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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朱

和他 的 老
伴结 婚 五
十年来，好
日子 是 从
唯一 的 儿
子金 旺 出
生后 开 始
的。朱金旺
上学 时 在
本村 史 无
前例 地 考
上中 专 学
校，毕业后
分配 到 邻

省小城的企业，他有幸娶了一位城里姑娘。不久老
朱夫妇抱上了孙子。

六十九岁的老朱与老伴体弱多病行动不便，
春天时同老伴放弃了土地，进城投奔儿子去了。令
二老猝不及防的
是，安度晚年竟成
了一种奢望。
金旺的家是厂

里新盖的三室一厅
的单元楼，去年刚
住进去。听说二老
要来，金旺媳妇严
丽早早就收拾好了朝阳的一间给二老住，还说老
年人怕冷，住阳面对身体好。为这，金旺感动得抱
着媳妇猛亲一通。吃饭的时候严丽对二老说“爸、
妈，这里也是你们的家，以后就随便点。”还一个劲
地给二老夹菜。老俩口相视一笑，心里一块石头落
了地，原来害怕来住儿媳妇不高兴，这下总算放心
了。吃完饭，儿媳妇碗一放带着孩子看电视去了，
金旺一个人收拾碗筷，擦桌子，然后开始洗碗。老
朱和老伴看在眼里，心里不是滋味。金旺妈跟到厨
房，悄悄对儿子说：“金旺，怎么让你洗碗，在咱老
家，男人是不兴进厨房的。”金旺说：“妈，没事，城
里都是这样。她做饭，我洗碗，两人分工都轻松点，
严丽每天上班也挺累的。”老太太摇摇头，没再说
什么。晚上老俩口睡下后合计：孩子们上班累，以
后家务活咱俩全包了，包括接送孩子。趁着还能动
弹，帮孩子们减轻点负担。老俩口说到做到。此后
金旺和媳妇回家有了现成的饭，也不用操心接送
孩子上下班迟到早退了。小俩口感到了有老人帮
衬的好处，除了生活中的一些不方便和小分歧，日
子过得倒也相安无事。

转眼到
了夏天，爱
美的严丽早
早穿起了裙
子。这天，严
丽准备出门
时崭新的长

腿丝袜被什么东西刮了一下，脱了丝，严丽叹了口
气，从床头柜另拿出一双换上，随手把这双扔在了
垃圾桶。严丽走后，金旺妈从垃圾桶捡出丝袜，找
来针线，一针一针地缝好，一边欣赏一边自言自语
道：“这不就能穿了吗，年轻人真不会过日子。”然
后叠好放在了严丽的床头柜。第二天，严丽因为要
准备厂里的艺术节开幕式，急急忙忙穿好裙子，从
床头柜拉出一双袜子套上，饭都来不及吃就走了。
开会时，来回走动沏茶倒水的严丽被左右异样的
眼光搞得莫名其妙，到洗手间镜子前照照，哪都挺
好呀。后来同事小张指着严丽的腿说：“严姐，你怎
么穿这么双袜子？”严丽回头看看后面，右边小腿
上仿佛趴着一条蜈蚣！恍然大悟的严丽羞得恨不
得找个地缝钻下去，没等会开完就回到家，气狠狠
地把袜子扔在婆婆面前：“这是你干的吧！你可让
我丢死人了！”金旺下班回家感到气氛不对：妈在
那屋抹眼泪，媳妇在这屋抽泣，爸爸坐在沙发上一
言不发。等弄明白原来是为了一双袜子，金旺这边
劝劝媳妇：“妈是老年人，老年人不都节俭吗？好了

好了，不哭了，吃
饭去吧。”那边劝
劝妈：“妈，严丽是
年轻人，年轻人不
都好面子吗。好了
不哭了，吃饭吧。”
一场袜子风

波结束了，但它就
像平静的湖面上飘来的一朵白云，不轻不重的在
湖心里投下了一丝阴影……

秋冬时节一场流感袭来，身体本来就弱的金
旺妈病倒了，住院半个月，住院费花了小两千。这
可把老俩口心疼坏了。老朱有点心急：这么下去，
给孩子造成多大的负担呀！他开始琢磨有什么赚
钱的门道。看到楼下捡垃圾的，老朱心里一亮：这
可是没本的买卖呀！跟老伴一说，老伴有些担心：
“给孩子知道了肯定不答应，让熟人看见，孩子们
多没面子。再说你的腿能行吗？”老朱胸有成竹地
说：“放心，我躲开他们就是了。”

