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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人间

□李兴斌

可能因为是长房长孙的缘
故吧，在漫长的记忆里，我从小
受到了爷爷奶奶更多的呵护和
关爱。比如，那时爷爷无论平日
里上山干活，还是阴天下雨在家
里做点什么，他总是愿意带着
我，让我呆在他的身边，他一面
干活，一面给我讲点儿笑话或者
故事什么的。我则像个小跟屁虫
似的，整天跟在他的后面，一起
吃，一起睡，从早到晚在一起。

另外就是，爷爷奶奶只要有
点什么好吃的，总是留着给我。
记得当年我们家菜园边上，曾经
长出一棵野生桃树，结的果子特
别甜，每当打雷时，就会有个别
早熟的果子掉下来，爷爷总是舍
不得吃，只要我不在身边，他就
要带回家给我；并且，他还为这
种桃子起了一个又形象又生动
的名字——— 忽雷爆(我们老家管
打雷叫“打忽雷”)。还有，那时村
里每年都要种几亩甜瓜，当做副
业，以便卖点钱作为村里的公共
开支。因为爷爷在庄稼活方面是
个老把式，干活仔细，人又诚实
可靠，所以村干部们总是让他老
人家去打理瓜园。而每当瓜园里
有了没长大即早熟蒂落的“歪
瓜”，他老人家也总是留给我。须
知，那个时代的农村非常贫穷，
温饱尚且困难，实在没有什么好
吃的东西。人们辛苦一年，经常
是只有到过年时才能见到点荤
腥。就是瓜果梨枣之类，也同样
是很稀罕的美味，绝大多数家庭
是舍不得花钱买给孩子们吃的。

因为这样一些缘故，爷爷给
我留下的记忆自然也就特别生
动而深刻了。

不过，作为亿万旧式中国农
民中的一位，爷爷实在太普通
了。他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事迹
和经历，并且身材既不高大也不
魁梧。在我的印象里，爷爷虽然
个子不高但很壮实，身材似乎有
点像西汉初年的名将李广。李广
的特点是猿臂善射，爷爷虽不善
射，但他的力气很大。一个有力
的证据就是：他上山拾柴，专爱
整那些难拾的柴火，比如山坡上
枯死的松树墩啦、被雨水冲得裸
露出来的干树根啦，等等。对付
这些树墩树根，他的办法是：先
找一块分量适中的大石头，搬起
来狠狠地砸几下，等砸得活动
了，再拽住它用力晃一晃，然后
运足气，猛一发力，就硬硬地把
它们从地里拽出来了。《水浒传》
第六回里，作者施耐庵描写了鲁
智深倒拔垂杨柳的故事，人们一
般都会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表
示怀疑，认为那是文学家的夸张
性描写，但我对这个故事是相信
的。因为在我看来，爷爷还算不
上是有神力的人，他都能拔起松
树墩，那么，那些有神力的人拔
起棵碗口粗的垂杨柳又有什么
稀奇呢？

爷爷的另一个特点是干活
仔细。他无论干什么活，都是认
认真真，一丝不苟，有点像女人
绣花，也有点像艺术家搞创作。
所以，经他的手干出来的活，都
是无可挑剔的。比如，那时胶东
农村种地瓜特别多，而地瓜是根
茎类蔓生植物，到一定时间就得
把它们翻一翻，否则会扎出根
来，根又会长成小地瓜，消耗了
养分，使得主根上的地瓜长不

大。几乎所有人翻地瓜蔓，都是
用棍子把它们挑一下翻过去就
算了，但爷爷绝不这样干——— 他
要让翻过去的地瓜蔓，一根是一
根，不得交叉，更不得缠绕纠结。

爷爷是位抗战时期的老共
产党员，我们村一建立支部，他
就担任指导员 (即后来的村支
书)。据叔叔说，那个时候党员的
身份都是保密的，有事需要商量
或开会什么的，都要用暗号联
系。据说爷爷是个比较有主意有
担当的人，所以，邻村党支部的
负责人常会因为有事情拿不定
主意而跑来找他商量。由此看
来，爷爷当年也曾经是个有胆有
识有血性的爱国青年。只是到我
记事的时候，他因为年纪大，早
已经不再担任什么职务了。

爷爷为人正直，从来不占公
家和别人的便宜，所以大家都非
常信任他。他的缺点是脾气大，
爱发火，再加上他干活仔细，往
往会对别人干的活看不上眼。在
外边，他因为自己已经不是干
部，又出于客气，一般不好意思
因此而批评人家，但在家里可就
不管三七二十一了。奶奶善良而
懦弱，与人无争，所以她是受爷
爷冷眼乃至训斥最多的人。记得
有一年秋天，奶奶和爷爷一起往
地瓜井里储存地瓜种，奶奶在井
上往下送，爷爷在井下接。爷爷
嫌奶奶装筐装得不利索，有的地
瓜当当啷啷地吊在筐外面，便在
井下发起了火，嗷嗷地吼了起
来。这时候，我的一个本家老奶
奶，正在旁边自家的地瓜井上干
着一样的活，便向我奶奶使了个
眼色，小声说：“别理他！让他在
下面蹦，蹦够了他就不蹦了！”果
然，爷爷在井下吼了一阵，见上

