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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老张张和和酒酒

商嫂

□青庆

商嫂是个苦命人。2 0岁那
年，看中了一表人才的商哥，处
了不长时间，就结婚了。商哥父
亲是生产队长，官不大，却掌管
全队二百多人吃喝拉撒。谁家
短个钱什么的，要从生产队借
支，必须经商哥父亲批准。

商 家 那 时 在 农 村 相 对 来
说，是殷实人家。正是这个原
因，商哥被漂亮的商嫂看中。结
婚后，商家突然出了变故，老公
爹得了一种怪病，肌肉萎缩，四
趾抽搐。为了治病，商家倾家荡
产。老商头队长干不成了，成天
躺在家里哭天喊地。折腾了几
年，一命呜呼，留下一大堆债
务。

商嫂和丈夫，一面过着焦
心的日子，一面设法挣钱还债。
在老商头“走”后的第三年，农
村实行改革，分田到户，凭自己
的能力，八仙过海。很快有人富
起来。商家两口，被高额债务困
住手脚，日子一直不见起色。俗
话说：“越有越能挣，越穷越发
楞。”商家两口，成天木呆呆的。

商嫂的命大概是黄连木刻
成的苦人儿。在债务刚还了一
半的情况下，唯一的儿子，也得
了一种怪病。好好一个孩子，突
然佝偻着不长。去了好多医院，
诊断是儿童佝偻病，为了给儿
子治病，商家债台高筑。基本靠
国家救济度日。可这样的日子
也不让商嫂省心，在儿子十二
岁那年，触电电死。商嫂夫妻
俩，哭得死去活来。这一年，商
嫂四十七岁。

儿子死后，夫妻俩日子过
得一点精神头也没有。保险员
王桂玲让商嫂上保险。商嫂说：

“我哪有那个钱啊，到现在我还
没见一万块钱是什么样子。”这
时的农村，一家存个十万二十
万的已不是故事。可干保险的
王桂玲脸皮挺厚，硬是死人说
活，商嫂咬咬牙，给商哥上了一
百元的“意外伤害保险。”

六月里的农村，正是给玉
米追肥的时候，商嫂和商哥在
地里追肥。休息时，商哥说：“我
下湖拿点鱼改善改善生活。”商
哥平常喜欢下湖拿鱼。一来生
活靠得慌，二来卖点钱添补拮
据 的 日 子 。商 嫂 说 ：“ 你 小 心
点。”时间不长，有人跑来告诉
正在地田间追肥的商嫂说：“商
大 叔 下 湖 沉 下 去 到 现 在 没 出
来。”商嫂听说，扔下追肥桶往
湖边跑，面对茫茫湖水，涟漪浩
荡，哪有商哥的影子？商嫂发疯
似的向水里扑，被人死死拉住。
有人喊来机船，用铁钩把商哥
钩上来，原来商哥一下湖，就被
一段废弃的渔网网住。自己拿
了一辈子鱼，到头来却像鱼一
样，被网网去性命。

商嫂哭得死去活来，精神
几近崩溃。屯里所有女人，轮流
看着商嫂，劝她，陪她流泪。商
哥因为上了一百元“意外伤害
保险”，商嫂得了二万元赔偿
金。这是商嫂有生以来见到的
唯一一笔大钱。她捧着哭了又
哭。

2008年春天，五月十二汶川
一场大地震震惊全国，电视荧
屏一个劲滚动播出字幕：向灾
区捐一元钱支援灾区……商嫂
看了后，到银行把存了不久的
二万元取出来，送到乡政府：我
欠下的债，政府给免了，老太太
现在要钱无用，这些钱，帮助灾
区渡难关吧……”商嫂为灾区
流下眼泪……

人们为商嫂的苦命和精神
境界流下眼泪……

这时候，大面积向灾区捐
款在全国还没铺开。

□李滨芝

老张爱喝酒，而且酒量大。
老张本来是一家工厂的一

名普通车间工人，为人老实本
分，默默无闻地在这个厂里干
了十几年。但自打经理知道了
他能喝酒、酒量大后，每次有应
酬便都带着老张，工友们都羡
慕老张，大家都知道这是经理
在有意提拔他。

老张确实能喝，一大杯的
白酒老张能眼都不带眨地喝下
去。每次出去陪经理应酬都能
够帮经理独当一面，于是经理
对老张愈加地看重，有意要提
拔他。

老张的妻子却不喜欢老张
喝酒，担心他的身体，因为老张
有高血压。但老张却不以为然，
他认为这是经理眼里有他，如
果不去是不识抬举。于是每次
有应酬，经理招呼他，他就是有
天大的事情也得放到一边。

不久，经理果然提拔他当
了车间主任。从此，老张的饭局
更多了。他不仅要陪经理去应
酬，同事间的饭局也越来越多，
而且老张是逢场必去，逢场必
喝。

终于有一次，老张陪经理

喝酒的时候突然晕厥了过去。
当他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了医
院的病床上，守着他的只有他
的妻子。妻子一面啼哭着，一面
埋怨着老张不该喝酒。老张忙
问妻子自己到底怎么回事，怎
么会在医院里。妻子抽泣着告
诉他：“你突发脑溢血，都是你
喝酒喝的啊！跟你说过多少次
了啊，你就是不听。”老张这回
脸上现出少有的平静，也许这
次他真的怕了，他知道自己血
压高，这病都是从喝酒上得的。

