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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哑巴玉”不是哑巴，只是他不爱说话。他
的名字叫石工玉。他在你身边，你不问他话，他
就不言语，所以大家就都习惯叫他“哑巴”。

他出生于1957年，进厂时十八岁，他身高
一米八三，瘦高个儿，大眼睛、通鼻梁，白白净净
的，一副帅小伙儿的模样，只是身穿破旧工作
服，让人看着不舒服。他每天睁着一对明亮的
大眼睛，等待组长分配任务。凡是交到他手里
的活儿，你就好吧，保管叫你满意。随着交往
的深入，我们得知他出身于普通工人家庭，家中
有一个小他七岁、有智力残疾的弟弟。父母整
日发愁弟弟的未来，琢磨着要给弟弟治病，钱都
花亏了，却一点效果都没有，父母抑郁，“哑巴玉”也
不知说什么好，因此他就更不爱说话了。

他身上的优点很多，脑子反应很快，写得一手
好字，还会拉小提琴。尤其是干活儿，在保全组的
年轻人当中，数一数二。看图、画图、计算等，都做
得很在行，至于锯锉铲磨打眼儿玩榔头，他也不在
话下。那时，厂里经常举行技术比赛，无论是笔
试，还是实际操作，他总是第一个走出考场，公布
成绩时，他也总是名列第一。有一次，钳工比赛，
他又得了第一名。我说：“行啊，你总是得第一
名。”他笑眯眯地回答：“从小学到中学，我门门功
课都是一百分！”

1978年高考时，我报了名，他却不报。我知道
原因，他家里生活不富裕，加之工作时间短，考学不
能带工资。如果考上大学，他的工资就没了，那样
生活的压力会更大。他虽然未考学，但从未放松学
习，坚持上夜校。在夜大，他认识了一个女朋友，不
温不火地走了三年多，到快毕业时，他已经三十岁，
还是结不了婚。最关键的是他家的经济实力，满足
不了女方的要求。为此，父母着急，他也不表态，弄
得亲戚朋友、街坊邻居，都知道他恋爱遇到了难题。

1986年秋天，他的邻居，一位生得眉清目秀、身

材高挑儿，刚刚考上天津大学的二十岁姑娘刘盈盈
来到他家，盯着他的眼睛说，强扭的瓜不甜，你不必
纠结！哼，为了钱，不结婚，这样的人要不得，你就
跟她散吧。这番话，说得“哑巴玉”目瞪口呆。刘盈
盈接着说，我爱你！等我四年，大学毕业后，我嫁给
你。“哑巴玉”两眼直愣愣地看着她。刘盈盈有点羞
涩，十分深情地望了他一眼，扭头走了。刘盈盈知
道他是不会说话的。这次，他没言语，倒不是性格
使然，而确实是无言以对！多年来，他从未把这个
邻居女孩儿当作恋人。他仔细地想想，刘盈盈凝视
他的眼神，又浮现在眼前……他有点明白了，但自
己毕竟比刘盈盈大十岁，谁知道以后会有什么变
化？他不能动心。此刻，他已下定决心和夜大的那
个女青年分手，先去创业，然后再成家！

这个想法，他未对任何人讲。改革开放就是机
会多，两个多月后，他对父母讲，他要以劳务输出
的方式出国学习、赚钱，合同期定了三年。他去了
日本，在一家小工厂工作。他生活简单，不抽烟、
不喝酒，除了吃饭很少有其他挑费，每天两点一
线，白天在岗位干活，晚上在宿舍学日语、学技术，
踏踏实实地学习、干活儿争第一，自己跟自己较劲
儿，这是他的长项。没多久，他的表现赢得了老板

和同行的赞许，他暗暗地瞄着技术好的同行，
发誓一定要超过日本人。随着技术的提升，
老板不断地给他调岗提薪，到了第三年，他调
到了工厂里最累最苦最熬人，薪酬也是最高
的岗位——研磨。
合同期满，他怀里揣着一笔钱和满满的自

信回到家乡。没多久，他就应聘到了一家日本
独资企业上班。果然，刘盈盈大学毕业后，和
他登记结了婚。当他公布结婚喜讯时，所有人
都惊呆了，父母高兴得抱头痛哭，刘盈盈的父
母却是会心地笑了，他们认为女儿看得准、嫁
得对！
这场姻缘成了当时的一段佳话。婚后一年，刘

