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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工区 戈锋 流光碎影

最甜的糖最甜的糖◎洛龙区 范利娟 五味人生

12月21日前的一天，我去朋友家
玩儿，我们很自然地说起了“世界末日”
的话题。

如果玛雅人的这个预言是真的，如果
地球真的要毁灭，人类真的要灭亡，那么
这之前的几天，我们该做些什么？胡吃海
喝？拼命花钱？几个人纷纷调侃着，表示
要疯狂一回，说平常不敢说的话，做平常
不敢做的事，不留遗憾地离开这个世界。

就在这时，朋友的女儿发言了：“我
给你们讲个故事吧。”

有个骗子，群发了一条假扮儿子向
父母要钱的短信，之后有一位老妇人打
来了电话。电话里，老妇人唠唠叨叨地
向他嘘寒问暖，还诉说了丈夫早逝、自己
下岗后生活的艰难，满怀柔情地回忆起
自己对儿子的悉心照顾。

良心未泯的骗子为她的母爱所感
动，向她坦白了自己的骗局。没想到妇

人对他说，她也欺骗了他。其实，她的儿
子早在几年前就去世了，她之所以明知
道他是个骗子还和他聊这么久，是因为
他的声音和她的儿子太像了，她想和他
多说说话。骗子听到这里，很激动地向
她叫了声“妈”，流着眼泪请她多多保重。

朋友的女儿正上大二，单纯而热
情。她说，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她流泪
了，她决心把这个故事讲给更多的人
听。如果真有“末日”的疯狂，她也就疯
狂一次吧，把善良和爱心疯狂地传播得
足够快、足够远。

我和朋友们也被这个故事感动了。
我把这个故事改写成小说，发到网上。
如果真的“末日”来临，人类不存在了，就
让爱和善良永存吧！

既然“末日”传说只是个谎言，那么，
就让善良和爱心占据所有人的心灵吧！
这，正是人类繁衍和发展的希望所在。

1975年，在洛阳郊区二中读完高中
的我回到了家乡。当时，家在农村，读
过几年书又回到农村的，叫回乡知青。

我回乡不久，便当上了生产队会
计。

生产队搞副业办砖厂，我学会了到
信用社贷款、到银行转账等。看到银行
里噼里啪啦打算盘的人，我想，这辈子
若能在那里上班该有多美啊！

后来，我知道西工区凯旋路上有个
图书馆，不管城里人、乡下人，只要有借
书证，都可以到那里借书看。我托亲戚
办了个借书证。那时骑自行车进城的
人还不多，我经常蹚过洛河，从兴隆寨
步行到图书馆借书看。

有一次，我进城结过账后便去图书
馆借书，回家后才发现转账支票不见
了。这下麻烦可大了，眼看快过年了，
生产队的社员们还等着年终分红呢！

我回到图书馆寻找，还真找着了。原
来图书管理员捡到支票后，一直保存着。

那个年代，磨面的地方很少，我们
经常要拉一架子车小麦去龙门面粉厂
换面粉，往往一大早去，天黑才能回来。

等着排队闲来无事，我就躺在麦车
上“啃”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人
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哲学在
年轻的头脑里慢慢地萌芽了。

1977年，我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第
一次大学招生考试，还侥幸过了分数
线。我报的第一志愿是银行学校，第二
志愿是某大学的图书管理专业，结果很
幸运地被银行学校录取了。

时光如梭，岁月如歌，转眼30多年
过去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考生，有
相当一部分是知青，他们中不少人成了
中国改革开放的探索者、实践者。

当年满头青丝的知青，如今已两鬓
斑白了。忆起知青岁月的苦辣酸甜，他
们都会有许多感慨吧。

知青岁月
苦中寻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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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末日””的感动的感动

周末和老公逛街，我们遇到了
多年不见的邻居小张，他说他家就
在对面，执意要我们去他家坐坐，中
午顺便在他家吃饺子。

到了小张家，他老婆正在厨房
忙活着，我要帮忙，她不让。不一
会儿，三碗热腾腾的饺子便端了上
来，小张的老婆让我们三个先吃。
老公最爱吃饺子，边吃边夸小张的
老婆厨艺好，我也不住地点头。老
公三两下就把一碗饺子吃光了，小
张一把夺过老公的碗，递给他老婆
说：“小琴，再给秦哥盛一碗！”老公
说：“再来半碗就行了。”

半天不见饺子煮好，小张便催

老婆道：“饺子好了没？快点儿！”小
说电磁炉坏了，煮不成了。小张连
忙说，正巧秦哥是电工，让秦哥帮忙
修一下。老公说这有啥难的，说着
就往厨房走。

我因为惦记着要去医院看病
号，便拉住老公说：“改天再来修
吧，我们得赶紧去医院看病号
呢！”老公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责
怪我道：“你太不懂事了，不就几
分钟的事嘛，怎么就等不及啦？”
说着，他又要去厨房。

这时，厨房里传来了小张的埋
怨声：“没饺子了你就直说，说啥电
磁炉坏了，秦哥又不是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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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A BC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

