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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绿水青山杨柳风 

山溪，流过绿色的山村 

背靠凤凰岭的槐花村当间儿，有一条曲曲弯弯的小溪流，多旱的天儿不干，四季流水不

断。 

小溪两旁，门口儿对门口儿住着一对儿老姐妹：大婶和二婶。 

大婶的独生女儿在县城绣花厂当工人，她爹在乡里当干部，这爷儿俩经常不回家。 

大婶在家里落得清闲，可就是闲不住，除了种一亩责任田，便在家里养了三只鸡，四只

鸭，还在院里栽了一大片各种花草，有的连大婶自己也叫不上名来。她只是为着好看舒心，

粉头挂脸儿的，五颜六色的，吸引着好多人来串门儿。串门儿的人是奔着看花儿来的，顺便

讨走一棵花儿，大婶嘴上心里都是乐的。 

二婶家里也是三口人。儿子在县卫校读书，是考上的中专生，已是上了三年学，今年暑

假毕业，他爹在乡制灰厂开汽车，爷儿俩也是经常不回家。 

二婶也是个勤快人，看对门儿大婶养了鸡鸭，种了花花草草，她也别出心裁，养了两箱

蜜蜂，种了好多小树苗儿。碰上谁家大人老小有了病，二婶就端上一茶杯蜂蜜送上门去，说

喝了能去火减病。因此，来二婶家串门儿的人也不少。串门儿的乡亲看看飞来飞去的小蜜峰，

觉着怪好玩儿的，有时还顺便挖走几棵小树苗。 

大婶、二婶这老姐儿俩人缘儿都挺好，可谁也不怵谁。表面上嘻嘻哈哈，言来语去，很

是和气，心里却暗比着，谁也不愿输在谁眼底下。 

一条绿色的小溪从老姐儿俩门前流过，老姐儿俩为串门方便，聊天顺当，便在对着门口

儿的溪流中间架了一座小木桥。 

一天，二婶过来对大婶说： 

“她大婶，你猜我过来啥事，嘿，你那大侄子在乡村实习，对独生子女户的保健防病做

出了贡献，治好了很多人的大脖子病，你看，这是那彩云岭乡的乡亲为感谢他送给他的核桃，

捎家一口袋，这不是，我拿几个给你尝尝。”二婶边说边从裤兜儿里掏出十几个油光油光的

核桃来，递到大婶面前。 

大婶脸上挤出很多笑容来，说：“哎哟，可出息了，这核桃可真香，我吃，我吃，哈哈

哈。” 

大婶的大嗓门笑得山响，说：“我说不是，还是儿子好不。” 

二婶脸上笑出得意来却摆着手说：“还不怎么着呢，瞧你说的。”二婶边咯咯地笑着踮着

脚儿走过了绿水小木桥。 

过了几天，大婶来到二婶家，老远就甩开大嗓门： 

“他二婶，给你送条花桌布来，你瞧，这布上的鸳鸯戏水图哇，跟活的一样，听说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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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花厂跟外国订了好多好多合同，那老外呀说这是什么工艺，值钱着哪，又听你那大侄女说

呀，能为咱们县赚好多钱。几百万块都挡不住。这不，给家捎来几块，这块好的，点名让孝

敬你。” 

二婶的心咯噔一下子，忙脸上笑着说： 

“我早听说大侄女会设计新样子，绣得真好哟，我收下，收下。还是我说得对不，闺女

呀就比儿子手巧。” 

大婶从心缝儿里往外乐，说：“还不怎么着呢，瞧你夸的。” 

大婶喜眉喜眼儿地跨过了绿水小木桥。 

老姐妹儿俩不知串了几个来回，心里却暗暗叫着劲儿。串门儿串到了盛夏。 

蝉儿树梢鸣琴，绿色的溪流飘来玉米花香。 

老姐儿俩在小木桥中相遇。 

大婶捧着个金字红本儿，二婶也双手举着金字红本儿。二婶嘴快，说： 

“她大婶，你大侄子中专毕业了，瞧，这是毕业证书。” 

“她二婶，你侄女蔫不叽儿地用了几年功，没想到市绣花厂请她当设计师；你瞧，这不

是聘请书吗。” 

二婶忙说： 

“我说是闺女巧不，生是比中专高一格儿。” 

大婶亮开大嗓门： 

“还是儿子好哟，正儿八经的中专生。” 

老姐俩笑脸对笑脸，笑眼对笑眼，拍着手儿说： 

“有男就有女，有女就有男，男孩女孩都一样！” 

