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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子说要制订假期计划表，并向
我寻求帮助。从那天开始，我们好几
天都在研究计划表。

我说：“静子，你马上就要成为高
中生了，学习计划也要比以前更加细
致才对。你看这里，中午12点至下
午1点吃午饭，下午1～2点学习数
学。我觉得这样写更好：12点吃午
饭，吃完午饭花10分钟喝茶，喝完茶
后立刻学习数学。你觉得怎么样？”

静子呆呆地望着我，我认真地告
诉她其中的不同。现在，不能再大致地
写从几点到几点做什么，而要将时间划
分得更具体；不要只写“学习数学”，而
要具体写上是看课本还是做题。

静子仍然无法理解我的话，我继
续解释：“计划是对自己的承诺，只有
具体而且详细，才能促使你更加积极
地去完成计划，更坚定地克服困难，
要信守承诺。”

计划表终于完成了。静子说计
划表让她感到很紧张，因为上面的计
划太具体、太详细，就像马上要面临
高考一样。

仅仅制订了一个计划表，却让
静子在思想上变成了真正的高中
生。虽然是假期，但静子在有序地
忙碌着。

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
久，静子对自己完全无法按计划执行
而感到沮丧。

我找了一个机会与静子一起散
步。在闲聊中，我给她讲起了我小时
候的事情和现在的人生，偶尔还加入
一些让人捧腹的笑话。

“计划大体上进行得还可以吧？”
“难道没有人能够完全按计划执

行吗？”
“爸爸不知道，但就像刚才说的

一样，你要为了计划能够百分之百地
执行而努力。”

我看到静子露出了笑容，与出发
前相比，她的表情轻松了很多。

为了给静子带来勇气和信心，我
用尽了各种方法。静子没有让我失
望，将我借来的书大致都读了一遍。

但我又有了新的烦恼。我想让

三个孩子读更多书，可是凭我们家的
经济能力，根本买不起那么多书。虽
然可以偶尔从周围的人那里借，但这
还远远不够。我和妻子的收入加起
来只能勉强维持生活，这该怎么办？

我立即去市立图书馆，先找静子
所在学校为学生推荐的书。结果，我
一本也没借到。

打听到图书馆每天早上9点开门
后，从第二天8点开始，我就在图书馆
门口等待。开门后，通过图书管理员
的帮助，寻找想要借的书。但上面仍
然显示“未归还”。无奈的我求管理员
给我那些借书人的联络地址，回答当
然是不可以的，但管理员表示，可以查
询归还日期，最短的时间是两天后。

过了两天，我早早来到图书馆。
一开门，我立刻来到还书台，等待有
人归还那些书，但等了半天也没有消
息。我反复询问，最后管理员告诉我
一个信息——有些人并不会按期还
书。有的会延期两三天，有的甚至会
拖延半个月，能够按时归还的人只占
80%。虽然图书馆会通知借书人尽
快归还，但效果不大。

如果不是为了孩子，我根本不可
能在图书馆等上一天。图书馆管理
员告诉我另外一条信息——图书馆
提供预约服务，只要留下联系方式，
就可以回家等消息。

几经波折，我终于借来了孩子们
要看的书。静子读得非常认真，让我

的辛苦付出有了回报。
母语是学好所有学问的基础。

不论什么科目，想要理解书中提出的
问题并进行解释，都需要有一定的语
言能力，外语科目也是如此。能够最
大限度地提升语言能力的方法就是
读书。可以说，读书是提升所有科目
成绩的基础。

高考中的语言领域大体上分为
语法、文学、非文学。这三个领域的
性质各不相同，所以在准备考试的时
候需要制定不同的战略。

对于语法，只要将初中和高中教
科书上的语法知识学好，就不会有太
大问题，语言领域中出题的语法问题
类型还是很有限的，但在模拟考试
中，如果出现新的语法知识或陌生的
语法问题，最好整理出来，用心记
住。高考中一般不会出现与高级语
法有关的问题；就算有，多数也是模
拟考试中出现过的。

非文学方面，决定考生能力的关
键是能否快速理解并解释文章，这种
能力要通过接触大量非文学文章或
书籍来培养。

理科学生一半不擅长文学，因为
他们需要抛弃熟悉的思考方式，以完
全不同的方法接近文学。不要试图
用逻辑思维分析文学，要与作者产生
共鸣，才能正确地理解文章和回答问
题。 （摘自《没有遗产，我们为孩子
留下什么？》［韩］韩熙锡 著）

三个人吃了点儿东西后，挨家挨
户地把尸体背出来，用小车推到村祠
堂里准备埋掉。

葛二蛋模模糊糊地睡着的时候，
忽然被一声很大的响动惊醒了。他
伸手一摸，发现麦子不见了，便推醒
苗丫：“麦子逃跑了！”

