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亲一向胆小，甚至有些懦弱。这不仅
是因为她从小就失去了母亲，缺少母爱的呵
护，更因为她心地善良，始终忍让与迁就。我
从来没有看过母亲跟邻居或者其他人发生过
争吵，就是我和哥哥犯错被父亲教训时，她也
只是站在一旁劝我们早点认错。家里杀鸡这
些需要动刀的活，一向都是由父亲来承担，不
是母亲不愿意做这样的事，只是她心里害怕。

但是，儿时暑假发生的一件事，让我觉
得母亲一点也不懦弱，相反，她就是我心中
的英雄。

那天天气特别热，母亲吃过午饭，在树
荫下搭了张小床睡午觉，我和邻居家的两个
小孩就在边上玩起了游戏。玩了一会儿，三
个孩子都觉得没意思，这时候有人提议到河
里去网鱼。

玩得汗直淌，能到河里去洗洗，清凉清
凉，还能逮鱼，这该多有趣、多惬意啊！我立
即从家里找来了米箩，三个人站到了码头

上，把米箩放进水里，当有小鱼游进去时，就
猛地往上一提。不一会儿，就装满了一碗小
鱼秧子。我们嫌靠岸的地方鱼少，就大胆地
卷起裤管，往河中央走去。

就在我们往前趟水时，一个小孩突然脚
下一滑，整个人一下子就沉到了水里。我们
慌了，还不会游泳的我们也不敢去救他，吓
得边往岸上走，边大叫了起来，“快来人啊，
有人掉河里啦！”

正在午睡的母亲听到呼叫，一骨碌坐了
起来。她没有任何犹豫，直接跑到河边，跳
进河里。好在沉在水里的孩子离岸边不远，
而且正一起一落地在水里挣扎着。母亲往
河中央走了几步，水没到她的脖子时就抓到

了那个小孩。母亲紧紧地拽着那个小孩的
手，把他拖到了岸上。

只见落水的孩子脸色煞白，浑身都在不
住地颤抖，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不停地往下
落。母亲拿来毛巾，一边给他擦着身上的水，
一边安慰他，让他不要紧张害怕。等那小孩
平静以后，母亲狠狠地数落了我们一顿，说你
们才是10岁左右的孩子，居然敢在大人不在
身边的时候到河里玩，简直不要命了。还批
评我，比他们大一两岁，居然不制止他们。说
到最后，母亲也后怕了起来，祈求我们不要拿
性命当儿戏，以后再也不要做冒险的事。

在那千钧一发之际，母亲完全忘记了自
己也不会游泳，毫不犹豫地跳到河里去救
人。在母亲的心中，生命是高于一切的，哪
怕有可能需要她献出生命，她也义无反顾。

母亲救了这个孩子，没有到处宣扬。这
是母亲一贯的品格，40多年来，我一直在努
力学习和传承。

母亲的壮举
□ 谢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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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六年级那年春天的一个中午，放学
回家，忽然发现家里多了一只小白兔。

奶奶说，是居委会来人动员养的，可以
当副业来做，于是就买了一只。

毛茸茸的小白兔，长耳朵，红眼睛，三瓣
嘴，它对什么都好奇，用湿湿的鼻头靠近了
嗅嗅，用三瓣嘴巴靠上去蹭蹭，样子好可
爱。童话来到了眼前，兄妹三人高兴得不得
了。每天醒来一件事，就是看小白兔，几只
手抢着把它从头抚摸到尾。小白兔看着我
们，眼睛里的光软软的，一动不动地享受着
孩子们对它的爱抚。

从此，我们外出多了一份心思，总要留
意路边有没有青草。看到一丛丛青草，就小
心地薅下嫩叶，带回家，放在小白兔的嘴边
逗它。看着小白兔靠近青草拿鼻子嗅嗅，张
开三瓣嘴快速地咀嚼，心里十分开心。听
说，兔子喜欢吃三叶儿草，于是只要在外面
玩，我们就找寻长了三片叶子的草，看见了，
如获至宝地拔下来带回家，望着小白兔美滋
滋地嚼着，心里别说有多高兴了。后来知
道，苜蓿草就是三叶儿的，乡下可多了。

兔子没有窝，奶奶在旁边的医院要了个
纸箱给它做家，在上面开了个洞，方便进

出。兔子白天就在纸箱外溜达，吃东西，拉
屎撒尿。兔子屎深褐色，一粒粒的，像中药
丸。我们抢着把兔子屎扫走，倒在桂花树下
做肥料。

小白兔不挑食，给它什么，都吃。奶奶
每次拣菜，总要留些菜叶给小白兔。怕它渴
了，我们用个小碗装了水放在它的旁边，可
是我们没见过它喝水。小白兔很温顺，任你
捏它的胖脖颈，揪它的长耳朵，拽它的短尾
巴，给它挠痒痒。惹急了，它就挣脱你的手，
走开，不跟你玩了，但从没咬过人。

