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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刚刚开始，远在乡下的母亲便打来电话，说这
几天会过来接女儿。我多次告诉母亲不用这么着急，
缓缓也行，可母亲还是早早地来了。母亲说，知道你工
作忙，孩子一放暑假没处安排，我平日里也帮不了你什
么忙，眼下放暑假了，把孩子接我那儿去，我一定好好
地照看着，你放心好了……

母亲的一席话，勾起了我的回忆。记忆里，女儿刚
上幼儿园的时候，母亲便说要来替我接送，虽被我婉
拒，可母亲一直心疼我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那一年，
母亲果断地从乡下来了，给我料理家务、照看孩子，里
里外外那叫仔细。只是这样美好的日子我虽有心维
持，却一想到独自在家的父亲便感到不忍。我身在外
地不能照顾父母已心有愧疚，又怎么可以让父亲人到
晚年受孤寂之苦？

我劝母亲，再三申明女儿我可以照顾，而且说明我
有意从小培养女儿的独立性。母亲自然是懂得我的心
思的，无奈之中想到父亲倒真有几分两难，便应下了我
的请求。

只是从那以后，虽然我家和母亲家相隔遥远，母亲
却往这儿跑得分外勤了，来的时候大包小包，能捎给我
的一件不落，来了后里外忙活，恨不得把所有家务活一
次包揽了去。

女儿上幼儿园的第一个暑假，为了不让她的暑假
生活干扰到我的正常工作，我毅然给她报了暑期班。女
儿不肯，一直哭闹。又一次哭闹中，刚巧母亲来，母亲一
下子泪也落了下来。抱过女儿，母亲说，你工作要紧，孩
子也要紧，她不愿意上暑期班，别逼她，让她跟我。

从那个暑假开始，以后的每个暑假女儿便都由母
亲接管。母亲悉心照料她的饮食，给她讲故事逗乐
子。乡下虽不比城里，可好玩的东西也不少，而且乡趣
浓郁，又有母亲特意教导，小家伙经常玩得乐不思蜀。
我呢，虽然知道母亲照看得好，可终究耐不住思念，便
也经常跑回去。母亲乐不可支，说，看看，不“绑架”这
小丫头，哪能引得回你这大丫头？

印象里，每一个暑假都是母亲最快乐的时光。记
得有一次听父亲说起，母亲每年一到暑假前，总会向别
人问起放暑假的日子，然后用粗粗的笔在日历上做好
标记，经常念叨。我听了便心有酸涩。我知道，母亲总
担心我太辛苦，于是暑假成了母亲心中的情结，这情结
里蕴藏着母亲要为我分担辛苦的强烈渴望，更有她对
我、对孩子最深沉的爱。

期待着母亲的到来，同时预备着母亲喜爱的食物，
悠长回忆间，久久徘徊心间的除了感动，我知道，更有
一分绵长又幸福的温暖……

母亲的暑假情结

又是一年暑假至，面对各种学习班和兴趣
班，女儿将头摇得像拨浪鼓，问她想干啥，她说
想去旅游。我心中窃喜：母女心有灵犀。

“行，妈妈带你一起去‘微旅游’！”我把女
儿拉到沙发上，精心制订了我们的“微旅游”
计划。

山水之间悦心性。
熟悉的地方也有风景！我们旅游的第一站，

便是离家不远的山上。选一个凉爽的清晨，用电
动车载着女儿，带上我们的MP5，直奔山上。无
需爬得太高，选一个最近的凉亭坐下就好，或听
音乐，或听鸟鸣，定能抛却一切烦忧。

农家小院觅真趣。
我和女儿商量好，暑假去她姥姥家小住几

日。姥姥家在农村，一到夏天，满院生机：嫩绿的
黄瓜顶着黄色的小花儿；长长的豇豆似垂下的

帘子；紫色的茄子越长越胖，不好意思地躲在叶
子底下；邻居家的葡萄秧顺墙爬了过来，晶莹的
葡萄粒诱人口水……夕阳西下的傍晚或繁星满
天的夜里，和女儿一起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
听姥姥讲那些古老的童话，这才是人生最真的
乐趣。

