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社地址 ：焦作市人民路

890

号 邮政编码 ：

４５４００1

电话 ：办公室

３９３５１４３

总编室

8797251

通联部

8797372

发行投递公司

8797555

报业传媒公司

8797222

房产策划营销公司

8797333

印务公司

３９３４２９０

本报员工新闻职业道德监督电话 ：

8797444

全年定价

398

元 自办发行 广告经营许可证 ：豫焦工商广字

０１

号 上期本报开印 ：

4

：

40

印完 ：

６

：

40

本报印务公司印刷

■

官方微博：

weibo.com/jzrb■

新闻热线：

8797000■

编辑：呼运廷

│

校对：张晓青

│

组版：王凤霞

山 阳 城

2012

年

5

月

5

日 星期六

4

JIAOZUO��DAILY

●

琳 子

/

诗篇

石窟之光

（组诗）

———“中国著名诗人走进河南文

化遗产笔会采风活动”作品选

1.

有座石窟在那里

有座石窟在那里

先于我的行走和仰望 ，在那里

有座石窟永远在那里

先于我面前这个春天

先于我身后一群群拥挤嘈杂的香客，在那里

有座石窟背着满身的铁杵和撬痕

在那里

在那座石灰质的山体上

在那座石灰质山体最接近人类行走、攀爬的地方

在蜂拥而过的云朵下边

在鱼群一样翻卷的渡船跟前。 有座石窟

在那里

你来吧

从开败了的桃花深处，带着

桃花深处的嘴唇和颜色

2.

沿途传说

那座石窟是百步穿杨的石窟

是容不得沙子的石窟

是叶落归根的石窟

是满脸刀疤的石窟

那座石窟看起来星星点灯

那座石窟看起来天花乱坠

那座石窟看起来飞云乱度

那座石窟看起来雷电交加

它在那里

一直在那里

那里一直长出头颅又被砍掉头颅

那里用黄金铺地用

牡丹喂马那里是

丝绸之蚕茧是

最柔软最寂静的篱笆墙洞

那里一直有人往山上背石头

他们把石头背到山上之后， 转眼自己就变成了

石头

那里一直有发芽的草在石窟缝隙扎根

它们扎根之后

它们自己转眼就变成了佛祖

3.

龙门之水

一条大河流啊流

石灰质的山体不断滚落下草根、树叶和雨滴

一条大河是高了

还是低了

从东到西不过是一条渡船的宽度

一条大河隔开很多种族

远途而来的神仙跪下来净面喝水

雨水把他们重新变回鱼虾

一边是龙一边是鱼

一边是清水一边是土坑

夜晚的鞋子被河水再次送回到岸上

水漫过村庄的黎明

你从哪个女人的腹腔落地

你吐出的泥沙是不是很干燥

很蜡黄

很腥臊

4.

万佛洞

今日，所有的窗口全部打开

外边是春天

它们就是朝向春天打开

外边是四月，它们就是朝向四月

打开。 外边是拔节的麦苗

它们就是朝向麦苗打开

外边是一坨坨翻滚的油菜花、海棠花、樱花

它们就是朝向花朵打开。 今日

所有的小窗口都在擦拭自己的窗台

都在藏起尘埃。 藏起

莲花的根。 这一万五千个干净的小窗口

全部来自一朵圆顶的莲花

那是你的圆心啊你是花园小径上的一次落果

万人成佛你低头

我抬头。 我由此得到恩赐和重生

而飞天的女人提着她的丝绸，提着她的脚

带来沿途一路开花的风

一路风化的风

5.

龙门方

药方和石窟为同一个人所生

药方是写在石窟背面

你走来你打开

那些坚硬的草根转身复活

天下大白，我们都是等待药方的病人

你走来你打开

你的药罐已经灌满滚烫的药液

你走来你把石壁前站立

你把石壁上的花朵、根茎重现变回

草本的样子

这些硬过炼狱的花花草草啊

它们站立在石壁上的样子让人惊慌

它们等待在石壁上的样子让人惊慌

它们镶嵌在石壁上的样子让人惊慌

它们在石壁上挖不动、掘不开的样子让人惊慌

我惊慌我们的草根

惊慌我们的病

我们的疼。 我们有一嗓眼滚烫的药液

要咽回我们荒凉的身体

6.

