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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对不起
□张志立

捉鼠记
□张少刚

啼笑皆非

还我的腿
□张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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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儿女

你说我说

□刘选

脊背上的幸福

咱爸咱妈

吃不完的亲情
□李自知

舍与得
□张璞

单位买了柜子，有大、有
小、有高、有低。为分配这些柜
子的事，大家争吵起来。小张
说：“我个子高，我要高柜子。”
王哥说：“我离家远，在单位放
的东西多，我要大柜子。”……
大家都不甘示弱，唯独小李一
言不发，等大家说完了，她才轻
轻地说：“我用什么样的柜子都
行，你们先挑吧，挑剩下的就是
我的。”一席话说得大家面红耳
赤，最后大家达成共识：大的、
高的柜子给年龄大的人，小的、
低的柜子给年轻人。这场争吵
就这样平息了。

柜子分配好了，大家都给
自己的柜子加了锁，唯独小李
的柜子是敞开的，她告诉大
家：需要什么东西只管从她
柜子里拿。张哥内急，自己
的卫生纸用完了，拿了小李
半卷纸，过后他在小李的柜
子里放了一卷纸。赵阿姨洗工
作服，洗衣粉不够，用了小李的
洗衣粉，过后她在小李的柜子
里放了一袋洗衣粉。半年
后，小李柜子里的东西不但没
少，反而多了——谁有新鲜的
水果、好看的饰品都会放进她
的柜子里，她成了单位人缘最
好的人。

在生活中我们是舍还是
得？相信大家都有了答案。

周日，我回到家，打开母亲
让我捎回来的手提袋，呈现在
眼前的是一小袋玉米糁、一小
袋红豆和10个橙子。橙子的
个头儿不大，色泽也不鲜艳，
玉米糁和红豆则是超市里常
见的那种。

女儿爱吃橙子，我爱喝玉
米糁粥，这些母亲都知道。于
是，母亲总是给我们捎橙子、玉
米糁和一些我们爱吃的食物。
为了让我捎上这些东西，母亲
每次都有理由：“老家亲戚带来
的，吃不完……”“超市搞特价，
买多了，吃不完……”“闲着没
事自己做的，吃不完……”

“吃不完”成了母亲让我
捎各种食物的最好理由。虽
然这些东西很普通，但蕴含了
母亲的牵挂和关爱，让我体会
到了温馨与美好。

星期天晚上，当身心疲惫的我
推开家门时，看到了这样的情景：妻
靠在墙上，双眼垂泪，儿子双手流着
血，书橱的玻璃碎了一地。从妻的
叙述中，我了解了事情的原委。

寄宿在校的儿子趁着星期天“放
风”的机会，和同学玩儿到晚上10点
还不回家，妻子不停催促，让儿子很
不耐烦，最终爆发了“母子大战”。

晚上，我辗转反侧：儿子怎么
变成了这样？据任课老师讲，儿子
在学校里缺乏上进心，上课要么睡
觉，要么心不在焉，纪律观念、时间
观念差。

儿子曾经是个乖娃娃，听话、懂
事、人见人爱，5岁时就开始在妻的
调教下自己洗袜子、打扫房间。儿
子还善解人意，那时我们夫妻分居，
当每周一我出发到县城上班时，儿
子都会抱着我说：“爸爸上班愉快，
周末快回家！”有一次，见我病了，他
还拿出自己的零花钱给我买药，让
我的心暖暖的。我听老师讲，儿子
无论上哪节课，视线都会跟着老师

转，作业字迹工整，成绩名列前茅、
令人羡慕……

一连几天，我和妻都在分析造
成儿子如此的原因。难道是因为我
们违背儿子的意愿强迫他上了一所
寄宿制初中？初中三年，儿子每两
周回家一次，一家人聚少离多，聚在
一起时也缺乏交流……

我百思不得其解，就联系了我的
班主任王老师。听了我的苦恼和担
忧，王老师语重心长地说：“其实，孩
子身上的问题大多都是父母身上的
问题，你们要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

曾几何时，我和妻为了一些小
事在儿子面前吵得不可开交，各执
一词，反唇相讥；曾几何时，为家里
的支出我们据理力争，互不相让；曾
几何时，我们回到家里总是抱怨工
作太忙太累，惰性十足……当我们
把自己丑陋的一面暴露无遗时，是
否顾及了儿子那清澈的眼神？