名家经典冶性情。
谁说畅游书海不算是“微旅游”呢？静静的

夜里，和女儿斜倚在床头，一人一本名著，一人
一杯冷饮，相伴阅读，是不是一种快乐？随曹雪
芹一起，去畅游大观园；随雨果一起，去巴黎看
看圣母院；随鲁滨孙一起，去荒岛历历险……让
名家经典，丰富我和女儿的知识；让名家经典，
陶冶我和女儿的性情！

暑假漫长，不能虚度，相信我们的“微旅
游”一定会让这个暑假充实而又快乐！

暑假，要和女儿“微旅游”

随着盛夏的来临，那些留在夏季里的记忆
逐渐鲜活起来。思绪似鹅毛轻拂着我未泯的童
心，我反刍着童年的许多片断，特别是我十一岁
那年的暑假，心便在岁月的长河里轻轻地荡涤
着……

那年暑假，我跟妈妈闹着要去卖冰棍。我对
冰棍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小时候，家里并不富
裕，爷爷年老多病，爸爸身体也不太好。炎热的
夏天，妈妈偶尔给我们姐弟三人各买一支冰棍，
我总是把它小心地放在茶杯里，看着它丝丝缕
缕地冒着冷气，看着它把茶杯外面冻出“汗”，间
或把冰凉的茶杯贴在热得汗津津的脸上。实在
馋了，我就拿出来小心翼翼地舔舔，然后放回茶
杯里仔细把玩。那时我特别羡慕那些在暑假里
能背着冰棍箱沿街叫卖的哥哥姐姐，渴望着有
一个装满冰棍的冰棍箱。

可领冰棍箱的押金要五元钱，还要自己买
一个二元五角钱的捂冰棍的棉胎，加上卫生检
疫费等一共要十多元钱。由于家里没钱，妈妈怕
我只是凭一时热情而不能善始善终，说什么也
不答应。

我只好去求爸爸，爸爸思量老半天后，终于
想了一个办法：他拆掉一只废旧包装箱，给我钉
了一只冰棍箱。精于美工的爸爸还用白油漆漆
好箱体，在箱子的外面写了个漂亮的“冰”字，旁
边还用五颜六色的油彩装饰着。每次拎着冰棍
箱在冷饮部领冰棍时，伙伴们总会用异样的目
光打量着我这个“杂牌军”。

在农村卖冰棍不是每次都能进现钱的，有
时大妈们用黄豆、鸡蛋等来兑换。一小碗黄豆兑
一支冰棍，一个鸡蛋兑两支冰棍。鸡蛋可以给爷
爷补身子，黄豆可以生豆芽。

有一次在农村卖冰棍，由于天太热，我中暑
倒在路上，大弟吓得大哭。附近一位好心的大妈
把我抱进屋里，用凉水给我刮痧。我醒后，发现
一箱的冰棍开始化了，急得直哭。大妈劝我说：

“小姑娘，莫急！你便宜点儿卖，兴许还能保本
呢！”说罢，她打发她的几个孩子到村里各家各
户去叫人来买冰棍。

听说有便宜冰棍卖，不一会儿大妈家门前
来了好些大人和小孩。我视冰棍的融化程度分
别作价处理了，最后留下几支分给大妈的几
个孩子吃，算是酬谢他们的好心。那次回家一
算账，发现亏空了几角钱，我心疼极了！爸妈
劝我说：“傻姑娘，这些鸡蛋、黄豆、黄瓜不也
是钱！”

那年暑假，我走遍了郊区所有的村子，一共
挣了五十多元钱。那时学费很便宜，每人每学期
才四五元钱。我们姐弟三个不仅报了名，买了各
自喜爱的文具盒，每人还添置了一身新衣服。

现在大多数家庭有了冰箱、冰柜，人们从冷
饮部里批发各式各样的冰棍存放起来。岁月悠
悠，日子一晃过去了二十多年，如今城乡再也
见不到那些卖冰棍的人了。于是，卖冰棍的日
子便成了一道永恒的风景线，定格在我那年的
暑假——那自食其力却浑厚绵长的日子里。