老张在住院期间，经理和
同事们都来看望过老张。经理
告诉老张说，不要担心工作，好
好养病，应酬上的事他自会安
排。不过，老张知道，自己之所
以能当上车间主任，全凭自己
在酒场上的搏命豪饮，如今因
为得病住院不能再替经理陪
酒，那这车间主任的位置恐怕
也保不住了。老张越想越是这
么回事，他要求出院，妻子不答
应，不过最终还是拗不过他，老
张出院了。

重新回到厂里，老张主动
提出要求，他要跟以前一样陪
经理应酬。经理起初担心老张
的身体，不过在老张的强烈请
求下，经理还是答应了他。老张

还是像以前那样能喝，丝毫未
见刚刚得过大病的迹象，经理
便放宽心了。

不过好景不长，有一次老
张喝酒又出事了。在被送往医
院后，老张被确诊为心脏病，需
要马上做搭桥手术。这可急坏
了老张的妻子，要不是儿女拉
着，非得要寻死觅活的。

手术做完了，老张需要在
医院静养一段时间。经理又来
医院看望老张，一通道歉后，经
理安抚老张要好好静养。老张
双手握着经理的手，眼里噙满
了泪水。

老张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
后康复出院了，医生嘱咐他不
能再喝酒。老张连连答应着，妻
子在一旁也抱怨着。回到家里
不久，老张想回厂里上班，但他
得知，车间新来的小李最近经
常陪经理出去应酬，深得经理
赏识。老张心想自己的车间主
任的位子可能不保，于是又找
到经理，提出请求要陪经理出
去应酬，并保证自己的身体已
经恢复健康，然而这次经理怎
么也没有答应。

晚上回到家，老张越想越
担心，他担心自己的车间主任
的位子可能会被小李夺走，自

己舍命陪酒赚得今天的成就，
万一毁于一旦怎么办。老张越
想越心有不甘，他觉得自己很
窝囊，内心感到无比的忧愁，于
是他想到了借酒浇愁。趁着妻
子不在家，他倒了满满的一大
杯白酒。这酒是好酒，高粱原浆
酒，是经理送给他的，一直没有
舍得喝。没有准备菜肴，老张先
是抿了抿，果然是好酒，这时候
他全然忘却了自己的病，他脑
袋里只剩下愁和酒，两三口下
去，一大杯白酒便被喝尽了。他
感觉到浑身热辣辣的，暖流涌
动，非常受用。这个时候他已经
把所有的忧愁抛到了脑后，他沉
浸在了浓郁的酒香当中。他又打
算倒上第二杯，然而这时候他感
觉胸骨疼痛难忍，心跳加速，眼
前突然一黑，他便倒下了。

后来，妻子回家的时候发
现老张横卧在地上，赶忙拨打
了120。然而这一次，老张因为
饮酒突发心肌梗塞再也没有被
抢救过来。妻子趴在老张的身
上哭得死去活来，嘴里痛斥着
该死的酒。

两天后，老张的追悼会在
殡仪馆举行，经理失声痛哭。

一周后，经理宣布，小李担
任新的车间主任。

第第一一次次吃吃冰冰棍棍儿儿
□于国源

天气热了，妻子买来各种各
样的冷饮塞满了冰箱，我又想起
了第一次吃冰棍儿的往事。

30年前，我6岁，姐姐8岁，我
们生长在一个并不很偏僻的村
子里，可无论吃什么都要按照时
令。记得眼巴巴地瞅着菜园里的
黄瓜秧，盼着它长大开花长瓜，
菜园里的西红柿变红似乎总是
遥遥无期……冰，我们也吃过，
是在冬天用竹竿打下屋檐下的
冰锥嘎巴嘎巴地嚼。我们在夏天
没见过冰，但听说过城里的孩子
夏天能吃到冰棍儿，听说还很
甜，心里便觉得不可思议，夏天
哪里来的冰呢？在小小的心里，
冰棍儿是那么神秘，却又不敢奢
望能真的吃到。

记得那年麦子快黄的时候，
我的姑姥姥病了，在城里住院。有
一天，父母去看望她。母亲早早地
起床包了饺子，用借来的保温壶盛
好，父亲骑了自行车载着母亲去医
院看望姑姥姥，那时候还没有进城
的公共汽车。下午，天正热的时候，
父亲带着母亲回来了。

父亲满头大汗，母亲怀里抱

着一团衣服，刚跳下车子就往屋
里跑，急急地叫着我和姐姐的小
名：“英英，勇勇快来吃冰棍儿
了！”我一阵狂喜，跟着姐姐跑过
去。母亲打开层层包裹的衣服，
里面包着保温壶，打开保温壶，
我看到了传说中夏天的冰棍儿。
母亲说一路快赶，生怕冰棍儿化
了。可冰棍还是有些融化了，母
亲拿出一支递给我，我放进嘴里
一吮，果然清凉爽口，是我以前
不曾尝过的。姐姐也接过一支吮
起来。父母看着我俩贪婪地吮着
冰棍，高兴地笑了。懂事的姐姐
把冰棍儿伸过去，“爹，娘，你们
也尝尝吧！”母亲说：“小孩子爱
吃的玩意儿，大人不喜欢。”说
着，舔了舔嘴唇。

那年，我第一次吃到了冰棍
儿，我记住了它的冰凉和丝丝的
甜，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那
成了我向小伙伴炫耀的资本。长
大以后，我才真正懂得了小小的
冰棍儿里蕴含的爱，在那样的热
天，父亲弓着腰在崎岖的路上快
蹬着自行车，生怕冰棍儿化了；
50多里路的颠簸里，坐在后架上
的母亲小心翼翼地护着怀里的
保温壶……

无意间散落的花瓣，居然与荷叶相得益彰。忆秋寒 摄

花与影重叠，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忆秋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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