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世相百态·小小说12 版 |
投稿邮箱：sxzxs2023@sina.com

责任编辑 |冯开俊 王建成 校对 |卢路

华夏早报
2024 年 3 月 1 日 星期五

CHINA MORNING NEWSPAPER

抻面的记忆

　　“儿子，你爷爷是发胖，
还是浮肿了？”惠兰忧心地盯
着小辉问。
　　“妈我上班了，来不及谈
论这些，爷爷可能是胖了。”
　　“你爷爷不爱吃饭，还是
去医院检查一下好让人放心。”
惠兰的话音未落，小辉就没影
了。 惠兰望望空中袅袅的青
烟生气，并自言自语道：“父
子俩一个德行，只顾自己乐
呵！只是我怕事后遭埋怨。”
　　就凭三无户这一点，惠兰
就矮了丈夫三分。本身丈夫下
井就有风险，所以她不愿因家
中的事让丈夫分心。
　　爷爷年纪大了，像个孩子，
让惠兰操碎了心！
　　这时，爷爷拿起拐杖往外
走，惠兰迅速穿好外套，悄悄
地跟着。
　　爷爷还和每天一样，出门
就奔大街，不知道身后跟个尾
巴。
　　到了抻面馆，开门就进。
“吃什么呀，爷爷？”服务
员笑盈盈地迎上去问。 爷爷
耳背大声喊：“吃面！一碗
面！！”
　　惠兰在外面听得清楚，也
晓得老爷子兜里没钱。没承想，
服务员爽快端上面给老爷子，
他也不客气，操筷就吃。吃完
后走到财神爷面前跪下，口中
念念有词完，再恭敬地磕三个
头，然后起身外出。
　　 磕三个头啥意思？惠兰
一脸疑云。
　　她发现抻面馆老板和服务
员不但没有难为老爷子，还热
情地将他送到店门口：“爷爷
您慢走，路上小心！”仿佛老
爷子是他们店的财神爷。
　　惠兰看得蒙了，总觉得哪
儿不对劲。老爷子凭啥吃白食
呢？
　　爷爷刚一拐弯，惠兰就走
进抻面馆。她深深地给老板鞠

了一躬。然后说：“对不起，
抱歉！刚才是我家老爷子，
八十八岁了，有点糊涂。你们
的热情款待，让我感动，这是
饭钱。”惠兰边说边掏出百元
钱恭敬地递给老板。
　　老板见状笑了：“不必客
气，有人掏钱了，是个小伙子。”
　　惠兰问什么样的小伙子？
　　老板回复说不认识，看小
伙子挺面善的，也没多问。
　　惠兰带着疑惑急忙回家，
她一只脚在门里；一只脚在门
外就开口了，爸，谁给你买的
抻面呀？
　　爷爷说，淑贤做的，是淑
贤让我吃，我就吃，淑贤……
淑贤做的！他像个刚会说话的
孩子喃语着。 
　　淑贤是死去婆婆的名字。
　　惠兰似乎找到了爷爷发胖
的原因了。但那做好事不留名
的人是谁呢？她在认识的人里
一个个地过电影似的筛选，最
终雾水仍未散去。
　　惠兰感觉爷爷的状态很糟
糕，并怀疑他的老年痴呆也比
之前严重多了。
　　晚饭后的爷爷在客厅里转
圈找纸和笔。惠兰急忙帮他找
到。
　　随后，爷爷拿着纸笔回自
屋去了。
　　惠兰仰靠在沙发上思绪飞
乱。小辉着急约会女朋友出门
了，丈夫这个麻将迷放下筷子
也赶场走了。
　　屋里静静的，唯独惠兰满
心思地守着家。
　　十点多，惠兰看老爷子睡
没睡？进屋后发现写字台上躺
着一封信，老爷子发出轻微的
呼吸声。
　　惠兰轻轻地打开信，她一
看心不由得怦跳起来：
　　淑贤，你不用躲我，我知
道你在哪儿！你不就是藏在财
神爷身后吗？我都看见了。我

一跪下，你就跑出来抿嘴偷笑。
我问你笑啥呢？你也不说话，
总让我说。我还得谢谢你为我
做的抻面。但我没想到你脸上
的皱纹消失了，显得很年轻，
有点不像你了，只有我认识你。
可是你做抻面的味道却变了，
总那一种味儿，也不给我换换
口味。和你说了多少遍了就是
不改，我真拿你没办法！所以
就写信再告诉你一声，明天里
面加点辣子红油，不要再放香
菜了，我的牙都老了，香菜塞
牙，放点嫩绿的小葱段，就照
着咱俩刚结婚过日子时你做的
那样做。淑贤我真想你，别忘
了明天面里再放点小鱼干。
　　惠兰看过信，脸“刷”地
白了。她立刻给小辉打电话：
“儿子，你马上去麻将馆，把
你爸接回来，咱家出大事了！
你俩马上回家。”
　　等小辉父子俩回家后，看
老爷子脸色红润睡姿正酣。惠
兰脸色苍白，眼神游动，她将
白天的事说了后并不停地催促
父子俩带老爷子住院去。小辉
看妈吓得丢魂落魄的样子，就
搂住她说，别着急，不就是爷
爷吃抻面的那点事吗？
　　惠兰点头后又赶紧摇头，
并把信递给儿子看。
　　惠兰转身对丈夫说，老爷
子的病又严重了。
　　丈夫瞪了惠兰一眼，别大
惊小怪的，爸不是挺好吗！身
上都长肉了。
　　小辉看完信说，原来爷爷
是把抻面馆的财神爷当奶奶
了，这就对上号了。妈别怕，
听我解释……
　　惠兰听了小辉的讲述，释
然地开怀大笑，原来你爷爷一
直在面馆吃面是你小子付的
钱？出息了，孝敬老人是咱家
的传统美德！

