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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和我的菜一起成长
赵思芳

媒人“张巧嘴”牵线搭桥，介绍守
寡数载的杨嫂与鳏居多年的李哥搿
老伙。

大家都认为般配，杨嫂、李哥也
满心欢喜，却遭到杨嫂的儿子栓柱、
李哥的闺女巧儿强烈反对。

栓柱说：“妈，您不愁吃穿，手里
不断零花钱，您老咋还有这想法呢？

是儿子媳妇不孝顺？孩子们惹您生气
了？还是……”杨嫂摇摇头，什么也没
说，眼泪却“吧嗒吧嗒”掉下来！

巧儿一听说爹要续弦，情绪十分
激动，坐飞机不远万里从新疆赶回
来，一进门就哭开了：“爹呀！这么多
年，您不是苦过来了吗？妈不在了，您
既当爹又当妈，忙了家里忙地里，好

不容易我长大了，能外出挣钱了，也
成家了，我和您女婿商量挣钱好好孝
顺您呢，您黄土都快埋到脖子了，怎
么还想着找老伴呢？”

李哥啥也没说，转身回到自己
的小屋里，一支接一支地抽闷烟，满
屋子烟雾遮蔽了一切，不时一缕一
缕地飘出来，浓浓的烟味呛得巧儿
直咳嗽。

栓柱、巧儿不约而同、怒气冲冲
来找“张巧嘴”。

巧儿一手掐着腰，一只手指着
“张巧嘴”的额头：“你是不是吃饱撑
的？我爹求你帮他介绍‘老棺材瓤子’
了？你嘴巴痒了能不能搁墙上擦擦？”

“张巧嘴”正和面准备蒸馍，把
手从面盆里抽出来，不紧不慢地说：

“姑娘，你也太没教养了吧？你真正
关心过你爹？你知道你爹最需要什
么吗？我问你几个问题，你能回答上
来就说明你有孝心，你爹就不需要
再搿老伙。你爹生日是哪天？漫漫长
夜你爹是怎么度过的？你爹生病了
吃饭喝水谁来管？孝顺二字该怎么
解释？”

巧儿被问得哑口无言，窘得脸上
红霞飘飞，哭着跑了出去。

栓柱不像巧儿那样火暴脾气，他
似乎是同“张巧嘴”商量，“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我们小辈管不了，但事先
也要征求我们的意见啊！”

“张巧嘴”拍拍栓柱的肩膀：“孩
子！你理解老人吗？常言说，少年夫
妻老了伴，满堂儿女抵不上半路夫

妻，老人的孤独寂寞是钱能解决的
吗？”几句话说得栓柱泪眼婆娑，转
身离开了。

巧儿回到家，不见了爹。前屋喊
到后院，也没有听到爹应声。巧儿“庙
里失火——慌了神”。

巧儿带着哭腔喊了一遍又一遍，
只有左邻右舍四门落锁的空房子传
出回音，让人瘆得慌。

巧儿走出村庄去找，一直找到娘
的坟地，爹一边给娘烧纸，一边自言
自语：“巧儿她娘，你也‘走’10多年
了，当初巧儿小，我不忍心找，怕巧儿
受委屈。现在巧儿有了自己的家，我
倒成了孤家寡人了。一个庄上的人都
外出了，就剩下我一个孤老头子，白
天有鸡鸭猫狗陪着我，唉，夜晚可真
难熬啊……不怕巧儿可怜，我真想找
你去！”

巧儿哇的一声哭起来：“爹呀，
啥都别说了，咱回家吧！”吓了爹一
哆嗦。

“张巧嘴”的话句句敲打着栓柱
的心，回想这么多年，两口子常年在
外，与妈团聚的日子屈指可数。两个
孩子都是奶奶一手带大的，孩子不懂
事，常惹奶奶生气，确实苦了妈。

栓柱叫回妻子，巧儿叫回了丈
夫，同时叫来的还有两家亲戚。在一
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李哥带着
鸡鸭猫狗搬进杨嫂家。

