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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的故事
作者：芭芭拉·玛奇 翻译：韦盖利

我4岁开始学习钢琴，我的钢琴老师就
是我的奶奶，那时她已经80多岁了，还能弹
肖邦和贝多芬的乐曲。奶奶教我练钢琴的
时候还爱讲故事——— 她自己的故事。我不
知道，老年人讲故事的时候有没有在意别
人听不听，或者，他们只是在回忆自己的过
去。

奶奶于19世纪末在爱尔兰出生，中学
毕业后去学习钢琴教育。22岁那年，她跟村
里的一个年轻人订婚。那个年代，人们都想
去殖民地发展，我爷爷后来被派到南非一
个叫格拉多克的小镇去管理一个鞋店，在
他看来，那是一个创造新生活的机会。

爷爷本来打算和奶奶完婚后再去南非
的，但没来得及，他要求奶奶在爱尔兰等他
回来。一别就是五年，只是每周通一封信，
终于有一天，奶奶得以用箱子装上她的婚
纱，辗转到英国南安普敦搭船，去南非的开
普敦找爷爷，他们打算在开普敦完婚，然后
到格拉多克去度蜜月。

但是——— 她回忆起这段故事的时候眼
睛里总是闪着亮光，故事在这里有了小插
曲。在船上，她遇到一个正在乘船回印度服
役的英国军官。奶奶没有说很多，但我能想
到，他们相爱了。跟未婚夫离别五年，正要
相聚，准备结婚时，遇到了另外的人，想象
一下是什么感觉吧！她从来没有告诉我那
个军官的名字，或许她已经记不得了。但她
清楚地记得他要求她去印度，并答应一下
船就和她结婚。

奶奶为什么没和那个军官一起去印度
呢？家里人不会知道，等她写信回来告知的
时候，家人要阻止也来不及了。而且，那个
军官在印度服役一段时间之后，肯定要回
英国的。这对她肯定是比较大的诱惑，但奶
奶是那个时代的人，她遵守对未婚夫的承
诺，坚定地在南非开普敦下了船，当天就结
了婚。

奶奶和爷爷在南非过得很满足，每天
都有音乐相伴，生了四个孩子。她有没有遗
憾过自己错失了去印度的机会？她从来没

有说，或许，也没有时间遗憾。在她的新生
活里，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回想起我跟奶奶学钢琴的日子，我觉
得奶奶对我并不严厉。她往往只是建议，并
不坚决要求；只是暗示，并不制定强制的规
则；只是以身垂范，并不喋喋不休。从她的
生活，她的爱，特别是她对待周围人的态度
上，我学到很多让我终生受用的东西。

虽然当时还很小，我却觉得奶奶教育
小孩的方式跟别的成人不同。她跟我说话
时，好像我是一个重要人物，她跟我们家的
使女说话，好像是她的一个朋友。奶奶让我
明白了要平等待人，所以我那时经常在花
园里跟使女的女儿一起玩。

我们经常忽视老年人，对他们的故事
不屑一顾，没想到那些故事是给孩子们的
最重要的礼物。

我13岁的时候，奶奶就去世了，那时，
我已经不再弹肖邦，而是弹奏些流行歌曲
或民谣。最初，我以为奶奶给我的最重要的
礼物是音乐，但长大后，我渐渐认识到，她
给了我生命中更重要的东西：教我认识爱
与责任、宽容与压制，给我了克服偏见的力
量。

我的快乐和热情的源泉之一是我
的声音。

我喜欢在当地的社区剧院里登台
演唱。在一次高难度的演唱过程中，我
的嗓子突然钻心地疼痛起来。这是我
第一次表演歌剧选段，我担心我对高
音的尝试伤到了声带。我是团里的首
席歌手，而我们正在筹备正式演出。于
是我和医生约好去治疗，结果医生失
约了，我白白地等了一个小时。最后我
气冲冲地拂袖而去，回到剧场，抓起电
话簿，找到附近的一个喉科专家。我和
他约好，然后就出发了。

护士引我进门，我坐下来等着医
生诊断，但我憋了一肚子的气。我其实
很少生病，偏偏在最需要保持健康的
时候，喉咙竟然出了问题。另外，我不
得不在排练最繁忙的时候抽出时间在
两个医生之间奔波，而他们都让我坐
着空等。真是太让人丧气了。为什么会
发生这样的事呢？

片刻后，那位护士回来了，她说：
“我可以向你请教一些个人的问题吗？”

真是怪事，在医院里除了个人问
题他们还能问什么呢？但我还是直视
护士回答道：“可以，当然没问题。”