“是呀，天长地也长，水长路也长。” 

弯弯曲曲的绿色小溪，飘着花香流过绿色的心田，流过绿色的山村。 

弯弯桃河水 

村外的桃花开了，是桃花的胭脂染红了夕阳呢，还是夕阳的红唇吻红了桃花？林旁的拒

马河水流着红云，浮着夕阳，漂着片片桃花瓣，弯弯曲曲流过小桥。 

“哎，老师您回来了。” 

清脆的话音像银铃响过了小桥。 

村里刘莲香刚上初一的儿子刘柱子，在对岸桥头毕恭毕敬地站着。 

村外小桥是我下班回家的必经之路。我很不情愿地下了车，爱理不理的。前几年，刘莲

香和我搞过对象。她爹妈硬逼着她把我这个“臭老九”甩了。也在这小桥桃林旁，淡淡桃花

点点泪，她哭着和我分手了。虽说以后都成家了，孩子也都不小了，可见了面，我仍不理她，

可她孩子没得罪我呀？ 

我过桥问刘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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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子，有事吧？” 

“听说为让学生住校，您让宿舍了？” 

“你想住哇？” 

“我想上好中学，考大学，我妈让我来求您。” 

我仍推托说：“我不顶事，回去跟校长说说，你听信儿吧。” 

说完蹬车欲走。 

“王老师叔叔，您让了宿舍，提名住校您有优先权，您就让我去住校吧。” 

这孩子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倒会说话，又是老师又是叔叔的，小嘴巴真甜。 

又一串甜亮的童音，拽住了我的双脚。 

“王老师叔叔，我一定争气。不信，您看成绩册和作业本。” 

孩子恳切的话，充满信任的目光，使我不得不低下头，从他一双小手里接过成绩册和作

业本。没想到各科成绩都在 90 分以上，语文作业本上的字写得清秀、端正。看来这孩子很

有培养前途。我这才认真地看了刘柱子一眼，白胖的圆脸蛋儿，鲜艳的红领巾，雪白的汗衫，

天蓝色的裤子…… 

这就是前几年，像个小花子似的，穿一身破烂儿，又黄又瘦的刘柱子？ 

是呀，那几年呀，能怨她吗？如果不怨她，那就更不能难为孩子了。 

我忙说：“柱子，明天就住我宿舍吧。” 

“王老师叔叔，您真好！” 

“好。” 

刘柱子扑上来搂住我脖子打坠溜儿，我把他放下。 

他随手拣起一块薄石片。 

“王老师叔叔，我给您打串水葫芦玩儿。”一串串白花儿开在桃河水里，溅起了片片桃

花瓣。我也心花怒放。 

晚霞满天。山村，桃林，流水，小桥，人家，全披上粉红的轻纱。 

梨花一枝春带雨 

弥弥漫漫的春雨，是梨花的胭脂，花瓣上挂着细密的水珠，显得那么香甜，素雅而透明。 

梨园，路旁站着一个身穿绿花蓝雨衣的姑娘，梨花一样白的脸蛋儿透着粉红。 

她比柳叶还好看的眉毛下，那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睛一转，对身边呆立的小伙子说： 

“嗨，春田哥，梨花香不香？” 

“噢，香。” 

春田穿一身天蓝色秋衣，两条裤腿撸到膝盖下边，红乎乎的脸庞上，一对黑棋子般的大

眼睛一眨一眨地盯着前边的山路。 

姑娘梨花是想让他夸自己，他心不在焉的神情使她有点生气。她用手指一捅他那怕痒痒

的胳肢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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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听见哪，梨花香不香？” 

“嘿嘿，香香，香。” 

春田边躲边笑着说： 

“你就知道梨花香，你知道是谁栽的树吗？” 

“哼，就你知道！” 

沉着脸的梨花把身子扭向一边儿不理他了。 

慌了神儿的春田赶忙说： 

“梨花，别生气呀，我是说别忘了当年栽树的老主任。” 

稳住了神儿的春田偷着瞄了梨花一眼。 

梨花气呼呼地说： 

“你说咋办？” 

春田吞吞吐吐地说： 

“老主任把村里干部精简了三分之一，很多人先富了，他却没富起来，却把这摇钱树包

给咱们，他年纪大了，退了职，咱不能不管呀，承包果园，理应有老主任一份。” 

梨花横眉怒目地说： 

“你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春田没想到她会这样，思忖了片刻，把牙一咬，心一横，说： 

