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个西瓜都值得尊重
□曹瑞欣

盛夏的一天中午，走过学
府路上两排法桐树繁茂的枝叶
手挽手搭出的清凉长廊，我来
到一家打字社门前。推门进去，
一个穿白连衣裙的漂亮女子笑
吟吟地迎上来，“您好！您想复
印东西吗？”欢快的调子宛若山
涧的潺潺流水。我告诉她要打
印一份近两百页的调查报告，
还需要排版。我把U盘递给她。
她微笑着指指旁边一把椅子请
我坐下，自己在电脑前忙活起
来。我道声谢谢，坐下安心等
待。

抬头间，一个独特的台历
把我吸引住了。“天哪！四胞胎，
太可爱了！”我拿起台历翻着仔
细端详，总共十二张照片摆着
各种姿势的四个小天使是主
角，有爸爸妈妈抱着的，有爷爷
奶奶、姥姥姥爷抱着的，孩子们
天真活泼，大人们喜气洋洋。
“当然也超级累人啊！”女

子随声附和，眼睛却盯着电脑
屏幕。
“真是你的孩子吗？”照片

上的妈妈明明就是眼前这位，
但我依然不敢相信。
“当然是真的，像我吗？”她

扭头看我一眼，那明亮的双眸
里洋溢着发自肺腑的幸福。
“像！真是位了不起的妈

妈！”
“爸爸同样了不起啊！”
过了不到四十分钟，她就

把一摞整齐的装订稿递到我的
手里。

能够一次诞生两对龙凤胎
的夫妻，全中国恐怕屈指可数
吧！我想知道她的更多情况，便
问道：“老公家哪儿的？”
“沂源县燕崖乡。”女子轻

轻说道。
我大吃一惊，“那儿是传说

中牛郎织女的故乡啊！你知道
吗？”
“当然知道了，我们两个初

次见面就在那里，那里很美，仙
境似的。”女子的脸颊变成了绯
红。

“讲讲你们的恋爱史，肯定
很浪漫吧？”我满心羡慕。
“呵呵，想想纯属天意。”女

子优雅地拢拢披肩长发，“那是
2007年8月的一天，我一个八竿
子打不着的亲戚，来到我家热
心地要把我介绍给他朋友的儿
子。他朋友的儿子在国外，是个
博士，刚刚离了婚，没有孩子，
很有钱，但我当场谢绝了。我想
我又不是头驴，凭什么要别人
牵着鼻子走！这可把我父母气
得不轻，特别是我妈，说一个小
技校毕业生，人家海外大博士，
如何如何。我反驳我妈，小技校
生和洋博士一样有追求真爱的
权利，我妈开天辟地打了我一
巴掌……那天我刚巧在报纸上
读到消息说沂源县被中国民俗
学会授予‘牛郎织女传说之
乡’，我很小的时候，多次听奶
奶讲‘牛郎织女’的故事，那算
是我最早的爱情启蒙教育。受
那故事的影响，我铁定了心长
大后要找到自己的真心爱人！
那天我悄悄地坐上长途汽车去
了沂源燕崖乡，一路打听着直
奔织女洞。可是，刚踏进玉皇阁
院内，眼前突然一黑，顿时觉得
天旋地转，后面就什么都不知
道了。等我醒来已是傍晚，我竟
然躺在一张陌生的大床上，一
个目光和善、面庞英
俊的小伙子坐在床
边的椅子上，正举着
小铁勺喂我鸡蛋汤。
两人说了几句话，我
的眼泪立刻流了下

来……第二天早晨，他送我坐
上了返回济南的长途汽车，他
还亲自写了毛笔字送给我，是
孟郊的《古意》，我只记得‘河边
织女星，河畔牵牛郎’两句。”