京城。”这是我对洛阳的最初印象，
与之相伴的是武则天与牡丹仙子的
传奇，一段曲折的故事，静静地流传
在洛河两岸。

小时候听传说，我对牡丹仙子
暗生崇敬，期望有一天到洛阳，看看
牡丹丛中是否还有美丽的牡丹仙子
的身影，看看古都洛阳“春城无处不
飞花”的胜景。

第一次来洛阳的时候正是春
天，我流连于万紫千红的牡丹园中，
期望看见那个美丽的身影，即使只
是短短的一瞥也足够了。

我一直以为，来洛阳要有一颗
诗意的心，一种怀古的情，才能慢慢
体味其中的韵味和诗情，才能了解
十三朝古都背后的故事，才能站在
丽景门城楼上怀古，在龙门石窟前

感悟……
洛阳的八大景是需要慢慢

品味的，漫步在洛河堤上看垂
钓者投竿、情侣亲密或者鱼儿
夺食，甚至一草一木，都觉得有

太多的文化积淀，几千年来洛河山
水依旧，但总让人看不够。

记得第一次在白马寺里吃斋喝
茶，我看着绿绿的茶叶在晶莹剔透
的玻璃杯中上下翻滚，袅袅的水蒸
气中有淡淡的茶香，心里十分宁静，
幻想着如果一辈子可以这么看山看
水闻香喝茶该有多惬意啊！

吃罢清茶，我觉得风雨之中的
古老寺庙越发幽深、沧桑。不知为
何，我每次到白马寺都是雨天。白
马寺如此厚重又如此孤傲，我只能
尽量把脚步放慢一些，庄重地凝望
这一砖一瓦、一草一木。置身其中，
总不自觉地放轻了脚步，总怕惊醒
了那尘封于岁月中的故事。我敛气
凝神，虔诚拜望，忘记那些世事纷
争、尔虞我诈，走出山门时，已是内
心澄澈。

想到即将要离开洛阳，我心中
不免有些失落，沿途风景依然，不知
再履洛阳是何时。

洛阳城东西，长作经时别。一
路好风景，珍藏在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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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麻将说白了是一种赌博行
为，你见过打麻将不赌钱的吗？

有些人以打麻将为职业，或
者作为人生唯一的爱好，真是悲
哀。我认为，打麻将对人至少有
四大伤害。

一是伤钱。打麻将的人没有不
输钱的。四个人坐在一起打麻将，
哪怕坐上一个月，没人拿钱去投资
生利息，赢来赢去不还是这几个人
的那点儿钱吗？

二是伤心。谁输钱不伤心呢？
还不如把这钱借给别人，至少还落
个人情。

三是伤情。你赢钱的时候，
就失去了友谊。输钱的人嘴上
不说，心里一定很生气，更别说
沉湎于打麻将会影响家庭和睦，
伤害亲情了。

四是伤身。有人彻夜打麻将，
引起中风、心肌梗死；有人赢了钱太
兴奋导致英年早逝；有人因常打麻
将导致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失眠

等，经常打麻将的人有几个身体
健康的？
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家庭和

睦，请您远离麻将。

麻将四伤麻将四伤

天寒，最高温度只有1℃，我和同事
一起到一所山村小学送御寒衣物等。

我们翻过两座大山，又步行了十几
分钟，终于来到了学校。一位老人带着
十几名学生，老远就迎上来。老人自我
介绍说，他姓高，是校长。他满脸歉意
地说：“路不好走，让你们费心了。”

我们走进学校，迎面有一排青瓦
房，房上干枯的瓦松野草在寒风中颤
抖。高校长指着左侧一栋两层楼说，
六个班级的教室分布在楼房的上下
层，100多名学生，大部分学生家长在
外地打工，青瓦房是危房。

下课铃响了，孩子们从各个教室
里飞了出来。然而，当孩子们围过来
时，我惊呆了，远处看着花红柳绿的衣
服，到了近前才看清是那么旧，那么
薄，那么脏。同事拉起一个小学生的
手，已被冻烂，看着让人心疼！有个学
生穿的是20多年前农村流行的那种绿
军衣，里边只穿了件薄薄的袄，左腋下
还开着一个大口子。

看着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学生，
我们让他们赶紧穿上新棉衣、棉鞋，戴
上耳暖、帽子、手套。老师们也都围过
来，帮孩子们穿衣戴帽。

孩子们穿戴完毕，你看看我，我看
看你，一个个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这时，高校长拿着一包糖走了过
来，满脸歉意地说：“谢谢，太感谢你
们了！没啥招待你们的，吃块儿糖
吧……”

闻讯赶到的乡中心小学负责人告
诉我们，高校长刚50岁，但在这所学
校已奋斗了30年。我大吃一惊，不敢
相信这位老人才50岁！

本来我不喜欢吃糖，但高校长递
来的糖，我恭恭敬敬地接了过来，剥开
糖纸，塞进口中，好甜！

糖果甜在嘴里，心里却有些苦涩，
有些痛，为这些可怜的留守儿
童，为这里艰苦的办学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