面不应声儿，也就只好偃旗息鼓
了。我那时很小，还不到上学的
年龄，在旁边看着这一幕，觉得
很滑稽，也很有趣。

爷爷从小是吃了苦头的。他
是独生子，上无哥哥姐姐，下无
弟弟妹妹。特别让人唏嘘伤感的
是，在他年龄不大的时候，他的
父亲，也就是我的曾祖父，便因
为生活所迫闯了关东。开始，曾
祖父还按时往家里写信、寄钱，
然而曾祖母去世后，他就再也没
有往家里写信或寄钱，直至失去
联系。家里人估计，曾祖父去关
外后，肯定是另组家庭了。开始，
他还记挂着自己的老伴和孩子，
定期写写信、寄点钱。等到老伴
去世，儿子也长大了，他也就不
再管这边的家了。这样，曾祖父
后来究竟活到多大年纪，何时何
地辞世，老家这边一概不知。

由于念过几天书，识得几个
字，爷爷很自然地成了我的启蒙
老师，经常教我识字、写字。老家
旧屋的里间，平时是放闲杂物品
的，所以没有粉刷，保持了土墙
的原色。每年春天生地瓜芽的时
候，外面的炕要用来育苗，我和
爷爷奶奶就得去里面的炕上睡
觉，这时那土墙便成了我写字的

“黑板”，上面歪歪扭扭地画满了
我的习作。也正是因为有了爷爷
这位启蒙老师，我一入学就会写
字，而且写得颇有点模样，记得
还曾因此受到过高年级同学的
称赞。

爷爷和奶奶育有两儿两女，
长者为兄，也就是我的父亲；幼
者为弟，也就是我的叔叔；中间
是两姊妹，也就是我的两位姑
姑。有意思的是，爷爷是一位地
地道道的老庄稼把式，但他的两
个儿子却一点儿也不像他：一是
农田里的技术活儿他们基本上
都不会，二是地里的活他们本身
也不愿干。他们喜欢的，几乎都
和农业不沾边，但却和文化有关
系。我父亲虽然一天学也没上，
但靠着战争年代当兵时跟着首
长识的几个字，喜欢读书，喜欢
欣赏字画、京剧，当然也喜欢组
织和参加农村的文化活动。叔父
和他的长兄一样，也是琴棋书画
无所不好，虽然只念了三年书，
但靠着自学，不仅掌握了丰富的
文化知识，成为一名乡村教师，
并且最终还考取了医师资格，成
为家乡一位颇有名气的民间医
师。父亲和大姑因为年长几岁的
缘故，早年都追随自己的父亲入
了党，并且父亲建国后还曾长期
担任村支书的职务，颇有点子承
父业的味道。然而，如今他们也
都辞世多年了，只有二姑和叔叔
老姐弟俩尚健在，但他们也都是
八旬左右的老人了。

爷爷是 1 9 6 9 年去世的，原
因还是与他的脾气不好有关：他
好像是在动了一次很大的肝火
之后得病的，而且一病不起，不
久就辞世了。记得那是一个初春
季节，距今将近半个世纪了。至
于是什么事情惹他老人家生了
那么大的气，已经记不清了。奶
奶是 1992 年去世的，她长寿，活
了九十多岁。

日月如梭，人生如昨。将近
半个世纪的时光已经改变了这
个世界的一切，如今我也迈入了
花甲之年。但是，当年留在心灵
深处的那种浓厚的血脉亲情，却
是永远也无法忘怀的！

祖父是一位典型的

旧式中国农民

怀念———

记录、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

线索征集：E-mail：www85193207@126 .com

征集电话：(0531)85193207

□杨福成

与朋友一起吃饭，要了
一道鲅鱼炖粉皮。菜做得很
好，可就是吃起来麻烦。

粉皮躺在盘子里，粉嘟
嘟的很诱人，大家都喜欢
吃，但要想“抓”住它，实在
是太难了。

用筷子轻轻地夹，不
行，它跑；用筷子使劲夹，不
行，它还是跑；用筷子和勺
子一块“逮”它，刚放到嘴
边，“哧溜”一下，不仅没吃
到肚里，汤却溅了一身……
折腾了一阵子，劳而无功，
许多人都没了脾气，只好放
弃它去夹别的菜。

只有一位朋友不同，他
的筷子上就像抹了一层黏
胶，一盘粉皮，不论大块小
块，想夹哪块就夹哪块，让
大家很是羡慕。

看大家惊奇的样子，这
位朋友说：“很早以前，我家
就做粉皮，对于怎么夹粉
皮，我有绝招。”

“什么绝招？”一听说夹
粉皮也有秘诀，大家不自觉
停了筷子，异口同声地问。

“其实啊，这绝招很简

单，那就是把筷子放平。”这
位朋友拿起筷子，伸进盘子
里，夹住粉皮，放平，轻轻抬
起后说：“你们看，这不很简
单吗？我们平时夹菜，都是
一头高一头低，这样粉皮肯
定会往下滑的。你们都试试
看。”