奶奶总是要我们不要瞎皮兔子，兔子也
是一条命呢。

奶奶不识字，可她能说好多有文化的
话，还会说儿歌。奶奶说，大灰狼装成小白
兔的外婆，唱着小兔子乖乖，把门儿开开，快
点儿开开，我要进来……，说小兔子把门开
了，狼外婆“啊呜”一大口，把小兔子乖乖吃
了。顺带教育我们，一个人在家，不要给生
人开门。

小白兔成了家里的明星，兄妹们在家就
围着它转，小兔子乖乖的鼻子总在嗅着什
么，三瓣小嘴总是不停地动着。

一天，我们问奶奶，会把小兔子杀了吃

掉吗？奶奶说，不会，不会，你们放心。我们
一起说，不准杀！

一个夏天过去了，小兔子乖乖长胖了，
长大了。我们从没想过，小白兔以后会怎
样，它已成了我们眼前的朋友。奶奶常说，
小兔子把你们的魂勾住了。

一天中午放学回家，小兔子不见了，赶
忙问奶奶。奶奶说，刚刚还在这儿的，上哪
去了呢。我们都怪奶奶，没看好小兔子，把
它弄丢了。奶奶说，我不弄饭，给你们看兔
子？明儿起，我不做事，看兔子，到中，你们
家来吃个大老屁。大门没开，小兔子不会出
门，你们再找。小兔子出不了大门，后门
呢？我们想到后门，这后门可连着前面的大
院子呢，走远了，就难找了。我们急忙跑到
后门，果然，后门半掩着，小兔子竟是穿过长
长的天井，从这里溜出去了。拉开门，出去
一看，外面长着好多青草。草丛中，一团白
茸茸的东西藏在里面，原来它正享受着小院
里的青草呢。我们抱起它，放回原处，关照
奶奶，要把后门关好。

深秋的一天，我们放学回到家，小白兔
又一次不见了，它呆的地方已扫得干干净
净，找不到一丝儿它曾经的存在。我们急
了，问奶奶。奶奶说，呆伢子，兔子长大了，
家里不能留了，再说，冬天要到了，喂什么东
西给它吃呢？它会饿死的。

是呀，怎能让小白兔饿死呢？只有卖了。
卖了，小白兔就有了好的归宿？我们不懂。

那年，家里养了一只小白兔
□ 汪泰

少年时代，我是村子里的鱼王，这一点没有争
议，因为直到现在村子里的老人，以及我的发小都这
么说。

我在少年时代就认识很多鱼。这些鱼都有一个
俗名，绝大多数，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鱼名后面
都加上一个“子”字。比如，鲫鱼壳子、白条参子、草鱼
头子、黑鱼管子、虎头呆子、昂刺钉子、季花婆子、鳊鱼
花子、烂红眼子、大头鲢子、暖洋狗子……由于方言
的因素，这个“子”字，在我的家乡读成“zai”的轻声，
就这么一读而过，很是自然，听起来也很悦耳，就像
在乡村大人呼唤孩童的乳名一般。老百姓的语言是
最生动、最形象、最贴切的。野生的小鲫鱼没有什么
膘，所以就叫鲫鱼壳子；小黑鱼形体如管，形象地称
之为黑鱼管子；昂刺钉子大嘴长刺，捕上来后嘴巴里
还发出“吱吱”的声音，好像在抗议命运之不公，叫它
昂刺钉子也很贴切；虎头呆子长得呆呆的，喜欢在水
码头的石头缝里出没，只要我用两只手在石头缝里
对操，准能捉到它，称它虎头呆子一点也不委屈它；
暖洋狗子之所以叫暖洋狗子，是因为它的身上长着
黑色圆斑，肉嘟嘟的，就像花狗身子一样……小时候
我和一帮小伙伴一起出去钓鱼、捕鱼，他们每每遇到
不认识的鱼总是向我咨询，我总能一口说出鱼名，在
他们的眼里我俨然就是这方面的权威。但是，也有
一次我在一条水沟里用赶罾子捕到一条圆鼓鼓、白
肚皮，背部长满斑点的怪鱼。这条鱼我们谁都没有
见过，扔在地上像个圆球，肚皮随着呼吸一会儿鼓起
来，一会儿瘪下去。更有趣的是它还发出唧唧的叫
声。小伙伴睁大眼睛望着我，为了不失我这个鱼王
在他们心目中的威望，我脑瓜子一激灵，脱口而出：

