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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 A11青未了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我说丫头，你是叫、叫小娟吧？”
父亲突然在身后小声唤她。父亲的喉
咙里似乎黏着痰，声音含混拖沓。小
娟回头一看，父亲怔怔地坐在那里，
手里拿着电视遥控器，电视里正播放
着疫情新闻。父亲浑浊的目光停留在
她身上，那目光如夜晚猫的眼神，令
人有些发冷。

母亲5年前去世后，父亲就养了
一只黑猫作为陪伴。晚上，猫就睡在
床榻边，父亲半夜起来小解，看上一
眼睡在旁边的猫，叹一口气，好像是
心里得到了某种舒缓。

父亲的话，让小娟心里暗暗一
惊，一种可怕的念头在心里翻滚起
来。想起那天下楼出门买菜，楼下保
安大哥告诉她，有天父亲外出回家，
上上下下电梯好几趟，竟忘记了自家
楼层和房间号码，带着怯懦的表情去
问保安，后来还是保安把父亲带回了
家。

作为教师的父亲，有着老派知识
分子的一点虚荣。到了门前，父亲按
住胸口一阵咳嗽后，突然哈哈大笑起
来，还搂着保安的肩膀说，我是教数
学的啊，哪能不记得自己家的门牌号
呢？父亲对保安说，进屋进屋，到我家
里面陪我喝酒，我亲自给你做几个好
菜。保安挠挠脑袋说自己还有工作，
下楼去了。

难道今年81岁的父亲有了阿尔兹
海默症的迹象？这是让小娟一想起就
难受的，甚至还不能从内心真正接纳。

今年45岁的小娟，是我老家村子
里的发小，大学毕业后在上海成家。
春节前，丈夫和儿子都脱不开身，她
一个人回来和父亲过年，之后便因为
这场疫情一直未能返程。这是小娟成
家后和父亲一起呆在家里最长的时
间了。

小娟还有一个哥哥，在成都安了
家。母亲去世以后，父亲在哥哥的软
磨硬缠下，去成都住了3个多月时间。
父亲好像一棵被移栽的树，面目呈叶
子的枯萎耷拉状，饭桌上夹一箸菜也
要环顾一下桌上人的表情，儿子给他
打来洗脚水，父亲还跟他客客气气说
声“谢谢啊”。后来，父亲自己去买了
火车票，回到了故乡城市。

一年后，热心人给父亲介绍了一
个在城里馆子打工的离婚阿姨。阿姨
比父亲小二十多岁，笑声大，饭量大，
喜欢吃大麻大辣味，不过看起来热情
阳光，是逮住时间的分分秒秒及时享
受生活的人。这些生活习惯，父亲都
能承受。不过，有件事让一向温吞性
格的父亲发火了。半年后的一天，父
亲冲她大喊了一声：“你走吧，我一个
人过。”原来，那位阿姨对父亲提出了
两个要求，一是父亲的退休工资卡交
给她管；二是父亲过世后，现在的房
子归她所有。父亲觉得这个女人过于
苛刻，决定余生就一个人过。

在陪伴父亲的日子里，小娟才发
现，母亲还一直住在父亲心头。床头柜
上，放着母亲的遗像。母亲笑眯眯的样

子，好像随时在招呼着父亲：老头儿，
天冷了，多穿点儿；老头儿，不要把饭
煮硬了，吃软和一点儿；老头儿，存折
密码写在你的硬壳笔记本上。

有天早晨，小娟看见，父亲把母亲
的相框捧在胸前，又用手反复摩挲、擦
拭。中午吃饭时，父亲突然问：“娟，人
死了到底有没有灵魂？”小娟面对父亲
的这个问题，突然感觉有些蒙，她摇摇
头说：“没有。”父亲似乎很失望的样
子，无心吃饭了。小娟又补了一句说：

“爸，这件事我也不确定，不过一个外
国人说过，人死了是有灵魂的，重量是
52克。”父亲再次拿起筷子夹菜喂到了
嘴里，对她面露郑重表情，缓缓说道：

“娟，今后我死了，我要去找你妈的灵
魂。”