“是真话，你看着办吧！” 

没想到梨花却咯咯地笑了。 

“行，这还像个男子汉，请老主任当顾问，动嘴不动手，这是先给他的一个月工资。” 

梨花边说边从衣兜里掏出十张“大团结”，冲春田脸一晃。 

两双手儿紧紧握，两颗心儿跳着一个音。 

“哈哈哈哈，顾问当定了，钱可不要。” 

两双大手儿连忙甩开。 

老主任拄着枣木拐棍，从梨树后走出来。 

梨花和春田一边一个，搀扶着老主任走进梨花深处…… 

买 车 

金光大道艳阳天，条条公路通北京。高速路从片石村边通过，占了村东一溜子地，国家

赔偿了 50 万元。村干部和村民挺高兴，都在议论这些钱怎么花。 

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召开联席会，会上一致认为，50 万元钱应为村民办点好事，应改变

村办公室面貌，装修办公室或买辆小卧车，这样招商引资办企业，到镇、区开会，到外边办

事也方便。 

党支部书记山峰说：“各位支委、村委委员的建议都很好，我们是个穷村，应先办个村

企业，为村民建造个健身公园什么的，这样，明天召开村民代表会，在会上全体村民代表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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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决定。” 

第二天上午，全村每 10 户一名村民代表共 32 名代表全到齐。会上代表们纷纷发言提建

议，说，村支部山峰书记说花 10 多万买个桑塔纳轿车，虽然应该买，但是先往后靠，先为

村民建个健身公园儿。说是张老伯说得对，先建村公园，老人可健身、散步，安好健身器材，

可以活动活动筋骨。说公园建几个石桌、石凳，中年人可以下棋玩牌。说公园里建个露天简

易球场，小青年可以打打篮球，或玩乒乓球儿。 

七嘴八舌大多数都同意先建公园，先不买车。 

最后，山峰书记说：“形成两种方案，举手通过，先同意买桑塔纳小轿车的举手。” 

会上只有五个人举手表示赞同。 

山峰书记说：“5 票，手放下。第二个方案：同意修建村民健身公园的举手。” 

手都举起来了。 

山峰书记说：“大家看清楚了，一共连支部委员 3 名算在内，32 票村民代表票，一共 35

票全票通过。 

山峰郑重地在村代表会议记录上签字。说：“我代表村党支部同意村代会决定，先不买

车，用其中的 30 万元为村民建健身公园。” 

村代会代表全部站起来鼓掌。 

会场上掌声如潮。三个小时的会议没有一个抽烟的。 

山峰说：“为保质保量，请村代表监督财务使用和施工情况，我代表支部表态，村民不

富起来，我们不买小轿车，不装修高档村办公室。” 

春节前，在鞭炮声中，村代表自发为村党支部到镇党委送锦旗，“村民的贴心人”，以表

彰村党支部不买车先建成村民健身公园。 

镇党委、镇政府领导非常感动。 

来镇里投资的几个外商看到片石村党支部村委会的爱民精神和朴实的作风，决定投资在

片石村建厂。 

慧眼菩萨 

白天开满粉红色花朵的夹竹桃，夜晚显得枝叶更加浓密。马婶头发上挂着几片花瓣，弓

背弯腰，从花叶间向屋里偷看，屋里日光灯照得亮如白昼，屋外薄云遮月。听窗户根儿本不

光明正大，她屏住气，可该死不死的蚊子，专找露肉的地方叮，她一手提着才从小铺买来的

月饼，一手轻轻赶蚊子…… 

马婶总不相信，春三月老师是五十岁的“老姑娘”，她在村街上碰见她好几次，春三月

老师领着几岁的小孩在玩，看样子十分开心。哼，她至今没结婚，当然就没儿子，没儿子哪

来的孙子？ 

马婶很纳闷，又恍然大悟，春老师是老大学生，知识分子，想必是跟这人恋一阵子跟那

人恋一阵子，作风大概不怎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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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婶外号“慧眼菩萨”，不是说她菩萨心肠，是说她双眼爱瞧闲事，好传闲语；什么也

瞒不了她，可又有点捕风捉影。这是第三次偷听人家窗根儿了。只见春老师从里屋拿出一个

长圆形像葫芦似的鹿茸匣子，说：“小汪，这送给你。” 

“老师，您把钱都买这个了，可身体……” 

“我身体没事，以后你不要再给我寄钱，暑假里我给你带孩子，你专心复习，考研究生

吧。” 

