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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担
□林锦泉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家住在

县郊的一个村庄。村里田多山少，

两年一次计划采伐的松桠，分到户

里少得可怜，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

事。因此，每年为柴火犯难，自然成

了村民的一大心病。

当时，城里居民可以凭票购买

煤饼，乡下农民却无这个福分，至于

煤气更不知其为何物？于是，每逢

秋收以后，家家户户就为严冬取暖，

更为次年储备足够柴火忙于跋山涉

水、远赴他乡砍柴。

砍柴可是一项繁重的体力劳

动。出发前夕，得早早准备扁担绳

索、袋饭干菜、竹筒茶水，磨快柴

刀。砍柴一次，往返近则二三十里，

远则四五十里。每次都是三更起

床，披星戴月、一路风尘，到了山上

还得抓紧采足柴草。因此，体质差

的人连徒手赶路都够呛，不用说返

回时还有肩上的重负。于是，夫妻、

兄 弟、父 子 间 的 爱 心 接 担 乃 为 常

事。在我的记忆深处，此生有两次

接担情景，至今像碧波中的白帆一

样清晰地展现在眼前。

首次去二十里外的黄光山砍柴

是在 1957 年的一个秋日。当时，我

年方 15 岁，只是觉得大人砍柴好玩

也想试试，绝非孝心使然，欲替父母

分忧解难。出于让我锻炼一下的考

虑，父母为我准备了最爱吃的咸菜

麦饼，并千叮万嘱累了要歇，饿了先

吃。教我如何捏住柴薪挥刀砍伐，

如何防止虫蛇袭击，还反复嘱托同

去的大人多多关照。中午时分，我

开始捆柴打担，准备打道回府。此

时，不知是谁在高喊：“泉，你爸接你

来了！”正当我唐突之际，只见父亲

从胸口掏出一个温软的馒头让我坐

下慢慢嚼吃，然后顾自再砍了些柴

草。回家路上，父亲挑担，硬是叫我

空手跟着。

“爸爸怎么接到了目的地？”到

了家里，我急切地问妈妈。“儿初次

砍柴，年少力小，路遥担重，爸放心

不下，赶集归来连饭都没扒一口，只

抓了两个馒头就上路了⋯⋯”妈妈

关切地解释说。

可怜天下父母心。我第一次从

父亲身上读懂了什么是父爱无边、

大爱无言。

时隔 12 年的一个周末，父亲和

几位村民分别推了独轮车去三十里

外的武义县深山砍柴。午后，最先

返回的一位村民告诉我们：“你爸让

你们去接担。”我心头一怔，在村里，

父亲素有“大力士”之誉，从不轻言

求助，这次怎么啦？想归想，我还是

一直接出十余里，仍不见父亲身影，

便在途中歇息等待。这时迎面来了

一车柴草，我连忙上前，才知是同去

的惠有伯伯。他催着：“你爸还在后

边，快接去！”大约又走了三分钟，见

前面一车柴草像蜗牛爬坡缓缓而

来，我快步迎上去，果然是爸爸。

这时，他一脸青紫、虚汗淋淋、大气

难喘。“爸，我来迟了。”吃惊的我连

忙接过父亲的车带，并欲扶他坐上

车架一起推，而父亲连连摆手：“没

事，没事⋯⋯”硬是跟在我后面，顽

强地挪动着沉重的脚步，好不容易

挨到了家。不 曾 想 到 ，父 亲 从 此

大病不起，后经大小医院诊治，是

消 化 道 得 了 不 治 之 症 ，终究没有

将他留住。这是父亲为了养活我

们，平时饥饱无常、长年积劳成疾

惹的祸啊！

先后两次接担，前者是父亲接

我，一接到底；后者是我接父亲，

边接边歇。这让我想起了一条古

谚 ：“父母疼儿女路般长，儿女孝

父母扁担长。”直到今天，那无可挽

回的终身遗憾，仍在不断地啮噬我

的心。

依稀记得，美国的一位作家曾

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母亲的价格》，

