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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箫

父 亲是铁匠 , 小时候没有上过一天学 , 但他能读书会看报 ,

也许是天生有点乐 感的缘故 吧 , 他还无师 自 通吹得一手

好箫 。 箫 , 一种古老 的管乐器 , 我们 八个兄弟姐妹 就是从父亲 的

爱好中 了解 了 它 , 认识了 它 。 因此 , 品 父亲 箫的故事也犹如 品茗

茶 , 愈 品愈香 , 愈 品愈醇 。    

上个世纪七 十年代初 , 中 国 百姓的物质生活极度 匮乏 , 就更

不用说精神 生活 了 , 那 时候只要每 天太 阳 一偏 西 , 全家就犯愁 ,

“晚上不准点煤油灯 , 你们该干什么 就干什 么 ! ” 外婆扯 着 嗓子想

省几个钱 ! 于是 , 我们全家在寒冷的冬夜是早早地焐被子 , 炎热

的夏夜就围 着 父 亲 听他讲 “ 鬼 ” 的故事 。 周 而复 始 , 我 们厌倦

了 , 三哥用打零工的钱为 全家 买了 一部 “ 东 海 ” 半 导体收音机 ,

父亲乐开 了花 , 我们笑得合不拢嘴 , 所以每 天晚上 “ 鬼 ” 的故事

就变成 了李双江的 “我 爱五指 山 我爱万泉河 ” , 变成了 革命现代

京剧 “ 打虎上 山 ” , 偶尔 会收到 台 湾 的 电 台 , 父 亲会立刻 调换成



别的 台 , 我们也会屏住呼吸不说话 。 时 间 长了 , 父亲 向 我们发布

了绝好的消息 : “ 太单调了 ! 我每天少抽一包 ' 圆球 ' , 或少抽一

包 ' 友谊 ' , 攒钱买支箫 , 老爸每天吹箫给你们听 , 可好听呢 ! ”    

父亲说话算数 , 为 了攒够买箫的钱 , 他每天少抽烟 或不抽烟 ,

终于在一九七三年的夏天 , 出差到 武汉 买 了一支喜爱的 箫 。 他在

武汉商场买箫的时候 , 还闹 了一个笑话 , 父亲将选好的箫横着 吹 ,

“ 怎么吹 不出声啦 ? ” 父亲不耐烦地要求营业员 调换一支 。 营业员

情不 自禁地笑了 起来 : “ 同 志 , 横吹的是笛 , 竖吹 的是箫 。 ” 父 亲

听了营业员试吹的效果后 , 将箫包装好 , 急 赶急地坐上 了 回 钟祥

县城的车 。    

回 家后 , 父亲喜滋滋地向我们展示了他刚买的宝 贝 , “ 您会吹

吗 ? ” 我望着父亲 。 “ 横吹 的是笛 , 竖吹 的是箫 。 ” 父亲 如法炮制 。

我还真佩服父亲的 那股子钻劲 , 从此他是箫不离手 , 曲 不 离 口 ,

只要一下班 , 就爱不释手地急 着摆 弄那支箫 。 就这样 , 不懂乐 理

的他 , 仅凭乐感就能够吹 出 一首首不完 整的 曲子 。 再后来就能够

熟练地吹奏出 《春江花月 夜 》 《 浏阳 河》 《送战友 》 等优美动 听的

曲子 。 毫不夸张地说 , 我的童年是 在箫声 中 长 大的 , 箫充实 了 我

们全家单调的生活 , 更增添了 我们 对美 好生活 的向 往 。 曾记得样

板戏流 行 的 日 子里 , 父亲给我们带来 的是 《 敢洒 热血写青春 》 ;

毛泽东 、 周恩来和朱德等伟人逝世的 日 子里 , 父亲 给我们 带来的

是 《 东方红》 《 绣金匾》 。 在是非曲直混淆的年代 , 父亲吹箫还被

扣上了 “ 资产阶级生活小情调太浓 ” 的帽 子 , 为此父亲还 在小镇

机械厂 行政生活 会上做 了批评与 自 我批评 。 但这丝毫没有阻止父



亲用箫来演绎 生活 的 美好 。 举国 欢庆粉碎 “ 四 人帮 ” 的 日 子里 ,


父亲给我们 带来了 优美动 听 的 《 交城的 山 来交城的 水》 ; 改 革开


放初期 , 父 亲给我们带来 了深情悦耳 的 《春天的故事》 。
    

父亲也有不吹箫的时候 , 那是母亲去世 的一九八三年 , 他不


仅不吹 , 而且还悲痛地第一次摔了 他心爱的箫 。 “ 爸爸 , 您怎么不


吹箫 ? ” 我问 。 父亲很是伤感 , “ 你们 的母亲都走了 ! 我还有兴致


吹吗 ? ” 父亲为此整整一年没动过那支箫 。 后来 , 我们见父亲 的心


情慢慢好了起来 , 就鼓励父亲 拿起了 那支未摔坏的箫 , 他又 吹奏


出 《妈妈的 吻 》 等 比较流 行的通俗歌曲 , 吹奏出 《 走 向新世纪 》


等热情豪迈的抒情歌曲 。
    

父亲的箫啊 ! 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遐想和欢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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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爱无限母