■ 马馨（辽宁）

　　老人与霍老师在网上相
识一年多了，两人很喜欢在
一起聊天。
　　有一天，霍老师对老人
说：“有一样东西最珍贵，
那就是感情。”
　　“为什么感情最珍贵？”
老人问。
　　“因为感情会使你变得
快乐。无论亲情、友情、爱
情，都会使你倍感珍惜。”
　　“哇！”老太太兴奋地
叫起来，年老孤独的她多么
希望远在外地工作的儿子，
能经常给她来电话，她笑了。
　　她不知道自己要等待多
少日子才能接到儿子一次电
话，她相信那份感情始终拴
住儿子念念不忘的那份母子
情。
　　她经常看着外边玩耍的
孩子，想象着小时候儿子的
模样。
　　她用对儿子那份母爱之
情，诠释着儿子一年不给她
来电话的惦念，想象着儿子
带着孩子回家来看望她的快
乐。
　　一天，霍老师又在网上
聊天：“有时候感情给人带
来的不一定是快乐。”
　　老人迷惑了：“你说感
情是快乐的，怎么又变了？”
　　“因为，人一旦失去感
情，就会痛苦。”霍老师说。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儿？”老人问。
　　“我的一个邻居，因为
家庭工作双重压力，四十多
岁得了抑郁症。他在长期痛
苦中的失眠中，在精神恍惚
的状态下把妻子给杀害了。
他被邻居送进医院心理科。”
　　“这真是最悲催的事情，
他的孩子怎么样了？”老人
问。
　　“孩子正在高考，没有
人照顾，暂住在邻居家。” 
　　“他的老人怎么办？”
　　“他也许没有老人。假
如你是他的老人，会怎么
办？”
　　“老人会痛不欲生，也
许会走了。”
　　“所以，感情有时候也
是很痛苦的。”
　　老人觉得有道理，自己
在刚刚失去老伴的痛苦中还
没有走出来，就特意买了有
关情感方面的书阅读，使自
己逐渐变得坚强起来。
　　在老人生日的前一天，
霍老师又与老人聊天，霍老
师邀请老人到她的城市旅
游，那是一个风景秀丽的观
光胜地。
　　她按照霍老师给的地
址，坐火车来到这里，她发
觉这是儿子工作生活居住的
地方。
　　站台上霍老师迎接了
她，她感觉霍老师比微信里
头像还年轻，一副国泰民安
的脸很祥和。
　　她来到霍老师家里，惊
讶地停住了脚步，客厅里站
着一位十七、八岁的女孩儿，
亲切地喊她“奶奶。”

　　“你是谁？”老人问。 
　　“奶奶，我是您的亲孙
女。”
　　老人立刻醒悟，几年不
见，孙女都长这么大了，变
得自己快不认识了。却又迷
惑：“你为何在这里？”
　　“这是我的家呀。我对
门的家。”孙女说。
　　老人只来过儿子家一两
次，早已被城市改造变得记
忆斑驳零零碎碎了。
　　霍老师立刻解释：“你
的儿子患抑郁症，杀死了你
的儿媳，现在医院接受治疗。
孩子有家不敢回，我只好收
留了她。”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事情？”
　　“去年。”
　　老人立刻明白，为什么
儿子一年来没有给她来电
话。自己给他发微信，总是
回绝工作太忙，从不视频。
　　老人问霍老师：“一年
前，你是故意接近我，加我
好友的？”
　　“是我求霍老师这样做
的。霍老师帮我处理了爸爸
妈妈的事情，又把爸爸送进
医院。把我接到她的家里。”
孙女说。
　　老人眼泪一下子涌出
来，用强大的抑制力对自己
进行心理调整，面对命运，
绝望中想起书中那句话：内
心强大胜过百万雄兵。于是
说：“孙女儿，跟奶奶回家，
咱们一起去看望你的爸爸、
妈妈。”
　　老人拿出 2 万元酬谢霍
老师，被霍老师拒绝。老人
感慨：“远亲不如近邻，近
邻不如对门，邻里情胜过亲
情呀。”
　　孙女儿并没有动，只是
说：“我要去外地读大学，
不能时常去医院看望爸爸，
霍老师爱人不在本地工作，
霍老师一人经常去看望爸
爸，怕引起议论。所以，把
您请来陪同霍老师一起去探
望爸爸。”
　　老人立刻点头应允。
　　时间如过隙白驹，四年
过去。老人的儿子已经走了。
孙女大学毕业，与大学同学
即将成婚。她的婚事全是霍
老师一力承当。霍老师一直
扮演着妈妈的角色。
　　孙女出嫁的那天，老人
要求孙女必须感谢霍老师这
份邻里情，孙女身披嫁衣，
一下子扑倒在霍老师怀里，
哭道：“妈妈！” 
　　霍老师确实是女孩儿妈
妈。老人永远不会知道，当
初妈妈发现丈夫出轨，与丈
夫在争吵中被丈夫毁容，医
治好后，改变了昔日模样。
妈妈为了孩子，为了老人，
没有起诉丈夫蹲班房，而是
把他以抑郁症送进精神病医
院，才免除了刑事处罚。后
来，丈夫被小三抛弃确实抑
郁。但妈妈不计前嫌，依然
照顾爸爸，照顾老人，与孩
子相依为命。

邻里情
■ 陈玉兰（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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