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嬢嬢
! 胡兴来

小嬢嬢是我二爹爹家的小女儿。她扎着
两条短辫子，圆圆的脸蛋，一双水灵灵的大眼
睛；她佯装生气的时候，鼻翼会一鼓一鼓的。
我欺负她时，她那胖嘟嘟的小嘴也会一努，使
劲地扭过脸去不再理我。

小嬢嬢越来越好看，在我眼里，画上的美女跟她比起
来都逊色不少呢！小嬢嬢大我近十岁，还照样陪我玩躲猫
猫、捉迷藏的游戏。一年春天，暖洋洋的太阳照得一切都
懒洋洋的，白云里钻进了很多故事，树梢初显浅绿，枝桠
胀鼓着孕蕾。小嬢嬢给躺在门前草席上的我讲故事，太阳
晒红了她的脸。她倦了就依偎在我身旁，一阵幽香飘来，
真是好闻。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小嬢嬢出阁的那天，我躺在她
怀里流眼泪，她掏出香喷喷的手绢边给我擦泪边说：“过
两天嬢嬢就回来陪你玩。”可是，她一直就没有回来。她婆
婆的腿摔骨折了，丈夫常年在外工作，家里的重担都落在
她一个人的身上。

当初小嬢嬢谈这门亲事的时候，她婆婆是打心眼里
不愿意。她看不上这个农村的媳妇，她只有玉喜一个儿
子，老伴早年骑鹤西去，是她一人含辛茹苦地把儿子拉扯
大。儿子大学毕业后，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份工作。她总希
望儿子能够找个女大学生，过够了苦日子的她，也能够早
日离开农村，去过城市生活。

小嬢嬢与玉喜一起长大，他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婆婆的极力反对，并没有让玉喜让步。

结婚后，婆婆就以过惯了一个人的生活为由，自己在
外面租了一间房子单住。尽管玉喜和小嬢嬢多次登门，想
把她接回家来，但她还是拒绝了。在她的眼里，儿媳妇达

不到自己的标准要求，永远是她的一块心病，
眼不见心不烦。

小嬢嬢婚后不久就怀孕了，她的妊娠反
应特别厉害，时常恶心呕吐，吃饭没有一点
胃口。玉喜不在身边，她多么想婆婆陪陪她，

可是她每次的希望都变成了失望，婆婆根本就没有把她
当成一回事。婆婆冷言冷语地说：“哪有那么娇气，就好
像谁没有生过孩子似的。”婆婆的话，句句扎心，小嬢嬢
只好打落牙齿往肚子咽。那天，天正下着大雪，婆婆突然
心血来潮，想出去走动走动，看看雪景。结果刚走到门
口，就摔倒了，大胯摔成骨折。接到电话后，小嬢嬢便火
急火燎地跑到医院照顾。

看着一向对自己毫无情分的婆婆此时孤单单地躺
在病床上，小嬢嬢的心一下子软了。她不计较婆婆的过
往，尽心尽责地伺候起婆婆。每天天不亮就开始给婆婆
按摩、熬药、做汤、烧饭……一个月下来，婆婆胖了，小嬢
嬢却瘦了好几斤。看着儿媳妇这么不计前嫌，真心实意
地对待自己，婆婆心里有点过意不去。她心底的那块冰，
才渐渐融化，慢慢地接受了这个勤劳能干、心地善良的
儿媳妇。

有一天，婆婆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亲手交到小嬢嬢
手里，说：“媳妇，这些年都是我不好，你别往心里去，我给
你道歉。”

“妈，别这么说，无论怎样，我们都是一家人。”小嬢嬢
面对婆婆的突然转变，情不自禁眼里泛起了泪花。看着婆
媳关系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玉喜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我去年回老家，见到了小嬢嬢，她还是那么美丽动
人。大家都夸小嬢嬢是个孝顺媳妇！

节俭
! 张玉明

花香不艳，花艳不香。这是清人张潮在其
《幽梦影》中的句子，借花喻人，感叹人生不能尽
善尽美，总留有一些遗憾。

不过我觉得花的不完美另有原因，与人不
同。花香是为了招引昆虫传粉，花艳也是为了
招引昆虫传粉，二者有其一足矣。又香又艳，则是一种奢
侈，更是一种浪费，反倒显得不美，甚至还有点庸俗。生
命只崇尚节俭，从不贪图完美的虚名。