“老师，您胜似亲娘，我养您老。” 

有了一个孩子的小汪，眼泪像帘子雨。只听小男孩甜甜地叫一声： 

“奶奶。” 

“哎！” 

“奶奶。” 

“哎！” 

屋里的老少三代全笑了。窗外的马婶也不禁笑出了声。 

“谁？” 

小汪从窗子探出头，跟马婶差点碰上脑袋。“是我。”“快进来，外头凉……”春老师竟

兜了“后路”。 

马婶走进屋，用手遮灯光，说是怕晃眼，又自我解脱：“怕误了你们说话，我才站了不

到一袋烟的功夫。” 

经春老师简单介绍，原来汪秀芳是个孤儿，是春老师资助她上学，直到考上大学。现在

她在市歌剧团工作，又要考研究生了。 

马婶用手胡撸一下涨红的脸，对春老师说： 

“这长葫芦匣子倒挺新鲜，装什么好衣服呀？” 

“哈哈哈，这是小提琴。” 

“哟，小汪，给你大婶弄段，让我这乡下大妈也听听洋胡琴。” 

汪秀芳拉了一段马婶能听懂的“洪湖水”的曲子，放下琴，问她：“您深更半夜，找春

老师有事？”“慧眼菩萨”灵机一动，“哟，你不问差点忘了！”她把那包月饼送给春老师，

说：“我儿子马驹子也在您班里上学，您终日跟他操心，我给您买了两斤月饼。”春老师忙说：

“我不能收。”马婶连连摆手，“这不是走后门，有事我兜着！” 

听窗户根儿叫人捉住，又搭上一包月饼，马婶若有所失，本来是做“贼”，却结识了一

个真正的好人，又大有所得。第二天，马婶脖梗子肿起几个紫疙瘩，村里刘奶奶问她：“钻

狗洞子把脖子刮了？”她一愣说：“噢，昨天摘葡萄叫蜜蜂蜇的！” 

亲闺女 

夏季的天气像小孩脸，说变就变。刚才还是一轮明月挂在柳梢头，只一眨眼皮的工夫便

是风卷柳丝云遮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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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花躺在铺着鸳鸯戏水图的粉红色床单的双人床上，一双无神的凤眼呆望着窗外柳梢上

忽明忽暗的月亮，她的思潮也像漫天翻滚的乌云，滚滚翻翻。 

丈夫出差前那期望的目光，印在她心灵深处，可是她仍没表示什么，只是说你为队里买

面粉机快去快回，家里你全放心。 

远处传来隐隐的雷声，月光断了，她又想起妇联主任三番五次登家门，苦口婆心地劝，

她确实被妇联主任感动了，但仍心里担忧，说出来却怕人家笑话，难言的忧愁愁更愁。 

雷声一阵比一阵响，月亮被厚厚的乌云掩住了，劈哩啪啦的雨点响得一阵比一阵紧。 

桂花突然想起了女儿春草儿，她爸爸出差了，春草儿便和她一被窝，她顺手摸摸被窝，

被窝儿又空又凉，春草到哪儿去了呢？准是趁刚才自己睡着了走了。她用手撑着想下床，一

阵眩晕又把她拽倒在床上，身上像着了火，一会又凉得像掉进了冰窖。她知道得了重感冒，

心里一急，忙伸手一摸药匣，空的，一摸床头水壶，无水的空壶头重脚轻掉在地上。 

一阵风扯来一串雷，一串雷抖落一阵瓢泼大雨，大雨如同火上烧油，桂花翻来覆去浑身

如焚。心里牵挂着春草儿，她瞅瞅伸手不见五指的窗外，更揪心，她狠心咬牙撑起身，一阵

头晕目眩又昏睡过去。 

不知过了几时，一声声轻轻的呼唤把她惊醒。她拉亮了电灯，觑着眼一瞧，只见春草儿

像从河里捞出来一样，一身雨水两脚泥，鞋边屋地已湿了一片。 

春草儿一手攥着娘的手，一手举着两包“感冒冲剂”，水汪汪的小眼儿盯着她的脸，抖

动着两片冻得发白的小嘴唇，一口一声： 

“娘，你醒醒，娘，你醒醒呀！” 

桂花滚烫的泪珠眼角转。 

“我的亲闺女哟。” 

桂花边说边把春草拽进怀里。 

“娘，会把你凉着的。” 

“我的亲闺女，瞧把你冻得。” 

