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小说

２０18 年 1 月 22 日 星期一

组版编辑 程文琰 Ｅ－ｍａｉｌ ／ zkwbtsn@163.com 铁水牛 1155

妈妈去哪儿了
■邵远庆

������母亲近期的行踪， 愈发显得飘忽
不定和神秘莫测了。

这种离奇现象表现在父亲去世之

后。母亲经常天不亮就起床，简单洗漱
后，便像做贼一样，悄悄骑上那辆破旧
自行车独自出了门。 母亲身体还算不
错， 但毕竟已年逾八十， 走起路来步
履蹒跚， 花白的头发每天如深秋的树
叶一样往下掉，乍一看，倒像一团突兀
的拖把头儿。 到底哪儿来的那么大吸
引力， 让一个连走路都摇摆不定的老
人，甘愿起早贪黑、不辞劳苦地摸黑前
行？

不愿让母亲早出晚归的原因，主
要是从安全方面考虑的。 城市的道路
虽然平坦，但是个别年久失修的地方，
仍少不了有凹坑出现，遇上阴雨天气，
伪装后的凹坑便如怪兽的一张张血盆

大口，单等着一些“倒霉蛋”在此人仰
马翻。此外，“马路杀手”也成为创造交
通隐患的主要因素之一。 每次看到马
路上被围得水泄不通的事故现场，我
便提心吊胆， 生怕地上或卧或坐的那
个人，会是我的母亲。

父亲在世的时候， 也存在类似习
惯。但是那时是两个人，有母亲和他一
路相伴，万一出现磕磕碰碰的，相互之
间有个照应， 最起码多了个 “通风报
信”的人，这让我那颗始终为之不安的
心，多少增添些慰藉。

父亲和母亲都是从轴承厂退休的

工人。从结婚那天起，父亲没离开过母
亲，母亲也没离开过父亲。俩人没谈过
恋爱，感情基础却坚如磐石，用“情深

似海”一词来形容，一点儿也不为过。
年轻时上有老、下有小，吃苦受累大半
辈子，退休后，属于他们的好日子才算
真正开始，工资年年上涨，节节攀升。
按本地的消费标准， 父亲和母亲每人
每天吃个猪肘子、吃“关德功”的烧鸡
都绰绰有余，但是俩人节俭惯了，看眼
前尽是好东西，却不知道钱往哪儿花。
刚退休那阵子， 父亲和母亲都是自带
干粮出门的。除了硬邦邦的馒头外，母
亲搜集了好几个空纯净水瓶， 里面灌
满凉白开，把自行车篓撑得满满的，一
天的伙食算是准备完毕， 然后就走哪
儿吃哪儿了。也就在最近几年时间，许
是看儿女皆已成家立业， 身后再没任
何后顾之忧了， 父亲和母亲的消费观
念才像气球上的脸谱图案一样逐渐放

开———俩人终于在午饭时间， 舍得掏
腰包喝上一碗烫嘴的胡辣汤了。

看到家里质量低劣的盆盆罐罐莫

名地增加，我不由心生好奇，便问母亲
来源。母亲像个犯错的孩子，始终吞吞
吐吐，不愿道出事情的原委。后来经过
打听，我才知道俩人一早外出的原因：
他们去“听课”了。一些外地来的人，抓
住老人贪占小便宜的心理， 以免费听
课且有礼品相送的方式， 达到自己高
价推销劣质产品的目的。 免费赠送的
礼品，除了盆盆罐罐外，还有不知名的
牙膏、化妆品、药物等，皆是些不值钱
的玩意儿。但是他们所推销的产品，全
与“健康”有关，而且价格高得惊人，少
则数千，多则上万。 说白了，一群披着
白色外衣的江湖骗子而已。

我曾多次阻拦父亲和母亲， 力劝
他们不要再去听课， 以免今后吃亏上
当。 父亲没说什么， 母亲倒是竭力辩
解，说他们只是听听而已，绝不会乱花
钱。

我只能提醒他们，常在河边走，没
有不湿鞋的时候。

果然，没过多久，我发现家里多了
一台净水机。 我便问母亲， 多少钱买
的？ 上当了吧！

母亲仍据理力争， 说你只管装上
吧，它能保证让一家人不生病哩。

缺少说明书，我像“盲人摸象”一
样摆弄半天，结果净水机没装好，反把
两个脆弱得跟冰棍儿似的塑料接头给

生生掰断。我气得七窍生烟，赌气将那
台报废的净水机丢进他们房间。

现在， 我怀疑母亲清早外出的目
的，依旧是那种根深蒂固的“贪念”在
作祟，为那些不值钱的盆盆罐罐、即将
过期的牙膏或药片而拼命奔波。 吃亏
上当是小事，身体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我咋向长眠于地下的父亲交代？

这天，我破例起了个早，并趁母亲
不注意，悄悄尾随。母亲颤颤巍巍地从
车上滑下来的地方， 竟然是父亲的墓
地。

我看见母亲掏出手绢之类的东

西，弓着腰，趴在父亲的墓碑上一遍一
遍地擦拭，嘴里说，他爹，我又来找你
说话哩……

我当即泪如泉涌，大声对母亲说，
妈，我终于知道您去哪儿了！

川汇区诗词学会
丁酉年踏雪寻梅
作品选登

■刘永德
鹧鸪天

雅约城东不畏寒， 功名余事慕
清闲。 赏冰宜走湖前路，观景还看雪
后山。 飘五更，覆千般，琼枝玉树
现三川。 满园踏遍寻梅蕊，终见黄花
绽笑颜。

■薛顺名
湖畔邀友踏雪留吟

东园梅放西山亮，碧水黄芦景任裁。
飞鸟偶观石上立，游人远唤雾中来。
稚童滑雪心无主，远客推声情满怀。
薄暮寒烟空历历，回头再赏胜蓬莱。

雪后赏景三章
一

寒风侵碧水，残雪覆长堤。
曲径梅花瘦，冰湖玄鸟稀。
路滑牵墨客，日暖宴石矶。
邀聚阳春后，闲亭唱柳笛。

二

诗邀寒雪后，湖畔沐香风。
幽岸疏竹短，雀巢高树空。
古稀吟栈道，孺子戏薄冰。
回望土山远，半酣焉敢登？

三

一元刚复始，邀踏李园春。
欲跨仙国界，恐惊瑞雪魂。
疏林亲远客，玄鸟眷游人。
唱和无归意，上言感浩恩。

(新韵)