“我注意到了你的手。”她略显迟
疑地说。

11岁时，在车祸中，我失去了半只
左手。我想这是我不能实现在剧院演
出的梦想的原因之一。尽管每个人都
说：“我从来没注意过！你是那么举止
自如。”我暗自揣测，人们只希望在舞
台上看见完整无缺的人，没有人想见
到我。另外，我个子太高，身材太胖，不
够才华横溢。是的，他们不想看见我。
但我热爱音乐剧，我有一副好嗓子，于
是，有一天，我在当地的社区剧院里试
唱，他们马上就给我安排了角色。那是
三年前的事了。从那时起，几乎每次试
戏，我都能如愿以偿。

那位护士继续说：“我想要知道它
对你的生活有影响吗？”

从没有人这么开口问过我。他们
一般会说：“它让你不舒服吗？”绝不会
直言不讳地问：“它对你的生活有影响
吗？”

在尴尬的气氛中，她说：“你瞧，我
的女儿刚出生，她的手就和你的一样。
我……我们……我想知道它对你的生
活有影响吗？”

“它对我的生活有影响吗？”我思
索了一会儿以便找到恰当的词汇。最
后，我说：“它影响了我的生活，但不全
是坏的。我每分钟可以打75个字，我会
弹吉他，我能骑马，我表演马术有许多
年了，我甚至还取得了职业驯马师资
格。我演出音乐剧，是一个职业演讲
家，总是在人前登台亮相。我的家人总
是谈论我取得的成绩，并引为自豪。这
是我的动力来源，而不是障碍。”

“在我看来，你的女儿没有问题，她
很正常。等她大了，她会知道自己是与
众不同的，那时你要告诉她，能与众不
同是很了不起的。正常不过是泛泛的普
通而已。这不是挺有趣的吗？”我最后
说。

她沉默了片刻，然后简单说了一
句“谢谢”，就转身离开了。

我坐在那里想：“为什么会发生这
样的事呢？”事出必有因，甚至是那场
造成我的手现在这个模样的车祸也是
如此。一切一切的阴差阳错在此时此
刻把我领到这家医院，也自有其缘故。
. 医生终于来了，他看了看我的喉
咙后说，他想麻醉后放一个探测器进
去检查一下。嗯，唱歌的人对把什么医
疗器械放进喉咙里都是非常敏感的，
尤其是需要麻醉的地步！我说：“不用
了，谢谢。”就转身离开了。

第二天，我的嗓子不治而愈。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事出必有因
作者：莉莉·沃尔特 翻译：邓惠尹

错 了

就 改

●11月19日A16版《中
国标准美女大赛持续升温》
最后一行“签约经济公司”，
应为“签约经纪公司”。

●11月19日A22版《乒
超鲁能男队三连败》第三段
第五行“然后又坐了两多小
时的车”，“两多小时”应为

“两个多小时”。
●11月22日A15版《打

白条收完粮食老板“跑路”》
第二段：“老张说，忙碌了大
半年，6月份收获了4900多斤
玉米……”，“玉米”应为“小
麦”。

●11月22日B2版《撒向
敌人方面的传单》第二段“蒋
军立下公”应为“蒋军立下
功”。

●1 1月2 3日A7版《临
枣、烟海两高速昨通车》“烟
海高速通车”部分第四段：

“主线贯通的烟海高速临时
向涉会车辆放开通行”，“涉
会”应为“社会”；所配交通图
中“洋口港”应为“羊口港”。

●11月25日A13版《马
政委风采依旧 大将军因伤
退场》第二段：“开局不利的
北京队顿时雪上加霜”，“北
京队”应为“上海队”。

●11月25日A9版《看相
亲节目，别太当真》按语第一
行《非常勿扰》应为《非诚勿
扰》。

(感谢读者周琲 、朱永
胜、周而复始、张召来、崔常
山的批评指正)

标题通吗

11月19日A4版《谁在寒
冬克扣了市民的暖》，据多处
查证，“暖”字可作形容词：温
度不冷也不热；可作动词：使
温暖，使温和；其他只能作词
组使用。稿件中所说的“暖”指
热源厂所供的热量或者市民
享受的“温暖”，百思不得其解
的是，标题中只用一个“暖”
字，属于哪种词性，读起来通
吗？ 读者 周广清

首先感谢读者对本文的
细致阅读和指证。汉语中经常
会出现词语活用的情况，比如
空调制暖、制热、制冷等，这里

“暖”字都是用作名词。稿件中
“暖”的实际含义应是供热公
司输送到居民家中热量的多
少，也可简称为热量或热源。

“暖”的这种用法已经常见，比
如“蹭暖族悄然增多”，“冷空
气吹来了暖经济”，栏目名“寒
冬送暖”等。 记者 王光营

算得不对

11月22日A7版《苹果链
条里谁都赚不到钱？》，文中第
二栏第六行“‘租地要交承包
费，我们这里的承包费一亩地
80元左右，而附近村里有的承
包费达三四百元，这些成本加
起来就得1块钱。’宋树来介
绍”。该句中“这些成本加起来
就得1块钱”是什么意思？按文
中所述1块钱应该指的是1斤
苹果所需的承包费成本，难道
一亩地只有80斤或者三四百
斤的产量吗？显然不符合常
识。 读者 刘学英

