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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见父亲总是绕着走。母亲吩咐的事，不想干，拖拖
也许就过去了，而父亲的命令，稍一迟缓，巴掌就会落在身上。

上初一那年暑假，父亲说，你写日记吧，能坚持到过年，
正月十五我带你们去洛阳看灯。

那时，我还没去过洛阳呢。夜晚，和小伙伴常常坐在高高
的麦垛上，看北边的天地交接处灯光闪烁，大人说，那就是洛
阳啊。于是，洛阳，这个神奇的地方，就像天上的街市一样，在
我的心里璀璨着。能到洛阳看看灯，而且还是会动的灯，是多
么幸福的事啊。

于是，我开始写日记。想到什么写什么。父亲并不天天检
查，检查也不仔细，有时还念两句称赞一番。他每称赞一次，
我就感觉洛阳的灯离我近了一步。

我写作业，弟弟妹妹也常在旁边问我，姐姐，你又写日记
吗？他们的希望也都在我身上寄托着呢。于是，有时累了，懒
了，看着他们期待的目光，我就又搜肠刮肚地挤出一段来。

坚持着，盼望着，过年了。不用我开口，弟妹们就惦记着
十五看灯的事。

十四那天，天阴着。我的心也提了起来。一会儿看看天，
伸出手接着看有没有下雪。还好，没有下。十五那天，我们起
床很早，父亲早饭时回来，我们都穿上了新衣，梳洗好，做好
了出门的准备。只是天依旧浓重地阴着，我也隐隐地担着心。
父亲说，这天要下雪，正月十五雪打灯，等以后吧。

我的心沉到了水底。父亲吃过饭就出去了，弟弟妹妹们
失望了一会儿，也很快忘了这事，高高兴兴地跑出去玩了。只
有我一个人，躲在屋里写日记，泪水一滴滴地落在日记本上。
我发誓，以后我当了大人，绝对不对小孩子失信。

父亲又提出检查我的日记时，我沉默以对。他没有像往常那
样声色俱厉，也没有举起巴掌。以后他问过两次，我不交，他也就
不再提了。但日记已成为我的好朋友，在那里，我说着最想说的话。

我长大了，父亲老了，他对我也温和多了，常常没话找话
同我说。有时还打来电话：“电视上正放百家讲坛，讲苏轼呢，
你听听。”或者是：“我想了一副对联，你看好不好。”

他对我小时候的严厉，我也慢慢地理解了，但两人单独
相对，总感觉不自在。倒是孙辈们在父亲面前无拘无束，把父
亲当成一棵树，攀胳膊，揪耳朵，爬上爬下。他总是笑呵呵的。
我感叹，年龄真的能改变一个人啊。过年相聚时，孩子们争着
向我报告：正月十五姥爷说带他们去洛阳看灯。我想起小时
候巴望看灯的事，心里泛起一阵辛酸。

这个星期天回老家，又只见母亲一个人。母亲说，父亲把弟弟
妹妹家的小孩子们聚集到一起，带着他们去王城公园看猴子了。

我说，不是刚去看过吗，怎么又去了？母亲说，你爸说以
前日子难，欠了你们很多，得在孩子们身上补回来。原来，父
亲一直不曾忘记他的承诺。我感觉鼻子一阵酸涩，忙扭过头，
不想让母亲看见我的眼。

父亲的承诺
父亲从乡下出来已有几十年了，但乡音

始终未改。
在父亲的心里，乡下的春花是美的，麦浪

是美的，河床、水井也是美的。
一生中童年的记忆最深刻，父亲常常念

叨童年时乡下的那口井。父亲一边吃着从冰
箱里拿出来的西瓜，一边向我们说起说过上
千遍的话题：小时候在乡下吃的新鲜水果，
真是好吃啊，摘下来放到井水里凉着，等我
放学回家，狼吞虎咽地吃，那叫一个爽，比这
冰箱里的东西好吃多了。父亲说完了还故意
咂咂嘴。

那天我送给父母一台自动豆浆机，母亲
正高兴呢，父亲又回忆起了当年：巨大的青石
板被打磨成圆形的石磨，驴子被蒙上双眼，推
着长长的杆子不停地转圈，石磨就好像在唱
歌，将金黄的豆子吞下，汩汩研磨出乳白色的
豆浆……看着父亲沉醉的样子，母亲捶了一
下父亲说：真是有福不会享，现在就是真有石
磨，谁推得动啊！