我把这个道理讲给孩子们听，要他们一直保持住节
俭的好习惯。连花儿都知道节俭，我们有什么理由浪费
呢？盘子里的饭菜要吃完，不要剩下；草稿纸要正反面写，
节约纸张；衣帽鞋袜等，只要不脏不破都可穿戴，不要攀
比。

下课后，一位女孩走过来跟我交流。她说听了我的
课后很受启发，节俭才是生命的本能，更是生命的本色。
每个人骨子里都是节俭的，慷慨和大方则是一种伪装，很
多时候是迫不得已，并非出自本愿。女孩说她平时生活
很节俭，却招来同学们非议，都在背后说她为人小气，常
为此而烦恼；如今听了我的课后，心中顿感释然。

还有一回在某地公开教学，顺便又谈起这个“花香不
艳、花艳不香”的话题。晚餐桌上，一位女老师特意走到
我座位前敬酒，说听了我的讲课，知道了造物主才是天底

下最节俭、最吝啬的。他给了一朵花艳丽，就舍
不得再给它芳香；给了它芳香，就不肯再给其艳
丽。对人也一样，给了一个人智慧，就不再给其
美貌；给了其美貌，就不肯再给智慧。美貌和智
慧，就像鱼和熊掌一样不可兼得。我问她为何

这么说，她说自己就是个例子。读了许多书，发表了许多
文章，在别人眼里，自己是个才女，却不是美女。自己长
得丑，常为此而自卑。听她这么一说，我这才注意到她：
低矮的身材，肥胖的身躯，黝黑的皮肤，脸上还有明显的
斑点，长相确实不敢恭维。我安慰她，貌美的女人是可爱
的，聪明的女人同样可爱，上帝将二者分派给不同的人，
是为了让天下可爱的人更多些。

“可这世上既聪明又美丽的女人还是有的呀。”她依
然在纠结。我说：“有也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那是上帝
一时粗心和失误，并不是其本意。”

旁边一位小伙子似乎也受到启发，主动跟我们互动，
说好像爱情和金钱也是这样。拥有金钱让人幸福，拥有
爱情也让人幸福。可现实生活中，往往不能两全。有爱情
的缺少金钱，有金钱的缺少爱情。我问他属于哪一种，他
坦承自己属于第一种，当前正在恋爱，不缺爱情，就愁钱
不够花。现场一片笑声，我也哈哈大笑。小伙子在笑声中
又说：“但我已经很幸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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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欢喜喜把家还
! 俞大农

我从小生活在老家高邮，高
邮生，高邮长，大半辈子都在家
乡。今年初在外地工作的儿子结
婚成家了，不久媳妇也怀孕了，
我这个刚当婆婆又做准奶奶的
人，喜不自禁当起了“乐漂族”。今年 4月我随儿子
到了宜兴，荣升为统管柴米油盐的后勤部长。

熬过了流火的盛夏，迎来了凉爽的金秋。我这
颗被高温酷暑禁锢的心也开始活跃起来。熟悉的家、
温馨的小院好久不见了，老家的亲人、同学、朋友你
们好吗？家乡的阳春面、菱角、水晶月饼、插酥烧饼
还是那么诱人吗？夕阳洇染的高邮湖，还有新建的
北门瓮城遗址公园，令我心驰神往……9月 8日我
和先生迫不及待地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我家住中市口李家大院，毗邻先生大哥大嫂家，
我们两家多年来已形成约定俗成的好家风：凡是大
哥大嫂从苏州女儿家回邮我们负责接风，若我们从
宜兴儿子家回邮则是大哥大嫂烧饭招待我们。这次
杭州班还在江都，手机微信的语音、文字信息一条接
一条，李家大院的亲人们早已聚在大哥大嫂家，烧好
了一大桌我们爱吃的家乡菜，等候我们共进午餐呢。

