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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我的““双车双车””生活生活

◎孟津县 李晓丽 我爱我家

◎洛龙区 刘云晓 咱爸咱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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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酒好友好兴致好酒好友好兴致

◎西工区 李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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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车的人越来越多，我也想买
一辆汽车。老公却说：“你就异想天开
吧！就你挣的仨核桃俩枣，还不够买衣
服呢，再弄一辆四个轮子的，我每天不得
驮着它走啊！”

我的气不打一处来：“结婚前你说如
果有天梯，我要星星你也去摘；别人有
的，你不会少我的。可现在……”说到伤
心处，我眼睛也红了，声音也抖了。

老公看我真的生气了，连忙安慰我：
“你说那四个轮子有啥好的，花钱不说，也
不利于你的健康啊！你不见现在开车的多
了，病人也多了。哪像老婆你啊，40多岁了
身材还这么好！如果你天天开车，怕过不
了3个月，你腰上就会多一个游泳圈。”老公
总是用“歪理”来捍卫自己的“光辉形象”。

买车的事我也只是说说而已，我知
道，我们那点儿可怜的工资，除了日常开
销外，供孩子上大学、赡养双方父母已属
不易，哪还敢再去养汽车？

就在我淡忘了买车的事后，我过生
日那天，老公却突然对我说：“你不是想
要四个轮子吗？我今天可以满足你！”

“真的？”“真的！四个轮子就在楼下呢！”
我激动万分，飞也似的跑下楼。

我下楼一看，除了有一辆崭新的自
行车外，哪里有汽车的影子啊！老公不

慌不忙地将一辆摩托车和自行车放在一
起，幽默地说：“这不是四个轮子吗？你
的胆固醇、血压有点儿高，天不热时你骑
自行车上班，天热时骑摩托车上班，这样
既能锻炼身体，也不至于太累、太热，岂
不是一两举得？”

我的“双车”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天
热时，我骑摩托车；天凉时，骑着那辆童

车般大小的自行车，穿越春红夏绿，也有
简单的快乐。脸虽然被晒黑了点，人却
越来越精神了，身材也越来越苗条了。
这意外的收获让我欣喜万分，更坚定了
将“双车”生活进行到底的信心。

生活就这么简单，无论你有两个轮
子还是四个轮子，只要握着快乐的方向
盘，就能抵达幸福的驿站。

酒祖杜康杯酒文化有奖征文赛

绘图 仁伟

每每端起酒杯，我就会想起那次聚
会令人陶醉的情境。

1986年秋季的一天，我到县城参加
书画展览筹备活动，晚上大家在县委招
待所用餐。我们刚落座，小杜便拎了两
瓶酒摆上桌，说：“为了表达对诸位师长
的敬意，我把父亲珍藏的杜康老酒翻出
来了。”一年长者道：“今日秋高气爽，我
辈相聚，有好酒助兴，何不来一番文雅游
戏？对对子如何？”众人赞同。甲乙丙丁
立下规矩：对上者，奖酒三杯；对不上的，
罚其再出对子一次。

丁先出上联：“杜康美酒香天下。”乙
对道：“国色牡丹醉人间！”酒司令对两人
各奖酒三杯。

丙出句：“杜康酒醇香自远中原
醉。”王某应对：“河洛人厚道扬名华夏
传。”接着张老出上对：“杜康酒解忧，助

兴三杯够。”小杜抢道：“羊肉汤开胃，舒
坦半碗足。”

酒司令一看酒所剩无几，正想让诸
友赶快吃菜、品茶时，小杜又掂出两瓶酒
说：“继续喝！好酒好友好对子。”小李马上
对道：“香烟香茶香瓜儿。”赢得一阵喝彩。

酒司令说：“接下来咱们再增加点儿
难度。我出上联，请牡丹王对下联——
杜康酒，杜甫诗，代有豪杰千古颂。”牡丹
王略加思考道：“龙鼎春，龙门夜，时添百
姓万家福！”

丙急道：“我点将丁，请听：啤酒也
喝，红酒也饮，都不如杜康酒好。”丁顿了
顿对道：“伊河无声，香山无风，唯此处石
窟景美。”王某请战：“谁出上联我来对！”
大李道：“杜康酒开怀顺气人人乐。”王某
对道：“书画家放胆抒情个个欢。”

看来机会不多了，我赶忙出了上联：

“九人喝酒，猜拳行令同称快！”众人一时
无语。小杜说：“我来试试。五士比武，
舞枪弄刀齐夺魁。”满桌欢呼。酒司令点
评：“九、酒、快，谐音暗喻，难度较大；五、
武、魁，如此巧妙，对之不易，实乃美酒酿
佳句，文人多雅兴啊！”

不知不觉，树挂秋月，风吹酒香。众
人相扶，兴高采烈。那种因杜康酒酿造
的豪情伴我走过30多年的人生路，清音
时常在耳边响起……这清音，这老酒，这
激情，伴我尽享畅快生活！