“你回来你妈没再打你
啊？”我忍不住问。
“我妈看到我平安回来，一

把搂住我哭了，再说我都二十
多岁了。过了不到一周，小伙子
正式登门求婚来了，当着我父
母的面，他落落大方地把一串
银杏果项链给我戴在脖子上，
说它像我们的爱情一样天下无
双！因为它是用全中国独一无
二的织女洞边‘叶籽银杏’树上
的果子穿成的，据说能带来好
运！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你要是
个作家的话，足够写本大书。将
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家里天
天上演电视连续剧，我妈答应
我永远不再提嫁给洋博士的
事，同时要我答应她永远别提
嫁给这个农村小伙子，我不答
应。折腾到最后皆大欢喜！那来
自牛郎织女故乡的小伙子原来
是个画家，他称自己干修理地
球工作是为了考验我的爱。”

这时候，两个斯斯文文的
男孩推门而入，是来打印毕业
论文的，我依依不舍地和女子
道别，女子友好地冲我挥挥手。

生活总归是美好的，追求
真爱就会得到真爱，真爱可以
创造奇迹！我感慨着推门而出，
但又情不自禁地退了回来，问
那正忙碌着的年轻母亲：“很想
知道四个小天使的大名，可以
告诉我吗？”

女子微微一笑，响亮地答
道：“四个宝宝分别叫锦-绣-前
-程！”
“那也祝你们的生活和事

业锦-绣-前-程！”我由衷地送
出了自己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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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星

记得奶奶对我讲过，妈妈年
轻时非常漂亮，是大家族的女
子，她气质华贵，举止优雅。她
酷爱音乐、歌舞。奶奶说，那年
妈妈的姐姐病危，弥留之际牵挂
着自己幼小的孩子，她一手抓着
自己的妹妹（我的妈妈），一手
拉着她的婆婆（我的奶奶），含
着眼泪，想让妹妹嫁给自己的丈
夫，帮她把那嗷嗷待哺的孩子拉
扯大。就这一牵手，可怜而善良
的妈妈走进了张家大门。一个十
八岁的姑娘进门就当上了未满两
岁孩子的继母，紧接着，又有了
我们兄妹六个，从此过上了饥寒
交迫的日子。

解放初，为了生存，爸爸和
妈妈带我们离开家乡扬州，拖大
带小，过起了漂泊不定的生活。
我们先到了苏州开文具店，后来
又改行卖起了包子和解放饼。妈
妈那时已经怀了二弟，每天挺着
大肚子出摊。妈妈生下二弟实在
养不起，就想将二弟送人。记得
妈妈两只眼睛哭得红红的对我们
说，弟弟到别人家享福去了。几
个月后，二弟头上生疮，收养他
的人家将他送回来让妈妈看看，
就这样一看一抱，牵动了妈妈的
心，妈妈含着泪水扑通给人家跪
下，她舍不得孩子了。母子连
心，就这样感动了对方，人家很
理解地又把弟弟留下了……

后来爸妈看到报纸上济南招
教师的广告，一家人几经辗转来
到了济南。济南也就成了我们的
第二故乡。来到济南后，妈妈生
下我的小弟弟、小妹妹后做了绝
育手术。记得妈妈从医院回来伤
口疼得直不起腰来，爸爸给她煮

了两个鸡蛋，妈妈怎么也不忍心
吃，给了小弟弟和我，那时我们
小，不懂事，可现在想起来真是
揪心的疼啊……

上世纪六十年代，闹粮荒，
每人每月25斤粮定量。大街上的
树叶都被拾到家中煮煮吃了。我
们家孩子多，生活困难，妈妈每
天给我们计划着吃饭，每餐一个
小窝窝头。记得我每次都三下两
下就吃进了肚，但肚子里还是饿
得咕咕叫。快过八月十五了，国
家给每人半斤月饼，妈妈用积攒
的钱买了四斤月饼，家中还有两
斤大米，妈妈想留到八月十五这
天，大家在一起吃月饼过中秋。