饭后我走进宽敞、明亮的家，真想欢呼雀跃起来，
勤劳、和善的四妹早已像往常一样将家里打扫得窗明
几净、一尘不染。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处处难”
“金旮旯银旮旯不如家里穷旮旯”，住惯了亲近大自
然、享受四季充足阳光、通风良好的自家院落，还真住
不惯价格不菲、高档小区里的电梯房。别说邻居间从
来不串门，就连在电梯里也难得见到个人。哪像我们
高邮，这不，我一到家整条巷子里的街坊邻居都知道
了，见到面老远一声“家来啦”听得我心里好亲热。

午休后，家人、朋友们都来了，热热闹闹的絮叨
间，对门邻居梁大姐手拿制作好的虾皮送给我。在
高邮每年夏季八月中旬左右，我都习惯去菜场采购

高邮湖自产的白条虾，回家清
洗、晾干、翻炒、暴晒后，机器打
碎、装瓶，作为全家一年的下面
佐料，口感正宗、卫生又鲜美。今
年离家早，热心的梁大姐顶着强

烈毒辣的太阳为我奔波代劳了。俗话说“邻居好，赛
金宝”，修到个热心肠又能干的好邻居也是我的福气
哦。

华灯初上时，我和先生穿过水部楼，沿着灯火阑
珊的市河一路向北，右拐向东到了通湖桥，路经老照
相馆旧址再左拐向北就到了慕名已久的新建的瓮城
遗址公园。瓮城古代用于防御外敌，如今是高邮建城
历史的见证。恢复后的城门楼高达 16.3米、宽 9.1
米，广场一侧有高邮古城地图地雕、遗址文化解读以
及古战争主题雕塑等，从不同侧面向市民介绍了高
邮城漫长的历史发展轨迹。新建的瓮城力求再现古
瓮城旧有风貌，为有邮驿文化和运河文化特色的邮
城又添一处新的历史文物亮点。夜幕下的瓮城流光
溢彩，像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抬级而上，登上城楼，
蜿蜒曲折、气势恢宏。站在城楼上望着天空，心情格
外安宁、舒畅、沉醉，明月皎皎、清风柔柔。哦，今夜我
热爱的家乡令我豁然开朗，眼界一新。

晚上我独自一人坐在庭院里，翻看手机微信里
微友们发来的问候、约会的信息，不知不觉地眉峰眼
角间流淌着发自内心的喜悦和满足。此时此刻我突
然感悟，原来幸福不是住豪宅开名车，不是穿名牌挎
名包，不是喝参汤吃昂贵保健品，而是一种被亲人关
爱、被朋友牵挂的感觉。唯愿今生今世在流年里、在
季节里、在心的深处，这种血浓于水、情重于山的家
乡情结始终伴随着我。家乡永远是我快乐的源泉、幸
福的港湾，家乡永久带给我新奇的震撼和美感。

今夜，在家乡的怀抱里，我注定有一个沉沉的、
甜美的梦。

“小尼姑”上学
! 陈其昌

高邮刚解放的那年，我在城中小学
（第一小学前身）三年级读书。春季开
学，班上一下子增加了好几位才进城的
干部子弟，他们年龄比我们大三至六
岁。同时插班的还有一位“小尼姑”。她
过去生活在城内的普济庵，因父母双
亡，慈悲为怀的老尼姑怜悯她，就将她
收留在身边，待她长大成人后让她出
家。解放了，老尼姑改变了主意，不准备
让她遁入空门，决定送她上学，将来成
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

“小尼姑”叫素霞，眉清目秀，言行端
庄，就是有点拘谨，走路低着头，从不正视
别人。她比我们大四五岁，个子较高，坐在
后排。她的到来，自然引起大家注目，也有
人好奇，打听她是不是尼姑。老师说，她是
城中小学学生，不准喊她“小尼姑”；老师
也关照她，不要怕，大家相处时间长了，就
熟悉了，你要好好学习，不能掉队。