“这是气鼓鱼！”直到我读师范二年级时，在一节生物
课上才弄清楚它叫河豚鱼，但是我至今也搞不明白
它怎么会生活在一条水沟里。

少年时代的我不但能识鱼，而且善捕鱼。我从
小学一直读到初中毕业都没有什么学习压力，于是
我的少年时光因为捞鱼摸虾而变得充实起来。

春天到了，气温开始回升，小河的水草丛里，河
边的桑树果子掉落的水域便成了鱼儿聚集、觅食的
好去处，当然也是我们垂钓的好地方。只要有足够
的耐心，掌握好鱼儿咬钩后提竿的最佳时机，你总能
钓到很多鱼。少年时代的我就掌握了“遛鱼”的技
巧，总能把大鱼遛晕了提上来，而其他小伙伴由于性
子急，大鱼咬钩后生拉硬拽，好不容易上钩的大鱼十
有八九刚提出水面就脱钩了。他们看到我钓到了大
鱼也只有羡慕的份。春夏之交的时节，大队电灌站
开始抽水灌溉农田了。只要电灌站的电动机一停，
我就会在第一时间跑到电灌站，钻到蓄水池里捉
鱼。蓄水池里的水并不深，总有一些倒霉的白条参
子、鲫鱼壳子、虎头呆子等野鱼被水泵抽上来。它们
逗留在蓄水池里，我用赶罾子轻而易举地就将它们
捕捉上来，放进我的鱼篓子里任由它们挣扎。如果
运气好的话，我还能捕到季花婆子这种上等鱼。到
了梅雨季节，雨水明显多了起来，这时候的鱼更发欢
了，少年时代的我们情绪也随之高涨起来，不是在雨
中奔跑、嬉戏，就是到野外捕鱼，难怪大人们都说我
们是属鸭子的。鲫鱼有戏水的习性，沟渠里的水哗
哗地流淌到河里，河里的鲫鱼似乎听到了召唤，从出
水口窜到沟渠里逆流而上。我也操着赶罾子逆流而
上捕捉它们——先把赶罾子沉入水中，再用右脚划
拉着水流，最后左右手配合提起赶罾子。这个重复
的动作常常给我带来惊喜——提起赶罾子的时候，
一条，甚至好几条巴掌大的白花花的鲫鱼在渔网里
蹦跳着。也有活力更强的大鲫鱼竟然沿着秧田的出
水口从沟渠窜到了秧田里，在秧苗丛里打花，弄出很
大的动静，好像在等待我去捉拿它们。秋天的时候，田
里的稻子黄了，田头水沟里的水也快干了。大人们在
忙着收割，我和小伙伴们忙着在水沟里捉鱼。我先吩
咐小伙伴们用脸盆、水桶将水沟里的水刮干，然后踩着
淤泥在水草丛里摸鱼。记忆中最难捉的是黑鱼，它们
的身子滑溜溜的，而且很凶，小伙伴们的手指刚刚碰到
它们，它们就窜走了。我的手指在接触到它的一刹那，
我会迅速用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紧紧地掐住它的鱼鳃
部位，左手死死地摁住它的身子。黑鱼尾巴掀起的污
水、淤泥溅到我的脸上、身上我也不顾，因为我是鱼王，
我很敬业。我的这个绝技常常让大人们都惊叹不已。
冬天到了，鱼不活跃了，躲在水里的草丛中、落叶堆里
静养。其他小伙伴们都停止了捕鱼，而我常常在冬日
的午后用趟网子从沟渠，或小河的这头推到那头。趟
网子收回来的时候，我发现里面有水草、落叶、小石头、
破鞋、癞蛤蟆等杂七杂八的东西，当然也有不怎么蹦跶
的野鱼、草虾等河鲜。

我的祖母是个渔民，也许我多多少少遗传了渔
民能识鱼、善捕鱼的基因。可惜那时没有微信朋友
圈什么的，如果有，我肯定也会请人帮我拍个捕鱼的
场景照——我穿着小裤衩，戴着小草帽，背着小鱼
篓，操着赶罾子在水沟里捕鱼，再配上一个标题——
我是鱼王，发到朋友圈里，也一定能博得很多赞的。

少年时代，我是鱼王
□ 卢有林

从城市周边到偏远乡村，从运东里下
河平原到湖西丘陵地区，从京沪高铁到国
道省道县道，最吸引人们眼球的就是纵横
交错的电网，那一座座高耸入云的铁塔、闪
亮的银线，从眼前渐渐地延伸到远方，形成
一道道靓丽的风景线，彰显着浓浓的现代
化气息，映射出经济活跃的发展图景。经
济发展离不开电网，电网及其电力设施更
加需要我们共同保护。

我作为供服公司安全员，巡线、护线工
作责无旁贷。于是，我又多了一个兼职岗位
——义务护线员。巡线是义务护线员的核
心工作，并不特别地辛苦。工作之余，能够
出去转转，呼吸着野外新鲜空气，看看乡村
自然风光，也算是一种享受。有时顺着公路
走，道路两旁参天大树上的鸟窝特别显眼，
真想爬上去掏上几个鸟蛋，碍于野生动物受
法律保护，只好打消此念头；有时走近田间
地头，见到一望无际的庄稼，很想顺便摘个
西瓜或者西红柿解解馋，又怕被人发现而斯

