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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燕

QQ群：47148867

寻忆养子沟

啼笑皆非

■投稿邮箱：
bxxieshou@163.com
■联系电话：65233688
■喜欢文学的朋友，欢迎
加入晚报“以文会友”QQ
群：47148867，与志同道合
的朋友交流，你会进步更快，
并找到家的感觉。

写作人生
□五颜六色

□杜爱平

外甥像舅

咱爸咱妈

家有好婆婆

五味人生

凡人小记

杨妈送粥
□宋建利

绘图 仁伟

婆婆60多岁，热情善良，
勤劳朴实，一直都是亲友眼中
的贤妻良母。年轻时，公公工
作忙，婆婆既要照顾老人，又要
养育孩子，天长日久，成为理家
能手。

婆婆每天很早就起床做
饭，做的饭菜花样很多。早餐
有馒头、花卷、小笼包等，每天
都不重样，粥也一天一变，有
小米粥、南瓜粥、地瓜粥、八宝
粥等。婆婆做菜更是拿手，尤
其是红烧肉，肥而不腻，百吃
不厌。

婆婆知道我上班忙，总是
不给我做家务的机会。吃完
饭，我想收拾碗筷，她马上阻
止：“放下，放下，我来收拾，你
上了一天班，赶紧歇着吧！”家
里的地板被婆婆擦得能当镜子
照，我和老公换下来的衣服还
没来得及洗，就被婆婆洗好并
晾在了阳台上。

我假装埋怨婆婆：“妈，你
这也不让我做，那也不许我干，
我都胖得不能出门了。”婆婆笑
了：“胖点儿健康，你以前就是
太瘦了。再说妈能为你们做点
儿事，心里美着哩！”

后来，我怀孕了，婆婆对我
的照顾更是无微不至。孩子出
生后，我和老公才真正体会到
家有老人的好。孩子哭了，我
们束手无策，婆婆立刻跑过来，
仔细查看一番，笑着说：“尿了，
换尿布。”或者说：“饿了，快喂
奶！”要么就是：“病了，赶紧上
医院！”有了婆婆的帮助，我照
顾孩子得心应手。

再融洽的婆媳关系，也会
有点儿小摩擦，我和婆婆也不
例外。婆婆平时节俭，家里的
易拉罐、饮料瓶、废纸箱等，她
都舍不得扔。我劝她：“能卖几
个钱啊？”她却说：“粒粒黄沙堆
成山，滴滴清水汇成海，积少成
多嘛！”我体谅婆婆精打细算惯
了，便不再干涉。有时候，我去
参加朋友或者同事的聚会，婆
婆也会不高兴：“都当妈了，心
还这么野！”我听了并不生气，
嬉皮笑脸任她唠叨。

我想真诚地对婆婆说：
“妈，谢谢您！做您的儿媳
妇真好！”

每天早上七点半，杨妈会准时给我送
来一杯粥：“孩子，喝粥吧，有我吃的就有
你吃的。”每次听她这样说，我都会热泪盈
眶。杨妈让我想起了去世多年的母亲，她
们都是慈祥、善良、可亲的，都是只管付出
不图回报的人。

杨妈是我的邻居，80多岁，身体硬
朗，但耳朵不好使，跟她说话她老是打
岔。杨妈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拿个饭盒到
牡丹广场附近的志愿者服务站领免费
粥。我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门口的
地上写地书，也许杨妈喜欢爱学习的人，
每次总不忘给我带一杯粥。

我是汤客，不太喜欢喝粥，况且杨妈

领的粥，是为那些孤寡老人和环卫工人准
备的，我来享用不合适。于是，我推辞：

“杨妈，我不喝粥，我每天喝牛肉汤。”她还
是那句话：“孩子，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
我知道杨妈压根儿不懂我的意思，但她的
热情，我不可能推辞掉。我不能辜负老人
家的一片心意，而且暗下决心：以后喝杨
妈送来的粥，不再喝牛肉汤了。

在坚持喝杨妈送的粥两个月后，奇迹
发生了：我的体重降到了正常值。前不久
单位组织体检，多年的脂肪瘤消失了。
喝杨妈送来的粥对身体大有益处，能健
康体魄，消除疾病，真印证了那句话：“有
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我上中学时就喜欢写作，这么多年来
虽然发表了不少文章，却一直没有太满意
的作品，原因就是没深度。

