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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恶性的发展使人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暴雨、干旱等自然灾害已司空见惯，

这似乎并没有太多触动到人类的神经。史前文明的有无，外星文明的存否，并不

是本文要关心的，本文关心的是我们的生存环境，是我们人类本身。外星人踏足

地球时，发现地球正处于核阴影笼罩之下，他们不忍心看到地球文明重蹈覆辙，

于是忍痛割爱，留下了刚刚出生的儿子，把他冰冻在了北极。等到地球灾难来临

之前，婴儿将苏醒、成长，去拯救地球……一个外星遗孤，为了地球文明而生。

外星球和地球文明之间不应该是互相杀戮，而更应该是和平、友善。

本文运用科幻手法，借以传播作者思想的载体。本文中的主人公秦海生，虽

然被赋予了科幻的色彩，但他首先是一个普通人。他多以普通人的身份出现，这

样更便于作者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把思想散落在字里行间。

本文以北极的冰盖解冻淹没了主人公海边的家园来开篇，又以饱含主人公一

生心血的桃园的毁灭而结尾。表面上表达出对环境恶化的呐喊，更深层的却是针

砭现实社会中的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发展。

在本文中，“爱”是一坛陈酿的美酒，越珍藏会越珍贵，可能一生都没机会

打开，但只要藏在心里就是美的……对路的描写，“厚厚的雪，白茫茫一片，也

就无分为路了，自己走出来的便是路。”与鲁迅时代的路——“走的人多了，便

成了路。”形成鲜明的时代对比。文中从不同角度对“钱”进行了阐述。“两毛

钱”就能憋死人，小孩儿挡轿门挣钱以及官、钱的变通，反映了钱在当今社会的

地位。

文中刻画了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物形象。有大城市的代表李纹，通过她嫁

到农村，反映了当今时代发展中一个现象——城乡大融合。还有小城镇的代表刘

之新、刘之娟，农村的代表秦海生、秦海玉、刘影、李月明，官家子弟的代表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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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山。不同的生活环境就如一座座围城，有人想冲进去，有人想冲出来。大城市

的李纹要嫁到农村，农村的海玉要嫁到城市，小城镇的刘之娟要冲进大城市……

主人公秦海生说：“土里的‘肉牛’要经过四年的蜕变，才能变成会唱歌的蝉，

就如同考上大学的农村学生，经过四年的修炼才能脱掉一身的土气。”

文中用李纹婚礼的排场侧面反映出桃园的鼎盛。八仙楼里没有仙，八仙楼就

是他们的归宿。嫁出去的、走出去的都将由于种种原因而回到他们应在的位置。

他们的命运都已注定。众女子变成了桃园里的片片桃花，杏花雨变成了杏花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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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时入七月，虽是早晨九点刚过，却已酷热难耐，太阳底下蝉声一片。秦天海

拨通电话，把自己刚定做的新船拖向海边。

“这天儿没法干活儿！海边都这么热。”一位搬运工一边干活儿一边发牢

骚。

等船下海，已是中午时分了。秦天海先将船停好，来到岸上胡乱吃过午饭，

返回船上准备试航。抬头远望，“我的天！”远处天空黑压压一片，乌云似狂泻

的山洪向这边压来。“唉！天气预报不是说没雨吗？”他只好重新收好船，匆匆

忙忙跑进岸上的管理站。树林里的蝉声只留下凄凄的几声，时断时续，忽然一声

尖叫，一只蝉飞走了。没过几分种，暴雨滂沱，狂风大作，港湾里却依然忙乱不

停，叫喊声夹杂着雨声、风声，响成一片。蝉声是一丝也没有了，最后终于只留

下了雨声和波涛声……

等风平浪静了，秦天海返回船上，仔细查看船体，还好没有损伤。第二天下

午，浪小了，秦天海来到船上，启动马达出海试船。马达声轻松流畅，蓝色的天

空晴朗怡人，秦天海也高兴起来：“好船，好船！”秦天海加大马力，船箭似的

驶向大海深处。没多长时间，岸上的景物已模糊不清。秦天海忽然发现，前方一

大片海域银光点点，他赶忙停下船，用望远镜去看。

“啊！冰山！”

