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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要高考了，我对母亲
说：“妈，我今年要考大学了，
家里的活儿少让我干点儿。”母
亲头也不抬，依旧收拾着手里的
东西说：“考呗！碍着干活什么
事？”

我知道，在父母看来，高考
没什么了不起，就像一场热闹繁
忙 的 秋 收 一 样 ， 势 必 要 忙 上 一
阵。十年寒窗，不过就像他们年
年进行的农事一样，播种过，耕
耘 过 ， 总 是 要 看 到 最 后 的 收 成
的。

那时候我们住校，两周回家
一次。每次回家，母亲都使唤我
干这干那，去田里帮着浇地，在
家喂猪喂鸡。那次，我气呼呼地
说：“人家要高考了，时间多紧
张，哪还有功夫干这些闲事！”

母亲劈头盖脸来了一通：“什么
是闲事？合着我一天到晚干的都
是闲事。不干这些闲事，你吃什
么，喝什么！”我心想母亲一个
农村妇女，哪里懂得高考是多么
要紧的事。

在吃饭上，母亲从来没给我
开过什么小灶，也没有专等我回
家改善伙食。只是那年的鸡蛋特
别多，吃都吃不过来。母亲说：
“今年养的鸡多，鸡蛋有的是，
你 吃 完 ， 剩 下 的 再 带 上 去 学 校
吃。”

高考临近了，很多同学的家
长都来学校看孩子。家长带了一
大堆好吃的，千叮咛万嘱咐，看
着有的同学在父母面前撒着娇，
我羡慕极了。我的父母一次也没
来看过我，那次学校让带一个证
件，父亲也是托同村一个同学的
家长捎来的。

麦收季节，我回家一天，本
打算好好复习功课。一大早，母
亲就喊我：“快起床，跟着下地
割麦！”我嘟囔着：“都什么时
候 了 ，我 还 要 复 习 呢 ，还 让 我 割
麦 ？”母 亲 说 ：“ 啥 事 有 割 麦 要
紧！”

下了地，一边割麦，母亲一
边说：“今天年你就毕业了，家
里就有个帮手了，秋收就能帮上
忙了！”母亲的语气里，分明是
在说，我今年考不上大学，必然
会 回 家 务 农 。 我 不 服 气 地 说 ：

“妈，你怎么说这么扫兴的话。
你怎么知道我考不上大学，这几
回 模 拟 考 试 我 都 是 全 年 级 前 三
名 ， 连 老 师 都 说 我 肯 定 能 考
上。”母亲说：“我也就这么一说。
到时候你就使劲考呗，考上考不上
都不重要。”

进了考场，我心里觉得非常坦
然，没有像那些背负着父母满心期
望的同学那样紧张。考场上，我还
想起母亲说的话：“使劲考呗，考上
考不上都不重要！”考场上的我，就
像父母收割庄稼一样从容镇定。

那年，我真的考上了大学，母
亲高兴得欢呼起来。一向冷淡的母
亲，好像从来没有那么兴奋过，我
觉得有些奇怪了。

后来，父亲告诉我，母亲是在
故意用忽略我的方式帮我缓解高
考压力，因为那年我舅舅参加高考
就是因为压力太大而落榜的。我
又听妹妹说，那年的鸡蛋，父母
一个都没吃过，连妹妹都没吃过
几个，全都让我吃了，带走了。
粗心的我，在家没吃几顿饭，竟
然没有发现这个秘密。原来，母
亲是在用特殊的方式帮我备战高
考。

母爱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
爱。因为爱儿女，会把母亲所有
的智慧都激发出来，所以天下的
母亲，个个都是蕙质兰心。她们
以 爱 为 锦 囊 ， 巧 妙 使 出 她 们 的
“三十六计”。

文/马亚伟

最近，时常想起那年的高考。
说起来，自己也觉得奇怪，那

都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刚考完
那几年，觉得自己挣脱了牢笼，
海阔天空的世界里，不愿再去想
往年的沉痛往事，于是便不想高
考，不提高考；后来，忙着恋爱
了，忙着工作，忙着结婚生子，
更是懒得去想高考。可如今，年
过不惑，却日也想，夜也想。高
考，和自己的现在有啥关系？一
念及此，更觉莫名其妙。

但就是想，控制不住地想。
我想起了那年的高考前，母亲紧
张的样子。每天天没亮，母亲就
起床，准备我的早餐。早上吃点
啥，农村人其实不太讲究。母亲
也不懂，于是到处请教人家，高
考想考得好，吃什么？哪里弄来
一些秘方，母亲都深信不疑，一
一在我身上试验着。那样子，仿
佛参加高考的是她，而不是我。

