的工程推倒。她站在那

里向大家宣传，再不要守节了，寡妇

的日子是最痛苦不过的日子。后来

听说她吃斋念佛去了，说是要赎取

自己的罪孽。说到吴永洁和她的情

人，那一对青年，就没有什么好说的

了，他们在大家的同意之下，结了

婚，不久他们都上省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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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年来临前的一天，我接

到了小云的电话。小云说前一阵

病了，出院之后跟父亲回了天津。

她接到叶子电话的时候，叶子已

经决定嫁人了，让她作伴娘。叶子

在电话里把两张电影票的事简单

说了一遍，然后总结道：“其实电

影票不过是个引子，我见过那个

女孩，比我好……怎么说呢？重要

的是我不相信男人，我累了，想歇

一歇。爱情又有什么用？只会让人

心碎。”

据说叶子在结婚那天美若天

仙，几乎所有的宾客都在心里羡

慕着年届60的老船王。

小云说：“叶子让我告诉你……忘

了她。”

千禧年钟声敲响的前五分

钟，我喷着一嘴酒气，像个疯子一

样敲响了肖琳的家门，带着某种

补偿心理近乎粗暴地占有了她，

她没反抗。

第二天我从睡梦中醒来，看见淡紫

色的床单上有一滩完全干透了的

深色血迹。片刻之后，我明白了。

春节肖琳没有回石家庄过年，她以

我正式女朋友的身份拜见了我的

父母。

我和肖琳开始了同居生活，感

情在生活的细枝末节中变得浓郁

起来。有时我也会想起她，想起那

个远在天边的女人，一想就是万箭

穿心的疼。

五一长假，我随肖琳回石家

庄，当着肖琳家里人的面宣布：我

跟肖琳今年9月9号(取长久之意)

登记，国庆节举办婚礼。

这天下午，我去中关村办事，回来

的路上手机响了。

“喂？”我说。

“喂……”只一个字，所有的记

忆顷刻苏醒，我的手开始轻微颤

抖，干脆把车靠边儿。

“喂？”我又说。

“是我……”叶子的声音开始

清澈起来。

我去见了她。她说她只是来看

看我，但一阵怨恨之后，我的思念

不可抑制。身后房门一关，我把叶

子放到床上，掀起了她的裙子……

手机忽然响了，我的脑海里闪现出

肖琳的酒窝——— 但只有半秒钟，我

一边吻着叶子的身体，一边把手机

朝洗手间的大理石地面上扔了过

去。铃声戛然而止。 那一夜，我们

再度融合。

醒来的时候，伸手一摸，叶子

不在身边。我拧亮房间里所有的

灯，一个小小的首饰盒映入眼帘，

是去年我送给叶子的生日礼物，盒

子下面压了两张纸，一张是酒店退

房的押金条，还有一张信笺：

海涛：

当你看到这张字条的时候，

我已经走了，请再次原谅我的不

辞而别。感谢你曾给了我一生中

最美丽的时光，感谢你曾给了我

一片天空，好让我自由地来去。如

果我深深地刺伤过你，请原谅，因

为同时，我也伤害了我自己。

如果你恨我，那就恨吧，总

比爱我要好受一些吧？我信命，

也许，一切一切都由上天安排好

了。现在，你有你的幸福，我有我

的生活，昨日一见之后，你我尘

缘了尽，从此从此，你和我，只是

两条平行线，再没有交点。祝贺

肖琳，她是这个世界上我所见过

的、最幸福的女人。

叶子2000年5月18日草

我苦笑了，这真的就是命么？

走出酒店的时候，是下午1点

半。回到家，肖琳坐在沙发上，两只

眼睛红红的，叹了口气，说：“海涛，

我只想问你一句，婚，还结吗？”

“结！”我点点头。

之后肖琳再也没问过那天

的事。

帮奶奶搬玉米
莱山区东轸格庄小学 三年级学生 任子汉

指导教师 王建龙游九龙池
南通路小学 四年级六班 杨舒萌

指导老师 贾松丽

我的小狗“笨笨”
莱山区实验小学 二年级五班 金盛鑫 指导教师 周丽丽

“笨笨”是我家小狗的

名字，还是先让我告诉你它

为什么叫“笨笨”吧。它学东

西学得特慢，反复教它好几

十遍也学得不是很好，但学

得很认真很可爱，所以就起

了个“笨笨”这个名字。

“笨笨”长得有点胖，

毛色是黑白相间的，身上

大部分是白的，尾巴和眼

圈处是黑的，很好看。“笨

笨”爱吃肉和鱼，尤其是带

点肉块的排骨，给它一小

块排骨，它会拿到角落里

去啃那块骨头，生怕被抢

着。而且我发现小家伙挺

会过日子，好吃的肉块它

有时留着，藏在床底下或

鞋里，等没什么好吃的或

我们晚回去时留着吃。

我经常带它出去散

步。一到室外，“笨笨”显得

有些胆小，只要我走到哪

儿它就会跟到哪儿。如果

我把它的身子翻过来挠一

下它的肚子，它就在那儿

一动也不动，小家伙会尽

情享受着。

我喜欢我这可爱的小

狗─“笨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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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那天早上，姥

爷和姥姥领着我去菜地

里收花生。在路上，我看

见树上挂满了红彤彤的

大苹果和甜甜的桃子，真

诱人啊。

来到菜地边，远远望

去只见一片花生叶子，像

一片绿绿的小树林。我迫

不及待地拿起镐头，飞快

地刨起土来，可是一点儿

也没看见花生的影子。姥

爷看见了，摇着头对我

说：“刨花生的时候，要向

下使劲挖，不能轻轻地

挖，如果刨浅了，很容易

就把花生砸得粉身碎

骨。”姥爷给我演示了一

遍，姥爷微微弯着腰，瞄

准一棵花生，抡起镐头，

镐头就像挖掘机一样，钻

进土里，挖得很深很深，

镐头向上一抖，一棵完整

的花生就出土了。姥爷还

告诉我：“花生刚刨出来

的时候浑身是土，要在地

上甩一甩。”