近几年持续的高温，天气异常。北极的冰块大片解冻，并通过白令海峡，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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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群一般涌向太平洋，但能到达渤海湾的还不多见。冰山的出现，给行驶的船只

带来极大不便，沉船事件时有发生。

秦天海突然发现的冰山，在左前方不足百米的地方。他放下望远镜，肉眼

已能看清。冰山高出水面一大截。仔细看还有些距离，到四周再查看一遍，的确

无危险存在了，秦天海才松了口气。他又拿起望远镜观察最近的那座冰山。突然

发现上面金光闪闪，像一团火，又像是一大块闪光的宝石，发光体被冰挡住看不

见。“是冰的反光？不对，应该是冰上有东西。”他想，“过去看看到底是什

么？”好奇心使他将船慢慢靠近冰山，越来越近，上面的东西已看得非常真切：

一个婴儿，周身红光映照。忽然，婴儿启口长啼，声音银铃般清脆，仿佛向世界

呐喊其生命的存在。

秦天海被这一幕惊呆了。看着光洁的婴儿，他想起了怀胎十月的妻子。“哇

哇……哇哇……”婴儿的啼声更加清脆了。秦天海确定这不是幻觉，恻隐之心油

然而生，他想：“一定要上去看看，祸福由天吧。”

他脱掉衣服，跳入海中，接近冰山。果然是一个婴儿，身上裹着一条红巾。

他小心地将婴儿托起，单手游回船上。刺骨的海水使他打战，然而当他怀抱婴儿

时，周身充满了暖暖的感觉。婴儿就像一个小小的火炉，向四周漾溢着无尽的温

暖。他定睛细瞧，婴儿脖子上戴一项链，一圆形玉坠护于胸口。玉坠正面：一枝

破芽初生的粉红色桃花，一枝，二叶，三瓣花，枝嫩，叶绿，花自红，红中带

粉，透着晶莹与灵气；背面是一幅阴阳八卦太极图。项链正好套于婴儿的脖子

上，柔软无比，无一接口，却无论如何从脖子上取不下来，真是巧夺天工。

秦天海用衣服将婴儿包住，启船返航。四处静悄悄，无一行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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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回到家中，已是傍晚。秦天海用膀子撞开大门，院子里看不见妻子，走进外

间，听到妻子大声的叫喊，他很快明白妻子在生产。几步跨进里屋，妻子正躺在

床上高声用力。他将婴儿放在沙发上，跪在妻子身边，握住妻子的手。

“生玉，我回来了，我去找医生。”

陶生玉看到丈夫，像是看到了希望，痛苦顿时少了许多。

“不用了，帮我用力，马上就生了。”妻子低声的说，又长长喘了几口气。

秦天海恨自己今天不该去试船，不该留妻子一个人在家。他心里一直自责，

妻子的每次叫声，都像打在他身上的一记重拳。

“生玉，生玉……”他默默地念着。

“哇哇……”婴儿出生了，是位千金。妻子放松的脸上，无力中带出一丝笑

容。

突然，屋内变成“哇哇……”的二重奏。

时光荏苒，一晃就是五年。村里人都夸赞生玉家这对龙凤胎水灵聪慧，天

海夫妇当然高兴。最初，天海为他们起名叫“秦生”、“秦玉”。三岁时，一位

算命先生路过门口，看到兄妹俩相貌不凡，定要为兄妹俩卜上一卦。天海觉得老

先生诚恳，便依了。卦词上说，“凶，家移。”天海觉得晦气，本想图个吉利，

没成想是这样，生气地让其走开。算命先生决意不走，问二婴姓名，又问其家人

几何？天海不答。旁观者中有人告之：“这家几代单传，现父母已双亡，全家四

口，男孩叫秦生，女孩叫秦玉。”老先生思忖许久，说道：“此灾有解，只需在

兄妹姓名中填一个‘海’字便可无事。”说完，仰头细看他们家里的两棵杨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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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丈许，二人方能合抱，冠状如云，色银白，观其杆而知其根深。两树像两位

