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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写手 写百姓事

蝈蝈高兴吗
□杨亚丽

局长的母亲
□张玉贞

好长时间没有见面的老同学，相约晚上
聚会。

在赶往酒店的路上，我和小林等四人的手
机先后收到小陈发来的微信：“马上就要见到同
学们了，我好高兴！”因为很快就会见面，大家都
没有回复她。

刚到酒店门口，我们又收到小陈的微信：衣
服熨好了……出发了……小陈一会儿发一条微
信，没完没了。一个脾气急躁的同学忍无可忍，
说等小陈到场，先罚酒三杯。

大家等了很久，小陈才匆匆赶到，一进门就
焦急地问哪个同学有车，原来她出门时边换鞋
边发微信，慌忙中把手机忘在家里了。小郭说：

“吃一顿饭不过几个小时，别想得那么恐怖。”但
小陈像丢了魂儿似的，一改往日快言快语的吃
货形象，话说得少了，筷子也动得少了。无奈，
小郭只好去帮她取手机。

拿回手机，小陈立刻活跃起来。她先是给
在座的同学照合影，然后每上一道菜她就拍照
片、配文字、发微信，像重大事件的现场直播，大
家的手机响个不停。

终于等到最后一道汤上桌了，小陈一边感
叹，一边对着鸡蛋汤一阵猛拍。不知是过于激
动，还是她手臂酸麻，正当她拍得起劲时，手机
像鱼一样滑入了汤盆。我忙用汤勺捞，小陈惊
呼：“别动！让我拍完你再捞！”说着，她抓起我
的手机又是一阵狂拍。

一桌人被她彻底弄晕了。

笼子里有一只蝈蝈，就挂在修车人的屋檐
下。它清亮的叫声让我女儿很好奇。我对女儿
说：“如果你喜欢，明年我就给你买一只。”女儿
摇了摇头。

一路上，女儿沉思不语，我暗自庆幸暂时落
得清闲。谁知很快她就提出了一连串问题，问
得我头脑发蒙。

女儿的第一问：蝈蝈会想家吗？
我说，蝈蝈是昆虫，没有那么多想法。女儿

反问：蜜蜂也是昆虫，天黑了它们就飞回蜂巢，
不是想家是什么？我无语。

女儿继续问：天冷了，蝈蝈会死吗？
我说会，这是自然规律。女儿又问，笼子里

的蝈蝈和野地里的蝈蝈哪个活得长？我说差不
多吧。女儿对我的敷衍显然不满意，大声说：在
田野里生活的蝈蝈活得长！我问原因，她说田
野里有花有草空气好，蝈蝈还能和别的昆虫一
起唱歌、跳舞。这样，蝈蝈的心情肯定很好，胃
口自然就好，当然能活得长一些。我依然无语。

女儿最后问：笼子里的蝈蝈高兴吗？我仔细
想了一下说，蝈蝈应该高兴吧，因为它美妙的叫声
给人们带来了欢乐，它们自然就有存在的意义。

女儿眉头一皱说：蝈蝈又不是雷锋！它们
长着一对儿翅膀，就是要飞的。人们太自私了，
就因为它们叫得好听而把它们关进笼子里，蝈
蝈太可怜了……

唉，我说什么好呢？凌晨4点上班，我经常看到一个老人
在路灯下赶在环卫工人上班前拾废品，当
时我没注意她是谁。

一天晚上，我到小区附近的广场上散
步，见一个老人拿着编织袋，艰难地弯腰拾
饮料瓶。一阵风吹来，瓶子刚好滚到我脚
下，我顺便拾起瓶子递给她，她感激地笑
了。我觉得这面孔很熟悉，再一看，原来
是一个同学的母亲！这个同学是我们县
某局的局长，他怎么让母亲拾废品呢？难
道不怕别人讥笑吗？

一天，我又见到这个老人，便主动和她
打招呼。她高兴极了，拉着我的手问长问
短。我问：“大娘，你怎么拾这个呀？你儿
子知道吗？”她说：“我没敢让孩子知道。我
住在这里太着急，就拾废品解解闷。”

