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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玉米

我打小和奶奶一起生
活，都长成18岁的大姑娘
了，还和奶奶睡一张床。
23岁我结婚那天，奶奶在
家哭成了泪人。所幸，我
婚后的家距奶奶的住处不
算太远，我隔三岔五地回
去，每年中秋也在奶奶那
儿过。

去年中秋，我因不舒
服没去奶奶家，丈夫带着
孩子回他老家了，我一个
人过了中午才想起到外面
吃饭。

当我走到小区大门口
时，竟看到了奶奶，她怀里
抱着饭盒，弓着腰，向路人
打听我家在哪栋楼。我搬
家没几年，一栋楼的人见
面还不大认识，他们哪会
知道我的名字？

搬家后，我曾带奶奶
来过一次我家。我不知道
奶奶是如何记住乘车路线
的，又是如何一个人倒了
两次公交车来到我们小区
的，更不知奶奶在门口站
了多久……

我急忙跑到奶奶身
边，接过饭盒，扶奶奶
上楼。

原来，早上奶奶接到
我的电话，得知我身体不
舒服后，就不太放心。她
放下电话就去做了我最爱
吃的糊涂面，又凭着记忆
坐公交车来到了我家。

那碗糊涂面真香，是
91岁的奶奶专为她37岁
的孙女做的，我今生难
忘。我吃着面，心想：明
年中秋，哪怕天上下刀
子，我也一定要去奶奶家
陪她过节。

今年中秋，我却没了
奶奶……

下班回到家，奶奶迫不及待地
对我说：“今天艳艳（我堂妹）来
了，说她要结婚了，这可真是一件
大喜事。”

说起我这个堂妹，挺让人发愁
的，都三十好几的人了，选择对象时
高不成低不就的。这下好了，她终
于“脱单”了，我真为她高兴。

奶奶接着说：“听艳艳说，她男
朋友把结婚钻戒都买好啦！伊拉克
的，不过艳艳对这个伊拉克的钻戒
好像不太满意。这丫头，到现在还
挑三拣四的，你当哥哥的可要好好
说说她……”

听了奶奶的话，我一头雾水地
问：“买个钻戒还要出国？到伊拉克
去买？”

这时，老婆从厨房里走出来，
说：“奶奶，您听错了！不是伊拉克
的，是一克拉的。”

顿时，我们笑得前仰后合。

前晚，我外出办事不顺利，
心情十分低落。时令已入秋，晚
上九点多，扑面而来的凉意让人
顿觉浑身一爽，夜景也很美。离
家还有一段距离，这么好的景致
不该独享。于是，我给先生打了
个电话，要他出来，和我一起在
夜色里漫步。

电话打通，先生却说不想出
来，我脑海中所有美好的画面顿
时消失了，人也一下子沮丧到了
极点。

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
在我眼前，是女儿。她还带着我
们家的三个小可爱——宠物犬
丢丢、点点和多多。女儿看见了
我，大声喊着“妈妈”，丢丢也飞
奔着向我冲了过来。那画面别
提有多温馨，跟电影中的慢镜头
一样，让我的心暖暖的。原来，
女儿是来接我的。我们会合后，
我郑重地告诉女儿，以后一定要
对丢丢好一些。其实，丢丢只不
过是最先向我跑过来罢了，点点

和多多看到我后，也都飞奔着跑
向我。三个小可爱，比我先生还

“贴心”。
到家后，我把当时的情形

向先生描述了一番，顺势“警
告”他：“你可以无知，但不可
无趣！”

是的，生活很简单，但简单
的生活也需要不断添彩才有
趣。有趣的生活，才能把那些不
愉快转化为愉快，让生活变得有
滋有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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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文化小教员的称呼，

只有基层连队才有。
20 世纪 80 年代初

期，新入伍的战士文化水
平参差不齐，甚至有的战
士给亲朋好友的书信都是
找老乡代写的。

入伍第二年团支部
改选，我接任宣传委员，
其中一项工作就是做好
文化小教员。按照连队
安排，要利用每周半天的
文化基础课，集体补习这
方面的知识。

这激发了战士们学习
的积极性，驻地一家书店
的《新华字典》都脱销了。
有几个城市兵，还让家人
给需要的战友邮寄了《新
华字典》。从恩施大山深
处走出来的新兵刘世华，

在听完“怎样正确写好书
信”的相关内容后，下课就
跑到营区外的小卖部，一
下子买了200个信封回来
练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后
来，刘世华不仅字练得有
板有眼，煞是好看，所写的
公开信竟有两次被评为样
板信，张贴在连队的宣传
墙报上，政治指导员还在
全连大会上将它作为红色
书信予以宣读。

退伍多年以后，在一
次通信中，刘世华还专门
提起在部队上文化课的
事，对老班长当年的帮助
和鼓励，再次表示由衷的
感谢。看完信，我的眼睛
湿润了，我也真诚地祝福
战友们一切都好。

一场透墒雨后，田间地头热
闹起来，看着隆隆奔跑的播种机，
我想起当年人工种玉米的情景。

那年，大儿子8岁，小儿子6
岁。为了把四亩玉米早些种上，
我让两个孩子也下地帮忙。

老大和他爸一组，我和小儿
子一组。我和老公挖窝，他们下
种，可没干多长时间，两个儿子
就烦了。

“我们现在开始比赛，哪一
组先种完，奖豆沙雪糕三块。”老
公朝我挤眉弄眼，我立即领会了
他的意思。听说有雪糕吃，两个
儿子两眼放光。于是，四个人各
就各位，准备停当。“开始！”随着
老公一声口令，大人一锄一窝，

动作飞快，小孩也不示弱，下
种又快又准，一边干一边观

望，互喊加油。
按照事先规定，十行一局，三局定输

赢。第一局，双方平手。第二局，我有点
儿力不从心，以一步之差认输。

第三局，我和小儿子没等喊口令就
开始了。大儿子说我们耍赖，催促爸爸
加快速度，一会儿就追上并超过我们，他
高兴得一边欢呼雀跃，一边朝我们做鬼
脸，急得小儿子不停地催促我快点儿。
可我体力不支，距离越拉越远。抬头看
看天空，万里无云，太阳火辣辣的，让人
透不过气。再看小儿子，他的脸色由红
变白，我拄着锄把大口喘气，正想喊老公
歇一会儿，却见小儿子摇晃了两下，扑通
一声栽倒在地。老公扔下锄，飞奔过来，
抱起小儿子就向村卫生室跑去。

“妈妈，今天比赛谁赢了？我能吃冰
糕吗？”小儿子醒来后仍惦记着比赛的
事。我摸着小儿子脏兮兮的脸，认真地
对他说：“当然是我们赢了，因为
你付出了努力。”

绘图 雅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