门神立于正门两侧。“神也，神也！”老先生忙跪下向树磕头，旁观的都觉得好

笑。老先生站起来，对天海说：“此二树是你们家里的两个神，左阳右阴，好生

养护，必有厚报。”

说话间又是夏天了，气候越发异常，今天狂风，明日暴雨。拦海大坝天天告

急，大坝筑得像长城一样，却仍挡不住海水泛滥，海水倒灌时有发生。

有一天，政府通知有股强台风可能会在沿岸登陆，各级政府、各家各户作好

抗台风准备。海边的人什么样的风没有见过，人们并不在意。狂风带着暴雨整整

下了一天，晚饭时方小了些。院子里全是水，只好呆在家里，无事可做的村民们

很快便进入了梦乡。半夜醒来，天海突然发现屋子里已全是水，都快到床沿了。

他赶忙推醒生玉，“出事了，快起来！”匆忙间穿好衣服，水已漫上床。“怎么

办？！”生玉惊恐万分。“别怕，你我各背一个，出去再说。”海生、海玉受此

大惊，竟一个也不哭，会意地紧紧搂住父母的脖子。夫妻俩摸索着出了屋子，幸

好是自个家，路熟。水眨眼就到胸前。“怎么办？哪儿去？”生玉急得直哭。天

海眼前一亮，“生玉，游到大树那儿去，你我各抱一棵。”“天啊！救命的树

啊！”水越涨越高，夫妻俩各抱一棵，水涨就顺势往上爬，很快就抓着树枝爬到

高处。

这里已是一片汪洋。家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秦天海、陶生玉像牛郎织

女一样各守一棵大树，遥遥相望，不时还互相提醒着抓紧树枝。天渐渐开始发

亮，风雨已停，放眼望去一片泽国，隐约可以看到几丛树梢。如此大面积的海水

倒灌，谁会想到？家离海边还那么远，水灾不是没见过，可今天这样，还是第一

次，也是最后一次了。

只有静静等待政府的救援了。一天过去了，没有人来。又是一天过去了，

还是看不到希望。无水、没粮，一家人只好以树叶充饥。就在第三天上午，突然

听到了飞机的轰鸣声，已疲惫不堪的秦天海又看到了曙光，拼命地招着手。驾驶

员终于看见了他们，投下了食品、水和救生衣。正在一家人感谢上苍的时候，不

知从哪儿来的一条蛇，突然爬上了生玉赖于生存的救命树。生玉慌乱之中不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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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索性向蛇求起情来。蛇却毫不理会，一点点向上爬。秦天海折了一个树枝，

游过去。“别怕，我来对付。”一边说着一边用树枝瞄准蛇身就打，打偏了，蛇

掉进水里，箭似的向秦天海扑来，还没等秦天海反应过来，蛇已咬住了他的胳

膊。秦天海松开手中的树枝，迅速卡住蛇的脖子，蛇软了下来……秦天海渐渐觉

得全身发冷，抓住树枝却上不去。

“是不是毒蛇？”生玉害怕地问。

“不会，我长这么大，在这儿从没见过毒蛇。”秦天海低着头有气无力的回

答。

没多长时间，生玉看天海一动不动，叫也没回声，便下去拉他，却发现他已

全身冰凉。陶生玉嚎啕大哭。

“天海，天海……”

“爹，爹……”

下午，救援的船只找到了他们。可惜，天海却没等到这一刻。一家人被救上

船，却又依依不舍，生玉把丈夫折下的那个树枝捞起，又从自己待过的那棵树上

折下一枝带走，以此来纪念她的丈夫和她的家，也以此将两棵树的灵魂带走。

船越走越远，两丛树影渐渐从他们的视野中消失。生玉眼神恍惚，仿佛远处

总是有两丛树影，淡淡的、隐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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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陶生玉从政府领了救助款，葬了丈夫，带着海生、海玉投奔内地的娘家来

