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看《《五五朵朵金金花花》》电电影影的的岁岁月月
张凤英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
父亲带着我们五个姐妹
去看电影《五朵金花》。这

是一部爱情片，但由于我们当
时年纪小，还理解不了其中的爱情主
题。一边看电影，父亲一边给我们讲
解，他为了教育我们，硬是把这部爱
情片凝练升华成励志故事片。

他说：“女儿们，你们看影片中
的五朵金花是多么能干啊！她们有
的是炼铁英雄、有的是优秀的拖拉
机手、有的是畜牧模范、有的是积肥
能手，最能干的还当了干部。你们五
个姐妹，也是五朵金花，要好好学
习、热爱劳动，做五个有出息的好女
儿。”从那以后，父亲经常骄傲地对
别人说：“我有五个女儿，她们也是
五朵金花啊！”

日渐长大，我们五个姐妹都出落
成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了。此刻我们面
临着升学和就业的人生转折，但父母
亲均已退休，并不能给我们多少帮
助。

一天早上，我们起床后，赫然发
现桌子上有一封信，还有父亲的工资
卡，而找遍家里也没有发现父母亲。

信是父亲写的，我们五姐妹焦
急地打开读起来：“女儿们，我不是
一个好爸爸，我没有那么大的权利
给你们安排工作，甚至没有钱给你
们请客送礼，这是我的工资卡，虽然
钱不多，但是可以解决你们在找不
到工作时的温饱。我们现在居住的

这套小房子，可以让你们不必流落
街头。至于你们未来的路怎么走，是
找一份工作，还是考上大学读书，就
要靠你们自己的努力。作为父母，我
们没有能力帮助你们。孩子们，对不
起，我和你们的母亲回太行山老家
种地去了。希望你们努力奋斗，挣下
自己的一份家业，等你们退休的时
候，能够给你们的后代一份更好的
家业……”

看着父母亲留给我们的这些，看
着没有了父母的房子，我们突然长大
了。我们必须自己面对人生选择，认
真制定自己的人生规划，坚持不懈地
去努力实现。

作为大姐的我当时已经18岁，我

毅然选择了上山下乡，去了内蒙古大
草原安家落户；三妹也16岁了，她选
择了和我一样的道路，她感觉自己长
得高大，不会输给我。二妹放下身段
去理发馆当学徒，四妹当时只有15岁
就去了火车站当上水工，小妹当时还
在读中学，后来靠自己的努力获得了
中专毕业证书，并找到了一份不错的
会计工作。经过艰苦岁月的磨炼，我
们五姐妹都拥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幸
福家庭。

回顾走过的道路，我们最感激的
是父母亲，是他们的家教智慧成就了
我们五朵金花。在人生道路的关键时
刻，他们及时地抽掉了我们的拐棍，
让我们独立行走。

矫捷

倏忽间，在王格庄镇工作已经2

年半。原先以为这段工作经历只是自
己职业生涯的一段过往，真正在这里
工作生活，才知道这段经历已经成为
生命的一部分，深深镌刻在内心中。

到这里工作前，印象中的王格庄
镇就是大家口中的南六乡，作为一个
山区乡镇，是偏僻落后封闭的代名
词。来到这里深入到它的山山水水之
中，才知道这个印象的错误。

这里难得地保存着古风，乡亲们
勤劳善良，淳朴热情厚道，讷于言敏
于行，不会花言巧语，像这里的大山
一样厚重。这里矿产资源丰富，投资
办厂的浙江、福建客商很多。这些走
南闯北的商人在多地投资办厂，最长

的已经在这里经商十余年。他们都称
赞这里的人好，没有本地人排外，欺
负骚扰外地人的情况。

王格庄镇因为地处山区，属于偏
远乡镇，外来的朋友在这里，都感叹
青山美景，王格庄镇如此漂亮。苹果
汁多皮薄，酸甜适口。每年的苹果收
购季节，收购价格都是附近价格最高
的。

王格庄的板栗、柿子、核桃、银杏
等，在一个懂吃的圈子里很出名。虽
然这些水果各地都有，但是品尝过王
格庄的水果后，大家才能知道什么是
真正的好吃，什么是货比货。第一次
见到王格庄板栗，很疑惑，这其貌不
扬干瘦的果实有什么值得赞叹？剥开
品尝这种黄瓤果肉的板栗，感觉从没
有吃过比它再好的板栗，口感和甜度

太好！市场上那种大大的，口感面面
的板栗根本无法相比。现在乡亲们都
忙苹果树，一般没有精力伺理板栗
树，偶尔有点时间才采收一些，产量
不大，所以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为人
所知。

王格庄镇的森林植被保护得好，
镇内有鹊山保护区。乡亲的环保意识
很强，山上野生动植物丰富。同事就
亲眼看到过小山上野鹿的身影。听乡
镇林业站的工作人员说，王格庄山上
野鹿已经成群，最少30多只。很多人
看到过野鹿身影，有的乡亲在自家果
园内还捡到过巨大的鹿角。

