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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童年年的的二二月月二二

□乔兆军

在童年的记忆里，过了春
节、元宵节，紧接着，农村里最热
闹的便是二月二了。这一天最让
我难忘的是：吃玉米花、吃春卷、
剃龙头。

那时，家家户户缺吃的。我
们盼过二月二，主要是为了吃。
一到正月底，母亲便到河滩去挖
一些河沙，洗净晒干，用细筛子
过一遍备用。二月二这天，母亲
把沙子倒进铁锅里烧得烫手，再
倒入选好的玉米粒，拿着玉米
芯，不停地在锅里搅，不一会儿，
就听玉米“噼里啪啦”争先恐后
地炸开了花。

早上去学校，口袋里装满了
玉米花，捏起一颗，高高抛起，仰
脸张嘴，玉米花就不偏不斜落入
口中，“咯嘣咯嘣”嚼着，又脆又
香。一把玉米花就足以让我们吃
得满嘴留香，回味无穷。

吃玉米花象征着“金豆开
花”，龙王上天，保佑新的一年风
调雨顺。相传，武则天当了皇帝，
玉帝生气，传谕四海龙王，三年
内不得向人间降雨。天河的玉龙
不忍人间生灵涂炭，就偷偷施了
一场雨。玉帝震怒，将玉龙贬下
凡间，压在一座大山下，并立下
规条，只有金豆开花才予以释
放。人们为了拯救玉龙，到处寻
找开花的金豆。到了次年二月初
二，人们猛然想起玉米就像金
豆，炒开了花，不就是金豆开花
吗？于是家家户户炒玉米。玉帝
闻讯金豆开花，只好将玉龙释
放。从此，二月二爆玉米花的习
俗就流传至今。

二月二这天，到了中午，一
定要吃春饼的。吃春饼又叫“吃
龙鳞”，母亲用温水和面，和好后
揉成团，饧一会儿，切成大小适
中的剂子并擀成薄饼，用小火烙
成。拿起一张热乎乎的春饼，既

软和又韧性十足，将豆芽炒肉
丝、酸辣白菜丝、葱丝卷入春饼
中，然后蘸着面酱吃，香喷喷的
滋味润透心田。

二月二，还有一件事要做，
那就是“剃龙头”。家乡的正月是
不能理发的，有“正月剃头死舅
舅”的说法，所以很多人在腊月
剃头后，一个月都不再光顾理发
店，直到“二月二”才解禁。父亲
的理发手艺不错，他一边给我们
剃头，一边嘴里还念念有词：“二
月二，龙抬头，大人小孩都剃头，
今年定有好兆头”。他是希望我
们能健康成长，大人们在新一年
里顺顺当当，有好运气。

步入二月的门槛，天朗气
清，惠风和畅，桃红柳绿，生机勃
勃。白居易在诗中写道：“二月二
日新雨晴，草芽菜甲一时生。轻
衫细马春年少，十字津头一字
行。”这天，去野外寻花觅草，踏
青游乐，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护护好好，，别别伤伤着着亲亲们们
□冉庆亮

老妈退休后，像变了个人似
的，不仅穿着时尚，而且每天淡
妆出行，整日里练舞习剑。满嘴
里汹涌的，也尽是新词儿。她对
爷爷奶奶的那番孝顺，也是格
外用心。常常的，隔一岔二，炖
了软乎儿的鱼啊肉的，端给牙
不好的俩老人享用。待他们心
满意足地推开碗筷，老妈又剥
了香蕉送他们手中。不大会儿
工夫，就递上牙签儿，遂送上漱
口的温水。“呵呵，真难为你
了。”爷爷手剔着稀疏牙齿的缝
隙，满脸的感激。

约莫半小时过去，老妈取
来崭新的时装外套，一一给俩老
人穿上，眼就不由望向“噗哒噗
哒”吸烟的老爸，“带爹妈到公园
看戏去吧”。

爷爷奶奶起身，前行。老爸
紧跟。老妈还是禁不住唠叨：“扶
着，护好，别伤着亲们！”老爸旋
即投来一片眼白，楼道里就洒满
了老妈清脆的“咯咯”的笑声。

这些画面，日复一日，年复
一年地重复映现着，爷爷奶奶都
八十多岁了，可看上去一点也不
老。

然而，突然有几天，老妈不
见了。打她的手机，“无法接通”。
问爷爷奶奶，他们只是摇头。问
老爸，他竟木讷地支支吾吾。这
让我很是担心。然而，正当我跟
单位请了假四处寻找时，老妈却
回来了。“走，去楼下看看我的秘
密。”老妈一扬手，一家人呼啦声
跟了去。

原来，老妈盘下了小区门口
的百货商店。烟酒糖茶，馒头糕
点，书本笔墨，时令鲜蔬，应有尽
有，琳琅满目。一位身着洁白工
作服的漂亮姑娘正热情地接待
着顾客。但见老妈和蔼的悄声对
姑娘说，“扶着，护好，别伤着亲

们！”这位帮工姑娘会意地笑笑
点头。

“看，媳妇儿是干事业的人
呐，心还特别向善，这青绿绿的
蔬菜都择干净了，白菜老帮也剥
这么苦，还都没施水。”

