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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我家

“巨款”丢失
□武巧霞

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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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艳杰

听写汉字

家有儿女

接广告词
□张晓辉

你说我说

晚报助我圆梦

绘制 仁伟

□张建强

咱爸咱妈

带父亲坐飞机
□长琦

儿时因患病左腿落下残疾，
能方便出行，一直是我的梦想。
2010年 8月12日，《洛阳晚报》
刊登了一则新闻：残疾人学开车
有了培训基地。对于我来说，这
真是天大的喜事儿。我立刻按
照报纸上刊登的电话号码与驾
校取得了联系，报了名。

为尽快拿到驾照，我买来
《驾驶员交通法规培训指南》，夜
以继日地逐条理解熟记，不厌其
烦地对着电脑做模拟试题。两
个月过去了，厚厚的一本书早已
被我背得滚瓜烂熟，可我竟连科
一考试也未预约上。我打电话
询问驾校，被告知残疾人驾考系
统出了问题，什么时间能恢复不
得而知。我心急如焚，于是就想
到打晚报热线66778866求助。
仅仅一天时间，我就接到了晚报
记者的电话。记者告诉我，经过
多方联系，市驾管所负责人答复

马上就能约考。同时，晚报以
《残疾人申领驾照月底可预约考
试》为题，刊登了这一消息。

我很快就接到驾校科目一
考试的通知，考试顺利过关。接
下来，通过在驾校两个月的刻苦
训练，我终于拿到了梦寐以求的
机动车驾驶证，并在拿证的当
月，迫不及待地买了爱车，从此
彻底摆脱了出行难的困扰。

自从有了汽车，我出行方便了，
交际广泛了，视野开阔了，生活处处
充满了阳光。我怎能忘记，是《洛阳
晚报》的一则新闻，开启了我圆梦
之旅，为我撑起了一片艳阳天。

我喜欢读书，更爱惜书。
前些年，拥有一本好书，我总喜欢

推荐给朋友，与他们共赏美文。现在，
这种习惯，我已戒掉多年。因为，书借
出去时是崭新的，还回来时有的卷边折
页，有的污秽不堪，有的书页不全，令我
苦不堪言。我还常遇到孔乙己式的人
物，说一句借给我看几天，便没了下文，
催他还书，近乎讨债，抹不开情面。时
间久了，我记不清把书借给了谁，更是
无从讨要。我的许多心爱的书就这样
没了踪影，让我既心疼又烦恼。后来，
我索性在书橱上贴上“私人藏书，概不
外借”的字条，虽属无奈，但很有效。

热爱读书的人，视书如命。他们
甚至认为爱情、友情都难以长存，需要
尽心维护，唯有书籍，可以招之即来挥
之即去，无怨无悔地伴你终生。我的
朋友老于，人称“老迂”，也饱受朋友借
书不还之苦，就在书橱上贴了“妻子与
书概不外借”的字条。

一次，老于夫妻因琐事吵架，他气
急了，遂将字条撤下，换成了“唯书不
外借”，让人忍俊不禁。

一个朋友告诉我，对付借书不还
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借钱给他买书。
爱读书的人都极爱面子，他可以忘记
还书，但不会忘记还钱。其实，我觉得
最好的方法还是：书不外借。

我正在午休，10岁的儿子沮丧地
跑来说他的“巨款”找不到了。

儿子有个“小金库”，平时手里也
就十几块钱。家里的废品都由儿子卖
掉，收入归他所有，算是鼓励他热爱劳
动。这次，他随老公去乡下送亲，挣了
80元钱。儿子欣喜若狂地跟他姐姐炫
耀自己拥有了“巨款”，同时生怕“巨
款”不翼而飞，就把钱放在一个隐秘
处，没想到他自己都忘了。

“我没动你的钱！你好好想想自
己放在哪里了？”我赶紧说。

儿子噘着嘴：“我放在红色的夹克
兜里了，那天你不是还看了看我的夹克
吗？现在夹克也找不到了，是不是你给
洗了？”说这话时，儿子的眼睛泪汪汪的。

我忙安慰儿子：“别着急，我那天
确实看见你的夹克了，但我没洗夹克，
你再仔细找找，只要你没穿出去，夹克
就一定还在家里。”

老公怕儿子着急，也帮着找。他
们爷俩翻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找
到儿子的红夹克，老公甚至趴在地板
上看是不是掉在床下了。

这时候，只听见儿子惊喜地大叫：
“找到了，找到了！”原来，儿子把钱装
进他的夹克兜里还不放心，就想把夹
克也藏起来，想来想去任何地方都不
保险，最后将夹克藏在自己的书包里，
而他自己忘得一干二净。

