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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云杯“我和晚报的故事”有奖征文赛

家有儿女

周五晚上吃饭时，我问孙女：“花生
是地上种的还是树上结的？”孙女不假
思索地说：“树上结的。”大家都笑了。

周六，学校休息。我对孙女说：
“咱们去捡花生吧？”孙女一听很兴
奋。我骑着电动车，带上小耙子、袋
子，携妻子和孙女就出发了。

翻过几道山岭，我们来到史家沟
一块挺大的山坡地里。花生已经收完
了，地上有许多坑。我告诉孙女，花生
就种在这里，并不结在树上。孙女感
到惊讶。

我用耙子对着一个坑扒了几下，
几粒花生露了出来。孙女高兴极了，
捡起来，用小手搓搓上面的土，就要
吃，但她马上又不安起来，问：“爷爷，
这不是人家的花生吗？”我看出了孙女
的心事，说：“是的，可是现在农村劳力
不够，人家只收花生棵上的，没时间捡
留在地下的，我们不捡，也是烂在地
里，我们这叫‘小秋收’，捡了，农民也
不反对。”孙女点了点头。

由于长时间没下雨，地里的土很松
软，不一会儿我们就捡了十来斤花生。

“小秋收”既可以实现颗粒归仓，又
可以使孩子增长农业知识，一举两得！

夏天的时候，为了穿裙子好看，我
决定减肥。我精心制订了减肥计划：
早餐一碗粥，午餐前吃些水果，为的是
少吃饭，晚餐一根黄瓜搞定。

此后我便按照这个计划开始减
肥，饿了就用水果充饥，尽量少吃面
食。一个星期之后，我称体重反而胖
了2斤。儿子笑话我说：“妈妈，你真丢
人，减肥变成增肥了。”我有些失望。

又过了几天，我的胃不舒服，总感
觉胀气，没有饥饿感，饭也吃不下去。
我去看医生，医生问：“最近是不是生
冷的东西吃多了？”我告诉医生：“最近
我在减肥，水果吃得多。”

医生听了我的话说：“只靠控制饮
食来减肥是不可行的，水果吃多了会
引起肠胃不适。”得，我的减肥计划宣
告结束。

最近儿子正在学轮滑，每天晚上
都要去广场上练习一会儿。我总是寸
步不离地跟在他的后面，一是怕他摔
了，二是时时提醒他避开其他人。半
个小时下来我已是大汗淋漓、气喘吁
吁，比儿子还累。

半个月后，我称体重，居然少了3
斤，真是意外的惊喜呀！儿子说：“妈
妈，你陪我学轮滑，顺便减肥，多好！”

有时候我们费尽心思想得到什么
却没有结果，不经意间又会有意想不
到的收获，这就是生活！

八九岁时，我有着强烈的读
书欲，那时读书的目的很单纯，只
是为了从书中知道很多自己不知
道的东西，读书的状态可以用如
饥似渴来形容。

当年在乡下，我能读到的
书真是少之又少，但阅读的饥
饿感更激起我对书的强烈渴
望，要是看到谁有一本新书，我
的目光里便会伸出一根“钩挠”
来，恨不能把书抓到自己手中
大饱眼福。

有一次，我用两只叫声清脆
的蛐蛐作交换，将同学李军刚买
的小说《闪闪的红星》借来。我读
了三天，第四天该还给人家了，可
仍有一大半没有读完。我想起对
李军的承诺，决定无论如何也得
在当夜读完它。

不巧的是，那晚停电了，我在

煤油灯下写完作业，已是晚上10
点钟，看着奄奄一息的灯火，我抓
耳挠腮，不知该怎么办。突然，我
的目光落在手电筒上，那是爷爷
看瓜用的，那晚忘带了。

我伸手偷偷把手电筒拿过
来，钻进被窝，蒙上头，打开手电
筒，让明亮的光柱照在摊开的书
上一行行慢慢移动，我欣喜若狂
地翻过一页又一页……不知不
觉，公鸡打鸣了，我终于读完了全
书，浑身像卸掉了沉重的包袱，轻
松自如。第二天一大早，我乐呵
呵地把书还给了李军。

爷爷的手电筒没用就没电
了，他发现后，将我好一顿数落。
没办法，我只好去村东头的小卖
部买了三节电池给换上。

这次在被窝里读书的经历，
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里。

13岁的女儿思维活跃，经常会问我
一些奇怪的问题。

这些天她不亦乐乎地在电脑上看
《天天有喜》，这个电视剧对于我来说有些
闹腾。那天晚上，我在家里拖地、洗衣服，
她忽然问我一个奇怪的问题：“如果你是个
妖怪该怎么办？”瞧这孩子问的！我为什么
是个妖怪？我长得又不丑，我为什么不能
是个神仙？我随口答道：“如果我是个妖
怪，也要当个好妖怪。”女儿笑着说：“好妖
怪也是妖怪。”紧接着她又问我一个问题：

“你觉得哪种生活是幸福的生活？”我正忙
得团团转，没好气地说：“不用干活儿的生
活就是幸福的生活。”

女儿回过头来笑嘻嘻地对我说：“妈，
你看电视剧里的妖怪多幸福，他们都不用
干活儿！你刚才不是说要当个好妖怪吗？
你不是说不用干活儿的生活就是幸福的生
活吗？所以，我觉得你喜欢的生活和妖怪
的生活差不多呀！”

我的天啊，女儿的思维不仅活跃还
很跳跃！回答了她的问题，我怎么就成
了一个过着幸福生活的“妖怪”了？

我爱我家

“妖怪”的
幸福生活

□张文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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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记忆里，《洛阳晚报》
伴随着我成长，我们祖孙三代与
晚报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20世纪90年代，爷爷拿着晚
报教我识字，教我做人的道理，爸
爸看晚报关心国家大事；21世纪
初，爷爷看晚报充实晚年生活，爸
爸给晚报投稿，我则剪晚报搜集
优美文章，摘抄优美词句；现在，
奶奶通过看晚报“身在家中坐，便
知天下事”，爸妈天天看晚报，我
则给晚报投稿吊唁爷爷。

以前，爷爷都是在办公室看
晚报，后来爷爷退休了，一日，一名
订报员来到我们家跟爷爷说：“老
伯，订份晚报吧。”那时爷爷的退休
工资不高，还要照顾一家人的吃喝，
但他还是答应订一份晚报。就这
样，晚报来到了我们家。后来爷爷
得了癌症，身体越来越差，但还是每
天躺在床上拿着放大镜看晚报。

爸爸是个摄影迷，20 世纪
90年代的时候还没有卡片机和
单反相机，条件好的家庭最多有
个傻瓜相机，而我家那时有一个
装胶卷手动调焦的“高级”相
机。爸爸背着它到处照相，然后
选出好的作品给晚报投稿。作
为单位的通讯员，爸爸还经常和

晚报的记者一起下基层拍照片。
我是和晚报一起“玩儿”大

的，第一份晚报发行的时候我才
7岁，刚上小学。记得小时候，我
除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还有
一项必做的“作业”——读报。那
时候我觉得读报枯燥无味，总想
偷懒，但上学期间我的语文成绩
一直不错，现在想想跟小时候读
报有很大关系。后来我就开始剪
报，把一些优美的文章剪下来，贴
在摘抄本上反复阅读。摘抄本上
除了剪报，还有我从晚报上摘抄
的各种优美词句，这些词句使我
的作文增色不少。

这就是我们祖孙三代人和晚
报的不解之缘，我想让我的孩子、
我的孙辈也看晚报，因为这不仅
是一种情感的延续，更是一种文
化的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