单看“这些成本加起来就
得1块钱”这句话，的确有些不
明白，这也是读者有疑问的原
因。这一部分的标题是“一斤
苹果种植成本一块多”，文中
已说明6亩苹果产量3万斤；两
个人物“老崔”和“宋树来”也
都一一介绍过苹果的种植成
本，前后结合起来，应该是说
清楚了。 记者 王倩

段玉文：11月20日A7
版大标题“小区超规划，房
产证难产(主题)济南锦绣
泉城300户业主：五证齐全
的房子咋还不让人放心”。

“五证齐全”指的是什么？难
道不包括“房产证”？实际上

“五证齐全”只是写在了合
同上，并没有拿到手里。如
果开发商明知道合同不能
履行，就涉嫌合同欺诈。所
以说标题表述不准确，应该
在前面加上“承诺”或“合
同”。

编辑者说：这里所说的
“五证”是指建设用地规划、
建设工程规划、建筑工程施
工、商品房销售四种许可证
及国有土地使用证，的确不
包括房产证。

周芬：11月20日A11版
《一考研大学生自习室晕
倒》。身体素质不好，干什么
都不行。学生包括办公室一
族，整天坐在电脑前，颈椎
病、腰椎病屡见不鲜，工间
操有头无尾，不能坚持，这
样一来，不晕倒才怪。

马修：如果没钱吃饭晕
倒，我倒是感动一下，你自己

不吃早饭，能怨谁？如果说时
间紧，感到压力大，不吃早饭
就去学习，就这样的心态也
很难考上理想的学校。我们
班光中国科学院就考上四
个，也没见人家起早贪黑，考
试拼的不是时间，是智慧。

编辑者说：你可以什么
都不要，但不能不要身体；
不要身体，那真的就什么都
没了。

新闻蛮：11月21日A2
版《长期辍学也是“闷死”男
童的凶手》，这话扯大了，和
国家民族扯上了……

wtzj lc：A2版《长期辍
学也是“闷死”男童的凶
手》，不要凡事都怨政府，首
先要想想自己的责任。推卸
责任是中国人的悲哀。

编辑者说：事故发生之
后，有教育部门相关负责人
被停职，说明在责任认定
上，的确和“教育”挂上钩
了。义务教育具有强制性，
孩子从学校跑出来，家长、
学校难辞其咎。但我还是认
同读者的观点：话说得越大
越远也就越没用。

李玉美：11月23日A14版

《老人出院上楼无人抬担
架》，初看题目，感到很气愤，
可是细看之后才知道不是这
么回事，是因为刚好赶上正
午，小区道路上根本没人经
过，司机才打110求助的。我
觉得题目有点误导的意思。

解文利：这标题是不是
为了吸引眼球啊？并不是周
围居民冷漠，是居民们根本
就不知道这件事情，不知道
怎么能责怪人家呢？其实这
件事情的责任在老人，明明
知道要出院，需要抬担架，为
什么不提前找几个人帮忙
呢？当然老人年纪大，可能想
得不周全。但是，记者用这个
标题，我觉得不合适！

编辑者说：看完稿子，
感觉标题没问题，但先看题
目，的确容易产生误解。由
此我提出另外一个问题：救
护车送人出院，抬上楼的责
任在谁？或者院方，或者病
人家属，明确责任，用不着
其他人“做好事”。

李玉凤：11月22日A26
版《卢长华誓言挺进八强》
配有一幅照片，说明文字是

“卢长华(左二)与巩晓彬对

新赛季满怀信心”，照片中
共五人，除了卢长华，另四
人中哪个是巩晓彬？编辑知
道，记者知道，读者不知道。

编辑者说：编辑考虑得
细一些，读者的麻烦就少一
些。

刘学英：11月24日A16
版《以逮捕公车爆炸案嫌疑
人》，看了内容方明白标题
中的“公车”是指的公共汽
车，但将公共汽车简称为公
车易使人产生误会，还是不
简称为佳。

编辑者说：作为简称，
“公车”与“私车”相对应，从
没见过把公共汽车简称为
公车的。只看标题，不知所
云。

朱永胜：11月26日A20
版《你若怀念他们，只能说
你真的老了》提到，“6支球
队先分成两个小组，比赛采
取单循环制，先决出各组前
三名，两个小组的1、2、3名
再分别对垒”。总共6支球
队，每个小组三个队，还怎
么决出前三名，直接说“先
决出各组名次”就行了。

编辑者说：说得有理。

评报员之窗

如此

冲锋陷阵

低头开车，车像大炮，炮
上有人，只顾省事不顾安全，
这个不行啊！

拍客：孙守利

读者评报欢迎投稿：qlwbdz@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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