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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的冬天特别寒冷，鹅毛
的大雪、刺骨的寒风，时刻伴随
着我。冰天雪地、滴水成冰的世
界每天都会包围着我。再加上当
时兵荒马乱、天灾人祸，人们过
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痛苦生
活，寒冷的冬天更是雪上加霜。
每当冬季来临时，人们总是苦不
堪言。那破旧的房子四面透风，
毫无保温功能。窗户纸也被强劲
的西北风撕开一道道裂缝，稍有
风吹便发出刺耳的呼叫声，好像
在为寒冷摇旗呐喊、加油助威，
更助长了寒冷的嚣张。一阵阵刺
骨的寒风，冻得我瑟瑟发抖、浑
身冰凉。一吃过晚饭，我就想钻
进被窝里取暖，可是冰冷的被窝
如同冰窖一般。

每当入睡时，我总是龇牙咧
嘴地乱喊乱叫一番，然后把身子
蜷缩成团，一动不动地窝在里
边。我这一连串动作，被母亲看
在眼里、疼在心上。第二天，母亲
就采取新的御寒方法，为我驱走
了冬日夜晚的寒冷，让我享受到
温暖、舒适的幸福，兴奋得难以
入眠。

当时的家乡，是用地锅做
饭。家家户户都用土坯垒一个大
大的锅台，上面放一口大铁锅，
供蒸馍和煮饭用。锅的下面是一
个密闭的圆形空间，在这个空间
的前面留一个出口，这是用来输
送柴火的地方。那时烧火全是用
庄稼的秸秆、树枝、杂草等，把这
些能燃烧的东西送进炉膛内点
燃后就燃起熊熊大火，便可蒸馍
做饭。

每当做晚饭时，母亲就把两
块半截土坯放在燃烧的炉膛内
加热。当做好饭后，再用燃烧后
的火炭把土坯埋好，以便保温。
一直到我入睡前，再把土坯扒出

来，装在事先缝制好的棉套里
面，把套口扎紧，这样既干净又
安全，还可延长保温时间，然后
把它放在我的被窝里边，并不时
地变换位置。停不了多久，整个
被窝就被暖热了。

这样处理后，被窝里暖暖和
和的，我再也不会龇牙咧嘴、蜷
缩成团了，躺在里面，十分舒服。
暖融融的被窝里，一股股暖流在
我心头荡漾，浑身充满了母爱带
来的温暖。从此，母亲用这种经
济、实惠、安全的方法，帮我驱走
了冬夜的寒冷，我再也没有那冰
冷的被窝了。当我把母亲用的这
个办法告诉我的小伙伴后，他们
的母亲也纷纷效仿。这样，大家
都享受到了这种方法带来的温
暖，为此他们都很感谢我的母
亲。

光阴荏苒，斗转星移，转眼
间我的童年早已成为历史。我的
母亲也积劳成疾，很早就离开了
我。自母亲走后，家就变得生疏
与遥远，但那生我养我的故乡之
情，我仍在思念。有一年冬天，我
踏上回家之路，又见到了那久违
的地锅。那锅底下的火仍在熊熊
燃烧，那红红的火炭又出现在我
的眼前。顿时，母亲用它烧热土
坯为我冬夜取暖的情景又浮现
在眼前。虽然已过去很久，当我
再次看到那曾经给我带来过温
暖与幸福的发源地，我的心头涌
起了一股强大的暖流，温暖着我
这颗苍老的心田。此时，母亲的
音容笑貌出现在我的眼前，一幕
幕往事又涌上心头……

后来，我离开了家乡。随着
社会的变化，工厂加工制作出各
种各样的暖水袋，供人们取暖。
每当看到这些东西时，我都会想
起母亲用热土坯给我取暖时的

幸福童年。有一次，我用的热水
袋漏水了，热水烫伤了我的皮
肤，引起剧烈疼痛，一直持续很
久才消失。从此，每当再用热水
袋时，我总是提心吊胆。还有一
次，深更半夜，我正在熟睡，突然
一股冰冷把我惊醒，一看是热水
袋漏水，把被褥浸湿了。这一次
次的痛苦遭遇，使我永远怀念母
亲给我做的“保暖袋”，使我倍感
母亲用的方法更加温暖与安全。
那土坯上不仅仅有温暖，更沾满
了伟大的母爱，给我带来幸福与
怀念。

随着社会的发展，后来又出
现了煤球炉。但它也存在安全隐
患，煤气中毒者屡见不鲜。为此，
大家使用时总有些提心吊胆。同
时，它对环境也有污染。煤炉被
淘汰后又出现了电热毯，虽然使
用方便，但不能长时间使用，否
则会对人体产生影响。尤其可怕
的是一旦漏电，将有造成火灾的
危险。之后有了空调，既清洁卫
生，又很方便，但开时间长了使
人口干舌燥，还要经常通风，所
以也有缺点。现在采取集中供暖
的方式取暖，清洁、安全，从此消
除了后顾之忧。