“你瞧，这一拉溜的各种品
牌白酒红酒，以及各种牛奶，都
来自于正规厂家，‘生产厂家、地
址、生产日期’等，很是明显。”爷
爷奶奶边参观边议论，那核桃般
繁皱的面颊笑成了两朵灿烂的
菊花。

“妮儿，你看。”立于货架的
父亲突然拉住我，木讷地说，“短
一罚二，假一赔十，你老妈是不
是有病啊？”我调皮的顺手剥了
一枚糖块，堵了老爸常吃老妈做
的饭菜的宝嘴。

是啊，我细看了下，每个货
架不仅都贴有这样的标语，还明
码标价，并贴有“消费维权指
南”。有位左手持图书，右手提着
酱油醋的顾客看后竟激动的大
声读了起来：

“怎样识别假冒伪劣商
品……”

“如何抵制强行交易……”
“不法商短斤少两惯用的手

法……”
“购物记得要发票……”
“专家教你维权……”
这位顾客说：“这个老板为

维护消费者权益，在刻意难为自
己啊！”忘记购物的众多顾客们

“呱唧呱唧”拍起了巴掌。
临近中午，百货商店出现了

购物高潮。老妈，有条不紊的接
待着顾客。她又一次和蔼地悄悄
对帮工姑娘说：“扶着，护好，别
伤着亲们！”我越发不解，好像掉
进了五里雾中。

等人们散去，我好奇地问帮
工姑娘，老妈的话是啥意思啊？
她只是笑笑，却未吐露半个字。

老妈一如既往，每天还是无

微不至地照顾着爷爷奶奶。跟
过去不同的是，在爷爷奶奶出
门玩乐的时候，她就盯在百货
商店，在一丝不苟践行“承诺”
的同时，时不常的跟帮工姑娘
说着“扶着，护好，别伤着亲们”
的“黑话”。

时光若电，岁月如梭。眨眼
间一年过去，老妈的生意风生云
起。她应邀参加了市里召开的

“消费者满意先进单位”和“四德
经营标兵”表彰大会。我作为午
报记者，现场采访了老妈。

原来，她突然感到灿烂夕阳
流逝在玩耍里很可惜，认为在健
康允许的情况下做点有意义的
事，晚年人生才有价值。但选择
办百货商店却是被一次购物伤
害而逼上梁山的。她想，自己买
到假劣商品，心很痛。别人能幸
免这种伤害吗，自己何不涉足经
商，以自己的模范经营来影响其
他经营者呢？

于是，便瞬间“蒸发”，在联
系正当进货渠道的同时，主动走
进市场监督、消费者协会等部门
接受了“依法经营培训”。并别出
心裁，当起了消费者的“娘家
人”。

“那您在店里经常说的‘扶
着，护好，别伤着亲们’是何用
意？”老妈面对我的提问，不假
思索地说：“广大消费者是商品
经营者的衣食父母，倘若克扣、
暴利或以假充真违法经营，伤
害他们，那我们的良心何在？广
大商品经营者只有像爱自己的
父母那样爱他们，以低廉的价
格，足斤足两、满意的商品扶持
他们快乐幸福地生活，才对得
起他们的厚爱，才对得起自己
的良心，才是一位大写的经营
者！

听着，我的眼睛禁不住模
糊了。现场，立时爆发出一阵雷
鸣般的热烈掌声。

儿子植树

不管怎样，所幸还有希望

文/胡识

我记得第一次试穿西服和皮
鞋，发现挺喜欢的，但这样一套衣
服又不在我的能力之内，便放弃
了。可离开这家店以后，我发现整
个人魂不守舍，不在状态，空荡荡
的，不管后来去了多少家商店，试
了多少套衣服。有人说，得不到喜
欢的东西时，人的心情总是很空
缺。我大概明白了这个道理。

我记得小时候妈妈带我去商
店买过年时穿的新衣服，总笑得合
不拢嘴。我一会儿跑到妈妈的前头，
转过身子对她说：“妈，你能不能走
快点儿！”又一会儿跑到妈妈的后
面，用双手推着妈妈的后背，铆劲地
说：“妈，你走得这么慢，衣服都卖完
了！”妈妈伸出手把我拽回身边，摸
着我的头说：“乖，听妈的话，衣服就
卖不光！”我笑着点点头。我仿佛看
到路上的小伙伴都穿上了新衣服，
他们跑啊、跳啊，高兴极了。我也仿
佛看到印着唐老鸭花式的新衣服
冲我招手，那家商店的售货员阿姨
还分我糖吃，我简直快乐坏了。

但等我真的来到那样一家商
店，看到那么一套衣服时，售货员
阿姨却对我妈说，这套衣服是本店
质量最好的，也是最贵的。她的话
音一落，我就知道这回儿又没有多
大希望了。因为每年都有这种情形
发生，妈妈舍不得看我难过，她就
和售货员阿姨不停地砍价，售货员
阿姨想多赚一些钱不肯让步，我好
想得到那套衣服，就用力地摇晃着
妈妈的大腿，谁也不肯让谁。

