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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
快乐暑假

□刘志军

绘图 仁伟

我的高考梦

你说我说

咱爸咱妈

“墙上的咖啡”与“路边的瓜皮”

丢钱不丢爱

上个星期天，我们从县城
回到乡下老家，母亲忙着到老

房子里整理东西。中午吃饭的时
候，妈妈悲伤地说：“你见到我藏在

墙缝里的5000块钱没有？我把钱装
在一个信封里，还用塑料纸裹着，现
在却找不到了。”

我赶紧放下碗筷，让母亲把事情
经过说清楚。原来，母亲攒了5000

元钱，不舍得花。去年10月，她去北
京我哥哥家之前，把这些钱塞进老家
的墙缝里，现在找不到了……

我带着母亲仔细查看了藏钱处，
什么也没有。难道钱能不翼而飞？是
不是母亲忘记放钱的地方了？她伤心
得吃不下饭，闷闷不乐地坐在角落里
掉眼泪。

晚上，我把此事告诉了妻子，妻

子很生气：“我们会动她的钱吗？”我
赶紧和风细雨地对她说：“咱妈已经
82岁，还患有轻度老年痴呆，现在钱
找不到了，可能是她忘了放钱的地
方，或是真的丢了。咱们就不能为
此担当一些吗？”妻子问我该怎么
办，我附耳如此这般说了一通，妻子
连连点头。

第二天早上，妻子对母亲说：

“这是不是你的5000块钱？我找到
了，现在给你，以后不要把钱藏到墙
缝里。”

母亲喜出望外地说：“我就知道丢
不了嘛！”

看着母亲欣喜的样子，我心想：
即使钱丢了，我们的爱也不会丢。
为了母亲，我们还有什么委屈不能
承受呢？

□暖暖阳光

同题作文 高考之后

前一阵子，一篇《墙上的咖啡》美文
在网络上疯传。该文作者说，他在美国
洛杉矶的一家咖啡厅，看到有钱人喝咖
啡时，会买两杯喝一杯，买三杯喝两杯，
把剩下的一杯的收据贴在墙上，让没钱
人免费享用咖啡。

感慨之余，我不禁想起20世纪70
年代我在新疆的经历。

当时我们部队驻扎在新疆鄯善县，
常去吐鲁番拉生活用品。我第一次和一
个老兵开着大卡车执行这一任务时，要
途经火焰山（就是《西游记》里描写的那
座火焰山）。天不亮我们就出发了，回来
时正值中午，烈日当空，酷热难耐。半路
上，老兵提出停车休息，说再跑水箱就要
开锅了。我们坐在路边吃西瓜，吃完瓜，
老兵把西瓜皮整齐地摆在路边。

原来，这里的人有一个习惯，把
吃剩的瓜皮放在路边，给缺水的过路
人救急，这些西瓜皮有时能救一个人
的命。

后来我注意到，路边不时会有干
枯或新鲜的西瓜皮，像一个个心形的爱
字摆在路边。这细微的善行就像爱心接
力，瓜皮虽小，但折射出无私助人的民族
精神。

每回想起这一幕，我的心灵都会受
到洗礼。眼下尽管会听到担心救人被讹
而不敢救的杂音，但为清洁工免费提供
早餐、出租车免费送高考生等感人行动
所折射的精神，已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如果人们都能不计回报、从小事做起，把
帮助他人变成一种习惯，那么“墙上的咖
啡”和“路边的瓜皮”将会越来越多。

我参加高考不在夏天，而是
金秋——1977年9月，那是我国
恢复高考制度后的首次高考。

我在6月才得知恢复高考
的消息，真如寒冬腊月盼来了春
风，心中既高兴又不安。我是来
自农村的合同工，这可是改变命
运的机会。可是我离校已5年，
上考场心里没底儿。

那是商品紧缺的年代，我们
厂很忙，我不便请假，6个人住
在一个小屋里，学习环境也不
好。我深知“奋斗在前，收获在
后”的道理，便利用一切空闲时
间复习。下班到宿舍，我就演算
几道数学题；早晨起床，我赶紧
到宿舍外背政治；平时我找来
《中国历史》《世界史》，默念到深
夜；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构
思作文。有时来不及到厂食堂
吃饭，就让同伴们捎个馒头凑
合。

第一场考语文，因头天晚上
彻夜难眠，我一进教室头就大
了，心脏嗵嗵乱跳，手心手背都
是汗，鼻血流个不停。可想而
知，语文我没考好，数学也考砸
了，好在政治、历史、地理是我的
强项，考得还可以。

等待高考成绩的日子真难
熬。因为感到希望不大，我不
敢张扬，只是默默期待，每天都
到厂传达室的窗台上看信件，
但每次都失望了。

直到1978年 2月，我才收
到河南省会计学校寄来的录取
通知书，那鲜红的大印顿时映亮
了我憔悴的心。虽然只上了中
专，但我非常知足，那悬着的心
终于放下了。

有 梦 最 美 ，希 望 相 随 。
1977 年的高考给了我生活激
情，给了我难忘的记忆！

我从部队转业后，当了一名普通基
层民警，与《洛阳晚报》相识已有6个年
头。在当社区民警时，我与《洛阳晚报》

“一见钟情”，一路走来收获颇丰。
我每天都会期待《洛阳晚报》的到

来。年少时我曾有过文学梦，因此我一
直坚持订阅报刊，阅读的习惯多年来从
未间断。

如今，我家的报刊堆了整整一个房
间，其中一个书架专属我钟爱的《洛阳晚
报》。它没有官话套话，是基层民警在繁
重工作中的休闲驿站。它不仅启迪了我
的智慧，也成了我工作上的好帮手。业
余时间，我勤练写作，还在《洛阳晚报》上
发表了几篇小文章。

与《洛阳晚报》相伴，生活更充实。

文学ABC □姜淑英

始终与你相伴

进入7月，学生们又迎来
了期盼已久的暑假。

成年的我们已有多少年
没有享受过暑假的畅快？在
这个热情似火的夏日，我不禁
童心萌动，回忆起那些难忘的
暑假……

我的小学时光是在20世
纪70年代，那时候的孩子虽然
没有电脑、电视等，可有的是
时间与伙伴们疯玩。

放暑假了，家长们忙着各
自的工作，没空管孩子。你只
要不出去打架、惹祸，就是大
人心目中的好孩子；如果能自
觉参加音乐班、书画班，那你
就是父母的骄傲了。

放暑假前，我们按老师的
要求和住在附近的同学组成学
习小组。那时的孩子很保守，
男女生之间很少说话，学习小
组也是由同性组成的。

我所在的学习小组只有3
个人，时至今日，我还清晰地
记得其他两个人的名字：前街
的赵春祥和邻院的赵洛玉。

各自在家吃过早饭，我们
就聚在一起，用不到一个小时
的时间写完当天的作业，然后
玩各种游戏：弹柿核、摔面包、
斗鸡、丢沙包、摔泥窝窝等。
这些玩腻了，我们就到小树林
里抓知了、逮蛐蛐，到河里捞
小鱼……

看小说也是我们在暑假
里的“保留节目”，读完了各自
家里收藏的书后，我们换书
看。由于认字有限，我们囫囵
吞枣地读，不求甚解地记，然
后聚在一起兴致勃勃地议论。

《青春之歌》《金光大道》
《敌后武工队》……这些文学
作品我都读过，有的还不止读
一遍。

童年的暑假就这样被深深
地定格在记忆里，现在回想起
来，点点滴滴都觉得很温馨。

流光碎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