■刘文德
鹧鸪天·踏雪寻诗

踏雪赏梅花未开， 搜肠刮肚凑
诗材。 矮墙偶见花枝展，妙句即随灵
感来。 开画境，敞诗怀。 明珠美玉
任铺排。 阳春三月花争艳，锦韵华章
细剪裁。 (新韵）

■路开
卜算子·踏雪寻梅

诗友冒奇寒，齐聚公园处。 为了
寻梅遍采风， 共踏冰雪路。 冷亦

不觉寒，细访林间树。 忽见腊梅道畔
迎，喜占梅花赋。 (新韵)

■曾广彬
浣溪沙·冒雪访梅

梦里三番已在途， 尊前及至早
痴如。 老梅树下变花奴。 枝底徘

徊还任笑，雪中倾倒亦休扶。 冷香饮
罢一年无。

踏莎行
冻柳扶风，寒芦飐水。 野凫冲雪

轻飞起。 四围一派白茫茫，众生都浸
泠光里。 瘦竹如人，嫩冰似纸。 栏
杆尽处谁闲倚？ 草灰旁露一痕青，向
天犹诉心难死。

鹧鸪天·冰凌
无定生涯幻亦真， 在渊为水出

山云。 化形成雪无悲喜，滴泪凝寒有
果因。 千法相，一神魂。 后生原本
自前身。 高悬檐下人同鉴，证此冰心
未染尘。

下雪的日子
■宁高明

������在我很小的时候， 村子里有很多
黄鼠狼， 它们总是在下雪天跑出来祸
害人，将农户家养的鸡子叼走。那时候
农户养一只鸡子并不容易， 养一只鸡
子就等于开了一家小银行。 可不知为
什么， 那个时候总有那么多下雪的日
子， 总有那么多在雪夜跑出来的黄鼠
狼。

如果没有黄鼠狼来捣乱的话，下
雪的天气应该是很美的。 大团大团的
雪花从天空中落下来， 飘飘洒洒像舞
动的精灵，给大地披上一层洁白的纱。
这个时候的村庄、 田野， 到处都是白
茫茫的， 那份纯净妙不可言。 可惜的
是， 我们那个时候的生活不好， 农家
有存粮的不多， 为了节约粮食， 每天
只能吃上两顿饭。到了晚上，我们只好
饿着肚子早早地钻进被窝。

冬天夜长，天气又非常寒冷，我们
好不容易进入梦乡， 可在沉寂的夜色
里总会有一阵鸡子撕心裂肺的尖叫声

打破村庄的宁静，是黄鼠狼偷鸡子了。
我的父亲来不及穿衣便冲了出去，他
吆喝着，声嘶力竭，两种尖厉的声音混
合在一起，在村庄的上空晃荡，渲染成
恐怖的氛围，不断地刺激着我的耳膜，
震撼着我幼小的心灵。 我吓得大气不
敢出，将脑袋缩进被窝。

这种事情发生得多了， 我的胆子
也大了起来。有一年的冬天，也是一个
大雪纷飞的夜晚， 我们熄灯不到半个
小时，院子里便传来鸡子的叫声，我来
不及穿鞋就冲出屋子， 黄鼠狼已拉着
一只鸡子从墙下的水道钻了出去。 等
我打开院门跑出去时， 我家的那只母
鸡正尖叫着往前跑。 我像我的父亲一
样，大声吆喝着，冒着扑面而来的寒风
和雪花， 踏着脚下厚厚的积雪追了上
去。我速度很快，不过半分钟的时间便
追上了。只见那只母鸡往前一栽，再也
没有声音了， 一个巴掌大的影子在我
面前一晃，飞也似的去了。在雪光的映
衬下，我看到了一只小小的黄鼠狼，竟
然和一只大老鼠差不多。

鸡子没有活下来， 第二天早饭加
了一道清炖老母鸡。

雪依然挥洒不止， 我吃过清炖老
母鸡背着书包去上学。 这是我上学以
来第一次下雪， 我走在铺满积雪的路
上，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心里
充满好奇和压抑不住的兴奋， 我感觉
自己长大了好多， 小小的黄鼠狼再也
不是我心里的阴影， 纷纷扬扬的大雪
也不能阻止我前进的脚步。 我坐在没
有门窗的教室里， 凄厉的北风裹挟着
美丽的雪花吹进来， 落在我们的头上

和书桌上，渐渐地我们成了雪人，教室
里也白茫茫一片。

美丽的女老师教我们歌谣：
下雪的时候

教室变成了一间白房子

没有门

也没有窗

我们就在这房子里走进知识的殿

堂

我们不是在唱，而是在吼，声音嘶
哑，伴随着上下牙齿打战的声，回
响在校园的上空。 嘴里的热气在教室
里缓缓上升，弥漫了整个教室。

我的世界就是从那个下雪的早晨

开始的，并逐渐在我的面前鲜活起来，
从此我的路越走越宽， 从童话般的乡
村一直走进美丽的城市。

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