盈盈生了一个大胖小子，两家老人整天乐得合不拢
嘴。刘盈盈后来还考了在职研究生，毕业后提职提
薪，成了单位里的骨干，丈夫“哑巴玉”在企业里照旧
调岗提薪，因为技术好，劳动态度好，老板给他上了
最高的养老保险，所以，他的退休金和国有企业的高
工一样。到了退休年龄，老板想返聘他，他却向老板
请辞，因为父亲、弟弟相继去世后，他发现母亲腿脚
不便，而且越来越显得沉重，他决定退休回家照顾母
亲，做一个孝子。

退休后，他多次带母亲去看病。医生说，老人要
保证营养，补钙、晒太阳……听了医生的话，他除了
每天精心调理老人饮食，还设计了一个多功能轮椅，
能坐能躺能翻身，这辆轮椅出来一亮相，便招来街坊
四邻的羡慕：这大哥整天不言不语的，手真巧，老太
太有福啊……从此，社区里就多了一道风景线，只要
是晴天暖阳，“哑巴玉”必定推着母亲出来遛弯儿、晒
太阳，足足晒够俩小时。当然，他那个当足球运动员
的儿子，也偶尔顶替父亲，奶奶晒太阳，孙子看手机。

这一晒，至今已整三年，不仅老人晒得精精神
神，就连“哑巴玉”也红光满面。前不久，有人看见九
十岁的老人，竟能扶着轮椅慢慢行走呢……

面前的老梁，如果不那么固执，一根筋，
刹不住车，学会放下，转换身份，也许他的晚
年就不会让自己陷入困境。每个人退休都
要调整心态，换一种活法。可是老梁偏偏不
换汤、不换药，依然保持着原来工作时的状
态，仿佛凝固住了。无论家人怎样劝说，给
他安排旅游，让他出去散散心，他一概不
应。每天早上还是上闹钟，按时起床，然后
洗脸刮胡须吃早餐，然后换好多年不变的深
蓝色隐条西装，里面是熨烫好的白衬衣，然
后又拿起那个黑色的公文包——关键是他
都扮好了，去哪儿？他自己也不知道。

像是魔怔了，老梁不知不觉去了家具市
场，按照原来办公室的摆设，给自己订购了
一套办公桌椅。当这些办公用品送到家时，
他给自己打造了一间和原来单位一模一样
的办公室，里面摆设的位置也照原样不变：
红色的座机电话是摆在桌子的右上角，现在
还摆在那；枣红色的一米八尺寸的办公桌，
高靠背的黑色转椅，连牌子都是一样的；办
公桌对面摆放的两把木头椅子，
那是和人谈话时用的，一切都是
老样子。

老梁坐到转椅上，左转转，右
转转，满意得又有了开会讲话的
感觉。这感觉真棒，浑身上下哪
儿都舒服。每当这时，老梁就给
自己沏一杯绿茶，然后看报。他
竟然没有看手机和电脑的习惯，
原先很多事都是秘书处理，他只
对文字感兴趣。一张报纸从大标
题，一直看到末版的报屁股，一天
的新闻都看不够。

九十多岁的老母亲撒手人寰
时，老梁哭泣，然后给家里开了第
一个家庭会议。那天他的两个兄
弟就坐在他办公桌对面的两把木椅子上。
他说：“大家到齐了，我们开会。”这句话是他
多年在单位开会时的口头语。现在终于派
上用场，口头语依然不变。

他给两个兄弟开会的意思是说，老母亲
的财产我们不分，就作为我们这个大家庭共
用的经费。父母没了，我们三兄弟不能散
了。母亲的家产作为今后大家的活动基金，
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需要出钱帮
助谁，都可以从这个基金里出钱，省得今后
聚会吃个饭什么的，在付钱时推来推去的，
有这个基金在，大家聚会也变得轻松省心
了。我们选一位会计保管，我看就老三家的
媳妇负责吧，她做事情仔细认真。别看这是
家庭的一本小账目，但是也要有报账和监管
机制，做到账目清清楚楚。每次消费必须是
三兄弟都凑齐了，才能花这里面的钱，如果
只是一家两家不可以用。三家都凑齐了才
有权花这个钱，而且每次支出过后，都要在
家庭网上公布，一次一清，让大家做到心明
眼亮。

老梁在家是老大，从小到大，两个兄弟
始终对大哥充满了敬畏和顺从。大哥说一
不二没人敢反对。现在父母都没了，兄弟俩
就剩下服从了。
“同意的举手。”三兄弟都举手了，这件