小时候吃的是缺吃少穿的苦，长大后
不用为吃穿发愁了，但在其他方面没少吃苦
受罪，特别是那年借钱在城里买房以后。

那时，我所在的企业破产了，失业的
我想寻找挣钱的捷径。不过，做生意血本
无归，买彩票欠下巨债，包荒山累出重疾，
又因轻率身陷传销。之后，扫大街、扛重
包之类的苦力活，我没少干。

经历就是财富。2010年，当我重新
拿起笔写作时，所有的经历成了源源不断
的写作素材。有一段时间，我痴迷于笔记
和段子的写作，听到一句话、看见一件事，
都会构思成段子或笔记。那些年，我每年

发表文章的数量都在200篇以上，有一半
是段子和笔记。

一次，我和一名敬佩的老师交流写
作，他说，段子只是一种快餐文化，不能称
之为文章，也难登大雅之堂。写文章虽然
只是个人爱好，但如果要投稿，就不能孤
芳自赏，而要认真写出有深度的文章，经
得起读者的品评。

我有幸加入省作协后，便有意识地对
自己的文章进行了梳理和反省。我开始改
变过去写作随意的态度，不再追求发表数
量，而是怀着对文字敬畏的心，尽力写情、
写理、写趣，终于也收获了文章发表在大报
大刊上的喜悦。

写作亦如人生，踏实做人，认真做事，
生活才会精彩，人生才有宽度。

过年时，我带孩子去参加同
学聚会，同学们看见高我一头的
儿子，称赞道：“你和你老公个
子都不算高，儿子怎么长这么
高啊，真喜欢人！”我回答：“这
多正常！我哥个子高啊，侄女
仿家姑，外甥像舅！”同学们哈
哈大笑，连连称是。其实大家
心里都明白，现在的孩子吃得
好，营养全面，十个有九个都比
父母高。

前几天，二姐家的姑娘喜得
贵子，他们母子出院后，我和儿
子去看望。在去的路上，儿子
很兴奋，说有了小宝宝，自己终
于不再是全家最小的了。我逗
他：“是啊，你现在升级了，你是
舅舅了！”

儿子第一次看到刚出生几
天的婴儿，很是好奇，一会儿摸
摸他的小脚丫、小手，一会儿
问他会不会打嗝儿、会不会放
屁……我把孩子抱在怀里，发
现他的额头上鼓了几个小包，
就问外甥女怎么回事，外甥女
不好意思地笑了，说：“我总担心
孩子受凉，给孩子穿衣服穿得
多，结果捂出了疹子！”又说已经
咨询过医生，医生说不碍事，抹
点儿药膏，少穿点儿衣服，过几
天疹子就消了。

这时，在旁边一直专心听
我们说话的儿子忽然大声说：

“不用抹药！”我和外甥女不
理解，只见他一本正经地指着
自己的额头说：“看，我头上也
有好多青春痘，我是他舅舅，
外甥像舅！”

前几日，我们一家三口想去山里住
两天。对我和老公来说，养子沟是个有
着美好记忆的地方。

11年前，也是这个季节，养子沟刚
刚开发。那时的我们刚结婚，打听到景
区尽头有可以住宿的农家，就背着行囊
出发了。

我们来到深山里的5间竹屋前，绿
绿的新鲜竹子搭成的小竹屋，是小时候
童话里才有的场景。当晚，我们就住在

了那里。
晚餐时分，竹屋里出现了一个五

六岁的小男孩明明，主人家的孩子。
他刚开始有点儿认生，很快就和我们
俩玩熟了。一盘木耳，一盘山野菜，都
是主人刚从山里采回来的，玉米糁是
他们自己种自己磨的，再配上一张千
层饼，我突然觉得好饿。夜晚的山里
很凉爽，我们坐在木屋的门槛上，看天
上的星星和幽静的山谷，远处的溪流

声隐隐约约，偶尔能听到知了和蛐蛐
的呢喃。

第二天中午，我们吃过午饭，准备
返程。纯朴的主人在接过我们付的食
宿费时，有点儿不好意思，临走，塞给我
们一大兜青皮核桃。

这一次，我们带着孩子故地重游，
目的就是想看看当年的小竹屋和那个
腼腆的小男孩。

经过跋涉，我们终于来到那个破旧

得不适宜住人的小竹屋前，屋里没
人，旁边那颗大核桃 树 结 满了 果
子。拍照留念后，我们恋恋不舍地
下山。就在我们快要走出景区时，
迎面走来几个挑担子的人，其中有
一个十几岁的男孩，我们猜测，他应
该就是明明。

他也许早就不记得我们了，我们也
没有去打扰他和他的家人，只是默默地
用眼神目送他们向山谷深处走去……

流光碎影

□豫西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