老朱开始每天在金旺和媳妇上班走后，偷偷
出去捡垃圾卖给废品站，在孩子下班之前赶回家。
不知不觉两个月，老朱一算，居然有上千元的收
入，老俩口暗自高兴。老朱渐渐大胆起来。

一天，严丽从外面办完事回到办公室，看见同
事们趴在窗口指指点点：那不是朱科长的爸爸吗，
就是严丽的公公。严丽过去一看，差点背过气去。
气急败坏的严丽拨通了朱金旺的手机……下班回
到家，平时一向温和的金旺冲父母大发雷霆：“你
这么做让我以后怎么做人！”老朱像个做错事的孩
子一样在儿子面前低下了头……

第二天一早，老朱和老伴收拾好东西，临走时
拿出 2000块钱对儿子和儿媳说：“这是爸这几个
月捡垃圾挣的钱，爸是看你们过日子花销太大，想
贴补你们点，没想给你们丢面子。我们走了，时间
长了，周围人就会忘了。”……

老朱和他的老伴
● 杨芬梅

每年初春开河时，黄河都会在春汛中
爆发凌汛。而凌汛所引发的灾难并非鲜见。
在我有幸目睹黄河河津段 2000年初春的
凌汛中，百年不遇的凌汛携一块块巨大的
冰凌挤垮了东岸的两处堤坝，河水扑向河
滩，漫过水库，撕开我们宁静生活的一角。
那天正是大年初五，春节的气味依然浓烈，
许多人的吉庆与闲逸嘎然而止。

站在堤坝上，我可以想象浮冰下的暗
流中，正深潜着寒冬将尽的躁动与不安，想
象着黄河所暗藏的力量几千年来丝毫没有
减弱。而凌汛的爆发是残冬的杰作，自上游
而来的冰凌拥塞在河床上，卷着泥沙，带着
急流，当堤坝的阻挡终于难以承受时，就会
让开一个缺口，于是决堤，于是初春的大水
泛滥，于是上千人会战，在围追堵截中与大
水争雄，与天地斗勇。最终人在更多的付出
中胜利了，赢得艰难，艰涩的笑声里所透出
更多的无奈，来年还会再斗吗？不知道，谁
也不知道黄河的秉性，如果他更任性，我们
也得将他驯服。

河水退去后，我看到上吨重的冰块们
搁浅后拥挤在河床里，它们之间的缝隙像
网络，更像龟裂的土地。冰块上覆着一层黄
沙，依旧透着冰冷，直逼我的内心。面对这
些沉默的冰不寒而栗，是它的沉默暗示了
漂浮时向前永久的推力，也推出爆裂与火
热的动感。此时我感到这些搁浅的冰更像

春天的富矿，只是不知道它们从哪里来，又
到哪里去。

尽管与黄河有关的记忆日渐增多，但
美丽真正将我击碎的是另一个记忆，是阴
柔之美绝伦的冰荷。此时重新整理关于冰
荷的记忆碎片，在没有找到第二种美丽可
以置换之前，我确认这种冰封的美，将继续
引深我的黄河情结。那是 1988年的正月，
我独自
一人来
到寒风
凛冽的
禹 门
口。这
禹门口
也称龙门，传说中鲤鱼跳龙门的地方就发
祥于此。站在黄河大桥上，远望北面的晋陕
峡谷，感觉寒风正冲破两岸群山的阻碍，自
北向南锋利地划过河面，在禹门口把头一
扬，轻而易举地穿越龙门，摆脱峡谷的束
缚，找到了空旷或广袤，开始了更为不羁的
穿行。风是这样容易地由此穿过去，而传说
中的鲤鱼就没有这么幸运，它们在龙门前
跃了又跃，直到跳过龙门才能化为一条游
龙。也许一条普通的鱼化成龙并非易事，面
对龙门的阻挡需要万般艰难与百折不挠。
而风就不同了，风穿过去还是风，无所求，
无所欲，龙门也就轻易地放行了。那时我面

对来风，就像面对所有的风，迎面抵不住的
寒气，抵不住的疯狂，仿佛寒风要穿透我渺
小的阻碍，这种感觉不难想象是如何的寒
冷。而向远望，向下望，便感到寒冷的赐予
是物有所值，一河美景正等待着我。