一碗温开水，两包感冒药，桂花服下比蜜甜，母女俩相伴相依度春宵。春眠不觉晓，响

起敲门声，春草儿忙穿鞋下床开门，风风火火急急忙忙进来一个人。 

春草儿拍手直蹦高儿： 

“爸爸回来了。” 

桂花起身笑相迎，粉面桃花三春色，又满脸愧色低下头。 

“春草她娘去得早，我怕老了没个亲人孝敬我，谁知春草儿比我亲生闺女还亲十分。秋

生，走！” 

“上哪呀？” 

找妇联主任，领独生子女证。 

秋生转忧为喜笑不够。春草儿搂着桂花脖子打坠溜。 

“娘，娘，你就是我的亲娘！”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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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绿水情 

清晨的白雾轻吻翠绿的山头，半山花椒树在雾中时隐时现，绿油油的花椒叶把细密的水

珠浮在叶面上。旭日冉冉升起，数不清的簇簇花椒像小灯笼，万绿丛中点点红。 

翡翠山头上三间石板房，在万绿丛中更显得幽雅清静。门前石阶上，穆大嫂的心潮却久

久不能平静，思绪随着山沟弯弯曲曲的溪流引到山下。她想起山下路旁乡政府大院里的隗乡

长，为她可真是操尽了心，费尽了力。那时她心头结个大疙瘩，她已有两个女儿，却总想生

个儿子，所以不准备采取避孕措施。乡村两级干部快磨破了嘴皮，她左想右想想不通，三番

五次难以下决心。她也知道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好，也懂得人口多了日子穷，给国家各行各业

添累赘，可轮到自己却总想生个儿子才称心，才踏实。她千方百计摆难题：秋天，对隗乡长

说没有儿子摘不了责任山的花椒，隗乡长和乡村的党员干部十几人，提着水壶，带着干粮给

她摘了两天，把花椒给摘完了。她看着党员干部被树针扎破的双手也心痛。可她又提出要坐

小轿车，乡长的吉普车顺着九曲十弯的盘山路把她送到区医院才回去。山里的天气像小孩儿

脸，一夜暴雨山洪来，野马河的六座水泥小桥冲毁了三座，三天两头修不完。 

穆大嫂在医院采取完避孕措施，村干部陪送她上了火车，到了绿山村车站，在雨中隗乡

长派的八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在车站上搀扶着她上了担架。二十里山路五里河，顶风冒雨

淌着水把她抬到家。进屋上炕，钻进热被窝，她心里涌起一股暖流。小伙子们被雨水浞得像

从水里涝出来，浑身透湿，凉风吹起浑身鸡皮疙瘩，冻得上牙打下牙，还问她，您凉着没有，

身体有啥不舒服？ 

村干部和小伙子们没抽一根烟，没喝一滴水，没吃一口饭就回去了。 

次日，雨过天晴。隗乡长和乡干部爬上山，提着麦乳精、点心、罐头几样营养品来看望

她，问寒问暖问困难。唉，人心都是肉长的，穆大嫂眼圈一热，说不出一句话，只是暗下决

心，不再怀孕三胎，不给山区的干部和乡亲丢脸。 

她又想起，乡亲们关切而又责备的目光。到今年，野马河乡已是连续三年无计划外生育，

无大月份引产，无未婚先孕的“三无”乡，自已怎能拉全乡的后腿？ 

唉，人心都是肉长的。如果生了多胎，对不住那些好心的党员干部，对不住那些为实行

计划生育做贡献的乡亲们…… 

老阳儿升起一竿子高，山雀子在杨柳枝头鸣响山笛，又把她的思绪牵回来。穆大嫂扪心自问

下决心，要采取长效措施，也在山里乡亲们面前露个光彩脸儿。她顺着溪旁的山道向乡里走去。 

清清的溪流飘溢着山野的清香，含着穆大嫂的情意，弯弯曲曲流向翠绿的山谷。 

夕   阳 

杨花飞絮的京周公路，京西百十里的猿人故乡脚下，往南十里，就是桃红柳绿的杏花庄。 

杏花庄子百十户，家家栽树成风，柴树果树样样俱全，数桃树最多。不是山桃是水蜜桃

儿，桃儿熟了咬一口，满嘴流蜜甜掉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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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东庄西有一户人家，绿色大铁门上一对九成新的大红喜字，非常显眼。院里五间大瓦