月饼就放在我床前的箱子
里，我每天睡觉时都闻到扑鼻的
香味，越闻越感到饿，真想吃一
点。八月十五早上，趁大家还没
有起床，我悄悄地带上那四斤月
饼，溜出了家门。

闲逛了一天，月饼被我一个
不剩地吃进了肚里。馋虫是赶走
了，可看着天色渐渐地黑下来，
我开始害怕了，不敢回家，就漫
无目的地走进了趵突泉公园。左
右为难的时候，我被公园查岗的
人发现，在他们的盘问下，我说
出了家庭地址和姓名，那人赶快
给正觉寺街派出所打电话，说你
们要找的孩子找到了。

很快，爸爸妈妈带着哥哥到
趵突泉公园去领我，当时家里人
十分气愤，对我一阵拳打脚踢。
只有妈妈泪流满面，护着我说：
“ 别 打 了 ， 只 要 人 找 到 了 就
好……”

四斤月饼在如今来说不算什
么，可在那个年代是我们全家过
节的念想，兄弟姐妹望穿双眼的
期盼啊。妈妈的眼泪和包容让我

好像一下子长大了，知道自己是
多么自私，作为家中的长女，竟
然做出了这等荒唐之事。从那以
后，我下定决心，要帮助爸妈撑
起这个家……

十年“文革”，我们这个最
普通的家庭也遭受了巨大挫折。
爸爸是中学教师，被关进了牛
棚，弟弟妹妹一个个走进了上山
下乡的行列，我15岁就到工厂学
徒，妈妈用自己柔弱的双肩撑起
了全家的重担。在那个迷茫纷乱
的年代，妈妈始终恪守着善良、
宽容的为人准则，妈妈的言行使
我学会了用智慧处理事情，用善
良关怀人，终生受益无穷。

妈妈非常热爱自己的教师工
作，她对工作精益求精，对学生
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经常把学
生带到家中开小灶，帮他们弄懂
所学的课程，甚至让他们在家里
吃饭。妈妈每年都荣获优秀教师
的称号，学生们取得进步的时候
也是妈妈最快乐最开心的时刻。
记得有一天下午天气突变，电闪
雷鸣，瞬间下起了瓢泼大雨，我
们等了好久都不见妈妈回来。直
到很晚，才看见妈妈拖着疲惫的
身体走进家门，浑身上下都淋透
了。原来她班上有个学生突发急
病，父母又不在身边，妈妈送他
上医院，医好后又将他送回家，
看着他吃上饭才往家赶。像这样
的事例不胜枚举。妈妈从事教育
行业四十年，可谓桃李满天下，
到现在还有许多妈妈的老同事、
老学生和我们联系，共同追忆妈
妈。或许是受妈妈的影响，我家
的孙辈中有四人做了教师，继承
了妈妈心爱的事业，这也是妈妈
最自豪骄傲的事情。

妈妈是个平和内敛的人，平

时话语不多。但在我心中，妈妈
一直是坚强的，是我们精神的支
撑。然而爸爸过世后，妈妈变得
沉默了许多，经常暗自流泪。每
逢爸爸的忌日，妈妈都会提前准
备祭品，催我们兄弟姊妹早早上
路。那是与她患难与共的人生伴
侣啊，几多风雨，多少磕绊，他
们相携相挽，共同走过。

有一年正月十五，妈妈自己
离家，后来几经周折我们才找到
她，我当时心里很是不解，觉得
我们这些儿女都很孝顺，妈妈应

该快乐才对。直到如今，我的丈
夫也离我而去了，我才深刻感受
到了妈妈那时的孤寂与无奈，那
刻骨铭心的思念是孩子们的孝顺
所不能给予的啊！

不知不觉中，我和妈妈的角
色换了位，作为长女，我开始成
为妈妈的依靠，家里的大事小情
再也不用她亲自处理，兄妹七人
开始为妈妈分担忧愁，我们经常
围在她的身边，让她尽享天伦之
乐。每年妈妈的生日都是我们一
大家人的团聚日，全家老小欢聚
一堂。妈妈总是事先写好稿子，
当场宣读，表达自己的激动和欣
慰之情，每次妈妈的微笑中都隐
含着欢乐的泪水。