卢舍那

要多久才可以长出那么高的身体

那么宽的肩

那么厚的耳廓

今日的暖风裹着我的小腿

我腿疼的时候你却在自己的微笑里望远

让我更加孤独和羞愧

是谁把你的眼神抬高

抬高到你的眼睛不再是石质的缝隙

不再是石体上的挖掘和埋葬

不是的。 你看的方向我也在看

我看的方向你也在看

我看到另一座山在那里搬运自己的石头

河流绕过山体犹如血管绕过

一堆骨头。 我回头看你

我只有这一小会儿的时间，待在你的

身边。 我只有

一小会儿时间

●

季雨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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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说

月亮还在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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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老六抬头看看偏西的日头 ，

摔摔鞋底上的泥， 扛起锄头回到自

家地头，把锄头望地上横着一放，就

那么坐在锄把上。 然后他小心翼翼

地掏出怀里的一个小塑料袋， 从里

面摸出一张小纸条， 然后又在袋子

里掏出些烟丝， 仔细地给自己卷了

一支大炮筒。

点上火， 一口青烟从口鼻喷出，

他惬意地眯上眼睛，仿佛一天的劳累

也随着袅袅的烟气消失在夕阳里。

烟抽完了，他也得回家了，孩子

该放学了。 家里孩子他娘嫌他没出

息， 就知道侍弄那一亩二分地，在

孩子一岁的时候不知道去了哪里，

留下个嗷嗷待哺的娃娃给一脸胡

子茬的高老六。 现在转眼十几年过

去了， 孩子的个子倒是比他还高

了，但是高老六一直心疼着这个从

小让他又当爹又当娘一手带大的

孩子，除了读书上学，啥都不让他

下手。

所以 ， 高老六现在必须回去

了，孩子要是放学他还没有把饭做

好，他是会责怪自己的。

回去的路上， 他看到一辆车，

小轿车。 那辆车就那么安静地停在那

里，乡间的土路，那里不应该出现这

样的东西。 他小心翼翼地扛着锄头，

想绕过去。 他已经踏上了路边的田

埂。 车门开了，下来一个女人，叫出了

他的名字，高老六。

他这才抬头， 看到一个高贵的女

人。 面容依稀有些熟悉，只是那种高贵

让他很有陌生感。 他没有说话，他在等

着。 那个女人说，我想把孩子带走。

他恍然大悟般的认出了，这个女

人就是他孩子的娘。 高老六忽然在心

里有很多的话想对这个当初放弃了

婚姻放弃了他们父子的女人说，只是

他嘴角抽动了几下，却依然是沉默。

女人说，我需要这个孩子。 孩子

在你身边，我不放心。 而且，你也养不

好，你知道的，想让孩子过得好，需要

很多钱的。 高老六还是没吭声，眼神

望着快落山的太阳。 女人急了，说，你

能不能放个屁啊。 高老六说，不早了，

得给孩子做饭了。

女人忽然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女人说，我会好好对他的 ，你知

道，让孩子在你身边，不会有什么大

的出息的，你也不想孩子跟你一样一

辈子抗着锄头的。 我给你钱，够你下

半辈子花的了。

高老六把锄从肩膀上放下来，拄

着锄把想了想，说，中。 孩子你带走

吧，至于钱，我不要。 我知道我没啥

用， 挣来的那几个钱也都花在孩子

身上了。 孩子你带走了，我也用不着

那钱。 你要真有， 就花在孩子身上

吧。

女人也沉默了。 过了一会，高老

六说，我得想想咋跟孩子说了。 你先

回吧，等等我跟孩子好好说说。

女人说， 不用了。 她拉开后车

门， 高老六看到他那跟他一般高的

孩子已经在车后座上，低着头。 高老

六一脸的惊愕， 又慢慢平静。 好一

会，他拄着锄把，对着那个低着头的

孩子说， 跟你妈进城了要好好学点

东西，别将来也跟你爹一样没出息。

女人开车走了。 太阳已经落山

了，但是在昏暗里，高老六一直冲着

车走的方向张望，他想，孩子一定不

舍得离开的。 他想着孩子会从车窗

里回头看他一眼的。 但是他没有看

到， 直到那辆车消失在暮色中也没

有看到。 他自己对自己说，老了，眼

神真的不行了，啥都看不清楚了。

回到家里，他没有做饭，因为已

经没有那个必要了。 他不会做饭的，

他做饭只是因为孩子需要吃饭。 现

在没有这个必要了。 卷上一支烟，点

燃后，他却没有抽几口。 家里孩子的

东西都不见了， 这让他感觉心里有

些欣慰，还有一些悲凉。

月亮还在天上，冷清的光线，透过

几丝袅袅的烟，照着他佝偻的身影。

●

刘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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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史