认为母亲的工作属于“技术性的中

级管理”工作。合理的年薪大约为

10 万美元。而一个著名组织测算，

更是把母亲的年薪定为可与大公司

总裁相媲美的数目 66.5 万美元。母

亲如是，父亲何尝不是如此呢！父

母一生为儿女付出的爱其实是无价

的，儿女报答一辈子也无法偿还。

是啊，与其说接担是在接力，还不如

说这是一种爱的呼唤、孝的传承、情

的交织。但愿天下儿女，都来争做

孝子贤孙，岁岁年年，接力不辍，一

代比一代棒！

可怜天下父母心。我第
一次从父亲身上读懂了什么
是父爱无边、大爱无言。

柿树湾
(外三首）
□许梦熊

除了盗墓贼，现在没有人会来柿树湾看看

这个敞开的墓穴，白骨森森

没有人知道这个县官和他的两个妻子

有过怎样的生活

借助独特的地气，他们的子孙

将要抵达一个姓氏的辉煌时刻；

也许这一切都落空了，

光绪十七年竖立的墓碑

躺在一棵水杉下，没有人知道

命运给予他们怎样的安排，

茶树果能够榨出希望的油

而渣滓是一种绝望，却能够把鱼群放倒

柿树湾平静如初，墓穴也会被时间合上。

日落之前
谁坐在秋千上荡漾，旁边站着一棵银杏树

学会适应人间、植物和我的界限

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寂寥的车站

偶尔只有一个乘客默默等待；

太阳沿着她的视线落下，冬天已经无处不在

它在我查阅的档案中同样凛冽

旋转的世界从不间断，一个人离世许久以后

换来一张原本就没错的迟到证明。

记忆宫
比光更快的是黑暗，一束光

永远不能稀释它所穿越的广阔空间

那里黑暗无边无际，如同爱

把一个女人肯定，却还有谁值得你

把诗从灰烬中和舍利一起拣取；

意料之中的虚无太浩瀚

痛苦从记忆宫剥除

只剩反复交叉感染的信息像噪声，

我们既不能理解也无法忍受

这个世界领先于人类

成为彼此不愿意落入的一个套盒。

某段回忆
雨水随着孩子的笑声返回天空

他仰头观看云朵再次沉重

仿佛一堵移动的灰墙，落下来当屋顶

雨水变成电，化作光，温暖过他

一旦我们相信这是真实的

它就会发生，和你来到世上的第一天一样

不需要任何理由，一个孩子的哭泣

在神明的眼中是无限的局限。

在世界的中心呼唤爱

这个世界是他们的，我只是路人

在饥渴的时候讨过一碗水

然后继续走我的路，也许我会倒在路上

但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不是

他们中的人，这个世界与我的关系

就像风，它吹过一阵，只是一阵风

偶尔在风中我认识了一个女人

却不能不抱歉，然后继续走我该走的路

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不是

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这个世界是他们的

他们弄好了我赞美，这是个好世界

要是坏了，它就一直坏在那里

我也无能为力，我是空杯

只能接着雨水喝，我是秧苗必须舔着

云朵的乳汁，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所以我一直走，一直走

每个梦都有自己的脚步，我也有

我向你讨一碗水喝，看着你的黑眼睛

真是太美了，我真想逗留片刻

好好地看着你眼中的天空

缓缓地亮起，那是我出发的老地方

我的丈母娘
□黄田

我的丈母娘，是全家的“总理”

和“财政部长”，岳父是位细心体贴

的暖男和模范丈夫，几十年如一日，

紧密团结在“ 总理”周围，不离不

弃。家里的一切由丈母娘统帅。

想当初，我和未婚妻谈恋爱，第

一次相亲，不是和未婚妻见面，而是

接受准丈母娘的“面试”。妻子说：

“找男朋友，首先要经我妈同意，否

则，枉费心机。”

