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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儿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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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味人生

做心路的清洁工

我爱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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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题作文 童年趣事

主持人：李双伟

杰和丽婚后不久就开始争吵，一吵
就是6年。上个月，他们5岁的儿子过
完生日，两个人便协议离婚了。

杰和丽是自由恋爱。婚前，杰在小
城开了一家电脑专卖店，因为价格适中、
售后服务好、维修技术过硬，生意相当不
错。然而，好端端的生意，就是因为两个
人婚后无休止的争吵，画上了休止符，原
因竟是怨杰长得太阳光、太帅气。

在丽看来，杰在网上与客户交流就
是不务正业，并由此衍生出了第三者插
足。丽天天跟在杰的后边监督。只要

杰与女性接触，丽不是追上去大吵大
闹，就是以死逼杰承认“事实”，承诺与对
方“分手”。

开始时，杰忍气吞声不计较，丽竟认
定杰那是做贼心虚。杰曾百般解释，但面
对“一哭二闹三上吊”的丽，他百口莫辩，生
意一日不如一日，最终关了店门。

生意可以不做，生活却还要继续。
为了生活，杰靠打短工出苦力挣钱养
家。按说丽也应该清醒过来了，然而，她
不但没有反省自己，反而对杰的早出晚
归更加怀疑了。

有一次，杰和他的姐姐陪一名女性
在外吃饭，丽闻讯赶去，掀了饭桌骂了那
名女性后还不解气，还把姐姐开的小车
的玻璃砸了个粉碎。杰多次提出离婚，可
丽总是抱着儿子苦苦哀求，保证“下不为
例”，不再多疑，但没过多久又重蹈覆辙。

居家过日子，谁家勺子不碰锅，若一
味疑神疑鬼，心路只会越来越窄，哪有幸
福可言。多疑就像生活中的垃圾，如果
不及时清走，就会越来越多，慢慢阻断心
路。要想幸福，就要做自己心路上的清
洁工，用阳光的心态，容人容事看世界。

好几天过去了，高考陪伴的点点滴
滴，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开考第一天早晨，孟津大街上行驶着
一辆辆南来北往的送考专车，看着交警、
城管有条不紊地疏导交通、劝解商户，我
忽然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
兮不复还”的悲壮情怀，眼泪不觉流了下
来。不为别的，只为那瘦弱的肩膀承载了
太多的希望与寄托。

陪伴是最真情的告白。两天的陪
考，每一次击掌为誓，目不转睛地送女儿
进出考场。远远地，从其脸上的表情猜
测本场考试的好坏、试题的难易程度，见
证了女儿灿烂的笑容，也见证了女儿伤心
的愁容。

最后一门英语考完，我拉着女儿的手
有种说不出的轻松。我俩聊着女儿的偶

像，聊着美食，聊着……很快到了班里，整
理书本，收拾行囊，该踏上返家的路了。

黑板上，班主任老师用红色的粉笔浓
重地写上：勿忘同窗之谊，2017高考我们
一起走过！孩子们快乐得像群小鸟，教室
里充满了欢声笑语，也弥漫着惜别之情。
不时有同学上台和班主任拍照留念，同学
们也互留电话号码。班主任30多岁，帅
哥一枚，却有白发少许。高三的老师辛
苦，高三的班主任更辛苦，春去秋来，寒来
暑往，孩子们的方方面面都要兼顾，真的
不容易，感恩……

不知怎的，我的脑海中忽然浮现出电
影《城南旧事》的主题曲《送别》：长亭外，
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
来时莫徘徊。天之涯，海之角，知交半零
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小时候，我和村里同龄的
孩子都是典型的吃货。青
杏、毛桃、青苹果……但凡能
填饱肚皮的，都会被我们收入

“囊中”。
我们常溜到妞妞家的核

桃树下摘青皮核桃，然后找一
个隐蔽的地方，围坐在一起，一
个人剜，几个人吃。白嫩嫩的
核桃仁儿清香、甘甜，不到一刻
钟，就被我们“消灭”干净。意
犹未尽时，花花提议去摘她家
的：“我家的核桃个儿大、皮薄，
好剜。”于是，大家就朝花花家
的核桃树下奔去……