我爱静静的白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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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这静静的白桦林， 漫步其

间， 感到有无数隔世的记忆在这深

深的白桦林之中呢， 这充满着浪漫

和青春气息的白桦林， 勾起我曾经

丢失的思绪！

我寻觅着过去的记忆， 我贪恋

地吸取只有这白桦林才独有的静寂

的气息。 我静悄悄地等待，等待白桦

林中那抹淡淡的晨雾。 她飘在白桦

林的上空，如诗，如画，是一个永远

也讲不完的童话。 我把我的思绪都

毫无顾忌地撒向这圣洁的白桦林，

却没听到那美妙旋律般的声音。 雾，

悄无声息地落在每一片叶子上，宛

若少女一滴晶莹的泪珠，啊，你深情

的眸子怎么流泪呢？ 也许你是这白

桦林中雾的精灵， 化做一滴晶莹剔

透的珠子滴落在这白桦林下芳香的

泥土之中。 《菜根谭》里有一句名言

说得很好：“意随无事适， 风随自然

清。 ”白桦林的美是物出天然的美，

自然中没有任何的雕饰。 站在白桦

林中， 我感到了大自然吹来微风的

清爽。 顷刻间，我的周身在沸腾。 我

回过头， 看一看我走进这白桦林时

的一串串脚印是那么的犹豫。 我记

住了，深深地记住了，你温情的话语

里似乎有许多的真理要我去琢磨。

我会在这诗一般的白桦林里找到人

生真正的秘籍。

当我走出去时， 林外的天是那

样的湛蓝。 这时我才发现那一片湛

蓝的天空仿佛就是我的呢！

我爱这白桦林， 爱她的正直伟

岸，更爱她深藏于静谧中的哲思！

（本版图片均采自本报资料库）

●

殷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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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事心事

丁香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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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天， 我的紫丁香终于开

花了， 一穗穗浅紫色的小花在枝头

摇曳，散发着浓郁的香气，引来一群

群蜂蝶。

种下这株丁香， 实是我的一个

梦。 语文课上学了戴望舒的《雨巷》，

那一片紫色就在我的心房氤氲。 我

从没见过丁香， 只能幻化出一片紫

色。 紫色的花，紫色的伞，紫色的姑

娘，紫色的雨，仿佛天地之间只剩下

了一片迷蒙的紫， 那个紫色的世界

该有多美！

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得到了一

株丁香， 一尺来长的枝条如柳条般

瘦弱。 我欣喜地拿回了家，在房后栽

下。 看着它，仿佛就看到了一片朦胧

的紫色。 来年春天，丁香长出了嫩绿

的圆叶，也长高了不少。 我经常去看

它，盼着它开出紫色的花朵。 可是一

直到夏天，我见到丁香长出了很多叶

子， 却没有见到我最想见到的花儿。

我安慰自己：这株丁香太小了，今年

先长叶子，可能明年就会开花了。

我没想到，这一等，我等了十三

年。 丁香长得比我还高了，圆圆的绿

叶越来越多， 原来的一株也长成了

五六株， 但年年叶长叶落， 从不开

花。 有好几次，我忍不住问：这到底

是不是丁香，也许我当初弄错了。 妈

妈整理菜园的时候也嫌它碍事，每

年修了又修，剪了又剪，用绳子把它

捆成一束，但终不忍毁了它。 妈妈也

知道那是我的一个愿望。 后来我就

和妈妈说，别人看丁香花，咱们就看

丁香叶吧， 一树绿叶摇曳在菜园里

倒也挺好看的。 我们认定它是不会

开花了。

今年春天，妈妈整理菜园时，发

现丁香长出了花苞， 她连忙把这一

喜讯告诉了我。 我半信半疑，跑到房

后去看， 终于见到丁香的枝条的前

端长出了花序。 我的丁香，你这是要

开花了吗？ 十几年了，我从未见到你

开花， 在我几乎认定你不会开花的

时候，你竟变戏法似的要开花了？ 想

到就要见到那一片氤氲的紫色，我

很兴奋。

又过了几天， 丁香终于让我第一

次看到了她美丽的容颜， 那是一簇紫

色的小花，长长的花筒，四个小花瓣均

匀地排列着。花很小，却散发着浓郁的

香气，引来了一群蜂蝶飞来飞去。我抚

摸着这株丁香， 不禁在想是什么力量

让她开花了呢？是我的坚守，还是她的

信念？也许她一直理解我的心情，只是

条件不允许，只好默默地积蓄力量，每

年不停地长啊长， 终于长到可以开花

的时候，她不负我的期待，开出了最漂

亮的紫色花朵来。

老天很适时地飘起了细雨 ，天

地间迷蒙起来， 那一片紫色也仿佛

扩散开去，迷人的香气弥漫开来，紫

色的花，紫色的树，紫色的香气，紫

色的雨……

●

辛振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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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叙事