我模仿着姥爷的动

作开始工作了。刚开始，

镐头一点儿也不听话，经

常把花生砸碎，心里很着

急，姥爷站在旁边一边鼓

励我，一边纠正我的姿

势，经过专家的指点，我

越挖越熟练了，一棵比一

棵完整，终于挖出一棵完

好无损的花生！我高兴地

跳了起来，姥爷和姥姥都

夸我是个聪明的孩子。

开始摘花生了，我发

现花生长在根上，像一个

个小娃娃在荡秋千。我握

着花生蔓儿，抖掉泥土，

提起一看，有的花生长得

很饱满，有的干瘪瘪的，

轻轻一捏就碎了，有的两

粒豆，有的三粒豆，还有

的只长了一粒豆，一个个

花生可爱极了，像一个个

胖娃娃，不知不觉就摘满

了一大桶胜利的果实。

收花生
烟台市南通路小学 三年级一班 王冠棣

金秋十月，我去游

览了昆嵛山九龙池。

远远地，我就看见了古

色古香的景区大门。红

墙绿瓦的山门上有一

块蓝底金字的匾，上面

写着“九龙池景区”五

个大字。门前的桥下，

几只白鹅在戏水。那鹅

周身的羽毛洁白无瑕，

红色的脚掌悠闲地划

着水，一副自得其乐的

样子。

进入山门，一棵

枝繁叶茂的木瓜树映

入眼帘。浓绿的叶子

里缀满了新绿色的木

瓜，把枝条都压弯了。

据说，此树已有三百

年的历史了。

沿着山路向前走

去，一座精致的“龙须

桥”从树丛中显现出

来。桥下是一个水潭，

潭里成群的小鱼游来

游去。顺着潺潺的水

声前行，只见两岸满

是繁茂的芦苇，却不

见溪水。我蹲下来，拨

开草丛，就看见清澈

的溪水了。

过了桥，绕过树

丛，地势豁然开朗，一

潭碧水呈现眼前，这便

是“龙潭”了。虽然潭的

面积不大，可潭水的绿

已经足以让我惊叹了。

它绿得那样美，那样

静，如同世间最无瑕的

翡翠，让人百看不厌。

抬头看，巨幅的岩石上

刻着“九龙池”三个大

字。一道水瀑仿佛从天

而降，飞珠溅玉，顺着

山势呈阶梯状倾泻而

下。越往高处，飞瀑越

窄，越急，冲击出的水

潭也越小；越往低处，

地势越缓，飞瀑越宽，

水潭也越大。

沿着陡峭的石梯

继续向上攀登，便看到

了山顶的“龙池”。“龙

池”的三面岩石较高，

另一面较低的岩石像

一道天然的水坝，拦

住了池水。“水坝”中

间有一道被水冲刷出

的缝隙，池水从缝隙

中喷涌而出，顺着刀

劈一样直上直下的绝

壁直落下去，激起雪

白的水花，仿佛卷起

千堆雪，这就是著名

的“龙池喷雪”。

绕过龙池，山势缓了

许多。登上九龙亭，极

目远眺，群山高低起

伏，连绵不断，真可谓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

山小”，令人心旷神

怡。我深深地陶醉在

九龙池这风景如画的

山水之中了。

奶奶剥玉米穗皮

在全村是出了名的。

今年秋玉米大丰

收，小院里一堆两磊。

奶奶清早就起来了，坐

着马扎子，在院子里给

玉米穗脱衣服。

我起床后，吃完早

饭就来到院子里。哇！

奶奶剥了好多光腚玉

米穗。一边是白皮，一

边是黄橙橙的玉米穗。

我说：“奶奶，你进屋吃

饭吧！我给你往平台

搬，早早晒干，好脱粒

呀！”奶奶笑着说：“子

汉长大了，能替奶奶分

忧啦。”我仰头道：“那

当然了，都八岁了，有

力气了。”奶奶给我找

了一个小桶，我一下能

装十穗黄玉米穗。装满

了，就上平台，我边走

边想：奶奶腿上有病，

干活累了就一瘸一颠

的，看了心里难受。我

照着奶奶说的，先倒在

平台南头，挨着顺序

倒，一趟一趟地搬玉米

穗。平台从地面往上

走，有十三个台阶，我

扶墙一步一步上平台，

开始劲十足，不歇息，

一气走上平台，倒在最

南头。搬了六七趟后，

就得在台阶上歇一会

再走。过了十趟，就得

歇两次，额头上开始

冒汗了。奶奶吃完饭

出来看见了，在院墙

绳上抽下一条手巾给

我擦汗，心疼地说：

“孩子，不搬了，嫩骨

头嫩肉别累坏了。”我

说：“不！等搬完再歇

息。”奶奶夺下我的小

桶，我只好从命了。

奶奶剥玉米穗是

能手，像飞针走线做

针线活儿似的，三两

下就剥出光腚玉米穗

了。身后堆起一大堆

玉米穗皮。这时爷爷

回来了，不让我搬玉

米穗，爷爷用大铁桶

装，一下能装二十多

穗，用手提着上平台。

我还是跟在爷爷身

后，提着小桶里的玉

米穗。爷爷转头看见

说：“真拿你没办法！

我笑了。

奶奶剥出来的黄

玉米穗，我们全搬上平

台了。黄黄的玉米穗在

太阳光下闪闪发光，我

心里美滋滋的想：老师

说过，劳动最光荣，劳

动人民最伟大。今天，

我干了件光荣的事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