邻居的儿子彬彬才7岁，刚上
二年级，除了爱看动画片，还特别爱
接电视广告词。那些广告词经他一
接，真可谓锦上添花。

广告上说：“得了灰指甲，一个
传染俩。灰指甲，用‘亮甲’！”彬彬
眨眨眼睛，随口接道：“不用‘亮甲’
传染仨！”

观“中国好舌头”华少播《中国好
声音》：“正宗好凉茶，正宗好声音……
十罐好凉茶，七罐‘加多宝’……”他
像模像样地加快语速，“插播”道：

“喝了‘加多宝’，宝宝不哭也不闹！”
电视上的小姑娘说：“点读机，

哪里不会点哪里。”彬彬一咧嘴，歪
着头，脸上带着坏笑说：“这有啥难
的？听咱的——学习等于玩游戏，
动动手指就可以！”

“停，停，就看这个台！”当老公把
电视节目换到“中国汉字听写大会”
时，我叫道。

儿子不屑地说：“这有什么好看的？
从小就写汉字，还用得着在中央电视台
听写？再说了，现在人们都用电脑，键
盘一敲，全出来了，多省劲儿呀！”

“就是，就是。”老公说着换了台。
我立刻针锋相对：“虽然我们都

是写着汉字长大的，但不代表所有的
字都会写。别看你现在正上学，却未
必都能写对！”激将法果然奏效，儿子
不服气地把频道换了过来。

我们俩各自准备好纸笔，全神贯
注地跟着电视节目听写。刚开始，像

“纽扣”“镌刻”“水泵”等字，儿子写得
又快又对，写完还得意地伸过头瞧瞧
我写的，然后说：“也不错嘛。”我瞟了
他一眼道：“走着瞧吧！”

随着难度的加大，赛场上的选手
越来越少。说来奇怪，有些字明明会
写，写出来却觉得不像；有些字平时
经常听经常说，可就是写不出来，比
如“冰激凌”，老公写的是“冰激淋”，
我写的是“冰淇淋”，儿子写的是“冰
淇凌”。等正确答案一出来，我们全
愣了。儿子大呼：“汗颜啊！我竟然
连我的最爱都写错了！”

等到场上只剩3名选手时，听写
的内容已经延伸到各个领域，像物理
名词“阻尼”，少数民族“傈僳族”，外
国的容量单位“品脱”……其实这些
字并不复杂，但你必须了解相关知
识。儿子轻易地写出了“品脱”两个
字，却对其他字很茫然，而我和老公
也是面面相觑。

听写结束，儿子郑重宣布：“我一定
要写好中国字！不过，爸妈你们也得加
入。”我和老公相视一笑——龙的传人
当然要一笔一画地写好每个中国字！

坐飞机对我来讲是平常事儿，
但对父亲来说是稀罕事儿。

父母在农村辛苦劳作了大半辈
子，为我们弟兄四个的成长倾注了
心血。母亲正在上海二弟家照顾他
的小孩儿，我正好有公差要去上海，
与妻子和母亲商量后，决定带父亲
乘飞机与母亲团聚。

早上5点，我起床时发现，父亲
的房间灯火通明，他正端坐在桌前
翻看报纸，两个包已整理妥了。我
快速洗漱之后，与父亲一起匆匆下
楼，赶往大巴车站。

到了机场，我一边办理登机手
续，一边逐项给父亲讲解，他只是一
个劲儿地点头，茫然地听从安排。
登机后，我安排他坐在窗边，给他讲
飞机座位数和前置灯的调节，他会
心地点着头。飞机起飞后，我建议
父亲看着窗外，然后，我就翻看起当
天的报纸来。

飞机平稳飞行后，父亲仍聚精
会神地注视窗外。他看我扭过头
来，就告诉我，飞机飞得比火车跑得
还平稳，真舒坦！我让他用餐后休
息一会儿。我睡了一会儿，醒来时
看见父亲仍然两眼炯炯有神地看着
窗外。“坐飞机睡觉，真是太可惜
了！”父亲不屑地对我说。当飞机开
始降落时，他又专注于窗外，“这么
快就到了？”他问道。“就要降落到上
海虹桥机场了。”我回答。“真快啊，
一眨眼就到了！”他感叹。

母亲抱着小侄子出来迎接我
们。父亲高兴地接过孙子，对母亲
说的第一句话是：“飞机真快啊！”

“那你晕不晕啊？”母亲笑着问道。“稳
当着哩，一点儿都不晕，就是系着安
全带不能动，有点儿别扭！”……老两
口你一句我一句地聊起来。

我和二弟钻进厨房。父母爽朗
的笑声回响在整个房间。

□仲咏涛

书不外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