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好的表白

永兴

她很不满意她的婚姻，嫁给他是奉
了母命。 她是一个充满着浪漫的人，总
希望能天天与爱人花前月下、 卿卿我
我，他却木讷沉闷，一味抢着做家务活。

她想，大概婚姻都是平淡的吧。于是，没
有了风花雪月的生活，她也忍了。只是，

心里总希望他能偶尔给他一个惊喜，让
她觉得生活还有激情。

可是这样小小的愿望也总是被木
讷的他忽略。 那天是星期天，也是她的
生日，她盼望他能对她有所表示，一束
玫瑰或是一盒蛋糕，即使只一句轻轻的
祝福，也能让她感到欣慰。 可他只顾坐
在一旁修理闹钟，他说得在星期天把它
修好。

后来，终于忍不住，她轻轻地对他
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呢。 ”他“哦”了一
声，便没了下文，屋里又是一片寂静。

她只好说：“难道你真的没什么表示？ ”

他依旧没有停下手里的活，淡淡地说：

“要不今天你就不用做家务了，我全包
了。”她的心里一凉，泪珠夺眶而出。许
久，她才在失望中平息下来。她可不想
让生日在平淡中度过， 她得出去疯玩
一趟。 于是，也不与他打招呼，就拎上
包走了。

刚走出家门，她就听到身后焦急的
喊声。 她一阵冷笑，头也不回地径自朝
前走着。 后面有急促的脚步声，她明白
是他。

前面是一个十字路口， 因为不开
心，她竟没有注意到红灯，兀自走了过
去。 走到路中央时，她忽然感到一个巨
大的黑影向她压来。 这时，一股力量把
她推向了一边，伴随着一声刺耳的刹车
声，她忽然感觉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倒在
了那辆卡车旁边。

路旁的行人围了过来，地上的人也
爬了起来，是他，手上和额上擦破了好
多皮。 顾不及察看自己的伤势，他奔向
她，拉起她第一句话就是：“伤着了没？ ”

她紧紧地抱住他痛哭起来。 那一
刻，她明白，能不顾生命危险救自己的，

才是爱的最好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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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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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甘贫穷的心灵

长虹

一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选择自己喜欢
的事业，选择自己生活的地方。 可是，有一种处境却是
不能选择的，就是自己的出身。 有人出生在富贵之家，

更多的人出生在贫穷之家。但是，一个人的生存状况却
是可以改变的，不思进取的人会从富贵沦落为贫穷

;

出
身贫穷的人通过艰苦的奋斗会摆脱贫穷走向富贵，只
要你拥有一颗不甘贫穷的心灵。

“我出生在贫穷的家庭里，”担任过美国副总统的
威尔逊常常这样说，“我知道， 当我向母亲要一片面
包，她手中却没有的时候会是什么滋味。 我知道我的
家里非常贫穷，但是我不甘心。 我告诉母亲，等我长大
了，我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这种状况。 ”

威尔逊的母亲没有能力把儿子送到学校去读书，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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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时候就离开家去当了学徒工。 小小的威
尔逊很愿意去做学徒，因为那家工厂规定，做学徒每
年可以享受一个月的学校教育。 他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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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学徒，

不仅仅利用每年一个月的时间掌握了初步的文化知

识，还得到了一头牛和六只羊作为报酬。

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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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生日后的第一个月， 已经长大成为了
一个青年的威尔逊带着一队人马进入了人迹罕至的
大森林，去采伐那里的大原木。 他每天都是在天际的
第一抹曙光出现之前起床，然后就一直工作到天黑后
星光出现。 每天回家的时候，拖着疲惫的脚步行走在
漫无边际的盘山道上， 很多时候因为自己难以支撑，

他请求同伴们先走。 但是，每一天他都顽强地回到了
家中。 他说，“那种痛苦和恐惧的感觉是难以描述的，

但是，当我想到这是在改变自己的贫穷时，就顿时有
了力量。 ”第一个月结束的时候，他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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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的工
资。 他欣喜若狂，这对于威尔逊一家，是一笔多么巨大
的数目啊

!