素霞聪明，语言功底好，那是她在庵
里常听老尼姑虔诚念经，也常翻阅经书，
使她识字明理，不比同学差。她有个好歌
喉，从“校歌”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
天”，歌声十分悦耳。只是算术课、珠算课
差了一截子。对此，老师为她“开小灶”。
一些年岁稍大、成绩好的女同学自告奋
勇同她一道做作业，帮她补差。当天功课
当天毕，还预习次日的内容。没有多久，
她的成绩上升很快，老师表扬她，同学们
夸奖她，她脸上漾起了笑意，在女同学圈
子里可以看到她快乐的身影。

女同学在课余时间里跳绳、踢毽子、
弹蚕豆（将蚕豆一把散开，用食指将一颗
蚕豆弹向另一颗，如果碰到，就可以得到
一颗蚕豆）、撂沙袋（将小小沙袋撒开，然
后高高抛起一只，看一手能抓起桌上多
少沙袋，同时要接住抛起落下的沙袋，能
抓住沙袋最多者为胜）。我们男生玩得最
多的是“过河过河洗大澡”（一个人站在

中间扮水鬼，同学分两边，穿梭奔跑，谁
要是被水鬼逮住了，就成了新水鬼）。有
时女同学也参加。相处熟悉并融入同学
圈子的素霞亦来疯一把，仿佛一下子小
了几岁。即使被逮住当水鬼，脸上也绽开
一朵花。

时间长了，大家都喜欢学习、人品皆
好的素霞，也尊重和信任她。有时同学有
一些小的争执，或做了错事，素霞像个小
老师，及时调解、批评，让班上很和谐、很
谦让。有一次，学校举办演讲比赛，她演
讲的题目是《珍惜时光，努力向上》，获得
一致好评。她在演讲中说，她将来要做一
个好医生。

大家课余也常常做玩具、比玩具。比
如做枪，有的是木头的，有的是纸质的，有
的是竹制的。同学繁生做了一把竹制的机
关枪，大家很惊叹。几个干部子弟做的木
头手枪也很逼真。干部子弟郭华有点不服
气，竟然将家里一把装有子弹的真手枪带
来显摆，把素霞吓了一跳。经她劝说，郭华
才把它悄悄送回家。素霞没有把这事告诉
老师，郭华知道了说：“你真好。”

不久，郭华得了脑膜炎，同学们很关
切，轮流去医院看他。一个平时生龙活虎
的同学正在抢救，素霞心里很难过，背后
双手合十为他祈祷，期望他化险为夷、早
日康复。一次又一次的祷告，换来的却是
噩耗———郭华因病少年夭折。师生们都为
郭华惋惜，素霞和几个女生更是泣不成
声。

近 70年过去了，我们都垂垂老矣！
依然怀念少年早逝的郭华同学，依然想
念花季少女素霞同学。

老爷
! 朱玲

家乡方言，老爷是称呼最小
的叔叔。我要写的老爷不是我的
老爷，是我老公的老爷。

老爷身材颀长，相貌端正，一
双眼睛炯炯有神，看人时常射出
精明的光芒。他的妻子，我们称为老娘娘，
虽也个头高挑，却是严重的斜眼。她看人
时，眼珠斜在眼角，你以为她在看别人。这
样的眼睛很不好看。据我婆婆说，当初订
亲时，就是看上她人高马大，能干农活。娶
回来，老爷一点不嫌，反而恩恩爱爱，夫唱
妇随。生了一个儿子，酷似万梓良。

老爷在乡下家中开一爿杂货店。老爷
的家是前几年才新翻建的。公寓式格局，
厨卫齐全，十分宽敞。取农村与城市房屋
之优势，有液化气灶，亦有烧柴禾的土灶。
房前一个大院子，水泥浇地，可以当篮球
场。东面就是商店。屋后也有个院子，养鸡
鸭猪，还有鸽子。平时，老娘娘在家站店，
老爷进货。原先进货都是老爷每天骑自行
车上城进货，约有三十里路，风雨无阻。问
他这么长的路累不累，他笑着说，累什么，
几支烟的工夫。其实来回一趟要两个小
时。后来，有了电动车，他买了辆捷安特，
鸟枪换炮，轻松多了。如今是物流公司配
货上门。

