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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权也逍遥
◎瀍河回族区 刘兴宇 我爱我家

◎新安县 王玉红 咱爸咱妈

◎涧西区 杨亚丽 家有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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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祖杜康杯
酒文化有奖征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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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岁月
的酒香

不识泥鳅

前段时间，我在《洛阳晚报》征文比
赛中获了奖，在写作上给过我许多帮助
的王老师听说后很高兴，约我去市里聚
餐以示祝贺。

到了饭店，我看见王老师带了两瓶
杜康酒，不禁十分诧异。他不善饮酒，我
认识他好几年了，无论文友聚会还是外
出采风，不管别人如何劝说，他都很少喝
白酒。今天，他怎么会主动破例呢？

对我的疑问，王老师笑而不答，他把
酒杯斟满，闻着酒香，满脸陶醉地对我
说：“来，干了这杯，我给你讲讲我和杜康
酒的故事。”

王老师当过兵，曾在对越自卫反击
战中负过伤。他热爱文学，即使在紧张
的军旅生涯中，也要抽出时间读书写
作。转业后，他创作的劲头更足了，开始
向报纸投稿，并不断有作品问世。1990
年，《洛阳日报》副刊联合中州制药厂举
办有奖征文比赛，王老师根据自己的亲
身经历，写作了《男儿将出征》一文投给
报社。

1990年7月8日，王老师的文章发
表了，并且荣获一等奖。第一次参加征
文比赛，居然能获得一等奖，王老师惊
喜、激动了好长时间。

颁奖仪式后的酒宴上，他们喝的就
是杜康酒。

王老师说：“当时端着那杯杜康酒，
我暗暗发誓，以后不管遇到多大困难，我
都要坚持在文学之路上走下去。”那时，
他在创作上刚刚起步，文章投出去石沉
大海的多，每当悲观失望时，他都会想起
那年的杜康酒，想起自己的誓言，重新鼓
起创作的勇气。经过不懈努力，他发表
的文章越来越多，如今，他已成了全国小
有名气的小小说作家，散文创作也颇有
成就。

临别时，王老师拿出另一瓶酒说：
“这瓶杜康送给你，愿你勤奋努力，在写
作上取得更大成绩。”我接过酒，似乎闻
到了它穿越岁月的芳香，也感受到了它
鼓舞人心的力量。

户口簿上咱是户主，实际上大权却
牢牢地掌握在媳妇手里。我在家是三把
手——儿子、媳妇、我，如果再养小猫小
狗，我的地位可能还要靠后。

“没有真本事，我敢当这管家婆？”媳
妇常常拿这句话自夸。她统领厨房，打点
家务，上敬父母，下管儿子，把家治理得井
井有条，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人家有了
功劳，当家掌权是顺理成章的事儿。

既然在家没地位，咱就把“没权绝不争，
说了不算就啥也不说”作为处事的信条。

媳妇深知“要想管好家，就必须抓住
男人的胃”的道理，每天独霸厨房。她不
仅用色香味俱佳的饭食诱惑我们，把我
养得心宽体胖，毫无夺权的斗志，而且从
不给我练习厨艺的机会，直接导致我失
去了做饭的技能，害得我们爷儿俩离了
她就只能用方便面充饥。

这些年，媳妇总让我抓大事，可家里
尽是柴米油盐的小事，我插不上手。为
了体现咱的服从意识，我不仅工资全交，
就连稿费也笑呵呵地上交。

媳妇爱面子，知道我喜欢和朋友们
在一起喝酒，就常常教导我：“出门记着
带钱，别不舍得花。”她怕我不好意思伸
手向她讨要，还时不时翻我的钱包，发
现没钱了就悄悄地添几百元进去。

媳妇太能干，就显得咱没本事了：
饭不会做，衣服洗不净，刷碗时不知道
洗锅……如此恶习连亲友们都看不下
去了，大家纷纷批评我是甩手掌柜。

可他们哪里知道，甩手掌柜是户
主的最高境界，看似没权，可凡事有人
打理，不愁吃和穿。“寂寞邀友喝小酒，
闲时灯下写文章”，无权也逍遥。当
然，逍遥的前提是家里有一个贤内助。

我当网虫多年，惨淡经营着一个博
客。平时，我喜欢写些短文放在里面，文
章偶然见了报，我就在标题上注明报刊名
称、刊登日期，并且配上图片，以存档留
念。文字随心，发文随意，三天打鱼，两天
晒网，五年了，博客的访问量还不足两万。

看着博客里那些幼稚的文字，我总感
到很羞愧，几次想关闭博客，可每次都不了
了之。不过，从今天起，我要好好管理它
了，因为它有了一位特殊的访客——母亲。

以前，我在博客上一直用网名；如
今，我把博客名和昵称都改为实名，还添
了一个公告栏，写上个人简介等。我又

更换了博客的版式，去掉一些让人眼花
缭乱的东西，尽量让它显得简洁明了。
我挑选了一张淡青色的图片作为模板，
还把博文的字号由五号字改为三号字，
再找出几篇新发表的文章贴上去，并在
标题上标明发表的报刊名称、日期。

看着整理好的博客，我很开心。实名
博客使母亲一进入就知道，这是她女儿的
小窝；简洁的版式操作起来更加方便；三
号字让母亲看起来会更轻松；醒目的标题
能让母亲知道，我又发表新作了……

每当我有了新作，母亲总会来到我家，
让我打开文档，逐字逐句地看。有时候她看

得满眼含泪，有时候看得乐不可支。每次看
完，她总会说：“写得好，要坚持写下去。”

前些日子，70多岁的母亲买了一台
电脑，装上宽带后，第一件事就是让我教
她上网看文章。我打开自己的博客，一
步步地教她操作，她怕记不住，还让我将
操作流程记在本子上。

夜深了，我正准备休息，母亲打来电
话说：“妮儿啊，我看到你的文章了，一定
要好好写啊，往后我要多去看看。”一想
到老母亲在深夜里坐在电脑前，戴着老
花镜笨拙地进入我的博客，幸福感便会
涌上我的心头……

星期天上午，三岁的女儿和几个邻
家小孩在外面玩儿，我在屋里边织毛衣
边留意他们的动静。

突然，我听到他们的吵闹声，就急忙
出去看。几个稍大的孩子争先恐后地对
我说：“阿姨，这里有一条泥鳅！”我不禁
一愣，这里是一片草地，怎么会有泥鳅
呢？也许是谁扔到这里的吧。

女儿和四岁的乐乐正拿着树枝在
拨弄什么。乐乐说：“这‘泥鳅’会不会
咬人？”女儿说：“它会不会有毒呢？”我
低头一看，原来孩子们说的“泥鳅”是
一条蚯蚓，便笑着问他们：“你们不知
道蚯蚓吗？”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知
道，在幼儿园学过，蚯蚓是‘好’的，会
给庄稼松土！”

我问乐乐为什么把蚯蚓当泥鳅，乐
乐则一脸疑惑地说：“阿姨，这条蚯蚓和
书上的不一样。”其他小朋友也随声附
和。我又说：“你们见过泥鳅吗？”孩子们
说没见过，只是听说过。

看着孩子们疑惑的眼神，我在想：以后
有空闲，要带孩子多去野外走走，把孩子从
动画世界和漫画世界里“拯救”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