了。家里父母还在，由哥嫂照顾，哥哥老实，家里一切都由嫂子做主。嫂子的刁

钻远近闻名。生玉未嫁时已领教足矣，也正为此才赌气远嫁千里，只是可怜了父

母。母亲已瘫在床上多年，父亲快六十的人了，所幸身体还好。哥嫂另有家院，

没跟父母同住。

生玉回到家中，见到父母放声痛哭。父亲隐泪将女儿劝住，又多加宽慰，

见两个外甥穿着大人衣服，便对闺女说：“我到集上买点儿东西，你先陪你娘坐

坐。”

生玉坐在娘旁边，陪着娘说话。多日不见，说说东说说西，话多得就像弯弯

的溪流没头没尾。天已近中午，生玉想着爹赶集也该回来了，准备动手做饭。

生玉心里想，我领孩子住在父母这儿，嫂子会怎么想，又会生什么事端呢？

正胡乱想着，忽然门外传来一声高嗓门：“玉妹子回来了。”

生玉一听就知道是嫂子的声音。话音未落，嫂子与哥便一前一后地进来了。

嫂子满脸的笑，拉住生玉的手。

“妹子受苦了，听说你们海边淹得可厉害了，还好你这儿还有个家，缺什

么，用什么，只管跟嫂子说，叫你哥送来。”嫂子说。

“谢谢嫂子，来，坐。”生玉又看看哥哥，“哥，还好吧？”

“好，好，孩子们好吧？”哥哥看了看躲在旁边的海生、海玉，“都过来，

让舅舅看看。”

嫂子看了看他们的行李，两个树枝上挑着一个小包袱。

“听说政府给你们发了万数块的救济款，让你们买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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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那么多，只几千块。”

“才几千？够干什么？还不够吃饭呢。”

“可不是，不过现在受灾的人多，国家也有困难嘛。”

“你真是菩萨心肠，还替国家想，想想自己吧，几千块买房子是没门儿

了。”

“房子不用买，这儿就是她的家，这房子是我的，我说了算，你不用算计她

那点儿救命钱了。”是爹的声音。

“爹，你回来了。”生玉见爹赶集回来，赶忙给爹倒了碗水。

“爹，你这话可不对，我是替妹子打算，又没说要她的钱，像是嫂子来逼

小姑子的命似的。”嫂子满脸不高兴，“不过话说回来，眼下房子由你住，是你

的，可迟早应是生财的。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再回来分家产，天底下没有

的道理。”

爹气得双手哆嗦。

“有我一天，你休想占我的房子，我就是放把火烧了，也不给你。”

“不给儿子给闺女，你的心思人家明白——疼闺女。”

“我就是疼闺女，我还疼外甥呢！”说着从兜儿里掏出刚从集上买的背心，

把海生、海玉拉过来，给他们穿上。

生玉眼里含着泪。

“爹，嫂子，都怪我，我不应该回来，可不回来，我又能到哪儿呢？房子我

出钱买，不白住。政府给的几千块钱，就是让我们买房子的，我都给你们，一分

不留，你也高抬贵手，放妹妹一马，钱是少了些，可我们母子只有这些，今后父

母我管，算是补偿吧。”

“爹，你听，这可是你闺女自己说的，往后可别说我们的不是。生财，去找

二叔来做个保，写个文书，也有个凭证，今后可别说我们不管老的儿。”

“你……你给我出去。生财，带上你的老婆，回你的家去，几十岁的人了，

连老婆都管不了，就知道坐在那儿出气儿，不中用的东西，我算是白养你了。”

蹲在那儿一句话不吭的生财，突然火冒三丈，举起坐着的板凳，二话不说冲

着老婆就砸了过去，最后嘴里吐出一个字：“滚！”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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嫂子的头上被砸了个口子，血流了满脸，一只手捂住伤口，一屁股坐在地