文扫地，真是有贼心无贼胆；有时路过鱼塘
边，看见垂钓者，除了习惯性地提醒“高压危
险，禁止垂钓”外，还喜欢驻足观看，不是学
习他们的钓鱼技术，而是重温儿时垂钓时的
情景，很想对他们说，钓鱼高手在这里呢！
有时沿着河边行，望着清澈如镜的河水，总
是不由自主地捡起小小鹅卵石擦向水面，它
贴着水面像蜻蜓点水一般，继而又“嗖、嗖、
嗖”地向前……童年的乐趣油然而生。

我始终把巡线视为一份沉甸甸的责
任。即使日常工作再忙，也要挤出时间到
现场巡视一番，基本上做到风雨无阻，长期
坚持。遇到外出开会、培训，也会请同事帮
忙代为巡视。记得前年春节前，因我在广
州参加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组织的全面质

量管理推进会，恰逢上级公司召开高邮片
区义务护线员会议，便让同事参加。会后，
那位同事告诉我：“与会的义务护线员个个
问你怎么没有来，都在嘲笑你呢，说在国网
扬州供电公司高邮片区义务护线员微信群
里，发现你天天都通过水印相机反馈巡线
情况，比专职护线员还要专业、专注。”我既
是安慰他，也是宽慰自己，说道：“随便他们
怎么讲，做自己的事情。凡事只有做过，不
能错过。做了总比不做好。”那位同事并没
有完全理解我的话，反而劝我：“还是适当
地减少巡线次数吧，你这么认真，别让那些
很少去巡线的义务护线员太难堪了。”过了
春节，接到上级公司通知，按照过境输电线
路的杆塔数量、巡线次数和巡线质量，给予
每位义务护线员奖励。通过计算，我累计
应得奖励3500元，是五十多名义务护线员
中奖励最高者之一。领取奖金的时候，大
家齐刷刷地看着我，那分明是羡慕的眼光。

原来，巡线并不止于乐趣，还有回报。

巡线轶事
□ 韦志宝

二太爷排行老二，大概是他大男子主
义思想比较严重，家务事很少做，人称“二
太爷”。他用的牛，是头神牛。

在我的记忆里，上世纪60年代根本看
不到拖拉机，只在电影里看到过。那时唯
一耕田动力就来自于牛，一般生产队要养
四五头牛，否则就会误农时，而选的用牛师
傅，种田要在行，还要会服侍牛。

二太爷的牛是大集体年代生产队从牛
贩子手里花高价买回来的，当时在牛市场
上，二太爷一眼就相中。这头牛形体匀称，
四蹄有力，脾气倔强，走起路来一阵风。

我小时候经常到舅舅家玩，看见其它
牛就害怕，唯独看到这头牛不胆怯。庄上
的小朋友经常骑在它背上玩，我年龄小、个
子矮，也想骑上去，它似乎很了解我的心

思，每当我站在它前面时，它就会自动将前
膝弯下来，让我骑上去。那时真有一种腾
云驾雾，快活似神仙的感觉。

二太爷的牛是生产队牛中的佼佼者，它
通人性，能领悟用牛者的心思，且自己颇有
主张。下田干活，它总是走在最前面，从不
偷懒，但它不是卖死力气，只要它的任务完
成就停下来休息，随你怎么驱赶就是不走，
抗议的方式就是“角头”往后面翘，二太爷套
上去，它又一翘，让你没办法。夏天耙田有
时嫌牛慢，牛师傅就用哼唱的方法驱赶，土

话叫“打来来”，来来一打，随即一耙田钩子
抽在牛屁股上，牛就加快速度。二太爷的牛
是从不要用“打来来”的，一旦用到“打来来”
它就发脾气，会犟几天。在耙田时遇到一些
大草粪塘，它从不像其它牛陷下去，遇到险
情总会想办法越过去。二太爷家务事不做，
但对牛呵护有加，整天把它服侍得舒舒服
服，身上刷得干干净净，冬天牵出来晒太阳
散步，晚上把牛棚弄得严严实实。

随着时间推移，生产队条件好了，买了拖
拉机，牛的活只有耙田了，其它几头牛被淘汰
了，只有二太爷的牛还在。这头牛十几年来
干的活太多了，积劳成疾。这头牛生病期间，
正逢夏栽，耙田任务重，二太爷对它说：“你为
大集体做出了贡献，你把这季农活干完，马上
请医生来给你看。”牛听了不住地流泪。

二太爷的牛
□ 唐为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