父亲从小就跟着大人干农活，进城后远
离了土地，可对土地的那分热爱依旧没有变。
三十年前家里住平房的时候，房前屋后种满

了瓜果蔬菜，满足了父亲的耕种欲也丰富了
餐桌。搬进了楼房，房间里所有窗台上都摆满
了鲜花，阳台上砌出花槽种上小葱、辣椒、香
菜，父亲总有办法满足他的土地情结。

闲暇时父亲也喜欢喝上一口，微醺中常
说起下雨的日子里，乡亲们聚在一起打扑克，
备些简单的菜肴，谈天说地，充分享受着农家
人难得的清闲时光。

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工作忙，父亲几年
也回不了一趟乡下。两年前父亲退休了，有了更
多的时间，于是每年都要回几趟乡下。去的时候
给老家的人带去城里的新鲜物品，回来时必定
满载乡下的土特产，分给左邻右舍与亲朋好友，
父亲也自然落得份好人缘。走在街上常常有人
远远地给父亲打招呼：啥时候回乡下？父亲总
是乐呵呵地回答：就这几天，快了！

母亲常常取笑他：也不知道人家是惦记
你还是惦记那些土特产，看把你美的。父亲嘿
嘿一笑，并不在意。

有人说乡下是寂寞的。对此我有不同的
看法，乡下有全部异地儿女的心，身在他乡却
情牵土地，就像我的父亲一样，乡下永远在他
的心里，因为那是他永远的精神家园。

父亲的乡村情结
□青衫

离开家的那晚，我跟父亲撒了个谎。
临行前夜，我对父亲说，爸，给我点钱吧，

有同事给我找了份工作，一去就可以上班。父
亲笑呵呵地掏出两千元钱塞给我，并嘱咐我
一路小心，工作上要尽心尽力，不懂的就要
问，我打断他的话，背起行李就飞跑出来了。

其实，我是急着见父亲反对我们交往的
男友阿山，他就在我们的小县城里等我。第一
次跟父亲谈到阿山，他的脸陡然阴沉下来，向
我怒吼：我就你一个女儿，你嫁到千里之外，
我老了指望谁？我嘴上说断，可背地里依然和
阿山保持着联系，我相信他会给我一个美好
的未来。

和阿山一起到深圳后，为找工作东奔西
走，我那两千元钱很快就花得所剩无几。万般
无奈之下，我只好进了一家电子厂做普工。谁
知半年后，阿山说他爱上了别的女孩，从此手
机关机，杳无音信。被抛弃的痛苦无以言表，
我整日以泪洗面。

工资卡里的钱已经没有了，唯一的办法，
就是再一次骗父亲。我对父亲撒谎说要去参
加财务过级，要一千元学费，父亲爽快地答应
了，对我说：“我知道你会要钱，听说网银转钱
快，我特意办了张卡，里面有两千元钱，开通
了网上银行，你直接转到你的卡上就好了，很
快就会到账。”

我按照父亲发给我的银行账号和密码，
登录上去，点开页面，弹出一个对话框，显示
安全提示，我惊呆了，只见画面上的预留验证
信息是：亲爱的女儿，答应我，你要幸福和快
乐。那一刻，我的眼泪突然就滚了下来。我没
想到，一向严厉、不苟言笑的父亲，竟然有这
么细腻温暖的心思。要我幸福和快乐，父亲这
样对我说，可我呢，为他想过吗？我从未考虑
过他的感受，从未感谢过他对我的付出，只一
味地从他那里索取，我真是太自私了。

潸然泪下的我，突然间如梦初醒，这个世
界，谁都有可能抛弃你，除了你的父母。我决
定放弃去找阿山的打算，为了我的父亲，也为
了自己，好好工作，努力生活。

银行卡里的钱我最终没有取，每当生活
不如意时，我就打开网银，看看验证信息，读
一读：“亲爱的女儿，答应我，你要幸福和快
乐。”心里就会产生信心和力量，它支持鼓励
着我。我要努力工作，我要幸福和快乐，不让
父亲失望。

藏在网银里的父爱，就这样温暖着我
的人生。

网银里的父爱
□刘希

晚上十点多，突然感觉口渴，起身找水喝。刚进厨房，就
闻到一股锅烧干的味道。我猛地一惊，赶紧开灯！透过电热锅
的玻璃盖，明显看到锅内的水已烧干，立即拔掉电源插头！

这是谁忘了关电源？我的一句话，招来了全家人。父亲一
拍脑门：哎呀，忘了。其实我知道是父亲。因为起初我看到厨
房的电热锅开关亮着，曾问过父亲。他还不耐烦地冲我说：没
事煮几个咸鸡蛋，你别管了。我知道父亲一向要强，也就没再
过问。可能是父亲看着电视忘了，才酿成了“过失”。