上，嘴里一边哭喊着，撒起泼来。

生财又抄起一把铁锹。爹看儿子失了常，赶忙一把抱住儿子的腰，不让他动

弹。“爹你放手，让我打死她。”

生玉也赶忙过来劝阻：“哥，你别胡来，万一出了人命。”

嫂子见势不妙，不知什么时候，早一溜烟儿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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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许多天后，生玉还是找来了二叔。一家人都在场，写了文书，各自签了名。

父亲的宅地，是村里最早的一批，面积比后批的要大一半。正房五间，东厢

房三间。父母住正房的东屋，生玉与孩子们住西屋，中间为较大的客厅，厢房放

些东西。院子前后隔成俩院，前院栽满了树，后院为生活院。前院原有的大树，

在去年大侄子盖房时全部伐掉了，刚栽的新树苗还未缓过秧来。后院种些花草，

无西厢房，显得挺大。西墙边种有一棵桃树，一棵杏树，靠正房墙根儿处种有一

丛牡丹。院子的中间，是一条用碎石铺成的小路，小路把门庭与正房相连，与牡

丹花对称的另一侧是口水井，井口封闭，压水使用。陶生玉把带来的两个杨树

枝，分栽于门庭前面的两侧。说来也怪，这两个树枝真像有神灵护佑似的，居然

顽强地活了。

一晃又是六、七年，海生、海玉已念初中。这几年几乎年年大旱，生玉与父

亲在干裂的土地上，天天为水而奋斗。生玉虽然每天累得直不起腰来，可一想起

孩子，心里有希望也就不觉得太苦。这一生对生玉来说，还有什么所求？最大的

希望是盼儿女长大，有出息。

海生、海玉已懂事了，放学回来，总是先到地里帮母亲干活儿。两个孩子天

性聪慧，考试成绩很好，班级排名总是第一名海生，第二名海玉。

过度的劳累让生玉病倒了，这一病就是一场大病，躺在炕上直说胡话。发病

时又正好是半夜，海生、海玉吓得不知所措，赶忙叫醒姥爷。姥爷打发海生去找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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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生也顾不得害怕了，大着胆子跑进黑夜中，白天那些熟悉的东西在黑夜里

仿佛都藏了起来。海生的心嘭嘭直跳，总觉得后边有人跟着他似的，回头一看什

么也没有。海生继续跑，又觉得后边有动静，回头一看是一条狗，眼见只有几尺

之遥。海生弯腰拣了块石头，那条狗就像有预感一样来了个急刹车，回头就跑，

跑出老远才停下来，扭着头看着海生。海生猛然加速快跑，没多远就觉得后面不

对劲儿，一回头发现那条狗又追来了。这次更险，马上就要咬着脚后跟儿了，海

生顺势飞起一脚，正好踢在狗的下巴上。“汪汪”那条狗狼狈地逃走了，这回是

真的跑了。海生此时胆子更大了，很快就来到了医生家。人家门闭得紧紧的，海

生便用两只拳头砸门。

里面的灯亮了，问：“谁呀？”

“我娘病了，你去看看吧。”

“谁家呀？”

“我是海生。”

“噢，你先回吧，我随后就到。”

“你可快点儿。”