她央求我：“麻烦你给我娃说说，让我
回老家吧！”我问：“你儿子对你不好吗？”她
说：“儿子、儿媳对我很好，可我在这里住不
惯。再说老家还有两个儿子，都很忙，我回
去还能帮他们做做家务、带带孩子，有空还
可以上山刨刨药材，贴补家用。”我理解老
人的心情，就答应了。

见到老同学，我如实相告。同学说：
“我不是不想让老妈回去，主要是她身体
不好，我想让她歇一歇、治治病。老妈拾
废品的事儿我早就知道，她就是闲不住。
父亲早逝，老妈为供我上大学，耽误了两
个弟弟的学业，他们如今都在农村，过得
不好。老妈一直惦记着他们，想贴补他
们，又不想让我知道。就让她拾吧，要不
她会闷坏的。”

再次看到这个老人在路灯下拾废品
的身影，我眼睛一热，仿佛看到了自己的
母亲……

摘柿子
□韦忠民

眼下正是柿子成熟的季节，红灯笼似的柿
子挂在枝头，惹人喜爱。

柿子有多种吃法：一种是把尚未成熟的柿
子放在密闭容器里，用水泡一段时间，便成了脆
甜的漤（lǎn）柿子；一种是将熟透的柿子放一
放，待它变得更软，可以吸吮汁液；还有一种吃
法是把柿子加工成柿饼。

小时候，我经常与小伙伴们偷摘生产队的
柿子。

我们一般趁中午没人看护的时候去偷摘柿
子。有时候，我们刚爬上柿树，生产队护林员就
突然赶来，一声吆喝，吓得我们拔腿就跑，没跑
掉的人只好束手就擒。

每一次偷摘成功，我们都会欢呼雀跃，寻一
处偏僻的小水沟，把摘来的柿子埋进泥里，上面
插上树枝做记号。5天后，这些青柿子会变成甜
甜的漤柿，那便是我们的美食。也有柿子还没漤
好就不翼而飞的情况，这自然令我们十分气恼。

秋风起，柿叶黄。生产队组织社员摘柿子，
通常会留一些在树上给鸟儿吃，说是这样明年
柿子能长得更好。这些留下的红柿子，挂在高
高的树梢上，在阳光下像小红灯笼似的吸引着
我们。

我们爬上柿树，紧紧抓着树枝，小心翼翼地
接近红柿子，心里高度紧张、兴奋，其难度与表
演杂技差不多。

要知道，那可是在一二十米高的树上，万一
有个闪失，有可能丧命啊！但熟透的红柿子吃
在嘴里，甜在心里，我们仍乐此不疲。

过了40年，那种提心吊胆的情景，现在想
来仍历历在目，让我不觉莞尔。

啼笑皆非

饿死不做贼
□自由风

在街上碰到卖花生的小倩，我开玩笑问她
这花生是不是偷来的，她听了会心一笑，当年我
们一起偷花生的情景便浮现在眼前。

当时，我和小倩都在城郊一家包装厂上
班，她娘家就在附近那个村里。一年秋天，下
了夜班，几个同事都说饿得慌，想去地里搞点
儿吃的。

时值仲秋，花生已经成熟。小倩自告奋勇，
说她熟悉地形，可以带大家去地里偷摘花生
吃。大家乐了，拿着蛇皮袋，跟着小倩出发了。

我们翻过一道坡，又越过两道沟，终于在一
片坡地里停了下来。小倩说：“这半架山全是花
生地，看这一片儿的花生长得挺茂盛，就在这儿
摘吧！”

我们开始行动，先把花生秧一棵棵拔出
堆成堆，然后往袋子里摘花生。夜深人静，虽
然我们都轻拔轻放轻摘，但还是有声响。大
家非常紧张，不停地四下张望，所幸直到摘
完，也没被人发现。于是，我们每人背着半袋
花生凯旋。

第二天是中秋节，我在家里把花生煮熟，当
晚上班时还带了些给同事们吃。可小倩说啥也
不吃，只是默默地干活，闷闷不乐。后来我才知
道，小倩当天回娘家，她妈告诉她，家里半亩花
生被人偷光了。

回想往事，小倩感慨万端：“都说‘屈死不
告状，饿死不做贼’，没想到我当了一次贼，居
然还偷了自家的。从那以后，我就发誓再也不
当贼了。”

家有儿女

流光碎影

市井写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