我一时难以克制，便嚷嚷开了：这多危险呀，出了事儿怎么
办！好好的锅也被烧坏了！父亲听了很难堪：我不是忘了嘛！大
不了，明天我买个新的。说完，他起身回到房间，哐当一声关上
了门。第二天早饭父亲一直无话；上午，厨房便添了一口新电热锅。

事后，虽然我为对父亲大发脾气而深感自责，但想起来
就后怕。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去年冬天一件更让我揪心的事。

那夜，我正和妻子、女儿看电视。突然，父亲提了个口袋
推门而入，孩子似的冲女儿直显摆：孩子，看爷爷给你弄什么
好东西了！我们好奇地打开口袋一看，是三只灰黑的鸽子，正

瞪着眼睛，慌乱地转圈。
女儿自是乐得直蹦，我却开始了质问：爸，这是从哪弄

的？父亲一脸自豪：楼顶不是住了一窝鸽子嘛！我趁黑爬上楼
顶，用手电一照，那鸽子全都乖乖地一动不动，正好捉来给孙
女玩！我那个气呀：您都多大岁数了，还夜里爬楼顶，不知道
下雪呀，不知道自己腿脚不好呀！父亲却满不在乎：我年轻当
兵那会儿，什么危险的事没干过，这算得了什么？见拗不过父
亲，我也不便再说什么，可心里真替父亲担心。

父亲年轻时当过兵，体格很棒。如今，父亲日渐老去，却
不肯承认自己已老：曾一人收玉米，累得直不起腰；曾天热冲
冷水澡，搞得感冒发烧……

提起这些，我很无奈，可从不敢直来直去地提醒父亲做
事一定要小心，因为别人一说他老他就来气。

于是，我便和妻子商量，一定要随时留意父亲的行动，及
时、委婉地提醒他多加注意，以免发生意外。我们决心要像当
年父亲对我们那样，当好父亲的“监护人”，让他在充满尊严
和安全的氛围里，幸福地安享晚年，快乐地慢慢老去。

当好父亲的“监护人”
□张金刚

□村姑

父亲节就要到了，特别思念父亲，虽然他已去世十多年，
自以为能看淡生死的我依然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

母亲节的前一天，我在拉手网上又拍了一份美食，请母亲
大吃了一顿。这一年来，我经常这样变换不同的餐厅，让母亲
品尝小城里的各种美食。由于分量太足，我们才吃到一半就
吃不动了，如果父亲还活着，这决不是担忧的问题。父亲最大
的爱好是为我们做各种好吃的，他每天都在菜市场和厨房往
返，从小到大，我都没有空着肚子上过学，他在的时候，周末
不是叫我们回娘家吃饭，就是乐呵呵地和我们一起去餐厅。

吃罢美食，我从包里随手拿出一本杂志给母亲看，那是
我刚收到的一本样刊。去年一年里，我发表了一百多篇散文
随笔，如果父亲还活着，他该多么高兴和骄傲啊！他是我在文
学上的启蒙者，做电力工程师的他涉猎广泛，我们父女俩经
常抢书看。他如果活着，一定会认真地读女儿写的每一篇文
章，真想和他一起分享自己的每一次进步与喜悦。

父亲活着时，经常会说如果你奶奶还活着该多好啊，她

每天都能看电视。奶奶去世时，都不知道电视为何物，但她特
别爱听故事，只要听过就不会忘记，还会惟妙惟肖地讲述，我
们姐妹俩出色的表达能力可能缘于此遗传。父亲的另一遗憾
是奶奶还不知道冬天不用烧炉子，屋子也会变暖。而父亲呢，
他2000年去世，还没有坐过飞机，现在我们母女三人每年
都在国内飞上几次。姐姐还经常开车拉我们到处转，今年我
也考了驾照。要是父亲还活着，退休赋闲的他也可以每年出
去旅旅游，甚至坐上我开的车。

父亲设计验收了无数房子，去世之前住的是五十多平方
米的集资房，现在他的两个女儿都住上了宽敞明亮的三室一
厅。母亲经常念叨：你爸要是活着肯定也得换个大房子，一家
人聚在一起吃饭该有多惬意！

父亲走时，他的小外孙才一岁半，正蹒跚学步、咿咿呀呀，现
在已经长成一米七五的男子汉了，动手能力超强，经常帮外婆做家
务。如果父亲还活着，这么帅气阳光的外孙，父亲一定会引以为豪，
一定会为我们祝福。

假如父亲还活着
□李爱华

有人说，感激生命最好的方
式莫过于珍惜，对待生活最好的
方式莫过于感恩。父亲，就是
我们生命中最应感恩的对象之
一。6 月 16 日是父亲节，让我们
感恩父亲，在每一个父亲节里，也
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