那年暑假卖冰棍

□管洪芬

□吕会香

□青青柳烟

俗话说：“大人盼种田，小孩盼过年。”按理
说，小孩子对寒假的渴盼应该远胜于暑假，但
我小时候总是扳着指头数日子，盼着暑假的到
来。因为暑假一到，我们这群十三四岁的孩子，
就可以为村里看守西瓜地了。

绿油油的西瓜地，是我少年时代的乐园。
那时，村里有几十亩西瓜地。收获时节，圆

圆的西瓜一个挨着一个地躺在地里，十分壮
观。放暑假的时候，正是农忙之时，大人们都在
田里忙活，看守瓜地的任务自然落在我们这帮
不大不小的孩子身上。看守瓜地，一是不让牲
畜践踏，二是防止贼偷瓜。

看守瓜地既能为家里挣工分，还能敞开肚
皮吃西瓜，如此好事对我们这些小小少年的诱
惑力可想而知了。

看瓜的棚子就搭在瓜地旁边，虽然简陋，
却十分通风。我们或坐在竹凳上看书，或躺在
竹床上养神，不时有凉风吹来，惬意极了。更多
时候，我们几个小伙伴比赛讲故事，无忧无虑
的笑声在田间地头回荡……瓜地里总有一些
没有及时采摘的西瓜，倒瓤后不能再吃。我们
就把这些西瓜的瓤弄出来涂满全身，顿觉清爽
无比。这是我们自制的解暑土方。用了这个土
方后，我们几个小伙伴身上的皮肤出奇地好，
整个夏天没有一个人身上长过痱子。

瓜地旁边就是一口水塘。实在热了，我们
就跳进水塘打水仗……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时常想起当年
看守瓜地的情景，儿时的暑假，也因为有那么
一片瓜地而变得格外清凉、温馨。

暑假看瓜地

□明伟方

放暑假后，儿子制订了一份假期作息表，要求我每
晚陪他跑步。我因工作较忙，再加上腿疾，就拒绝了儿
子的要求。儿子生气地说：“你整天不是说忙就说身体
不行，就不能想想办法吗？”说完，儿子灵机一动，让我
开着三轮代步车陪他跑步。

就这样跑了一周。周六傍晚，我与儿子刚到楼下，
正好遇到来找他玩耍的儿子的两个同学。见到他们，儿
子很高兴，为了不误跑步，儿子邀请两个同学一起跑，
他们爽快地答应了。

一路上，我在前面开车，三个孩子跟在我的三轮代
步车后面慢跑。他们边跑边争论着什么，时不时爽朗地
大笑。看着孩子们开心的样子，我对他们说：“我今天放
了三只羊……”他们仨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被我的话
逗得哈哈大笑。

回到家，我在电脑前开始笔耕。他们在客厅里嘀咕
着什么，过了一会儿，儿子对我说：“妈妈，我们要去捉
迷藏。”我敲着键盘，头也不回地说：“你们去吧，天太暗

了，要注意安全……”
没等我说完，一个孩子说：“阿姨，我们邀请你与我

们一起捉迷藏。”儿子见此情景也走过来拉着我的手
说：“是啊，妈妈，陪我们捉迷藏吧，我们三个躲藏好，你
来找我们……”看着孩子们恳切的眼神，我撂下手头的
工作，与他们下了楼。

他们让我面朝墙壁，然后就各自寻找藏身之处。两
分钟后，我开始搜寻孩子们。楼道里、假山旁，我寻找一
遍未果，就故意对着假山喊：“假山旁藏了一个，小心有
蛇啊……”

没想到儿子真的躲在假山旁，他吓得赶紧跳了出
来。还有两个不知藏在何处，我就故意对着楼道喊：“你
们两个快出来吧，小心有老鼠啊。”两个孩子似乎真的
怕老鼠，都出来了。

暑假多陪孩子玩耍，补补平常忙碌时漏掉的亲情
课。这样的亲情课，不仅拉近了与孩子的距离，也加强
了与孩子的沟通，得到了孩子的信任。

暑假补补亲情课

□赵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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