威尔逊征得母亲的同意， 自己留下了几美分，去
书店买了自己心爱的几本书。 然后，又去图书馆办了
一个借阅证。 他把一切工作之余的时间都利用了起
来，如饥似渴地进入了知识的海洋。

冬天到了，大雪封山，采伐的工作停止了。 他徒步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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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之外的内笛克学习皮匠手艺。 他同时在学
习的间隙里参加当地的辩论俱乐部，利用自己学到的
书本知识，发表自己对于政治和经济的观点。 一年以
后， 年轻的威尔逊已经在当地的辩论俱乐部脱颖而
出，成为其中的佼佼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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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后，刚刚过了
33

岁生日的的威尔逊，与著
名的社会活动家查尔斯平起平坐， 一起进入了国会。

在国会里，他依然锐不可当，成为著名的国会议员。 后
来，威尔逊又竞选副总统成功，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
轻的副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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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娘的电话

时勤

我在城乡结合部开了一家小商店，顺便装了一部收
费电话。

小商店生意不错，使用这部收费电话的人多是在附
近的打工者。

白天，小商店顾客川流不息。 到了晚上，喧嚣的工地
沉静下来，就有民工过来给家里打电话。 几天下来，给我
留下印象的民工有几位，但最深刻的却是一位十八九岁
的小民工。 他每次来店里不仅说话细声细气，还会莫名
其妙地脸红。 他一般都是晚上来，不买什么东西，靠在柜
台一角静静地看电视，一直看到小商店要打烊，才对我
说：“我要挂个电话。 ”

他开始拨电话，电话通了，他喊一声：“大叔你好，我是
桂生啊，让俺娘接电话。 ”七八分钟后，他重新拨电话，电话
一通，便迫不及待地喊声：“娘———”接下来就是不停地点
头嗯嗯答应着。 我曾暗暗观察过他的表情，当电话刚通他
惊喜地喊出“娘”时，他年轻的眼角总是亮亮的，像窝着两
粒晶露，然后有些难过，但过了片刻，马上就又开心地轻轻

笑起来。 每次通话结束时，他都故作轻松地笑着对那边说
:

“娘，你别操心，俺好着呢！ ”放下电话，付了费，总是稍稍暗
自神伤片刻，再悄无声息地走开。

一天晚上，他来了，走到柜台旁拨电话。 这次他是边
笑边说：“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现在到一家公司上
班了。 工作很轻闲，只是坐在办公室喝喝茶看看报纸，风
不刮日不晒的。 ”我有些诧异，这小伙子什么时候到公司
高就了？ 见我盯着他看，他的脸腾地红了。 放下电话，他
有些慌里慌张地说：“俺娘在家整天替我提心吊胆的，俺
这样说她就放心些。 ”

年关一天一天临近，很多工程都停了工，民工们开
始三三两两地背着硕大的包裹走了。 腊月二十八的晚
上，下起了鹅毛大雪。 快要关门时，远远地看见有个人一
跛一跛地过来了。 到了店门口，我才发现是那个年轻人。

“就要过大年了，你怎么还不回家？ ”他的眼眶红了，

声音低低的：“前两天俺被砸伤了，这个样子怎么能去见
俺娘呢？等伤养好了再说吧。 ”看看他被纱布裹得厚厚的
伤脚，我问他伤得怎么样，他神情黯然地说：“重倒不重，

砸掉了两根脚趾。 ”

“掉了两根脚趾？ ”我吃了一惊，见我同情和吃惊的
样子，他的眼眶蓦地又红了。

电话拨通了，他一改刚才难过的神情，一声迫不及
待的“娘———”之后，他呵呵笑着对那边说，娘，年关公司
里很忙，春节就不回去了。 公司年货办得丰盛，馍、水饺、

鸡鸭鱼肉的什么都有，俺今年在这里享福啦……

挂上电话抬起头来，他满脸都是亮亮的泪痕。 他抹
了一把脸，声音有些哽咽：“接了这个电话，俺娘今年春
节就过得踏实、宽心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