听他说完，大家模仿着
他，把筷子伸进盘子里，夹
住粉皮，放平，抬起，果然，
每个人都能把粉皮牢牢地
夹住并放到嘴里。

多么简单的道理啊！若
把心态放平，人生又会如何
呢？

老百姓把心态放平了，
就会少一些烦恼；商人把心
态放平了，就会添一分儒
雅；当官的把心态放平了，
就会多一分坦然；教师把心
态放平了，就会生一片芬
芳……

然而遗憾的是，世人多
烦忧，究其原因，还是佛家
讲的那句话：万物是静止
的，为什么会有烦忧，是因
为你的心不静。

把筷子放平了，能有好
吃的；把心态放平了，会有
好人生。

□李帆

我有一个远房表弟，家
境贫寒，好在他很上进，考
上大学后一直半工半读，毕
业后顺利就业。虽然报酬平
平，但还能攒下点钱贴补家
用。如果他能尽早成亲，那
么在老人眼里，他的前半生
就算圆满了。

可在这方面，他一直不
甚如意，请出去的饭可以摆
三桌流水席，送出去的小礼
物能装饰五棵圣诞树，却始
终孑然一身，和父母同住。
怎么说呢，他的长相和“高
帅”不沾边，还剩一个“富”
字，以他的经济条件，5 年
不一定能攒够首付。家里的
大人都说，一定会有姑娘相
中他的为人，但不知要等到
何时。好在年前他就带女友
回家见父母了。

听我妈讲，表弟直接领
来一个“富二代”——— 还是
确定关系后才知道女方家
庭条件的，他就像瞬间中了
大彩。因为是“富二代”，所
以对房子、工资这些东西不
太计较，据说她看上表弟，
是因为他足够真诚、坦率。
在女友顾他家的茅庐之前，
表弟先登了女方的华屋。女
儿带来男朋友，父母总要招
待一下，午饭小伙子吃得可
香了。女孩的父母是白手起
家，勤劳致富，见到这样大
口吃饭的年轻人高兴得不
得了——— 身体很健康呀。更
妙的是，他吃完一碗，没等
招呼，自己去厨房又盛了一
碗。见到这样的情景，女孩
的妈妈当即拍板：“这个小
伙儿太实在了，一点都不
装，女儿啊你可一定要抓
紧。”

以上这些都是转引我
妈的叙述，事实略有出入，
但大体不差。我妈讲得可开
心了，然后又开始盘算，等
表弟结婚时，以我们两家的
关系，该给他封多大的红
包。

就红包这笔账，我妈
算了半个多月，然后就不
用算了，因为这小子和人
家掰了，好像还是他主动
提的。分手还是跟吃饭有
关。女孩上门后，也很想表

现一下。中午时分，她便去
帮厨，看到表弟家的厨房
里，无论生熟还是菜肉，都
只用一把菜刀。

表弟家穷，能省则省，
对很多东西不太讲究。这姑
娘也是个直性子，当场对我
的姨妈说：“阿姨，你这菜刀
不卫生啊。”姨妈自从儿子
恋爱后，自信满满，做什么
都干劲十足，猛然听到这
句，如当头给浇了一盆凉
水，刹那间蔫了下来。

为了儿子的幸福，她把
这件事藏在肚子里。下午，
女孩和表弟出去，逛商场时
非要买几把菜刀给家里用。
表弟有点迷惑：“我家有菜
刀啊。”“你家那菜刀……”
女孩开始批评了，从菜刀说
到案板，继而到整个厨房糟
糕的卫生环境。谁听到批评
都不会很爽，表弟也一样，
何况自己在家里吃了这么
多年饭，也没吃出什么毛
病。

晚上吃完饭，趁着女
孩出去买水果，表弟跟他
妈说起了菜刀。姨妈本身
就憋着一口气，被儿子轻
轻一挑，眼泪都忍不住要
流下来。现在嫌菜刀不干
净，以后还不一定要挑什
么刺呢？两人越说越伤心，
越说越难过，最后得出的
结论是：“不就是家里有钱
吗，嫌弃我们家不干净，那
就不要在我们家吃饭。”

表弟拒绝了“富二代”，
家族其他长辈的评价是：有
骨气，不忘本，有尊严。他们
尤其称赞他的当机立断。我
却为这事隐隐感到惋惜，就
事论事地讲，这姑娘说得没
错，当然方式也有问题。表
弟如果大度一点，事情慢慢
也就过去了。

男女在一起，除了情
爱，自然会碰到各种各样的
矛盾。人生道路本来就很
长，一把菜刀本来可大可
小，何必让它横在路前。但
他那敏感的自尊，却把整件
事无限放大。要是以我的厚
脸皮，遇到这种事也就无所
谓，可我实在没这位猛男的
运气。哎，在下一个真爱到
来之前，这小子可有的等
了。

一把菜刀和一段情缘

把心态放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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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档案

●姓名：李光庆
●终年：69 岁
●籍贯：招远县齐山镇岭上

路家村
●生前身份：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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