房，房后一排钻天杨，顺着春风拍巴掌。院里三棵桃树六棵杏，桃花落了杏花开，一片花红

柳绿，好个农家小院。 

夕阳西下，浓浓淡淡在画中。 

忽听大门咣 一声响，满头大汗的王林慌慌张张跑出来，头发上挂着几片儿杏花瓣，口

里紧咽着葱花饼，恨不得多生两条腿，一眨眼跑遍南北东西，他急扯白脸地向左邻右舍打听

媳妇麦香上哪去了。 

黎明的回头觉，半路的好夫妻。 

王林前妻因救山火献身，半年后他续弦娶了麦香，俩人如天上的比翼鸟，地上的连理枝，

相亲相爱鱼水情。王林人品好，麦香更是俏姑娘，会做百样饭，样样合口味。庄稼活，全都

会，谁见了谁夸好，又是个贤妻良母，对女儿红莲千般疼、万般爱，后娘胜亲娘。麦香长得

苗条，虽不像古书上写的杏核眼柳叶眉，却也差不了多少，白净子脸，有沉鱼落雁之容，更

显文雅。一笑起来，有闭月羞花之貌，更觉着甜甜的喜人。 

王林对她更比前妻好，含在口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百依百顺。亲亲热热小俩口，

度过相亲相爱的新婚蜜月。今天，麦香突然不知去向，王林满屋团团转，屋里样样物件都不

缺。他扭头一瞧，枣红色的小座柜，柜盖在地上，柜里的东西乱七八遭，王林忙找黑皮夹，

翻腾三遍找不着，不禁脸色煞白，冷汗珠子从头上一滴滴落在地上摔八瓣。 

一朵红花绿叶扶，一个好汉三个帮。邻居刘三叔拄着枣红木龙头拐杖，一步三摇来问候，

街坊邻居全惊动，大人小孩帮着找。 

半天时间过去了，村中井，大坑边歪脖儿树，断头山，能找的地方全找了，能去的地方

也去了，一个麦香的人毛儿也没有，更连个人影儿也不见。 

王林抹一把头上的汗水对刘三叔说： 

“都怪我大意，小柜儿忘了锁！” 

“锁的什么呀？” 

“三叔呀，您老不知，是孩子她亲娘的相片和一缕头发。” 

刘三叔一拍大腿说：“唉，你这孩子，锁它干吗？麦香见了要吃心，准因这个把她气跑

了，真是的。” 

王林愁眉不展、唉声叹气，在街村口连连转圈儿。 

女儿红莲身穿粉底绿花连衣裙，像一只蝴蝶，连颠儿带跑飞过来，边跑边叫唤： 

“哎，爸爸，新妈妈……攥着一缕头发……向后山跑去啦。” 

王林亲了亲女儿，顾不上说别的，撒丫子一溜烟向后山奔去。 

王林边跑边想，先妻临死前，叮嘱我把孩子拉扯大，给她找个好娘，唉，人生自古谁无

死呢。只是她跟了我七年，为救山火献身，心里总觉着对不起她，心里边的影子抹也抹不

掉……临火化时，珍藏了她的相片和一缕头发，作个念想儿，没敢对麦香说，更不敢让她知

道，怕她多心，生气。唉，谁想到纸里包不住火，麦香啊，你可别出事呀。 

王林越想越乱，越想越着急，快跑，快追。到了后山杨柳林，他不由愣住了，眼前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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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惊疑不定。 

麦香在给他前妻上供啊。 

王林说话岔了声：“麦香，不，孩子她妈，你真好。” 

“不，比起为公救山火献身的她，我还差得远。” 

王林抢前几步，轻轻地给麦香一个吻。 

赶到林外的刘三叔心里一乐，忙躲在树后。 

桃红色的夕阳，真美啊！ 

作家闲事 

县城北关，路东一排水灵灵的美杨，旁边一片塔楼，在五号塔楼第一层，两个小单元里，

住着两位老人。 

一个是满头银丝的刘老太太，一个是秃顶的王老头。 

同是花甲之年，二老喜好不同：刘老太太喜好摆弄花草，王老头偏爱写写抄抄。 

刘老太太的屋里花草大小几十盆，可叶子打蔫无香味，难道老太太不会养花？ 

老太太在屋里急得转磨磨，拐棍戳得咚咚响。原来是自来水已经好几天不出水了，花盆

里的土干得裂了缝，老太太从邻居那儿讨点水维持做饭，却不够浇花的。她拄着枣木拐棍，

一步三摇到维修公司去催，催了几次，就不见来人修理。 

老太太的两条腿本来就不壮，这几回跑腾得更细了，万般无奈，来到对门单元王老头屋

里，满腹牢骚：“王老头儿，写篇稿子评评他们，不给修自来水！真比请灶王爷还难……” 