那天，我穿着一套半新半旧的

蓝色的确卡衣服，理了一个平头，精

神抖擞。丈母娘见我不高不矮，不

胖不瘦，衣着朴素，文质彬彬，没有

考问什么，就欣然同意了。不像现

在相亲，一见面就问房子、车子、票

子什么的。

俗话说：“丈母娘爱郎，糍粑粘

糖。”每次去未婚妻家，丈母娘总是

笑嘻嘻地迎接，把我领进客厅，给我

倒茶水；吃饭时，不停地给我碗里夹

肉。然后，她拿来许多瓜子、花生、水

果，让我品尝。炎炎夏日，给我找来

扇子，让我扇风；严寒冬天，她给我烧

一盆炭火，让我烤火，非常热情。

有一次，岳父带领弟妹在田间

劳动，丈母娘看到我去了，不但不让

我去帮忙，反而把大家叫回家，陪我

聊天，嘘寒问暖。这件事，是后来妻

子告诉我的，至今非常感动。

谚语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

越喜欢。”“丈母娘见女婿，炖个老母

鸡。”这些生动的谚语，不就是对丈

母娘的最好讲法吗？

丈母娘对我和妻子一直十分关

心。刚结婚那几年，我在很远的乡

镇中学教书，家有六七亩责任田，父

亲在镇中学当老师，母亲年老体弱，

姐姐出嫁，哥哥分家，弟弟读书，全

家的重担基本落在我和妻子的肩

上。妻子在家当爹又当妈，忙里又

忙 外 。 丈 母 娘 看 在 眼 里 ，疼 在 心

里。一到播种、插秧、打谷的农忙季

节，丈母娘就亲自带领弟妹来我家

帮忙。

有一年的 8 月底，开学在即，我

要提前去学校报到，但还有两亩稻

谷没有收割。那是农村最忙的季

节，即使有钱也难以请到帮工。我

和妻子急得团团转。无可奈何之

际，妻子回娘家求援。丈母娘二话

不说，先把自家的稻谷撂下，把弟妹

全部派到我家打谷。大家七手八

脚，齐心协力，汗流浃背，埋头苦干，

经过一天艰苦奋斗，终于把两亩稻

谷收割回家。

“东西南北中，赚钱到广东。”上

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和妻子为寻求

心中的梦想，南下广州打工。丈母

娘非常支持，爽快地挑起带外孙的

重担。丈母娘在家给孩子洗衣、做

饭，接送孩子上学，忙忙碌碌，任劳

任怨。

有一次，孩子放学后，等到天黑

都不见回家。丈母娘心急火燎，怕

孩子去河里游泳出事。她匆匆跑到

学校问老师，不见踪影。问其他同

学，也不知道。丈母娘便发动弟妹

到处寻人。“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

全不费工夫。”当天深夜 12 时，终于

在院子里找到孩子，丈母娘走过去，

把孩子抱在怀里。

原来，孩子放学后，跟本村同学

蹦蹦跳跳回家玩去了。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如今，丈

母娘已到古稀之年，缕缕青丝变成

了一头白雪。前几年，她不慎在家

摔伤腿骨，至今走路仍然拄着拐棍，

踉踉跄跄。加上骨质增生、高血压、

糖尿病缠身，经受无情折磨，丈母娘

一下子衰老了许多。

百 善 孝 为 先 。 我 认 为 ，子 欲

孝 ，要 趁 早 。 近 年 来 ，每 逢 过 年

过 节 、岳 父 母 生 日 ，我 们 都 要 寄

钱 回 家 ，或 买 礼 物 送 给 两 位 老

人 ，以 尽 女 婿 女 儿 之 孝 。 每个周

末，我们都要打电话回去，汇报我们

的工作，询问家乡的变化、人情世故

以及老人生活、身体状况，并告诉丈

母娘，我们在外一切顺利，请保重身

体，不要牵挂。

每年春节，我们尽可能回家过

年，也是为了多看看她老人家，陪她

多说说话，聊聊外面的精彩世界。

百善孝为先。我认为，
子欲孝，要趁早。近年来，
每逢过年过节、岳父母生
日，我们都要寄钱回家，或
买礼物送给两位老人，以尽
女婿女儿之孝。每个周末，
我们都要打电话回去，汇报
我们的工作，询问家乡的变
化、人情世故以及老人生
活、身体状况，并告诉丈母
娘，我们在外一切顺利，请
保重身体，不要牵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