从小到大，小娟和严肃的父亲之
间，其实有着很深的隔膜。作为教师
的父亲，一向严肃甚至有些呆板，要
求小娟和哥哥的成绩在班上至少排
名前十。有次小娟考试成绩排名二十
多位，父亲还诚惶诚恐地去给班主任
老师道歉，连声说“对不起啊，对不
起”。后来，兄妹俩都考上了好的大
学。小娟考上上海的大学后，平素一
向低调的父亲大张旗鼓地请客吃饭，
平时酒量不大的父亲，一杯一杯地干
了，最后把自己给喝醉了，如大病一
场，在家里整整睡了两天。

到了疫情低风险期，小娟就要离
开父亲回上海了。头天晚上，小娟去
买了花鲢鱼，做了父亲喜欢吃的番茄
鱼，父亲在阳台上给她打下手，剥大
蒜，洗小葱。小娟同父亲有一句没一
句地闲聊，小娟说：“爸爸，我走了，您
一个人要照顾好自己。”父亲说：“我
没事儿，你们好好干，我就放心了。”

小娟把油和作料倒进热锅里，哗
啦一声，油烟蒸腾中，小娟一歪头，看
见沉默的父亲佝偻着身子趴在阳台栏
杆上，望着灯火亮起的城市流泪了。

在2020年这个春天的深处，多
少亲人之间原本罕见的陪伴变得漫
长和踏实，让唠叨的他们、节俭的他
们、感情内敛的他们、交流不多甚至
带着隔膜的他们、貌似生活得热闹
其实深深孤独的他们，被被这难得的
陪伴，如雨水一样滋润了心田，春风
一样吹散了一直堆积在心中的尘灰
与阴云。

在这个春天，其实还有一件残酷
的事，我本不想把它放在文章的结
尾，但它就发生在我所在的这个江边
山城，就发生在我的身边。一位患抑
郁症的父亲，那天下午抱着他3岁的
儿子亲吻着说，爸爸真不想离开你
啊。而后，这个男人走到长江大桥上，
纵身一跳。我与这个男人是认识的，
曾一起喝过两次酒。我不想去追问，
到底是琐碎生活中的哪一根鸡毛最
后压垮了他？在烟火生活复苏的这个
春天，我至今还是无法忘记他或者理
解他。我所看到的春天的深处，是万
物喜悦生长，万里山水含笑，磅礴力
量汇集。

□□李李晓晓

【【浮浮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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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栽樱花树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
史了。因地域和气候差异，很多同类植物
的生长变化在季节上有明显差异，老家
的花开和济南正好差半个月，也就是晚
一个节气。一般情况下，4月15日前后，是
位于安丘西部的老家大路村樱花开放最
盛的时节。

近日看即将出版的《大路村志》才知
道，老家是从1998年开始栽种樱花树的。
那一年，新村规划已经完成，偌大一个村
庄形成7纵20横的布局，每排五户，每户
四间，500多户人家都住上了青砖红瓦、
整齐划一的新房。随着农村经济的转型，
经济型作物的大葱大姜替代了主粮型的
玉米小麦，过去作为主要柴草
来源的玉米秸、小麦秸也不再
占据农家院的边边角角。大路
村位于史沟河和汶河交汇的
淤积平原，水多地肥，种什么长
什么，而且长得非常好。于是村
民在村委的统一规划下，在院
里栽葡萄，在院外栽樱花，号称
打造一种“庭院经济”。当时很
多人觉得，也只能是“号称”，恐
怕最后只见庭院不见经济。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葡
萄确实在院子里长成了茁壮
的葡萄树，结出了稀甜硕大的
巨峰葡萄，只是有的人家卖成
了钱，有的人家饱了自家人以
及亲戚朋友的口福。樱花树可
就不一样了，几乎成了家家户
户的摇钱树。从1998年春天栽
下207棵樱花树，到6年后的2004
年，一棵棵拇指粗的小树苗就
长成了碗口粗。那一年，北京奥
运村到了绿化阶段，大路村的
樱花树因为品种好、树形佳，生
逢其时，被一棵棵连根挖出，用
大吊车吊到大拖车上往北京
疾驰而去。望着硕大的树墩，七
十多岁的宝华大叔说，“一棵卖
三千多元，是连咱这里的好土
一起拉走了，一点儿不算贵。”2014年我去
北京出差，特意去鸟巢转了转，围着一棵
棵生长茂盛的樱花树看来看去，因为没
有标记，不知哪一棵是从老家拉来的，但
其中肯定有带着故乡的泥土在这里落地
生根、枝繁叶茂的，内心不由升腾出一份
特别的亲近和自豪感。村里新栽下的树
苗，几年后又长成了碗口粗，青岛黄岛绿
化开始了，又一棵棵拉到海风徐徐、空气
湿润的海边，留给大路乡亲一份遥远的
念想和骄傲。