青涩的柿子即使藏在绿
叶间，也躲不过我们犀利而贪
婪的目光。刚摘的柿子不能
吃，我们就把它们埋在河边的
沙地里，过个三五天，再把柿
子从沙地里挖出来，用清水洗
净，狠狠地咬一口，嘎嘣脆甜。

最好吃的当数嫩玉米，偷
来后，大家捡些干柴烧着吃。
尽管每次玉米都被烧得黑乎
乎的，我们还是吃得不亦乐
乎。有一次，我们去强强家地
里偷玉米，哪料他妈正在地里
摘豆角，大家吓得四散而逃。
我跑得慢，被逮个正着。原
本想着要挨一顿训，谁知强
强妈和颜悦色地说：“摘玉米
要挑玉米缨发黑的摘，这样
的玉米不嫩也不老，吃起来
正好。”说完，她还帮我挑了几
穗，让我拿回家。那天晚上，
我感觉煮熟的玉米是世间最
好的美味。

童年渐行渐远，当年的吃
货们早已长大，可每每忆起曾
经的趣事，仍忍俊不禁，感慨
良多。

清晨，杏园，阳光初洒，叶
影斑斓。微风吹过，一个个黄
澄澄的杏儿露出了小脑袋。

今年的杏儿熟得特别
早。杏花昨天犹在，青果就悄
悄藏在碧叶间；酸涩尚留唇
齿，黄果已挂满枝头。

剪 枝 ，掐 花 ，疏 果 ，洒
药……父母在杏园的三间简
陋房子里，过着原始的生活，
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悉心
照料着这些杏树。

家里人手少，可地里的活
儿父母从不让我们姊妹干。
杏儿黄了，母亲才几次三番地
打来电话：“快来摘吧，杏儿都
熟了，落得满地都是，你爸出
去一天也卖不了几个。”

每日清晨，天色微亮，父
母从树上摘好杏儿装筐，父亲
骑车到各村叫卖。有时走得
远了，中午回不来，父亲就喝
水吃馍。眼看天快黑了，母亲
联系不上父亲，便求助我：“给
你爸打个电话，看他在哪儿，
我打不通。你跟他说，便宜点
儿卖了，卖不了就回来吧。”

原来，父亲嫌母亲啰唆,
故意不接电话。

父亲天天出去卖杏儿，晚
上回来，两条腿酸困、浮肿。
那年，父亲上树干活，因在树
上站的时间太长，左腿瘸了好
久，针灸、艾熏，折腾了大半年
才恢复。

看到父亲这么辛苦，我也
帮父亲摆摊卖杏儿。大热天，
我们守着几筐杏儿，眼巴巴地
盼路人能停下来买一点儿。
这样卖杏儿太慢，得想想法
子。我一遍遍地发朋友圈，希
望朋友们进杏园采摘，又去超
市联系，超市工作人员摇头。

我心疼父母，建议把杏树
的枝干锯掉些。父母又舍不
得，他们心疼杏树、心疼杏儿，
却从不心疼自己。

啪嗒，啪嗒，熟透的杏儿
又落下来了……

早晨，我去洛浦公园散步，看到十几
个人正在练瑜伽。我便拍了几张照片发
给多年前曾一起练瑜伽的闺蜜红丽：“咱
们曾经也是瑜美人，看看照片，有何感
想？”很快，红丽就回话了：“我正在练瑜
伽，真烦人，你打断我冥想了。”

我有些吃惊，红丽和我一样，因为懒
早已放弃了练瑜伽。前段时间她还说，有
一天心血来潮练了半个小时瑜珈，结果第
二天浑身疼痛。没想到，她竟然不声不响
地重新开练了。

我快速发给她一个翻白眼的表情：
“太不够意思了，想一个人悄悄变美不
是？老实交代，偷练多长时间了？”她捂嘴
笑，随即发来一张图：“天天练，刚才正在
练第四排第三式。”图片小，我把图片点
大，才看清是一张瑜伽各式动作的简笔
画，图中的小人儿或匍匐，或站立，或举
臂，或抬腿……姿势各不相同。

我仔细看第四排第三式，小人直挺挺
地躺着，什么动作也没有。晕，原来闺蜜
练的竟然是睡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