又到一个寒冷的冬天，母亲
不用再为我的防寒保暖操劳了。
母亲啊！天冷了，您在那边还好
吗？您对我们的养育之恩，我们
永远铭刻在心。

人是不愿意生病的，穷人也
罢，富人也罢，都渴望拥有健
康。但是，人又是不可能不生病
的，无论达官贵人或普通百姓，
都免不了偶尔染上疾病。

自2008年患上了严重的骨
病后，我每天都在痛苦中度日，在
死亡线上挣扎。我是不幸的，但
也是幸运的。因为我遇到了不少
亲朋好友，是他们的关心和帮助，
让我时时刻刻被浓浓的爱簇拥
着，从而增强了战胜病魔的信心。

退休后，单位领导还多次来
看望我，把我的情况上报有关部
门并送来慰问金，让我很感动。
我从内心感谢党，感谢领导对我
的关怀。

单位退休医生刘洪兰，现在

北京定居。多年来，她像大姐姐
一样关心、帮助我。有时，我患
了病，在微信上向她请教，她像
我的保健医生一样耐心指导我
用药。遇到这样一位医德高尚
的医生，是我的幸运。立冬后，
刘洪兰又发来微信说：“今冬比
较寒冷，你的腰疼更需要保暖防
寒。天气变化无常，注意保暖，
预防感冒。你身体有什么变化，
心里有什么疑问，可随时给我发
微信。”

老家的外甥常法明、美荣夫妻
俩，知道我行动不便，每年夏秋两
季收了新粮食，他们就磨成面叫儿
子东东开车给我送来。他们还给我
送来自家种的新鲜蔬菜，在生活上
给予我很多帮助。

我还有一个正直、善良、手
巧的外甥孙宪富，他像亲儿子一
样对待我。多年来，我家的电器
都是他帮我买来又安装好。他
经常带着礼品来看我，我为有这
样一个晚辈倍感欣慰。

外甥女每次来看我，一进门
就帮我打扫卫生。她像亲闺女
一样伺候我，为我洗衣、做饭、洗
头、洗脚、剪指甲等。

小时候与我同住一个村的
好朋友枝，前几天又打来电话
说：“你有老骨病，怕受寒，我在
会上给你买了一条花棉裤，等忙
完家里的活儿就给你送去。”

这么多亲朋好友的关怀和帮
助，让我心里感到暖暖的。在这
里，我真诚地对他们说声“谢谢”！

我家有一个珍藏多年
的奖品，那是一盘普普通通
的跳棋。它跟随我们30多
年，为我和老伴的文娱生活
立下了汗马功劳。

说起这盘跳棋，还有一
段风趣的记忆。退休前，我
所在的单位武钢焦作黏土
矿，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
焦作曾小有名气。为了活跃
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单位
每年年底都会开展职工文
体活动。活动期间，以车间
为单位进行篮球比赛、拔河
比赛，职工斗志昂扬，一个
个精神头十足。单位文化活
动中心，下象棋、走跳棋、打
扑克的桌凳一字摆开，棋逢
对手、将遇良才，对手们聚
精会神地展开对决。在文体
活动方面，打扑克、下跳棋
是我的强项，每次参加文体
活动，由于自己准备充分、
精力集中，都会取得优异的
成绩。活动结束后，单位给
成绩优胜者颁发象棋、扑
克、跳棋，以示奖励。每年活
动中，我都会领到扑克、跳
棋等文体用品。

1984年春，老伴患了眼
疾，一开始视力几乎为零，后
经过几个月的治疗，视力恢
复到0.4。出院后，医生建议
老伴要注意眼睛卫生，加强
视力锻炼，视力还有可能恢
复得更好一些。所以，我就陪
老伴打羽毛球、下跳棋。跳棋
程序简单，好学易懂。跳棋只
有一个棋盘，6个人对决，每
个人10个玻璃球，玻璃球分
黑、白、红、绿、蓝、黄6种颜

色，色彩鲜艳，容易识别。下
跳棋对开发智力、锻炼视力
非常有益，6个人可以玩，4
个人也可以下，但最少需要
两个人对决。

每次同老伴下跳棋，玻
璃球的颜色我都让她先选，
让她先走。为了让她开心，
不刺激她的眼神经，每次比
赛结果都是她赢得多、输得
少。每局结束，她都高兴得
手舞足蹈，笑容满面。“你还
不服，咋样？又输了吧。”她
还不停地数落我。每当这
时，我心里也十分惬意，因
为老伴高兴了，我们下跳棋
的目的就达到了。

后来，几个孩子先后结
婚生子，我们老两口忙着给
他们照顾孩子，十几年没有
再下跳棋。这两年，可能是
岁数大的原因，我和老伴总
是丢三落四：有时想着到厨
房拿件东西，可是到了厨房
又想不起拿啥；有时手里明
明拿着这个物件，可是还在
找它。您说可笑不可笑？我
们很怕得上阿尔茨海默病，
俗称“老年痴呆”。所以，最
近我们又把下跳棋这项娱
乐项目捡起来了。

下跳棋不用高超的技
艺，但得记住自己玻璃球的
颜色，不能拿着别人的乱下。
如何保证自己的玻璃球先就
位，需要集中精力、开动脑筋
才能完成。我们认为下跳棋
可以让人心胸开阔、消除郁
闷、锻炼脑力。我们尽量做到
老有所爱、老有所乐，把下跳
棋这个爱好坚持下来。

陪老伴下跳棋
□朱帮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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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被爱簇拥着
□王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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