双休日到了，我和妻都在家里
急切地等待着儿子回家，我想说：

“儿子，对不起！真的……”

中午，我在阳台上做饭，一辆敞
篷三轮车缓缓地停在我家阳台的外
面，开车的是一位六七十岁的老人。
只见他从驾驶座上下来，用力扶起车
上的老太太，牵着她的手走到车尾，
然后微微弯腰，背起老太太，向旁边
的门洞走去。

看着两位老人离去，我竟想流泪。
这两位老人是我同事的父母。

老头是退休教师，高高的个儿，瘦
瘦的，喜欢穿白衬衣，据说吹拉弹
唱样样精通。老太太六十出头，中
等个头儿，有点儿瘦，大大的眼睛，
脸色有点儿苍白。他们的4个孩子

除了我的同事，其他的3个离家比
较远，很少回来。老两口平时住在
农村，侍弄几亩庄稼。后来老太太
得了癌症，几年了，四处医治，控制
得还不错。近段时间，因为劳累，
她的病情恶化，癌细胞已经扩散。
此刻，同事上班还没回来，所以才出
现了那感人的一幕。

我想，病弱的老太太，尽管病痛
缠身，但是在趴到丈夫那不再年轻
的背上的那一刻，应该是幸福的。
有一个人，在你老了、病了的时候，
能够不离不弃地照顾你、呵护你，这
就是幸福。

周六，我到超市买菜。当我提着
满满一购物篮的菜来到收银台时，好
家伙，每个收银台前都排起了“长蛇
阵”，看来只有耐心等待了。

快轮到我结账时，我看见排在
前面的一位大妈正麻利地把自己买
的东西装进购物袋。突然，大妈大
声说：“唉呀，我买的鸡腿咋不见
了！”收银员一听，急忙安慰她说：

“别急，大妈。可能是你前面的那位
大叔装错了东西，我们工作人员会
帮你……”

没等收银员说完，大妈立即追了
出去。她一边追一边喊：“喂，大兄弟，
你拿了我的腿，快还我的腿！……”

近段时间，家里时常有老鼠出没，
不是把桌子上的瓶瓶罐罐碰得东倒西
歪，就是把刚买的蔬菜和水果咬得不
像样子。于是，我从邻居家抱来一只
猫，可是这只猫太“温柔”了，不是老鼠
的对手。

一天晚上，全家人正在看电视，
突然，一只老鼠从我面前一晃而过。
我大喊：“有老鼠，太可恶了！今天非
把它打死不可！”老婆和儿子赶紧关
好门窗。

我随手拿起一根棍子，老婆拿着
羽毛球拍，儿子拿着笤帚，都进入了

“战斗”状态。突然老婆喊：“在这儿！
在这儿！”她一边嚷着一边追打。老鼠
被追得无路可逃，竟然顺着床柱爬了
上去，它爬到了床柱的顶端，再也无处
可逃了。我绕到老鼠的后面，屏住呼
吸，看准时机，一棍子打下去，打是打
中了，可惜只打断了它的尾巴，老鼠吱
吱叫着从高处滚下来。

这只老鼠一下子钻进了玩具堆
里。儿子眼疾手快，顾不上心疼玩具，
用笤帚对着玩具一阵乱戳。老鼠从玩
具堆里跑出来，又爬到了桌子上，把花
瓶也碰倒了，藏在花瓶的后面。我更
火了，用棍子打吧，怕打碎花瓶，不打
吧，老鼠太可恶了。

我犹豫不决，儿子说：“爸爸，老鼠
又跑啦！”我定睛一看，老鼠跑下桌子，
失魂落魄地朝墙角的箱子跑去。箱子
是半开半关的，老鼠也顾不了那么多，
一溜烟儿钻了进去。说时迟，那时快，
儿子赶紧跑过去，把箱子合上了。这
下，老鼠成了瓮中之鳖。

我正在纳闷儿，儿子朝我一笑，
说：“爸爸，捉老鼠不仅要速度快，还要
多动脑筋！”

原来那箱子是儿子给老鼠设下的
圈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