而这幸福的时光实在是太过
短暂啊。妈妈走得非常匆忙。

一个冬天的早晨，弟妹打来
电话说妈妈不太好，当我辗转乘
车飞奔到医院的时候，妈妈已经
走了，那样匆忙，那样无声无
息，没给子女带来一丁点麻烦，
也没给我们床前尽孝的机会。

收拾妈妈遗物的时候，发现
妈妈竟然积攒了2万多块钱，这对
于退休工资不高的妈妈来说是多
么不容易啊。我们兄妹七人所看
到的绝不是妈妈留下的不多的财
产，而是妈妈留给我们的坚强忠
厚、勤俭节约的精神财富。

子欲养而亲不待！生活逐渐
好了起来，现在我也年逾六旬，
学会了使用电脑，多么想让操劳
一生的妈妈也享受一下今日美好
的生活，而她却永远地离开了我
们。我从妈妈身上学到了很多，
善良宽容是做人的基础，感恩是
生活快乐幸福的源泉。我要循着
她的足迹，教育好我们的下一
代，让他们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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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本科

十字路口，停着一辆西瓜车，
不少人正在挑选西瓜。车上的瓜又
大又圆，样子挺好看。卖瓜的是个
五十岁左右的男子，他热情地递给
我一个装瓜的袋子。

我正在挑选着西瓜，这时，从
我背后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卖
瓜的，这个瓜生，你得给我换！”我
扭过脸去，只见一个三十多岁的女
子提着一个西瓜气势汹汹地走过
来。女子将西瓜往地上一扔，厉声
喝道：“我说你这个卖瓜的，你也太
会忽悠人了，你说保证瓜熟，我到
家里一切，却是个生瓜蛋！”

我看到女子扔到地上的瓜有
八成熟，虽然没有熟透，但要说是
个“生瓜”，实在有些牵强。

瓜农脸上赔着笑，不好意思地
说：“大姐，俺给您换一个，您看行
吗？”

女子更加生气了：“你叫我啥？
我有那么老吗？”

瓜农赶忙赔不是：“大妹子，俺
不会说话，您别生气。”

女子喝道：“少废话，生一赔
十！”

瓜农的脸瞬间变成了苦瓜：
“大妹子，您看赔您两个行吗？俺一
个种瓜的，大老远拉来卖，也不容

易。”
女子嚷道：“不行，必须赔十

个，否则没完。这么热的天，把西瓜
拎回家又拎回来，我容易吗？”

瓜农无奈地说：“您怎么不讲
理呢？”

女子瞪大了眼睛：“谁不讲理
了？你卖给我的瓜是生的，必须
赔！”说着，女子伸手去抱车上的西
瓜，瓜农显然生气了，一个箭步跨
过去阻拦，女子手一松，两个西瓜
从车上滚落下来，都摔成了两半。

瓜农带着哭腔喊道：“你怎么
摔俺的瓜！”

女子毫不示弱：“我就是摔！”说
着，抱起车上的西瓜就往地上摔。
“啪”的一声，西瓜重重地摔在

城市的水泥路上，红色的瓜水四
溅。随即，女子又抱起一个摔到地
上。几个好心的路人赶忙上前劝
说，女子才没有继续摔下去。

瓜农蹲在地上，眼神充满了恐
惧和无助。这时，周围围了一大圈
看热闹的人。也许是觉得理亏，女
子扔下一句“不和你这个乡巴佬儿
一般见识”后便扬长而去。

一个好心的老者和瓜农商量
后，按原价买走了那两个摔成两半
的西瓜。我原本打算买一个的，但
是那天我却破例买了三个。三个西
瓜一共九块六毛钱，我给了瓜农十
块，没让他找零头。

不是我装阔，我只是觉得，每
个西瓜都值得尊重，因为它是
用劳动换来的。如果你爱吃
它们，就应该尊重它们的价
值。当女子摔西瓜的时候，她
不但摔碎了别人的劳动成
果，也摔碎了自己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