姥 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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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痛的思念在细雨里缠绕 ，记

忆的故事在柳丝里返青。 亲爱的姥

姥离去已经两年多了， 八百多个日

日夜夜，我时时刻刻都在想念着你。

岁月已经沧桑， 你的影子却在我的

脑海里越发地清晰起来。

你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 ，

没念一天书，不识一个字。 但又是一

个极其坚强和伟大的女人。

在我的记忆里，你很少串亲戚，

只到过我家

3

次。 即使小姨家离你

不过

1

公里，你也是去过聊聊几次。

当初我怎么也不能理解， 甚至感到

你无情无意， 不去看看自己女儿们

日子过得好坏。 如今，我终于明白了

你的初衷， 那时孩子们生活并不富

裕，你唯怕给她们添麻烦。

我们兄弟多，家里穷，你总是接

济让我们吃饱穿暖。 妈妈每次回娘

家，都是满载而归。 你省吃俭用，把

麦子、玉米、地瓜干留给我们吃，还

有柿子，一袋子一袋子送来，让我

不再为其他小朋友吃零食眼馋。

舅舅不是你的亲生，是你兄弟

的孩子过继给你养老的。 你对舅舅

视若亲生，百般呵护，疼爱有加。 我

梦寐以求的军大衣、手表、自行车，

舅舅都有，让我十分羡慕。 我常常

和舅舅攀比向母亲索要东西，往往

招来母亲一顿训斥。 有年冬天，乡

里进行救济，家家都到村供销社领

取所需生活用品。 我嚷着要一件红

色的秋衣， 母亲一问价

５

元钱，坚

持不给我买，我委屈得哭了。 你知

道后， 从怀里掏出一张崭新的

10

元钱塞到我手里。

舅舅比我长一岁，是我儿时的

好伙伴。 我喜欢去找舅舅玩，而且

最重要的是，还会有许多好吃的东

西。 柿饼、糖果、炒黄豆、爆米花应

有尽有，让我吃个够。 做柿饼你最

拿手，霜降过后，你把个大、成色好

的柿子小心翼翼地摘下来，用蜗牛壳

削成螺旋状，再用荆棘条一个一个挂

在屋檐下晾晒，两个多月后，香甜可

口的柿饼就做成了。 还有晒柿干、烧

柿子等，极其普通的柿子，你总是变

戏法似的弄出许多好吃的花样来。 看

到我狼吞虎咽的样子， 你总是叮嘱：

“再好的东西也不要多吃， 吃多了柿

子会伤身体。 ”

你勤劳朴实，下地劳作 ，打理家

务，做饭洗锅，砍柴喂猪，缝补浆洗，

忙里忙外，是家里的顶梁柱。 你经常

上山采药，补贴家用。 野酸枣、柴胡、

柏籽等，在你眼里都是宝贝疙瘩。 有

年秋天， 我和妈妈上山采摘野酸枣，

你坚持和我们一起去，饿了，就啃一

口随身带的冷馒头；渴了，就喝一口

山泉水，一天下来，我们都累得筋疲

力尽，而你却不知疲倦，背负着超过

你体重的酸枣袋从山上走下来。

2006

年

4

月，我带着媳妇和女儿

探家，妈妈打电话告诉你，第二天，你

就来了。 带着刚刚采摘的鲜豌豆夹、

蜂蜜、柿饼和核桃，我为之动容，很难

想象，

77

岁的你步行

5

公里， 负重十

几公斤的东西是怎样走来的。

你还是那么着急， 吵着要回家。

我一再挽留， 并承诺陪你一起赶集，

你才勉强同意再小住几天。 农历三月

二十， 镇上一年一度的集市开始了，

你和我们一起去赶会。 妈妈看见一件

款式和颜色都不错的衣服， 很适合

你，就让你穿上试试，可无论怎样劝，

你就是不穿。 你说：“我一个老婆子，

快死的人了， 穿啥都行， 别糟蹋钱

了。 ”