无法想象在初春的黄河上还会遭遇绝
美的风景。此时，河面上漂满了大大小小的
冰块，自上而下游移着。浮冰再普通不过，

它们何
去何从
何美之
有？然
而，大
小不一
的冰荷

呈圆形，这圆形源于流动中的相互碰撞，自
然就少了棱角。大的约有两米多，小的约有
尺余，每块冰浸在水里的部分是浊黄的颜
色，浮出水面的冰表层在阳光下微微融化
了，化开的水滴带走一些泥沙，留下的冰就
是白色的。下面黄上面白，圆圆的一簇冰，
浮在水面与荷花竟然相差无几。而美仅在
于发现，在直觉中我就把这些冰块当成了
莲花。没多长时间，又把这些冰当成冬天里
天工雕成的冰荷了。因为这种美，我更感谢
黄河，自己有幸生活在离黄河不远的地方，
使黄河在我的内心先是成为导引，而后成
为精神寓所的浊黄色基石。我对浊黄的亲

切感日渐浓郁的时候，是不由自主的，这是
土的本色，是万物的厚壤与母性的呈现。
如此面对我的冰荷，面对来自黄河的

冰荷，面对来自远方的冰荷，我不得不珍视
这种大美的赐予。如果这些冰荷不足为奇，
那么在花朵没有缤纷竞放的时候看到硕大
的花朵，会不会是一种美的享受。看吧，一
河浮动游移的花朵缓缓漂下，由远及近，在
阳光下斗艳争奇，相互呼应，同灿烂共生
灭，夺人双目，在河面上装点冬天里的风
景，留下沿途的香气。看吧，隆重的冰流中
浮起点缀着秀美的莲花，像来自冰山的雪
莲，像冬天里的仙客，更给旷古雄浑的大河
以富贵，也给大河以寒冷中的霸气与傲气，
令人魂不守舍，随之倾情。看吧，这美使大
河藏秀，繁花隐于峡谷，在时光的高处浮现
一片澄明之境，令我忘却了寒冷的由来而
久久凝视。当我闭上眼睛时，自己正坐在冰
荷上，向两边的仙子挥手。

我猜想这种美会在河水中一点点染上
浊黄，那些花瓣注定会被阳光所剥蚀，被大
水所吞噬，一丝丝化
为乌有。惟美丽不逝，
我也在岁月中不断地
对这些冰荷精雕细
刻，时光之刀是如此
锋利，让我记忆中的
冰荷日渐逼真。

初 春 及 冰 荷
● 无哲

着一件青色的衫，在初夏的雨
夜画月色中的秋荷。

构图、勾勒、调色、浸染，月色
中的秋荷于笔尖处渐次地生动起
来。

之所以爱荷，是因为生于荷花
绽放的季节。喜欢她根植于淤泥沼
泽，却仍能固守一方纯净释放缕缕
芬芳的执着。喜欢她彰显了人所需
要的一种品格，于浑浑浊浊中寻觅
自己的清纯；于纷纷扰扰中绚烂自
己的梦想；于浮浮沉沉中坚守自己
的诺言。想起前些年在无锡和承德
的避暑山庄看到的“接天莲叶无穷
碧”的景象，竟能让我激动得热泪
盈眶。

月光如水。夜色汩汩而韵，清
影娇猗，暗香浮动。此刻，有风徐徐
拂来，吹皱了一池的碧水，粼粼的
柔波，映出了席慕容“在芬芳笑靥
之后的莲的心事”。

打开“酷狗”下载喜爱的歌曲。
一首《红豆》任王菲轻轻地吟唱：
“有时候，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
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
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

愿选择留恋不
放手，等到风景
都看透，也许你
会陪我看细水
长流……”

月正秋，风
正凉。是谁舞动
了池塘中明亮
的眼眉？是谁沉
醉于池塘深处的那一缕馨香？是谁
将相思的哀愁寄情于月？又是谁喜
欢在这样的月夜“留得残荷听雨
声”？
窗外细雨菲菲。披一身的沁

凉，于夜的深处款款凝立。荷叶层
层叠叠，叠叠层层，连绵的间隙处，
月下的秋荷流露出纯情而冷凝的
美。

月光是越积越厚的。夜已深，
人无眠，想起了余光中的诗句———
满地的月光，
无人清扫，
那就折一张阔些的荷叶，
包一片月光回去，
回去夹在唐诗里，
扁扁的，像压过的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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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话
杨芬梅，

自幼喜爱文
学，但眼高手
低。此次承蒙
编辑错爱，拙
作见诸报端，
心中窃喜而
又忐忑：面对

广大读者朋友和文坛前辈，小女子
何敢言文章二字！但丑媳妇总要见
公婆，索性厚着脸皮问一句：画眉
深浅入时无？望朋友们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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