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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间发现父亲老了，也发
现父亲小了。老的是年龄，小的
是性情。

最初感知父亲的老还是八年
前，那时我的儿子还没有出生。
父亲和母亲还在赣中的老家侍弄
田地。

那个暑假，天气极其炎热，
田里的禾苗缺水，父亲和我抬着
家里的小型抽水泵去为禾苗上
水。这时的父亲竟然无法发动抽
水泵。

父亲试了好几次，父亲每次
都能转动数下，但就是不能用瞬
间爆发的力量带动水泵的转动
带，让抽水泵自动转动起来。

一旁的母亲直责怪父亲，说
怎么连个抽水泵都发动不起来了
呢。父亲把拐柄交到我手里。两
三下，我就让抽水泵轰隆隆地转
动起来。而此时的父亲，坐在杂
草纵横的田垄上，吧嗒吧嗒，嘴
里吸着劣质的香烟。

那年，父亲54岁。54岁的父
亲虽然还能干很多重活，诸如拖
板车，挑上百斤的稻谷，但他缺
乏了瞬间爆发的力量。父亲手臂
上曾经让我崇拜的、鼓鼓的肌肉
在我心间轰然塌落。

在我求学期间，我最喜欢的
就是写作文。每次写好一篇作文
后我都会很兴奋的交到父亲手

里，等待父亲的评点。近几年
来，父亲远离故乡，来我工作的
地方带他的孙子，父亲在接送孙
子上幼儿园后有大量的剩余时
间。父亲没有其他的爱好，除了
看电视新闻就是喜欢看书，有时
也会提笔写上了一些属于他的故
事。父亲每次写得很慎重，会在
稿子上修改一遍又一遍。最后，
他会眷写得工工整整，然后把眷
写好的稿子从我背后塞给我，一
句话也不说，快速溜回房间。我
知道他是在等我，等我阅读后对
他文章的评价。此时的身份互
换，让我想起当年那个等待父亲
评点时害羞的我。

两年前，父亲跨过了花甲之
年，这段时间以来，父亲总是说
后脑勺隐隐作疼，到了几家医院
做各种检查，竟然没有查出任何
问题。父亲查阅了一些书刊，认
为是血管狭窄，阻碍了血的正常
流动，因此导致了头的隐痛。隐
痛也让父亲整天头晕目眩。为
此，父亲很少去较远的地方。那
晚，我和爱人都有事情，不能去
棋院接学下棋的儿子。我们委托
父亲去接。去棋院的路上要经过
一条繁忙的大道，每次都要小心
翼翼的过斑马线。回来后听儿子
说，过斑马线时父亲的手竟然不
停的抖动。他紧紧抓着孙子稚嫩

的小手，像渡过一片险滩。
2010年的冬天，江南遭遇冷

冬，鹅毛大雪不断。一个周末的
清晨，我听到儿子在楼顶上欢呼
雀跃，走上去一看，发现父亲正
在用双手堆雪人。看着父亲来来
回回的找寻新雪，不断用冻红的
手去修补雪人的鼻子和眼睛。目
睹他不时用嘴里的热气呵着冻僵
的双手，我心里有蓦然的感动。

小时候的我们哪里能够享受
到父亲如此的礼遇啊。记忆中威
严的父亲与我们的心里永远隔着
一堵墙。在雪天，我哥哥去玩雪
人，在父亲家长制的淫威下，我
们回来后轻则谩骂，重则享受皮
肉之苦。

雪人堆好后，父亲和他的孙
子围着雪人哈哈大笑，在红鼻子
黑眼珠雪人面前，我看到父亲如7

岁的儿子一样，笑容天真烂漫。
父亲大我27岁，我大儿子27

岁，这或许是一种偶然。儿子在
呵护中一天天成长，我在历练中
一天天成熟，父亲在时光中一天
天衰老。我知道，有一天，儿子
会变成熟的我，我会变成衰老的
父亲，父亲却要轮回成需要呵护
的孩子。

慢慢老，慢慢小，我们都
会。不同的年龄，我们会有收
获，会有付出。在岁月的轮回
中，我们都要传承不同岁月段的
生命要义——— 爱与被爱。

慢慢慢慢老老 慢慢慢慢小小
文/刘会然

昨天是父亲的生日，
与往年父亲的生日不同，
今年生日是在我家新搬迁
的楼房里度过的。

还不到十点，姑父与
姑姑们还有老家的叔叔们
就陆陆续续赶到了，他们
带着家乡的礼物，来看望
他们的哥哥，我的父亲！

这个生日宣告了父亲
七十一个春秋岁月的到
来。

父亲的生日是最近几
年才开始过的，刚开始过
的时候，他是十万个不愿
意，觉得奶奶健在，生日
就应当只为奶奶过，自己
是完全没有必要过的，其
实，父亲的用心我非常明
白：之所以父亲不愿意我
们姐弟几个给他过生日：
一则他是怕我们年轻人耽
搁工作，父亲从小就教导
我们，身在单位，人是公
家的，就当为公家尽心尽
力，不能因为杂事而耽搁
了工作时间。二则怕我们
浪费不必要的家庭开支。

然而，今年，有所不
同，父亲竟然是主动要求
来我家过生日的，而且把
叔叔姑姑们全部通知到
了。我自然明白父亲的用
心良苦：父亲是在用亲情
感染亲情，让亲情在默默
里传递，让我们这个大家
族永远昌盛和睦……