事就顺利通过了。
那天，老梁参加家庭聚会，依然穿着深

蓝色隐条西装。饭桌上，看到大家都是休
闲打扮，唯独老梁穿着西装显得特别呆板，
让人感觉极不舒服。老梁始终是端着的架
势，席间喝了点酒，热得直冒汗，他宁愿热
着也不脱西装，似乎是在坚持着什么，他和
家人在一起时也要顾及面子，真有这个必
要吗？

大家在饭桌上聊天，问都去过哪些国家
旅游？有说去过意大利的，有说去过澳大利
亚的，有说去过英国的，大家都在说自己出
国旅游的体验。老三还拿出特意从意大利
给大哥带来的耐克牌运动衣和旅游鞋；二哥
也劝大哥说，既然退休了，穿休闲不只是一
个简单的服装改变，说白了是心理产生的变
化，让自己彻底换一种活法。因为穿西装，
还要配上皮鞋，上了年纪穿皮鞋容易崴脚。
人老了最怕摔，一旦摔坏了身体早早就把自
己送走了。兄弟俩都希望大哥退下来了，不
妨就换个活法儿。

穿休闲衣服，穿旅游鞋，再剃个平头，甚
至剃个秃子，老梁在和朋友们吃饭时，有一
大半是退休老同志，都彻底换了打扮，话题
也都和养生、保养有关。比如每天都吃几种
维生素，比如有人开始去公园打太极拳，还
有的三五好友聚集在一起踢毽子。更有唱
京剧的、自驾游的，包括接送孙儿上下学雷
打不动的……大家谈论的话题，都转入了一
地鸡毛般的生活琐碎。唯独老梁听着这些
谈论直犯困，有几次还真的在别人高谈阔论
时，他竟在酒桌上睡着了，口水顺着嘴角流
到了腮帮子，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老梁与众不同，也许他还需要时间，这
种事急不得。改变是自己认同并发自内心
的，不是看到别人怎样他就怎样，那可不是
老梁的性格。老梁固执己见，一条道跑到
黑，但愿他别真的卡在那儿下不来。人到了
晚年，留给自己的时间真的不多了，千万别
因为死脑筋，把身体搞坏了那就真划不来
了。其实，老梁早就感觉到身体出了问题，
也许问题还不小呢。

想想临近退休前半年，明知道快要退休
了，老梁反倒还来了兴致。突然就决定把办
公室来了个大装修，甚至把家里的一个长沙
发搬到办公室，作为中午休息的地方。墙面
刷了立邦漆，室内都擦拭得窗明几净，他这
样收拾干净了不仅看着爽，最主要是他还有
一个小心思，觉得自己怎么也会多留个半年
一载的。他竟然联想到小时候陪着母亲去
买布做衣裳的情景。每次买布的时候，那个
丈量布的先生用剪刀剪布时，都多让出一
寸，然后再下剪子。他临退休前，单位给他
哪怕延长一年也是好的。

越临近退休时，老梁的变化越大，不仅
人变得友善了许多，见了过去和自己不对
付的人，也假装赔起笑脸。老梁这样委曲
求全，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其实他心里好
难受，他觉得自己变得怪怪的，一点都不淡
定，诚惶诚恐，疑神疑鬼。开会时，他的手
下意识地发抖，而且上来那个劲儿便不停
地抖。每到这时，他就把手插进裤兜，拧住
自己大腿一块肉，直到讲完话才松手。每
次拧了自己一把，都会是一片淤血青紫。
尽管这样，老梁也从不去医院检查，每年单
位查体他故意不去，快退休了，没病没灾地
还要按时间退，一旦查出病来，那就一点机
会和余地都没有了。老梁如此恋战，他哪
敢去检查身体。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老梁睡不着，只有
他自己知道内心深处有多悲凉，这种无法向
人诉说的孤独感，这种内心深处的寂寞和恐
慌，让他觉得没着没落。老梁害怕退休还有
一个原因，他怕退休后整日待在家，害怕面

对自己的老婆。因为工作关系，他不敢和老
婆离婚，这是一个缺少温暖、冷冰的家，但没
有家庭的温暖，他还有工作，所以他拼命工
作，把所有心血都花在了工作上，就这样硬
是熬过了大半辈子，他和老婆貌合神离了大
半辈子。