最后，我还是依依不舍地离开
了那家商店，穿上了另一家商店的
镶嵌着黑猫警长的新衣服。虽然我
不太喜欢黑猫警长，但在妈妈的再
三劝说下还是勉强去喜欢它。因为

我开始知道，这世上有很多心仪的
东西它真不会属于某些人，不在有
些人的猎捕之内。我也只好装作可
爱的样子，在转身离开橱窗的刹那
狠狠地告诉自己，长大后一定要满
足这双眼睛，这颗心。

但多少年以后，我依然没有某
种勇气和能力去拥有那些近在咫
尺却仿若隔世的东西。

有很多人曾说，只要我们拼尽
全力去努力了，也许以后就能配得
上某个人，某个圈子。但我开始并
不这么认为，因为当我们越努力地
爬上了新的高度，实质上却还是那
个层次的低能儿。对，有很多人会
在我们还很渺小的时候摸着我们
的脑袋说，XX，你要加油啊，你以
后一定能过上今天想要的生活！

当然，如果你确实是一个铮铮
铁骨、誓死不休的人，我想你也一
定会咬牙切齿，默默努力。但多少
年后的今天，我们真有找到那份曾
经特别渴望又或是现在比较痴恋
的人或事吗？其实，大多人会如我
一般，喜欢但望而却步，追求却力
不从心，靠近但遥不可及……

但所幸的是，我们并没有从此
感到绝望，还相信会有希望，还愿
意为之不懈努力，还会跃跃欲试，
难道不是吗？比如，对你第一个喜
欢的人，你一定坚持了很久很久，
直到希望彻底破灭，但你会站在遥
远的另一端祝他比以前过得更幸
福啊！再比如，对你的第一份工作，
你一定干了好久好久，直到摇头叹
息，但你会在离开那个岗位的瞬间
感到如释重负啊！有时候，我们都
相信自己可以抓住流浪的风，拍摄
到逝去的云，那我们就更要相信自
己可以等到某个年纪，某座城和某
个人，就如同你总觉得他并未消
失，认为自己还足够行。

□江初昕

读初中的儿子晚上回来就乐
陶陶告诉我：明天学校要组织在附
近的荒山植树。我一听，心想：好
啊！既可以锻炼孩子的吃苦耐劳的
能力，又可以增加环境的保护意
识，我对学校的这种走出课堂步入
社会实践的做法表示赞同。

第二天一早，儿子欢天喜地的
出门了。我望着儿子瘦弱的背影，
心里不由得担心了起来。和大多数
的小孩一样，如今很少干过体力
活，不知能否消受得了。儿子中午
回来，他那双漂亮的球鞋上粘连了
许多厚厚的黄泥巴，就像京剧演员
脚底穿的肥厚皂靴一般，再看那一
身衣服，屁股、裤脚管上都是泥巴。
特别是儿子的小脸蛋，一道道汗痕
里夹杂着泥水，好比《集结号》里脸
抹七彩涂料的战士。更打紧的是，
儿子的胳臂上划出了几道血口子，
让我心里挺难受的。

洗完澡，吃了饭，儿子恢复了
原来的生机活力，开始喋喋不休
地讲述上午植树情景。儿子津津
有味地对我说：有的小胖墩连那
么小的山坡都爬得气喘吁吁，但
为了保护我们的地球家园，还是
坚持扛着小树苗朝山上走去；还
有一些女同学都累哭了，但在老
师的鼓励下，挥锹种下了树苗。我
听着儿子的描述，无不感慨一番，
道：“能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就好

了，至于干活，你们可比不上我们
小时候。老爸跟你一般年龄就进
山砍柴了，一次驮七八十斤木柴
还要走好远的山路呢！”

儿子对我的“老黄历”充耳不
闻，唯独当我说起“砍柴”一词，来
劲了，“嘿，我说老爸呀，现在不都
是在提倡植树造林，绿化环境，保
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你那
时候怎么砍伐木柴破坏森林呢？”

“这——— ”面对儿子滔滔不
绝、倒背如流的环保知识，我一时
竟然找不着话茬了。记得小时，在
乡下，村庄的屋前屋后都种满了
树木，大树遮天蔽日，村口立下石
碑，立下禁止采伐等乡规民约。对
于村口的那片树林，我们不能雷
池一步，平时砍柴的时候，到几十
里山外偏远的深山里去砍伐。村
口的那些树林成为我们童年嬉戏
玩耍的好去处。我们爬上槐树，采
撷槐花，在榆树上，扯下一嘟噜一
嘟噜的榆钱……

一个星期后，儿子惦记起他
们种植的那些小树，拉着我骑车
来到山下。我和儿子登上山顶，看
着那些小树开始长出了新绿，我
的心里一阵感动。再瞅瞅蹲在小
树边用手轻抚嫩枝的儿子，泛红
的脸流露出惬意的笑。儿子喃喃
而语：“小树苗快长大，长大好让
鸟儿来搭窝，天蓝树绿鸟儿鸣，地
球母亲笑开颜”。儿子稚嫩声音好
似眼前和煦的春风，温和而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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