亲 离开我们 已 整整 二十 年了 , 但她的 勤劳 、 她的善 良 、

她的慈爱 , 至今沁人心脾 , 温馨永远 。    

记得我七岁 那 年的一个夏 日 , 因 感 冒 高烧 了 一天一夜 的 我 ,

醒来后 的第一句话便是 :  “ 妈妈 , 我要 吃罐头 , 我要吃 罐头 。 ”

“ 儿子 , 快起来 , 妈妈背 你到 医院打一针后 回来再吃 。 ” 母亲心疼

地一边用湿毛 巾为 我敷额头一边说 。 小孩不装病 , 听说能吃上罐

头 , 我 “ 噌 ” 地从床上爬了 起来 , 瘦弱 的母亲毫不犹豫地将我 背

到 两公里外的 医院打完退烧针后 , 又 吃力 地将我背 回 了 家 。 看着

退了烧的儿子 , 母亲分外高兴 : “ 家里还有一瓶橘子罐头 , 妈妈拿

出 来给你吃 。 ” “ 糟了 ! 这瓶亲戚过年拿来的罐头 已 被 ' 觊觎 ' 多

时的我用针在瓶盖上钻一小孔后 吮 吸完了 汁水 , 要是母亲发 现不

栽了 吗 ? ” 我迅速意识到 。 “ 真是过细过细 , 吃个大屁 。 孩子 , 这

瓶罐头 出气上霉 了 , 妈妈再到商店里买一瓶 回来给你吃 。 ” 母亲晃

动着罐头说 。 沐浴浓浓母爱 的我 , 此时此刻却是那么无地 自 容和



懊悔不已 。 因 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 期 的一瓶罐头于那时的我们

而言 , 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奢侈 品 。    

可怜天下母亲心 。 为 了能让儿子有 出 息 , 父母 亲将我送到在

钟祥县城工作的哥哥身边读 书 , 这样 , 又让母亲 多了 一份揪心 和

牵挂——盼儿子周末 回 家 。 还是一个烈烈的夏 日 , 母 亲照例 早早

起床高兴地对父亲说 : “ 孩子他爸 , 今天是星期六 , 我们的 四个儿

子今天要 回来了 , 我还是要早点排队 买点 肉 回来 。 ” 买 肉 的路上 ,

母亲甭提有 多高兴 , 逢人便说 : “ 儿子们要回来了 。 买点 肉 回来给

孩子们 打打牙祭 。 ” 母亲不厌其烦地排了两个小时的队 , 买了 一份

自 己 满意的猪肝带回 了 家 。 母亲看天 太热怕 肉坏 了 , 就将其浸在

冷水里 , 只 等她的四个儿子 回 家吃晚饭 。 周 六下午 放学后 , 我和

早已 下班的三个哥哥结伴骑车回 家 , 一路上的我们欢声笑语 。 “ 今

儿晚上 , 妈妈肯定又 为我们准备了 好菜 。 ” 我 对哥哥们说 。 “ 小弟

真是个馋猫 ! ” 大哥开玩笑地说 。 正当 我们津津有味地谈论着母亲

准备什么 “ 大餐 ” 的 时候 , 我骑的 自 行车链条断 了 。  “ 唉 , 还有

二十多里路 , 我们推着车走 回去吧 ! ” 哥哥们无奈地说。 待我们 满

头大汗到家 的时候 , 只 见母亲站在家门 口焦急地盼着我们 : “ 快吃

饭 , 菜都凉 了 ! ” 吃饭的时候 , 不舍得吃一 口猪肝的母亲 , 看着我

们狼吞虎咽的样子说 : “ 这是早上买的猪肝 , 不知道坏没有 , 多吃

点 。 ” 我和哥哥们吃着有点变味的猪肝 , 噙着眼泪几乎是异 口 同声

地说 : “ 没坏 。 ”    