栓柱夫妻、巧儿两口，带着猪腿、
鞋子等礼品，还有厚厚的红包，一同
来到“张巧嘴”家谢媒人。

搿 老 伙
周明金

那年，我在山村学校任教，学校
只有三排红砖黛瓦的房舍，学校门
前毗邻一片田野。走到校园尽头，
便看见一排场子打下了地基，好像
好久没有人来施工。向一位熟人打
听，他说乡政府准备在这儿盖教学
楼，资金链断了，暂时无法施工。我
想这是上天赐予我的机会，正好开
辟出地方种植蔬菜。时值春天，走
上那一片空地，松松的、软软的，每
走一步就踩出脚印，地上觅食的小
鸟儿倏地飞向高处的树梢。从地基
走下来，迎面走来一位到大堰洗衣
服归来的农妇，她说，这地基曾是他
们 村 子 里 的 菜 地 ，种 了 好 多 年 的
菜。看来这儿是熟地，难怪土地这
么松软。但地基前面的空场子，土
壤看上去很板结，要想开出菜地，需
要下功夫。

学生们听说我要种菜，纷纷表示
要和我一起种菜。他们从家里带来
铁锹、镐头、筐子、小桶，准备和我大
干一场，打造一个绿意葱茏的小菜
园，体会另一种生命乐趣。我用镐头
将杂草连根挖起，把大石头挪开，将
挑出的小石头铺成一条条笔直的菜
园小径。课外活动时间，孩子们也纷
纷拿起工具，来到这片空场帮我开辟
菜园。啪，啪，啪，镐头与石头的摩擦
声响彻上空，这儿顿时热闹起来。一
个孩子来到一块板结的土地，举起镐
头挖下去，虎口震得生疼，手掌通红，
自小在山野间长大的他，皮实着呢，
不停地挥舞着镐头。经过一段时间

的劳作，我们开辟出六小块长方形的
小菜地。

一周后，我买回了几包蔬菜种
子，将它们均匀地撒在一块菜地里。
过了几天，土里拱出鹅黄的、嫩嫩的
芽儿，我很高兴。可是隔几天，又去
看看，那些小芽儿都变成了叶子，只
是黄黄的、蔫蔫的，我深知缺少肥料
了。学校的厕所满了，我组织学生抬
粪水，将大粪浇到菜地里，果然不几
天，菜苗长得翠绿翠绿的。

进入 4 月，小镇的大街小巷，农
妇们提着小篮子卖起了南瓜、丝瓜、
西红柿、豇豆等菜秧子。买回了丝
瓜、南瓜、辣椒、西红柿、茄子、豇豆
秧子，我开始插秧子了。我先用锄头
将我的菜地捞起一条条宽度均匀的
土埂，孩子们课间也来到菜地，他们
按照我的要求，将菜秧子按类别插在
一条条埂上，一行行一列列整整齐齐
地排列着。突然觉得种菜就像写作，
那一棵棵菜秧子就像方格里的汉字，
甚至还觉得这些秧苗就像我正在教
育的那些孩子，我渴盼菜秧苗茁壮成
长，就如我渴望我的学生们健康成长
一样。

随后的一段时间，孩子们常在课
外活动时间去我的菜地里浇水，那些
小苗渐渐挺直了腰杆，我似乎听见小
苗们拔节的声音，它们仿佛在说：“我
要长大！我要长大！”有一天，我看见
豇豆长出了藤子，我想给该它们搭架
子了。记得小时候母亲常用竹竿、树
枝搭架子，我到学校后边的梅姓人家

竹园里砍了几棵竹子，回家用菜刀将
竹子削成竹竿和竹枝。来到了那块
豇豆菜地，我将竹竿竖着插成一排，
然后将竹枝横着绑在竹竿上，这样就
搭成了架子。

进入6月，我的菜地葱茏一片，豇
豆藤也爬上了架子，藤子上的根根豇
豆如一条条翠绿的冰挂；西红柿挂满
了枝头，好像一个个红灯笼；紫色的
茄子、嫩绿的南瓜低调地藏在绿色的
枝叶间；还有那一根根嫩油油的黄
瓜，身上覆盖一个个小刺，瓜蒂上还
长着褐色的花，翠色似乎要滴下来；
还有那戴着绿色发夹的辣椒、地面上

的荆芥、苋菜……
一天，学习吴伯箫《菜园小记》，

作者描绘了在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战
士们在延安种菜的生活片段。为了
让孩子更好地体会课文中所描绘的
场景，我带着他们来到我的菜地，让
他们看看我葱郁的蔬菜。他们的眼
睛不够使了，叽叽喳喳，不停地比画
着，情不自禁地描绘种菜的过程和情
趣。这时，我看见孩子们的眼睛亮晶
晶的，小脸蛋红扑扑的，兴奋和喜悦
溢于言表。孩子们被劳动的快乐所
感染，他们感受到劳动创造的美和文
学艺术的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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