我又怎么能不明白：
亲情如果不去点燃，又怎
么能释放无穷的力量呢！

或许应当这样说：点
燃这亲情火把的是父亲，
促使这亲情传递的是奶
奶！

七月二十六日是奶奶
的生日，然而，奶奶却在
七月十一日下午十三时永
远的离开了我们。奶奶弥
留之际，用那嘴角的勉强
的一丝微笑和一滴滚烫的
热泪告诉她的子孙后代
们：我们这个大家族每个
人都要好好的就是对她的
最好的安慰与回报……

奶奶在世的十年前，
我就曾许诺说，奶奶，将
来，你的孙子我有了大房
子，一定把你接去住。

惹得奶奶合不拢嘴，
总是逢人就夸，俺学伟
(我的小名)说是要让俺住
楼哩！

没想到，这个小小的
许诺竟然因为奶奶的离世
而永远无法兑现了，也成
了我心中永远的愧疚与
痛！

父亲的生日宴设在了
舅舅的酒店，亲朋好友坐
了两大桌，在彼此地推杯
问盏中，我们都看到了浓
浓的亲情与爱在召唤，在
传递……

我也终于明白，原来
父亲今年的生日，因着一
份份沉甸甸的亲情传递而
变得特别的有意义……

父亲的生日，亲情的
传递，家族的兴旺将永远
深深的烙在我心中，一生
永存……

两只蚂蚱成了小男孩的玩
偶。男孩先把它们装在玻璃瓶中
以防逃跑，后来又把它们放了出
来，但蚂蚱的腿被系上了细绳。为
了控制它们，男孩用一根绳子一
边各绑蚂蚱的一条腿，绳子中间
插上木棍，再用绳子绕木棍一圈。
这样即使小男孩不看着，蚂蚱想
逃脱也不可能。

小男孩不在的时候，两只蚂
蚱晃动起来。一只说，这样下去，
我们永无自由之日，必须设法离
开。另一只问，那我们怎么才能自
由呢？那只答，我们使劲将腿上的
绳子挣断不就可以跑了吗？于是
两只蚂蚱开始用力蹬踢跳跃，可
结果却是绳子将腿越绑越紧。

两只蚂蚱觉得这样不行，就
开始另想办法。一只说，我们何不
将绳子弄断。另一只问，我们怎么
才能将绳子弄断？那只答，我们用
力拉，你在那边，我在这边。另一

只接受了同伴的建议，于是两只
蚂蚱又忙碌起来。可结果是绳子
非但没断，两只蚂蚱却累得筋疲
力尽。

缓过劲来后，不甘被束缚的
蚂蚱又开始想办法。一只说，看到
中间那根棍子了吗？我们把它推
倒就能离开。另一只兴奋地应和，

是呀！我们不妨试试。于是，两只
蚂蚱又折腾起来。可结果还是不
尽人意，木棍对它们而言如同擎
天巨柱，想推倒它，简直是难于上
青天。

两只蚂蚱已回天无力，只能
趴在地上，痛苦不堪。过了好一
阵，一只缓缓靠近另一只，有气无

力地说，老兄，我们只能认命了！
另一只也叹道，要不怎么会有“我
们是拴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这
种说法呢？看来，我们确实只能由
命运摆布了。

另一只蚂蚱不想再说话，就
缓缓爬到原来那只待过的地方。
隔了一会，一只蚂蚱惊奇地喊，老
兄，我们自由了，你看绳子已不在
木棍上。原来它们换了位置后，绕
在木棍上的绳子自然“解开”，因
为小男孩没有打“死结”。

两只蚂蚱立即一齐向前跳
跃，然后在墙角边，两头用力，将
绳子磨断。拴在一根绳子的两只
蚂蚱，真正恢复了自由。

重获自由的两只蚂蚱这时才
认识到：劲往一块使，心往一处
想，固然重要，但更可贵的是它们
进行了一次无意识的换位。有时，
换位思考是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往往能带来出乎意料的惊喜。

两只蚂蚱
文/阿伟

父亲的

生日
文/高世振

前几日冷暖空气交汇颇为
频繁，雨水也比往日多了起
来，冬雨淅沥，稠密而细腻，
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洗涤着城
市里的每一个角落。

窗外一飘洗雨，临窗而
坐，凭栏听雨，不需身处雨
中，只需看着就行了。看着路
上行人的脚步匆匆，看着车水
马龙的川流不息，看着道边树
木的雨中起舞，看着窗上绚烂
的缤纷氤氲，所有的一切都融
入那从天而落的雨中，演奏着
一曲《雨的印记》。

你无法体会雨中每一个人

的思绪，也不必体会。在听雨
中只需一颗淡然之心，犹如
“看庭前花开花落，出荣辱而
不惊”，学会了有舍有得，学
会了坚持与放弃。在平淡人生
之生命不尽如意之时，手把一
盏清茗，凭栏而立，揣摩着古
人“天街小雨润如酥”的惬
意，“却话巴山夜雨时”的思
念，“夜阑卧听风吹雨”的悲
凉，“梧桐更兼细雨”的哀
愁，使你有所顿悟，内心平
静。

在雨夜信手拈来一本书而
读之，每有良辰美景、青葱岁

月不经意间映入眼帘，多有一
种昨日重现、青春犹驻的滋
味，不自觉地联想或忆起过往
的那些梦幻般的憧憬和镜影中
的往事，心中思绪涌动，任随
日月流转。忽的发现，随雨水
一同落下的，还有那枝桠上所
剩为数不多的叶子，冬雨萧
瑟，来的悄无声息，如此连
绵，如此清凉，仿佛印证时光
飞逝、四季轮回。过去只能回
忆，未来尚不可期，不如牢牢
把握现在，为了心中的那份信
念，用自身的执着和坚持迎接
绚烂明媚的春季。

凭栏听雨
文/徐倩

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

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洫


	K1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