一九八三年的元月 十四 日 对我们 全家来说是 “ 黑色的 一天 ” 。

这天 , 得知母亲 出血热误诊病危的 消息后 , 心急 如焚 的三哥迅速



找车将奄奄一息 的母亲接到钟祥医院抢救 , 看着忙进跑出 的医生 ,


母亲似乎预感到 自 己生命的短暂 , 她深情地凝望着 已 是满脸泪水


的丈夫和孩子们 : “ 我这病就不要治 了 , 家里又不宽裕 , 再说还有


四个孩子读书 , 你们几个大的一定要照 顾好父亲 和几个 弟妹 。 另


外 , 我为老六裁剪的棉袄还未做完 , 我给七弟八妹做的棉鞋放在


五屉柜… … ” 母亲还未 说完则永远带着遗憾闭上 了那对美丽的大


眼睛 。 是年 , 至爱的母亲仅仅只有四十八岁 。
    

母亲 的生命是短暂的 , 人生是平凡的 , 但她的慈爱是无限的 ,


人生是美丽的 。 因为正是母亲 美丽 的人生成就了 她八个儿女的幸


福人生 , 我为母亲 自 豪 , 我为母亲骄傲 。




外婆的 “ 大洋 ”我

至今只知道外婆姓李 , 人们 习 惯称她为李 氏 。 我 还知 道

外婆心地善 良 、 一生勤劳 , 她年轻时勤扒苦做 、 省 吃俭

用 , 曾悄悄 地积攒了 十块大洋 , 并且这十块大洋的每 次花销 都凝

结着外婆对我们全家无限的爱 。    

那还是 1 9 5 0 年 的 阳春三月 , 就在举国 上下 普天 同 庆 , 人们还

沉浸在新 中 国刚刚诞生 的喜悦之中 的 时候 , 我 的外婆 盼来 了 她唯

一的 闺女——我母亲 出嫁的 日 子 。 建 国之初 的人们物 资虽然 极度

匮乏 , 但生活热情饱满 , 为 了操办好喜事 , 身为孤儿的父亲 布置

新家却穷有穷的办法 , 他用一双铁匠 的巧手在锻打 出 菜刀 、 镰刀

和铁锹等家庭必备用 品 的 同 时 , 还 以 钢锯条为主材料 日 夜赶制 出

四 个大红灯笼高高挂在父母亲 的洞房 和我 家的大门 前 。 为了 日 子

的红火 , 兼有木工手 艺 的父亲还炮制 出 自 己心 爱 的作品——一 口

木箱和一张木 床 。 外婆一家人看后甚是钦羡 。 但穷得叮当 响 的父

亲发愁了 : “ 床上用 品怎么 办 呢? 总 不能 把单身汉 的被褥 抱过 来



吧 ! ” 看见父亲 的着急劲 , 外婆却不声不响地从荷包 中掏出一 个用


手帕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 , “ 这两块大洋是我 和你们的父亲一起


做小本生意积攒的 , 现在你们拿去置一点东西吧 ! ” 这是外婆为我


家开销的第一笔 大洋 。
    

1 9 5 2 年的盛夏 , 我的大哥诞生 了 , 父亲母亲 喜上眉 梢 , 外婆


脸上也挂满 了幸福的笑 。 “ 等我孙子抓周 的时候 , 我会给你们一个


惊喜 ! ” 外婆得意地把孙子举得高高地说 。 不错 , 我大哥抓周的那


一天 的确热闹 , 舅 舅 舅妈和 姑爹姑妈两大 家人早早地来到 我 家 ,


还不等大家津津有味地吃 完长寿面 , 我 的外婆就不慌不忙地从房


里取出 一个用 红绸缎包裹的东西 , “ 这是我用 四块大洋打制 的一对


银手镯 , 这对手镯会 为我 的孙子 带来吉祥 ! 也能 为 全家 带 来兴


旺 ! ” 外婆一边为孙子戴上一边向大家宣 布 。 这是外婆为我们 开销


的第二笔大洋 。 还真让外婆说中 了 , 我 的父母为 我带来了 七个兄


弟姐妹 , 可谓人丁兴旺 。 外婆准备的这对手镯 , 我们 八个兄弟姐


妹就像握接力 棒似的 , 一个接一个地戴 , 这 自 然成 了 我 永久 的


记忆 。
    

岁 月 如梭 , 转眼间又到 了 1 9 9 5 年的秋天 , 真是秋风瑟瑟 , 外


婆的身体也一天不如 一天 , 老人 已想到了 自 己 将不久于 人世 。 于


是 , 外婆也悄悄地实施着 自 己 的 “ 大洋 计划 ” , 她思忖着 : “ 我的


十块大洋 只剩下了 四块 , 我有八个孙子孙女 , 这 四块怎 么分呢 ? ”


说来真是凑巧 , 有一天 , 一个巧舌如簧的银元贩子来到我 家向 我


外婆积极兜售 , 求购心切 的外婆毫不犹豫地用 一百元购得 了 四块


“ 大洋 ” , 为此 , 她还高兴了 好几天 。 终于有一天 , 外婆重病卧床




不起 , 我们兄弟姐妹八个整齐地守护着至爱的外婆 , 就在她撒手


而 去的一刹那 , 她坚定地从枕头下边抠出 一个十分陈 旧 的布袋说 :


“孙子们 ! 我很穷 , 但我也很富 , 因为我有你们 , 这八块大洋是为


你们 准备的 ! ” 外婆将八块大洋一一分发完后永远地 闭上了 眼 睛 。


这是外婆为我家开销 的第三笔也是最后一笔 大洋 , 我 的外婆至死


也不知道给我们的八块大洋中 有四块是假的 。 但我们八个兄弟姐


妹永远认为它是 “ 真” 的 , “ 纯”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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