天公不作美，下起了淅淅沥沥的

小雨。 我拦住一辆面的，你听说要

10

元钱，怎么也不上车。 雨越下越大，最

后我和妈妈强行把你拉进车里。 后

来，听妈妈说，这是你平生第一次坐

轿车。 那段时间，我推掉一些应酬陪

着你。 我在想：这样的日子，今后还

会有吗？

没有了！

2009

年

3

月，

80

岁高

龄的你上山干农活不小心摔了一

跤，造成小腿骨折，在床上躺了两个

月不能动弹， 生性要强急躁的你看

着儿女们给你端吃端喝， 你无论如

何也不要他们伺候。 你对舅舅说：

“我老了，不中用了，连累你们了，就

让我死了算了。 ”一天晚上，你偷偷

喝下一瓶烈性白酒，不省人事，吓得

舅舅一整夜守着你，生怕有个闪失。

打这以后，舅舅不敢离开你一步，昼

夜看护着你。 入夏，舅舅带你去县城

做了一次全面检查， 医生说再休息

几周就好了。 从县城回来后，你心情

非常愉快，精神头也好，逢人就说要

活到

100

岁。谁知，

6

月

9

日夜里，你

用自缢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永远离开了你牵肠挂肚的亲人们，

驾鹤西去。

姥姥呀，你怎么这么固执，难道

养儿不是为了防老吗？ 你含辛茹苦

把儿女们养育成人， 不就是老有所

靠、老有所依吗？ 我始终也不明白，

儿女们孝敬，你身体很好，没有疾病

折磨，怎么就忍心匆匆离去了呢？

亲爱的姥姥，记得你曾说过，凡

是善良的人，死后都会升入天堂，并

会变成一颗星星， 向她爱着和爱着

她的人眨眼睛。 哦，亲爱的姥姥，今

晚的星星有千万颗， 你是中间的哪

一颗？ 哦，亲爱的姥姥，我看见了，我

看见了，那一颗荡漾着笑脸的星星，

就是你明亮的眼睛。

●

杨 晶

/

长篇节选

除夕的等待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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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讲的是大年三十晚上， 发生在一个老