老梁知道退休回家就再也无法逃脱，他
要守着如陌生人般的老婆，继续生活在同一
个屋檐下，一想到这他就不寒而栗。一辈子
为了面子不离婚，把积攒了几十年的痛苦，
都留在了晚年的悲哀里，想想就心悸、别
扭。他觉得自己的婚姻，就像滋养了一个大
毒瘤，老婆成全了他，给他留了半辈子的面
子，到了晚年会和他算算清楚。所以，他知
道欠了谁的，到时候一定要还的。

老梁和老婆感情不和，孩子从小在他
们的吵架和不和中长大。孩子对这个家没
有好印象，所以，孩子早就在国外定居，并
很少给家里打电话。除非他主动，否则，孩
子从来不主动给他打电话。现在互联网这
么发达，视频一下都没有。老梁生活在一
个冷冰冰的家庭，工作是他的寄托，回家让
他恐惧。

虽然退休，但他的手里没钱，他这么多
年都把工资卡交给老婆。现在退下来，老婆
也没把工资卡还给他。他找老婆要钱，老婆
不爽快给，每次就像要小钱一样，这让他好
别扭。一天，他让老婆到他房间谈话。老婆
坐在他办公桌对面的木椅子上，一脸的不耐
烦，老婆早就对他把儿子的房间，装修成了
办公室极其不满。她认为他这是发神经，脑
子进水了，不可理喻。但是她又拗不过他，
她知道只要他想做的事绝对拦不住，家里有
三间屋，她自己住一间朝阳带露台的大房
子，剩下的他住一间、孩子一间。夫妻二人
分居了二十多年，他退休后，竟把儿子房间
装修成了办公室。

老梁和老婆谈话，只有一个话题。他
要把自己的退休金卡要回来，然后两个人
采取AA制生活方式。愿意就一起过，不愿
意就分手。

老梁做好了各种打算，他老了必须经济
独立，没钱，啥话语权都没有。他知道从老
婆手里收回经济大权肯定不容易，他大半辈
子没离婚，老婆看中的就是这经济大权牢牢
攥在自己手里，否则早就不过了。现在老梁
要收回来，老婆会不会因此发疯。

当老梁提出让老婆把他的退休金卡还
给他，夫妻实行AA制时。老婆并没有他想
象的那样撒泼打滚，反而表现得比以往都冷
静。这让老梁挺震惊的。

老婆早就猜到会有这一天。儿子出国
定居，他们夫妻都有退休金，她也没打算死
攥着他的退休金不给，如果夫妻一直很和
睦，不会把钱分得这么清楚。但是她和老
梁不一样，这么多年说白了就是搭伙过日
子，现在已经这把年纪了，老婆也不想再折
腾吵架，吵了一辈子早就烦透了，心想AA
制也挺好，两个人各花自己的钱，省得今后
为钱吵架。

老梁没费吹灰之力，就把自己的退休金
卡要回来了。这说明，老婆确实是老了，丧
失了年轻时的斗志。

第一次去超市买东西，花了几百块钱，
拿小票算钱刷微信时，夫妇俩平摊。开始还
有点不习惯，但是立好的规矩就要执行，这
是老梁的一贯作风。老婆一辈子婚姻不开
心，现在只剩下一起吃饭这样简单的形式。
在她的心中，越来越不看重钱，她曾经想过，
等老梁退休，干脆不凑合，分开得了。可是
不知从何时起，她生命中养成了一种惰性，
人变懒了，懒得离婚、懒得吵架、懒得较真
儿，懒得再去开辟新生活，结交新朋友。变
懒的婆娘，不愿意再和外人打交道，还要再
去了解陌生的新人，磨合来磨合去，最终还
不知是个啥结果。她周围的朋友中，这样的
例子太多了，老了还要为离婚奋斗，到头来
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生活，有那种真正完
美的理想生活吗？

老梁很久不和老婆沟通感情，他们的情

感蒙上了厚厚的灰尘。这么多年，谁也不知
道对方心里想的是什么。所以，即便是老婆
心里有了新的变化，他也一无所知。那天，
老梁去单位参加退休人员的一个活动，这是
老梁最喜欢的事了。他平日渴望开会，渴望
讲话，渴望沉浸在开会的氛围里。

可是那天老梁出丑了。他在老同事面
前，突然失意傻笑说话语无伦次。他的这个
举动震惊了大家。老梁穿着深蓝色隐条西
装，里面白衬衫，脚上皮鞋擦得闪光。他呵
呵笑着，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说过的话，突
然又呜呜地哭起来……老梁失控了，他生病
了，当着大家的面，彻底暴露了严重的病态。