看到樱花树这么值钱、这么受欢迎，
乡亲们种植的热情越来越高。不仅两条
主街的两边种满了，东西南北的小街小
巷也栽满大大小小的樱花树。

今年清明节前从济南回老家时，济
南的樱花即将盛开，按出行计划，必定要
错过泉城美丽的樱花季，心生不舍。可
是，疫情之下，出门几多不便，错过就错
过吧。好在老家的樱花开放尚待时日。果
然，回到老家时，连翘开成壮观的金黄，
玉兰一树繁花，丁香、海棠含苞待放，而
樱花树还静悄悄的不见动静，枝头的蓓
蕾刚刚开始鼓胀。有人正在娘家大哥的
家门前挖樱花树，大哥看到我们疑惑的

神情，连忙解释，有人来买这两棵樱花
树，一棵给1000元，就卖了吧，卖了咱再栽
新的。我们点头笑笑，看得出大哥有些伤
感，仿佛送“家有少女初长成”的女儿远
行。这些日子，只要散步到村南的省道
边，都能看到刨出待运的樱花树。问村里
经营苗木的邻家侄子李志军，大路村现
有樱花树多少棵？他一边掐着指头一边
说，栽在村内的不下两万棵，还有栽在田
间地头的，加起来不下5万棵。

这些天，从朋友圈里看到了武汉的
樱花开，看到了济南的樱花开，又看到了
北京的樱花开，可是老家大大小小的樱
花树依然像安静的少女，优雅而从容地

把控着自己的花期，天气暖
了，花蕾明显长一点；寒流一
来，便把自己紧紧地裹住。看
着看着，我都有些急了。4月8
日上午，天晴气暖，推门出去，
路边的樱花树果然有花朵开
放了，虽然只是在树冠的最
下面花开几朵，已足以让人
惊喜。大多数花蕾进入了含
苞欲放的状态，若第二天气
温再升，离怒放也就三两天
的事。可是，天公不作美，4月9
日一股寒流北来，气温骤降，
不仅有雨淅淅沥沥，还飘了
一阵雪花。雨中、风中，开了的
依然怒放，没开的更加淡定，
紫红色的花蕾静静地下垂
着。不急就不急吧，其实只要
沉得住气，等待是最美好的。

果然，从4月8日花开几
朵，到13日这天，因为高温达
到21摄氏度，大多数花开半
树，紫红色的花蕾开放成粉
红色花朵，于蓝天下微风中摇
曳出热烈又绚烂的姿态。14
日，天更晴气更暖，真的是一
夜之间，满街满村的樱花就从
下开到上、从里开到外，置身
其中有一种如梦似幻如痴如

醉的感觉。我的大路乡亲，像过节一样迎
接这美丽的樱花季。有一大早在路边一
边散步一边观赏的，有夕阳西下从地里
忙碌回来坐在大门口一边抽烟一边欣赏
的，有的坐在家里就能看到窗外花影摇
曳。如此良辰美景，真的是想想就醉了。

面对似锦繁花，语言是苍白的，只能
是一种情丝万种思绪，任想象在花树间
如蝶翩飞。大路村村东这条贯穿南北的
大道，长约700米，我出家门由北向南漫
步，看路两边的樱花树一路延展，一路云
蒸霞蔚，一路诗情画意。在一棵树下站
定，我小心地摘下一束花朵。怪不得看上
去花团锦簇呢，樱花是一嘟噜一嘟噜长
的，少的三朵，多的六朵，大多数是四朵，
拥拥挨挨地凑在一起。花瓣又多，层层重
叠，数了数，有八九层，像巧剪裁出的薄
绢，细柔如织锦。

最美人间四月天，大路的四月因为
有成千上万的樱花树，更多一份美丽和
浪漫。然而，万物有遗憾，樱花虽壮观、虽
惊艳，但花期太短暂，有“花开七日”之
说。以我家大哥的说法，“开得最好的时
候，其实只有三天。”有机会的话，欢迎大
家来我的老家尽赏樱花之绚烂、之壮美。

在在在这这这个个个春春春天天天的的的深深深处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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