“老太太，我去试试！” 

王老头也生气了。他性子直，遇见不合理的事，绝不放过，有“王大炮”之称号。他长

得圆头方脸，膀大腰粗，走起路来浑身是劲，说话嗓门挺冲，笑起来哈哈山响，豪爽劲像花

和尚鲁智深。 

有人纳闷，是文人怎么不像文人呢？他年轻时确实是教师，因教育界知识分子成堆，右

派名额多，领导就“分配”他当了右派。在农村改造二十年，摔打出一副好身子骨。 

王老头来到自来水维修公司，报名而进，对着几个正在谈天说地的小青年，立正站好，

满面笑容，深深地鞠了一大躬，然后说明来意，转身而归。 

几个小青年不屑一顾，满不在乎。一个爱文学的小青年吃了一惊，忙说：“哎呀，你们

不知，这老头儿是市人大代表，农民们称他是农民作家，刘绍棠对他的小说评价很高，人家

这么大岁数，倒给咱年轻儿的鞠躬。” 

几个青年维修工一听也紧张起来，不再谈天说地侃大山，七抓八挠找工具。 

刘老太太的自来水管又喷珠吐玉了，花儿又还阳了，水灵灵的。 

刘老太太请王老头儿来观花。王老头看着阳台上五色月季花上的蝴蝶，说：“真美！” 

“真看不出你是个作家，嘿，真是的。” 

“哈哈……”王老头笑得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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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掌下的孩子 

一 

“救人哪！” 

“救救孩子……” 

呼声惊动了在动物园游玩的人们，不论男女老少都向熊圈旁跑来。 

啊，只见一个小男孩掉在熊圈里，躺在地上哇哇大哭。一只黑熊瞪着两只眼，一只熊掌

按在小孩身上，嘴里流着口水。 

孩子的妈妈在熊圈子外急得连连呼救，一把鼻涕一把泪。 

二 

人们为救孩子，把手中的面包、苹果、巧克力糖、奶油饼干扔给黑熊，还有往里边扔钢

蹦子的。 

可是那黑熊很狡猾，用一只掌划拉食物，另一只掌仍按着躺在地上的孩子。 

三 

呼叫声惊动了管理人员，管熊的是个三十多岁的男子汉。他急忙拿出长鞭，跳进熊圈，

厉声训斥： 

“去！去！” 

黑熊惊恐地望着他手中鞭子，但仍不肯松开孩子。 

管理员急了，照黑熊耳根啪的一鞭。黑熊仍然无动于衷。一连三鞭，打得黑熊恼怒了，

张开大嘴要向小孩头部咬去。 

管理人员脸色骤变，不知怎样才好。 

熊圈上的人们一片惊叫，孩子的母亲急昏倒地。 

四 

忽见一老汉，大吼一声，飞身跳进熊圈，眨眼便到黑熊跟前，双手把黑熊的头推向一旁，

按在孩子身上的一只熊掌也被同时推开。黑熊一愣神，那老汉已把孩子抱在怀里。黑熊怎肯

轻易放弃口中美味？狂叫一声，猛扑过来。管理员吓得扭身便跑，那老汉并不慌张。身子只

轻轻往旁一闪，躲过黑熊一扑，纵身便跃出了七尺高的熊圈。 

五 

人们围过来，七嘴八舌，对老汉夸个没完，孩子的妈妈醒过来了，见孩子得救，破涕为

笑。她捧着一把票子，双膝下跪，说： 

“您老舍身救人，我认您作干爹，这孩子就是您孙子，我养您老……” 

老汉站在那里，没有说话，脸却红了。 

在场的人目睹这场面，都很感动。一位大娘也帮劝： 

“您就认了吧，这娘儿俩真心实意。” 

忽听一个公安战士跑过来喊道： 

“小莲，时间到了，我们回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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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汉扭身就走，那孩子母亲一把扯住他，连连哀求： 

“干爹，干爹，您收下钱，您老别走哇！” 

老汉红着脸，一把扯下假胡子，摘下头巾露出两只羊角辫和一张瓜子脸，害羞地说： 

“大婶，我该回校了，对不起。” 

人们都傻了眼。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姑娘是市公安学校的学生，今天是他们的化妆见习课。按照要求，他们化妆成各