教授家里的故事。 那个老教授至少也有七八

十岁了，因为他的头发胡子眉毛全白了，路也

走不稳当。他老伴儿说过很多次了，让他出门

柱个拐杖，别把自己摔了。 可他就是不听，他

说，要那样，学生们就会以为我老了。 你还以

为你很年轻吗？ 老伴儿埋怨说。 我老了，可我

有三个有出息的儿女，一想起他们，我的心永

远都是年轻的。

是啊，他的一个个儿女都是多么优秀啊！

老大，马家驹，在美国的哈佛大学当教授；老

二，马家骥，在英国的剑桥大学当教授；老三

姑娘马家凤， 在维也纳的爱乐乐团任第一小

提琴手。那是个多么强大而光彩的阵容啊。任

何人家有其中的一个， 就足以让人骄傲得把

脸都举到天上了，可他们的家，一下子就出了

三个这么重量级的人物。 虽然小时他和老伴

儿付出了那么多的心血， 虽然他们至今还蜗

居在一个几十平方米的六层小屋里， 虽然他

们家中也有一个类似这样的玲玲牌储蓄罐，

每天把一个个的我们一个不落地储藏进去，

可他们心里是那样的满足。 特别是当在校园

里与人相遇，人们问到他们的儿女时，老两口

的脸上立即就放射出异样的光彩来， 他们的

心里就好比《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吃了人参果

一样，浑身三万六千个毛孔都是舒坦的。接下

来的程序， 就是老伴儿开始详细介绍孩子们

的成就了，老大获得了什么荣誉，老二又拿到

了什么研究课题，老三获得了什么称号，那真

叫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呀。人家不想听了，可为

了面子，也为了照顾（或者叫怜惜）到老两口

的虚荣心，只好硬着头皮听下去。 时间长了，

人们都有点怕了， 一见马教授和老伴儿过来

了，就赶快绕道而行。人们还为老教授起了个

新的名字，叫马长鸣。 怎么回事呢？ 老教授的

名字本来叫马鸣，因为爱炫耀儿女，所以人们

给那名字中间加了一个字， 表示他们的反感

之意。 他们还把儿女们的照片，从小至大的，

特别是成名成家之后的光彩照人的照片，加

上孙子孙女的，都一一悬挂起来。马教授伏案

工作一会儿以后， 边休息边来瞻仰他们儿女

的尊容。而他的老伴儿呢？则另有事儿可做可

看，就是翻看儿女们的小东小西，衣服了，玩

具了，他们用过的本了笔了，有时看着高兴，

可有时就不行了，不知怎得就淌起了泪水。每

逢这时，马教授就会过来安慰她。你看看你看

看，老毛病又犯了不是，儿女们有了出息，我

们应该高兴才是，咋能掉眼泪呢。 说着，在老

伴儿的肩头拍两下，不哭了不哭了乖，咱应该

高兴才是。 这时老伴儿就会说， 谁说我难受

了，我这是幸福的泪水，咱养活的儿女这么优

秀，我怎么会难受，我憨了。

在儿女们成家立业之前， 他们俩是挣钱

寄钱的机器。 儿女们成家立业， 有了孩子之

后，他们就成了照看孙子孙女的机器。他们的

儿女们把他们制造出来的有着马家优秀基因

的孩子们从遥远的国度送到老教授这里来，

让他们照看。 老大两个，长大一个接走一个。

老二两个，长大一个接走一个。女儿一口气生

了三个，怕吃亏似的也都仿照着哥哥们，一个

个地送回来，又一个个地接走。 七个孩子，每

一个都扒了老两口一层皮。 可他们还照送不

误，因为他们清楚，老两口的皮是扒不完的，

扒掉了老的，新的很快就又长出来了。可老两

口呢，他们心里也特别地喜欢儿女们来扒，为

什么， 孩子们在国外多不容易呀， 自己的后

代，放到哪里我们放心，我们不看谁来看呀。

现在他们的三个儿女，七个孙子孙女，都在国

外定了居，还加入那些发达国家的国籍，睁开

眼看看周围，谁能比得上我们呀。不要说见到

了，就是听见了也要把他们羡慕死。

今年春节前，校领导照例来看望老教授。

他们捧着鲜花，提着礼物，笑容可掬地来到家

中，来看望德高望重，为学校发展作出了巨大

贡献的马教授。 寒暄之后， 还没等马教授邀

请，他们就主动起来，进到里屋，来瞻仰孩子

们的尊容。 边看边赞美着，多优秀呀，太了不

起了，老大长得最像马教授，不，还有马家凤，

更像，简直就是一个模子脱下来的。老二像老

嫂子，秀气，文静，哎呀！你们老两口子太伟大

了。 又有一个人说，世界公民，你们这是世界

公民之家。或者说是培养世界公民的摇篮。将

来你们老了，就可以周游列国，享清福了。 马

教授接过话茬来说，哪儿也不胜咱的家，人生

地不熟，连个说话人也没有。 将来我们老了，

哪儿也不去，还要看着咱们的学校越办越好，

更上一层楼哩。院长对副院长说，咱们学校在

培养后代方面，没有人能赶得上马教授吧？副

院长马上接着说， 没有， 像马教授这样的家

庭，不要说咱们学校，就是全国的大学，也不

会有几个。以上说的都挺好，这时一个刚调到

学校工作不久的女同志下了道。 她说， 常言

说，养儿防备老，栽树望荫凉，你们应该留一

个孩子在身边，要不然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连

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这话马教授可不爱听。

他随即就接上去，没关系，我们都还年轻，等

老了再说。 领导们也都随声附和道：是是，老

了再说老了再说。 哈哈哈……

一年一度的春节到了， 老两口过起了那

种只属于他们自己的节日。年三十那天，全城

都响起了鞭炮声，连过去的清净之地，大学校

园，此时也概莫能外，此起彼伏地响起了震耳

欲聋的鞭炮声。 还是禁燃鞭炮好，多烦人啊。

教授说。 过去校园多清净， 现在也成大马路

了。 老伴儿说。 是啊，回来给学校领导提提意

见，校园里还是禁燃好。 唉！ 他们现在是越来

越听不得鞭炮声了。

上午，老两口穿得厚厚的，互相搀扶着，

迎着凛冽的寒风， 到离学校最近的年货摊上

买了几挂鞭炮，还买来了对联、门心和“福”

字。 傍晚时分，教授颤颤巍巍地站到凳子上，

由老伴儿搀扶着，把上午买来的“万事如意大

吉祥，阖家顺心永安康”以及横批为“四季平

安”的对联，上面印着秦琼和尉迟敬德的门心

和“福”字都一一贴到该贴的地方。（节选自杨

晶长篇小说《拿钱说事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