海生回去时又碰到那条狗。它看见海生走过来，先是全神贯注地警惕着，随

后又亮出准备逃跑的姿态。海生不紧不慢地走，快到自家门口时，再回头，那条

狗站在门口远远地看着他。

医生终于到了，号了脉又问了问，说：“打一针吧！打一针就没事了。”看

医生的神态，好像娘的病并不严重。打完针，医生走了，娘不再乱语，姥爷也睡

去了。海生、海玉躺在娘身边，谁也睡不着。天快亮时，娘突然张着嘴像是在说

话，更像是要大声喊叫，却又不能，着急的神态像是被什么东西控制了，急促地

吸着气。海生汗毛孔直竖，猛然间，急出一身冷汗。此时，他感觉到自己浑身充

满了热流，周身彤红。红光蔓延到娘的身上，她的呼吸神奇般地匀了下来，脸上

的表情也渐渐平和了。海生又恢复了正常，他推了推娘。娘睁开眼，惊讶地看着

孩子们，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娘，你昨晚病了，还直说胡话呢！”海玉说。



011

生玉坐了起来，叹了口气：“唉！我说怎么这么累！”说着用手擦了擦额头

上已变冷的汗水，“我昨晚梦见你爹了，说了好多话，也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

正说着，我跟你爹又想起你们来。不知什么时候，也忘了在什么地方，把你们俩

丢了。可把我跟你爹急坏了，一直找你们……唉！原来是场梦，早知道是梦就跟

你爹多说会儿话。”

海生、海玉靠在娘的怀里。海玉对娘说：“娘，你病了我们好怕，刚才哥哥

着急的时候身上彤红。”

“别胡说！娘看看，生儿没事儿吧？”

天一擦亮，生玉就起来，到门口的两棵大杨树下，各点了三炷香，嘴里“么

么”地念了一些话，眼光慢慢地从树根移到树冠。两棵杨树已比碗口还粗，高耸

挺拔，树冠撑开就遮住大半个天，树叶在风中哗啦啦作响，像是对她说着什么

话。也许只有生玉才能听得懂，她是在用心灵去听，用虔诚去听。海玉说她哥哥

身上彤红发光，生玉虽没看见，但其实她是信的，她知道海生是怎么来的，但真

正的来龙去脉，连丈夫都说不清，她怎么明白？但有一点她是信的，海生的来历

有些蹊跷，他怎么可能在海面上活下来，还是在冰块上？有总之海生的到来，她

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家没了，丈夫走了……她自己觉得这也许就是命，这

一切也使她越发信命了。不过，对海生她并没嫌弃，吃自己奶长大的孩子都是亲

的。有时候她也瞎想，海生会不会再妨他的妹妹？当然，只是想想，她是决不会

对别人说的。但她总还有一些不放心，终于决定也为海玉做一个与海生一样的玉

戴上。

平时，海玉也常问娘，为什么哥有玉，而她却没有。海生也觉得一个男生倒

戴这个东西，私下常常想摘下来给妹妹。难的是，项圈怎么也摘不下来。问娘是

怎么回事，娘只是说：“你刚生下来时，有人说你命硬，戴上此玉，把你锁住，

如今你长大了，脖子粗了，怎么摘得下来？孩子记住，此玉不可摘，此玉若不

在，你就没命了。闺女，你也有一块玉，大了娘也给你戴上。”海玉听娘这么说

也就高兴起来。

今天，生玉终于下决心要把丈夫家的传家之宝，也是丈夫留下的唯一值钱

的东西——金链玉坠，给海玉戴上。早些时候，她一直戴在自己身上，回到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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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收了起来。其实，金链玉坠是早晚要给海玉的，只是怕海玉小弄丢了，如今给

她戴上，以免她的心里总不平衡。只是这块玉与海生的不大一样，海生的是一块

圆形的玉，正面一枝破芽初生的桃花，背面是阴阳太极图。而此玉，形状虽为圆

形，两面却无字无图。生玉想找个匠人也刻个图案，让海玉的跟海生的一样。

说来也巧，一天街上来了个刻画的艺人，手巧得很，在钢笔上三下五下就

刻出个凤凰来。生玉动了心。等海生、海玉放学回来，生玉将艺人叫到家里，让

艺人照着海生的图样，在玉坠上也刻上画。艺人叫海生把玉摘下来，生玉赶忙

解释，“已摘不下来，此玉是出生时带上的，无接口摘下不来，你看看不就行

了。”说完让海生从内衣里把玉取出。海生的玉一般放在内衣里面，不知情的人

是不知道的，此玉也只有家人见过。

艺人用手捻了捻玉面，心中顿时荡漾起一种说不出来的轻松愉快，绵绵的似

婴儿的肌肤一般。突然，艺人的手一抖，把玉丢开了。

海生忙说道：“背面你还没看呢？”说着把玉翻过来让艺人看了。

艺人再没动手，他又从生玉手里接过玉坠，看了看说道：“此玉质地太硬，

不好刻，只能画。”