青山绿水，风景优美，物产丰饶。
这样的好地方，让很多曾经居住工
作、生活在这里的人魂牵梦绕。这里
真的是一个可以养老的好地方！

徐慧

花开花落，年复一年，回首相看，
已成往年。

门前老柳树，品味人间离合悲
欢，待到柳絮飞满天，新人已成老相
识，谁与谁还在？

花开那年，如同丁香姑娘的你向
我走来，“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
的芬芳”……一身洁白的长裙，简单
的打扮，走到那棵丁香树下，一阵微
风吹过，丁香花瓣撒落下来，你的发
梢，你的肩膀都被这淘气的花瓣占
领，这一切的安排，仿佛就像专门为
你制造的一场花雨。空气中的清新与
芳香，仿佛都是你所散发出来的，一
个森林女孩一样的你，是我的第一印
象——— 简单，干净。

花开这年，我们成为无话不说的
死党，当初对你的第一印象，好像是
你故意伪装出来的，现在的你，一个
外表看似文静，内心却波澜澎湃的形
象，才是我真正地看透你了。走到丁
香树下，背对着背倚靠着，阳光从叶
缝中钻出来，照在你我的发梢上，温
暖，惬意。讨论些彼此感兴趣的话题，
讨论乔燃在丁香树下送给方茴的五
瓣丁香，希望她能得到幸福的温暖场
景，幻想着自己的未来，这年我还记
得我们各自为对方找到了五瓣丁香，
希望彼此都能够幸福，给予彼此最真
挚的祝福。

花落那年，只留我一个人在这已
落花的丁香树下。匆匆那年，丁香树
下还是你我两人的影子，匆匆这年，
树下的影子却只有我一个人，徘徊在
树下，“冷漠，凄清，又惆怅”……说好
的永不分离，已成为那时的回忆，花
落那年，谁还在我身边？

花开花落，年复一年，回首相看，
已成往年。

不奢望与你共享一路风霜，只奢
求在中国的那一边，你还会带着五瓣
丁香幸福下去。

但愿花开如常，我们微笑着抬头
仰望，化作清晨，叫醒彼此阳光。

花花开开花花落落
谁谁还还在在

行行走走
烟烟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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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悼五五随随兄兄
孙慧铭

昨夜有友人在圈中告知五随兄
或遇不测的消息，我于今早惊闻，不
能相信。

不久，得到确证，五随兄真的已
于昨日暴病溘然长往，今已回家乡安
葬。还是不敢相信。

想到几日前还通过微信与五
随兄闲聊，问到其公子高考成绩
时，五随兄只是说：过了一本线几
十分。又说：比平时差了许多。然
后因杂事所扰，我们就再无交集。
没想到只过去了短短几日，斯人
已去，阴阳相隔。纵然再是世事难
料，再是人生无常，也是不愿去相
信的。

与五随兄相识在春色疯长的三
月里的一次聚会。那次聚会本是与几
个旧友约在一个周末，后来一友说会
介绍新朋友见面，为照顾这位新朋友

的时间，就提前到了周四。这位新朋
友便是五随兄。

我记得清楚，那日是植树节，暖
暖的黄昏里，我先到了那家预定好的
僻静小店，后来友人就引着五随兄到
了。彼此介绍寒暄一番，竟“犹似故人
归”。期间相聊，又知五随兄与我为同
乡，他乡共叙桑梓之情，也就更多了
几分亲切。

新朋旧友，情趣相投，频举酒
盏间，海阔天空里，那晚也就都醉
了 。说 起 他 收 藏 字 画 的“ 五 随 草
堂”，说起他的“随时”“随性”“随
遇”“随缘”“随喜”五方印章，于是
就有了我们的“五随兄”。许是兴致
所至，席上又正好五人，期间五随
兄又要大家根据各人性情分别选
一枚“随”章，等再聚他定赠送，我
选的是“随性”，他留的是“随缘”。
后来也想，哪能夺其所爱，也就没
把这事放在心上。

再见五随兄是在五月下旬。我记
得那天烟台是久违了的蓝天白云，那
一刻的浅隐，也挡住了许多暮色的漠
然和风刮来的俗纷。

就是那晚，五随兄给大家带来了
他承诺的五随印章，同时大家也笑话
了第一次相聚他的醉酒后的失态和
他这个儒雅的大男人竟留着很帅的
刘海。

因那晚开着车，我没喝酒，五随
兄也因此喝得很不尽兴，分别之际，
一再提醒，下次再聚，定要放下俗累，
一醉方休。我答应着。可是，再没下次
了，世间再没我与五随兄的一醉方休
了。那位我只见过两次面的五随兄，
那位赠我们五随印章的五随兄，那位
曾相约再聚的五随兄就这样不辞而
别，永离尘嚣了。

“三月初识如故醒复醉，五随俗
中取雅今作古”——— 送别我们的“五
随兄”，并道一声：五随兄，安息吧。

感谢读者朋友们一直以
来对我们的支持，又到年底
报纸征订季，希望大家继续
支持我们，您的支持将是我
们最大的动力。欢迎订阅
2016年《齐鲁晚报》，订报电
话：18660095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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