几个老同志把老梁搀扶着坐下，让他安
静。大家商量了一下，决定赶紧用车把老梁
送回家，告诉他老婆这种情况。老梁肯定是
病了，究竟是哪种病症，这要到医院经过医
生的检查才能够确认。

老梁被送回家后，几个同事把老梁的发
病情况，如实向他老婆说了。老婆说，谢谢

你们把老梁送回来。送走了同
事，老婆把老梁安顿下来，老梁
睡着了。

老婆这个时候非常地紧张，
她在房间里急得团团转。这是
她最不想看到的结果。如果说
人老了，健健康康在一起AA制
她能接受，可是让她摊上一个老
年痴呆的病人，这事情太大了，
她受得了吗。

再难，再不情愿，再觉得这世
界对她不公平，老婆也没想到要放
弃。救人一命，她不能在这个时候
撒手不管，那不是她做人的原则。
她预约了一家最好的医院，她要带
着老梁去做个详细检查，看看到底

得了什么病，如何医治。
老梁睡了一夜。早晨，老婆问他昨天发

生的事，他竟一点都不记得了，甚至连去单
位的事也不记得了。老婆看着一脸呆滞的
老梁，心里一阵悲凉。老梁真的病了，而且
病得不轻啊。

经过医生检查，大夫初步诊断是阿尔茨
海默症。这种病临床表现为记忆障碍，失
认、失语，人格和行为改变，抽象思维和计算
能力损害等。老梁患啥病不好，偏偏患这种
疾病。这种病，没发病时和好人一样，发病
就会失忆，走在大街上就能走丢，最大悲哀
是从现在开始他就离不开人了。

今后的日子还长着呢。这让老婆该怎
么办？都说患这种病的人，主要是坏了脑
子，关键是不知道他何时犯病。老婆开始以
泪洗面，为何一辈子婚姻不幸，还要在晚年，
再给她加上一个看护痴呆老伴儿的重任，这
让她觉得生不如死。

最关键的是，她需要天天照顾、付出，对
方却痴呆得什么也感觉不到，这是让老婆最
痛苦的事。她所有的付出，面对着的是一个
失忆者，对方浑然不知她的牺牲有多大。人
生啊，人生，走到最后才知道自己会遭受什么
样的命运打击。认不认命是一回事，承受不
了也要承受，是另外一回事。老婆已想好了，
她要不离不弃。

老梁做梦也想不到，大半辈子和他不和
谐的老婆，在他失忆后，还要照顾他。老婆带
着老梁出去遛弯儿时，给他换上了之前两个
兄弟送给他的运动装、旅游鞋。老梁的西装
不见了，换成了一身休闲打扮，原先说好的
AA制自动解除，老梁靠着老婆的帮助，开始
了一种新的生活模式。

本版题图 张宇尘

我家乡那地方山多，从村里往西走三十多里路，有
一座山叫金马山。

小时候，还没时兴电视，电影也很少很少，一到夏
夜，村里人的乐趣，就是孩子大人围坐在井旁树下，天
南海北地闲聊着什么。谈古论今，说神弄鬼,天上流萤
微闪，手中蒲扇轻摇，那般恬静和惬意倒是别有一番
韵味。

话题中，关于金马山的不少，此时，往往作中心发言的
就是瘸二爷。瘸二爷家里挺穷，一生没有娶妻生子。他最
大的财富，除了那根时刻不离身的拐杖，就是一肚子关于
金马山的故事了。瘸二爷那年五十多岁，脾气好，平时我
们都愿意和瘸二爷开玩笑，有时就把他那根黑乎乎脏兮兮
的拐杖偷来，看着他着急地围着我们转的样子很是开心。
瘸二爷一着急说话就结巴：“再，再，再跟你二、二、爷闹，让
金马山上的小马驹，踢踢踢……死你！”

金马山的故事，就是个民间传说。可是瘸二爷每讲
一遍，都要加上自己的即兴创作，所以人们喜欢听。他
讲故事时一点也不结巴，语言很流畅，还时常加点悬念
和小幽默什么的，每次讲到干了坏事的人到了金马山
顶，就会让小马驹踢一脚时，他还把自己
的那条瘸腿抬起来，认真地做一个模拟
动作，用来加强艺术效果，于是人们就都
开心地笑起来。我曾问过他：“二爷，您
爬过那山顶吗？”他眼睛一瞪：“那么高的
山，不知道你二爷我从小就瘸吗？”