生玉答应了。艺人的手的确巧，三笔二笔画了出来，前后不过几秒钟，画得

却是逼真极了。全家人都夸奖艺人的高超手艺，艺人收了钱就匆匆离开了。

进入伏天，热得难受起来，蝉的叫声也变得焦躁不安。累了一天的生玉回到

家里疲惫不堪，又赶忙到锅头上做饭。爹坐在一边抽烟，娘在炕上坐着。海生、

海玉放学一回来，放下书包便找东西吃，生玉说他们像饿狼似的。饭后，两个孩

子安生下来，到里屋写作业去了。父亲说困了，先去歇着了。这时，生玉也感到

全身松软，眼皮只想合。生玉也没多想，大概是白天太累了，碗也没洗，也到炕

上睡了。

这时，天已黑透。院里出来一个黑影，探头探脑地向屋内窥视。海生、海玉

在灯下安安生生地趴在桌子上。黑影窜进屋里，直奔海生而去，先捅了捅海生，

看海生没动，迅速将手伸进海生的脖子里，揪出项链，顺着找锁口。奇怪，真得

没有接口！小偷急忙从口袋里拿出早就备好的钳子，想用钳子将项链剪断。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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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力的刹那间，突然一道火光四射，小偷像受到电击一般被打出老远，直挺挺躺

在地上。海生猛然惊醒，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看到一个陌生人躺在地上，妹妹

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海生不由的毛骨悚然，便喊：“娘，娘。”连叫几声，无人

回答。再大声喊，还是无声。海生本能地意识到家里出事儿了，跑到院里上房把

邻居们喊来。邻居们还在乘凉，听到喊声纷纷赶来。见此情形，有人说，“一定

是这个人下了药，来偷东西，别说什么了，赶快救人吧。”于是，大家分头儿忙

了起来，有去找医生的，有报案的，有去开车的……吵吵嚷嚷，将海生一家人连

同那个小偷都送进乡医院。生玉、爹、海玉，还有那个小偷都被救醒了，唯独娘

醒不来，老人最终是永远地睡着了。小偷醒来后就被民警带走了。有人认出，小

偷就是那个走街串巷刻画的艺人。

生玉的哥哥见娘被人药死了，吵嚷着到派出所要亲手杀了那个小偷，被派出

所的人劝了回来。生玉一家人已没空儿去管那个小偷了，由警察处理去吧，接下

来几天里忙着发孝送葬老娘。

夜深人静的时候，生玉来到大杨树底下，烧香磕头，祈求平安。村里已传遍

了：生玉家里有块非常值钱的玉。什么事情都怕人传，越传越远，越传越离谱。

一个女人经受的太多了，也就不太在乎别人的议论了。生玉把小偷放过药的水缸

砸烂扔进沟里，也把家里的晦气扔出去。

娘去世后，嫂子不时地来串门了，说说闲话，没事儿坐坐。一天，嫂子赶来

说：“那个小偷全都说了。他在玉上刻画时，看到海生那块玉，就起了坏心，好

几次想在海生上学的路上动手，只是海生他们有伴，没有办法下手，就想出了那

么个毒计，白天趁没人注意他先躲进厢房……”嫂子一边说着一边又招呼海生，

“生子，出来让妗子看看，到底是块什么样的玉，让那个小偷财迷心窍。”

海生扭扭捏捏地走过来。

生玉在一边说道：“拿出来，让你妗子看看。”

海生不情愿地从内衣里面摸了出来，就到妗子身边。

妗子用手托起来看了看，说道：“真是个宝贝。怪不得人家都说它值钱，摸

它一下，那感觉怎么说呢，嘘……”妗子嘘了起来，没再说话。

“嫂子，你别听外人乱说，其实，不过是一块好看的石头，哪是什么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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