我们每年雷打不动，清明回老家祭
祖。那时我们就在他家盘桓半日。他多半
站在柜台前，一边一只手拨拉着一只破算
盘，一边跟我们喜不自禁地讲他的生意
经：卖烟赚多少钱，为电信局充值赚多少
钱等等，说得头头是道。

老爷的精明来自于他的勤奋好学，肯
动脑筋，不种死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农
村里大行将茅草房改建砖瓦房之风，农民
们纷纷自己烧窑做砖瓦，但是烧窑看火候
这可是个技术活，不是人人都会的，得请
专业人员。老爷瞄准这是个赚钱的好时
机，就有意跟在那些师傅后面轧苗头，细
细琢磨他们不经意间撂出的一言半辞，同
时买来书籍自己啃。只有小学二年级水平
的他竟然读通了书，可想他下的功夫之
深。终于他成了当地手屈一指的看窑师
傅，也因此赢得了不菲的收入。

看窑之余，他又摆弄起照相机。那时
候照相机在农村可是个稀罕物儿，偶尔有
一个照相的下乡来，大姑娘小媳妇围着问
个不休。经不住照相师傅的怂恿，女人们
回家翻箱倒柜，拿出出客才穿的衣服，对
着镜子左看右看，末了还摘一朵油菜花别
在鬓边，这才扭扭捏捏，坐到镜头前。老年
人会跟小孩子说，别去，那东西吸血呢。自
己说着，也不由得被人拉到镜头里，急得
老太太慌忙用手拢了拢头发，脸笑成一朵
灿烂的大菊花。

老爷用烧窑积攒下的钱买了台照相
机，也没见他跟谁拜师学艺，只翻翻书，就

会了。那时老爷是村里女人们的男神。当照相机进入
农村家庭时，他果断卖掉相机，不玩了。

他又养起了蜜蜂。春天，他用刨地得来的旧棺材
板，按照自己以前见过的养蜂方式，叮叮当当敲了百
十个蜂房，放在院子当中。这里阳光充足，透气性好，

最难能可贵的是只要蜜蜂飞出
蜂房，不足三十米，便是数千亩
广阔的油菜花海。秋天，他将蜂
房拖至南方的小山包，山上虽
不是百花争艳，但坡上艳阳高
照，不知名的野花漫山遍野，足
够蜜蜂自给自足了。由于阳光
充足，老爷酿造的都是一等蜂
蜜：柑桔、椴树、槐花、紫云英、
荆条花等。四乡八里的人都慕
名而来。老爷精明地跟他们讨
价还价之后，农人们拿着早就
准备好的雪碧瓶子灌满一瓶，
用舌头舔去瓶口周边溢出的蜂
蜜，甜到心，然后咂吧着嘴，满
意地旋紧盖子，挟着瓶子走了。
农人们都知道，这么便宜的真
蜂蜜在超市里是买不到的。

年龄渐大后，老爷不出门
四外奔波了，只在家一心一意
开店。农民要什么，他就卖什
么。小到针头线脑，大到农药化
肥，他都卖。

也许自己的钱财来之不易
吧，他格外看中钱。亲友们都说
他小气，视钱如命；跟他借钱，
他毫无愧色地跟他们计算利
息。生活中，他从不乱花一分
钱。生病也不去医院，自己硬捱
着。实在受不了了，就去村卫生
室开几片药。

有一天夜里，老爷被一阵
翻动物品的声音惊醒。他顾不
得穿衣，蹑足悄悄潜入商店，见
有个黑影晃动，知道遭贼了。老
爷从后面抱住那人的腰部，喝
令他丢下钱物。那人不丢，两人
扭打在一起，最后那人一棍击
中老爷的腿部，趁着老爷愣神
的一瞬间，脱身跑了。事后，老
爷向派出所报了案。亲友们认
为他这种做法很危险，那棍子
幸亏是打在腿上，若是打在头
上，后果不堪设想；说到底，钱
是不能与命相提并论的。老爷
却说，我如今年岁大了，若是拿
掉 10岁，看我不扒了他的皮。
那两千多元，我得苦10天呢。

对于别人说他小气，老爷
颇有怨言，我又不想沾人家的
光，何苦要让人家揩我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