我想起了高考那几天，母亲
地也不种了，鸡鸭也不养了，整

天抱着个热水壶，蹲在校门口，
等着我去考试，等着我考完。每
场考试，母亲把我送进考场，自
己就在门口蹲着。那个年头，农
村里的孩子，哪个不是从苦日子
里熬过来的？又有几个不是在艰
难的日子里，把自己磨练得意志
坚强？所以，当时在农村，其实
是不兴陪考的。母亲的坚持和固
执，让她成了为数不多的，场场
陪考的家长之一。

我又想到了考后的情景。考
完后，心里实在没谱。我不想让
母亲经历大悲大喜，希望后又失
望 ， 于 是 告 诉 她 ， 恐 怕 得 复 读
了！母亲难掩失落，但还是告诉
我 ， 不 怕 ， 复 读 就 复 读 ， 别 难
过！其实，母亲的神色，比我还
难过。

最后，我想到了母亲得知我
考上后的样子。高考的成绩，真
应了我平日里的怪规则，凡事感
觉 良 好 的 考 试 ， 成 绩 大 多 不 理
想 ； 但 凡 觉 得 不 靠 谱 ， 心 里 没
底 ， 成 绩 却 十 有 八 九 是 超 常 发
挥。当年，好几科都有些超常。

最后，总分竟然远远超过了重点
线 。 得 知 分 数 后 ， 接 到 通 知 书
后，母亲乐坏了，逢人便说，早
就看出来，这孩子不会复读的！

往 事 一 幕 幕 ， 在 脑 海 里 掠
过，如童年时和母亲看过的那场
戏 ， 你 方 唱 罢 我 登 场 ， 没 完 没
了 。 我 试 着 不 去 想 ， 但 越 是 如
此，就越是想。

直至有一次，我突然惊觉，
脑 海 中 每 一 幕 和 高 考 有 关 的 情
景，都必然有母亲的影子。那一
刻，我恍然大悟，其实我不是想
高考那事儿，而是想母亲了。

母亲去世多年了。而我也在
为人父母的过程中，备尝艰难。
越是难，就越是怀念起母亲的伟
大。这种思念，点点滴滴，最后
汇聚成了一片无边无际的大海，
将我的记忆淹没。脑海中的点点
滴滴，全是关于母亲的。

恍惚中，仿佛看到母亲牵着
我的手，走过了高考，走过了艰
辛 。 回 过 神 来 ， 泪 水 濡 湿 了 双
眼，心中有着说不出的怀念和苦
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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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无落榜
文/郭华悦

十五年前，我参加了高考，结果落榜了。
没能考上大学，对我来说并不算意外。当时，

录取率还比较低，而我的成绩又一向是中等偏下，
考不上也是预料中的事。可尽管如此，当得知结果
后，我还是有些失落。尽管，从小到大，我都不喜
欢读书，也自认为不是读书的料。

对于父母来说，这个结果自然更不能接受了。
母亲曾赶到学校，和班主任商量，如果复读一年，
情况是不是会有所改善？可对我颇为熟悉的班主
任，认真考虑了好一会儿，分析了各种可能性，最
后得出的结论是，不建议复读！

确实，无心学习的我，如果复读，也不过是重
蹈覆辙。母亲很失望，问我，今后打算怎么办？那
一刻，我总算敢说出心里的想法：想去学修车！

这个念头，盘旋在我脑海里，不是一天两天的
事了。从小到大，我对修理之类的事情，就特别感
兴趣。后来，更是沉迷其中。读书时，一有空，我
就跑到哥们的汽车修理店，埋头苦学。哥们曾打趣
说，你学习的劲头，要是有这的一半，恐怕也是尖
子生了。

可这事，搁在以前，我是打死也不敢对父母说
的。父亲和母亲的观念都较为传统，认为唯有读书
高，而其他的技艺都是末流。要是让他们知道，我
没兴趣学习，却有修车的狂热，他们不知道会失望
成什么样子？

那次，听我说想学修车后，母亲叹了口气，好
一会儿才说，也没办法了，想学就去学吧！在母亲
看来，既然上不了大学，只能出去打工了。可若要
打工，当然得学个一技之长。于是，母亲同意了，
让我上哥们的店里帮忙。

之后的两年，我一边在店里打工，一边抽空去
进修，学习汽修方面的理论知识。两年下来，理论
和实践都有了飞跃。在店里，我的技术甚至超过了
哥们。在哥们的鼓励和帮助下，我在另一个城市里
开了个汽修店。当然，一开始生意并不好，后来因
为我过硬的技术和热情的服务，以及童叟无欺的价
格，店里的生意渐渐好了起来。

如今，汽修店又开了分店。我在城里买了房
子，将父母接来同住。每次，有人夸我的父母好福
气，母亲总会笑着说，儿孙自有儿孙福，看来真的
不用太操心他们。以前呀，老以为考不上大学，天
就塌了，现在看来，考
不上也有考不上的好
处。

是呀，对我来说，
考上了大学，从事自己
不喜欢的工作，未必能
有今日的成绩。人生
中，只要找准了方向，
哪怕关上了一扇门，也
总有另一扇窗会为你打
开。


	K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