月光下，远处有一个身影飞快地
向村外跑去。葛二蛋起身就追，连鞋
也来不及穿，光脚跑了一段路，脚下
被石头硌出了小裂口，跑的速度慢下
来，然后边骂边无可奈何地往回走。

“就是麦子这家伙出卖我们村的。”
“有证据吗？”

“苗丫，现在全村除了麦子，可
就剩我们俩了。你不信我，难道要
信麦子那个叛徒吗？不要忘了，昨
天我问他的那个问题，他还没有给
我答案呢！”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我们必须杀掉汉奸，为全村的

男女老少报仇。”
“报仇？”
“是的，我现在一闭上眼就想起

老爹他们死不瞑目的样子。”
“二蛋哥，求你别说了，我怕！”苗

丫身子贴过来，靠着葛二蛋的身子。
“不行，我明天就要杀麦子，给全

村人报仇！”葛二蛋一把推开苗丫，站
了起来。

“你干吗去？”
“我现在就把乡亲们的尸体埋

了，明天动身去县城，找麦子报仇。”
葛二蛋斩钉截铁地说。

“可是，我怎么办？”
“你找铁锹去，然后去祠堂找我。”
“我不敢！”
“你说啥？不敢也得去！”
葛二蛋背着手往祠堂走去，苗丫

只好起来在屋子里面找工具，终于找
到工具后，心惊胆战地找到葛二蛋。

俩人挖坑挖了一夜。早晨，葛二
蛋将全村300多具尸体全部放进坑
里，然后填土，弄成一个大冢。他不会
写字，就弄了一块木板，让苗丫写上

“全村父老乡亲”几个字，插到坟头上。

葛二蛋看着眼前的大冢以及边
上只埋了老爹一个人的坟墓，哭了一
天，觉得浑身酸疼，嗓子喑哑，再也提
不起一点劲儿，一屁股坐在坟堆上。

苗丫搜罗了一些彩纸和食物，两
人边哭边祭奠这些亡灵。

葛二蛋用衣服擦了擦脏手，抓起
一个玉米窝窝往嘴里塞，还对苗丫
说：“快吃，吃完还要赶路。”

“昨晚都没睡觉，我想睡一会儿。”
“不行，必须走，先吃东西！”葛二

蛋拿起窝头，递给苗丫的时候，在上
面留下了几个指印。

“我不想吃！”苗丫看着印在窝头
上面的指印，一点儿胃口也没有。

葛二蛋一口吃下半个：“你现在
不吃，饿了不要找我！”

葛二蛋又找来一辆车，然后满村
转，看到值钱的东西都往车上放。

“你放这些干什么？”
“拉到城里卖钱，杀叛徒也得吃

饱饭才行。”
“我们到城里咋办？杀完叛徒是

回来还是住在城里？”
“不回了，村里就剩我们俩了，回

来心里还难受，我们就住在城里吧，凭
我的本事，不愁在城里谋个好差事。”

“可是，你会啥？”
“我啥都会，推牌九、掷色子、打

麻将……”看着苗丫越来越黑的脸
色，葛二蛋终于良心发现，声音越来
越小。

“你老爹会做生意，你会不会？”
葛二蛋摇摇头说：“这些家具我们

都拉走，到城里可能有人喜欢。”
苗丫说：“二蛋哥，这些东西还是

扔了吧！”
“不行，我们在城里安身全靠这

些东西。”
“可是，你确认这些东西会有用

吗？”苗丫看着这些破破烂烂的东西
说，“我看就这个车还有用。”

葛二蛋说不行，甩着膀子把一
根三指粗的草绳搭在肩膀上，双手
揽住车辕，奋力拉车，车终于摇摆着
前行了。

走了一会儿，二人实在走不动了，
二蛋便把车上的几个小瓮和几件家
具、锅碗瓢盆都扔了，只剩几床被褥。

“车也扔了吧！”
“不行，晚上到不了城里的话，半

路休息还用得着它。你饿不饿？”苗
丫赶忙点头。“好吧，窝头给你。”苗丫
赶快抓过来，几口就吃完了。

二蛋递给苗丫一个水壶：“赶快，
找水装满。”

苗丫返回村子，找到水井，汲水
上来，自己喝完，将水壶灌满水回
来。这时，二蛋已经躺在马车上睡着
了，呼噜打得震天响。

醒来的二蛋精神很足，喊一声：
“苗丫，坐上去吧，我推你进城。”

苗丫就上了车…… （摘自《民兵
葛二蛋》原著 束焕 改编 梅俊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