又是一年农忙时，三亩地的玉米、一
亩地的花生、红薯等待着去收获，而且收
完还要整地播种。秋收不比夏收，没法
使用大型收割机，全靠人力，玉米棒要一
个一个地去掰，花生、红薯要一窝一窝地
刨，而干这活儿的是年过六十的老爸和
老妈。

我对此既于心不忍，又无可奈何。
我们姐弟三个曾与父母协商过好多次，
都希望二老能放弃种庄稼，安享晚
年。但二老就是不为所动，依然麦子

收了种玉米，玉米收了播小麦，忙得不
亦乐乎。

我曾问过老爸，为啥不愿舍弃种地，
老爸的回答非常简单：“种了一辈子地，早
已习惯了，要让我放弃，还真舍不得啊！”

或许，对于和泥土打了大半辈子交
道的二老来说，种地不仅是谋生的方式，
更是充满希望的职业。年轻时，为了养
活一大家人，并让孩子们上学，他们不惧
劳苦，在泥土地里年复一年地播种、收
获。在他们看来，自己播下的不仅仅是

种子，收获的也不仅仅是粮食，还有对孩
子、对好日子的期盼与希望。

现在，他们老了，虽然他们不必再依
靠种庄稼来维持生活了，但几十年的播
种、耕耘、收获，让他们与土地产生了难
以割舍的情怀。

老人说得对，几十年养成的习惯、培
养出来的感情，真不是说舍就能舍的。
对父母，我们在关心他们身体健康、饮食
起居的同时，更应该多关心他们的思想
和情感需求。

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位大我8岁的大
姐。几个月过去了，她仍在关心我这个
山里人，让我心里暖暖的。于是，我和爱
人商量去城里看望她，爱人笑着同意了。

那天早上，爱人把我打扮得很体面，
我兴致勃勃地上了客车。

终于见面了，姐很漂亮，衣着也很时
尚得体。她把我领进一家豪华饭馆。我
局促地和她吃着各种不知名的菜，喝着
啤酒。席间，往日我那滔滔不绝的话语
没有了，还是她谈了好多。她说：“在公
众场合要讲礼仪，男人要大气，有男子的
风度……”吃完饭，我掏了160元饭钱，
表现了我的大气，可我心想，这太铺张
了，花了我家半个月的柴米油盐钱……

一会儿，她把我领进一家服装店说：
“你来一趟市里不容易，买一身衣服吧！”
我没法推脱。她给我挑了一件很时尚的
上衣，标价400多元。天哪，我还从没穿过
这么昂贵的衣服，但又不好拒绝，只好咬咬
牙掏了腰包。她又说：“我陪你去龙门石窟
看看吧！”当然，我很想去，只是……

到了龙门，我花了240元买了两张门
票，心疼得要命。进入游览区，我买了40
多元的小食品和饮料，心里只想咋这么贵
呀！我心不在焉地看着，只想着今天出门
时带的10张大钞，现在只剩1张了。

下午，我要回家，在去车站的路上，
她说：“我看看你背的包是啥牌子的。”我
把包给了她，心想，这有什么好看的！

我上车了，她叮嘱我看好包。
回家的路上，我心里暗暗盘算着，
最好再不要去市里玩儿，太贵了。

晚间，我让爱人看我买的高级
衣服时惊呆了，衣服里竟裹着
1000元现金……

每次去外地，风景于我并不是最感兴
趣的，最感兴趣的还是人。

风景不会说话，你看与不看，它就在
那里；你来与不来，它不关心；你走与不
走，它不牵挂。人则不同。

先是对方那一声熟悉的、独具特色的
“喂”，就让你感到很亲切，然后是 饱含惊
喜的“真的？我去接你”，就把喜悦撩拨得
如地下汩汩冒出的清泉，难以抵挡，瞬间
溢满心田。

出差的目的，私下里变得好像不那么
重要，倒是相聚更让人向往。人未见，脑
海里先不由自主地滋生出多种相聚场景
的幻想来，眼神变得迷离，脸上情不自禁
地漾起笑意。双方在茶楼或咖啡厅或饭
馆，找一幽静的靠窗位置坐下，相视一笑，
根据兴趣爱好，各点一杯想喝的饮料，再
点一些食品或水果，然后开始聊天。

聊至兴浓处，双方开怀大笑。聊至观
点相异时，也不用担心。对方只会微笑着
去听。气氛怎样都会融洽。朋友不时为
你添一些饮料，或在你讲话时递给你一些
水果，让你多吃些。那种关心和体贴，不
由你不心生感激，吃与不吃反倒在其次。
聊兴正浓时，无意中看一下时间，差点儿
惊叫起来，不知不觉中已过了数小时。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你抢着结账，
倒让他阻拦嗔怪起来：“哪能让你来呢！”
你一笑，不需再争，你争不过。“晚上尽量不
要一个人出去”、“偏僻的路段不要走”、“若
有汽车冲着你开过来，要尽快躲开”。 他
身已远，殷殷的提醒却仍萦绕在望着他背
影微笑回味的你，暖意荡漾在心里。

“他乡遇故知”，这是多么让人惊喜的
事儿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