样的角色到群众中间，看群众是否看出破绽。李莲化妆成一位老汉，刚来到公园就碰上了险

情。于是，她就演了刚才这场“老汉救小孩”的惊心动魄的现实生活剧。 

理想的儿女 

村南麦场，摊晒着一片片金黄的麦粒。场边柳树梢间，燕子轻轻地飞。柳荫下，凉席一

张床一张，从外村嫁到杨柳村的新娘子，边看晒着自家的麦子边侃大山。 

几个姐妹坐在凉席上，互相谦让后，吃着家里送来的饭菜，喝着白糖绿豆汤，赛过北冰

洋汽水。 

夏云一气喝了半碗，抹了抹嘴唇说： 

“我提个头，叫理想的孩子吧，把自己独生子女培养成什么样的人？” 

过门半年的春莲心直口快，她把嘴里葱花饼使劲咽了下去，粗声大气地说： 

“这还用问，我把孩子培养成种植大王，当个万元户，我老了有钱花。” 

春莲说完，扭头对坐在一旁的柳枝说： 

“枝儿妹子，你说是不？” 

柳枝不甘示弱，把胸脯一挺说： 

“我把孩子培养成汽车司机，工资又高，带货又方便，将来咱姐妹儿逛北京，开车就走。” 

歪在柳树根下的王大翠哼了一声说： 

“我把孩子培养成村书记，那时，房大院高，每年奖金和工资就好几万，有钱有权又有

势，光坐车不开车。” 

夏云把手里的富强粉馒头往竹篮里一放说： 

“我培养孩子上大学当法官，专治贪官污吏。” 

“你……” 

王大翠气得变了脸，半天说不出话来。 

“哎，别斗气儿了，咱们听灵芝的吧。” 

灵芝结婚刚五天，有点害羞，红着脸，不敢开口，见大伙看着她，忙挪过身子，躲在春

莲背后小声说： 

“我想把孩子培养成医生，治好五保户王大爷的半身麻木。” 

媳妇们听了，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半晌，谁也没有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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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老头 

初二四班是个乱班。 

年轻的教师压不住场，年老的教师上课也费劲，在室外听着分不清是老师讲课还是学生

说小话。 

这一周四班变好了，出奇地安静，不乱了。 

老曲当了班主任。 

都叫他老曲，他并不老，只五十多岁，脸上的皱纹四十来岁什么样，如今还什么样。 

他会抓管理，讲课学生爱听，可有很多人不服气。 

一天，校领导看老曲似乎无准备，突然听课，于是班里多坐了二十几位教师，不同的人

怀着不同的目的和不同的心情。那几十道目光如钉子似的盯着老曲，然而老曲并不慌，分明

铁板似的脸从皱纹溢出温和。 

他教生物，这节课讲“鼻子和肺”。 

一节课下来，听课的出来不由得都抽抽鼻子，望望校门对面的油饼店。 

听课的都服了。 

异口同声站在他面前大声说道：“老曲讲课，盖了帽儿了。”讲课是个艺术，奥妙无穷。 

老曲脾气随和，人性却个别。 

他很敬佩老吴，老吴是刚来半年的新校长，听说别的校长不敢来，也不愿来。 

老吴叫吴大心，抓工作很有中心。 

他主抓教学，却先抓纪律，不怕得罪人，碰见难事敢拍板，他派人给办公室安个电扇，

挂了窗帘；他主抓教学，却先顾教师生活，谁知教学倒上去了。教的下苦功夫教，学的还真

学。 

有人奇怪，老吴先抓教师生活，怎么教学质量倒上去了？ 

有人答道：“人心都是肉长的。” 

老曲对老吴极敬服，见面只是笑，省话。嘿，哥俩好。 

老曲叫曲文化，没等他闪光就分配给他一顶右派帽子，这是指标，不戴不行。虽然后来

平反摘了“右派”的帽子，然而夫人王老师却更爱他。 

老师的爱情，高雅，又有点怪。 

盘古能开天地，却分不开两颗爱着的心。 

这是二十多年以前的事了。王老师长年病休在家，曲老师便用自行车推着她到卫生院去

看病，他是那么尽心尽意地推着她，有时王老师慢慢向卫生院走，老曲是那么小心地扶着她。 

如今学生在路上见到这一对老教师，都亲热地叫：“老师——”“哎！”“老师——”“哎！” 

好儿媳 

北京猿人故乡龙骨山下田村的老乡亲一提起王书芬来，没有不夸的，都说：“像王书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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