说实话，听了瘸二爷的故事，我被金
马山顶的那神奇的世界迷住了。二爷
说，金马山高着呢，爬到顶，踩着小板凳
一伸手就摸到天了。天啥样？溜滑溜
滑，稀软稀软，就像缎子被面似的。二爷
又说，山那边美着呢，站在山顶上，能看
见大海，就像到了蓬莱仙阁一般。

好长好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的魂儿
被金马山勾去了。金马山顶，成了我最
神往、最崇尚的去处。我常常一个人坐
在院里，望着远处的金马山，想象着站在
山顶上，踩着板凳摸天的感觉，想象着山
那边开着艳丽的桃花儿，飞舞着彩色的
蝴蝶，想象着有一道潺潺的溪水，从山顶
朝山那边流淌着，想象着有一匹金马驹，
在诚实人的呼唤中翩跹而至，驮着我飞
翔在高高的五彩云里。

到金马山去！一个强烈的欲望在
我的心底浮动着。那些日子，我已经被
自己的好奇心折磨得坐卧不宁了，可是妈妈那只温柔
而又武断的手，一次又一次地把我和金马山横切过
来。她不知道，一个十岁多的孩子，已经到了感觉成熟
的年龄。

终于有一天，我和村里的一个伙伴儿，带着干粮和
水葫芦，踏着黎明朝金马山出发了。那一夜，我激动得
几乎没睡，像一个朝圣者那样虔诚，我们寻梦去了，虽匆
匆启程，我们却没有忘记带上一个结实的小板凳。

登上山顶了。我们竟惊讶地发现：所有传说中的梦
幻世界，全都是子虚乌有云消雾散了。金马山的伟岸峻
峭没有了，它之所以高，就是因为过去是在山下仰视
着。而今我站在山顶上，它变得太平常、太普通了。莫
说踩上板凳，就是踩上十层高楼在这里也什么都摸不
着。远处还有许多比金马山还要高的山，连绵逶迤，像
一个个凝固了的海浪。

我把眼睛闭上了又睁开，睁开了又闭上，按照瘸二爷
教的方法拼命地呼唤着金马驹，却不见一丝的反应，只有
冰凉的山风哼哼着怪调，毫不客气地撕扯着我们的衣裳。
山那边，哪有什么蓬莱仙阁，光秃秃的荒山野岭，一览无
余，全不如山这边我们村庄前后有花有草的景色。

我心中魂萦梦绕的童话世界被打碎了，陡然升起了
无名的懊悔，我有生以来那是第一次感到了疲倦，下山
的路于是就变得很长很长了。

当我们回到村子的时候，已经月上柳梢头。在那个
村头大井旁，瘸二爷还在讲金马山的故事。我看到他讲
到兴奋处时，还是抬起自己的瘸腿吃力地做一个示范动
作，于是人们的笑声就在夜空里到处飘着。我蓦然想起

瘸二爷是从来没有爬上过金马山的，但他有
一座完全属于自己的金马山，任何人也没有
理由去破坏那个美丽的梦幻……

时间一晃几十年过去了，也不知瘸二爷
是否还活着。我想，如果有一天，我见到他，
一定会告诉他，小时候，我曾爬到过那个山
顶上，踩着小板凳，我摸到天了，天啊，果然
好光好滑呀……

牵牛花

牵牛花，民间俗称喇叭花，它本是生长在室外的，到夏
末初秋的时候，沿着篱笆墙向上爬着，枝蔓如手举着一串
串粉红色的或淡黄色的小花，很是好看。

我喜欢牵牛花的淡雅与形状，有它在眼前，我仿佛天
天都能听见牵牛花的歌唱。我的房间外边曾经种过许多
的牵牛花，这种花不会给我牵来牛，但它会牵引着我愉快
地遐想。

是快到冬天的一天，北风已经很强了，按以往的经验，
牵牛花会很快枯萎死去。那天，我突发奇想，把一盆牵牛
花移栽到了我家屋内的窗台上。我为自己用此法挽救了
花的生命，而充满了成就感。

从寒冷的室外，到温暖的屋内，南窗有着充足的阳光，
牵牛花似乎很是感谢我的一片盛情，它一如秋天时那般蓬
勃地生长着，用五彩的花朵装点着那一隅美丽的风景。

谢谢你，牵牛花，只要你能绽放，你有什么要求我都会
满足的。

牵牛花没有向我提任何要求，它也许知道，如果没有
我把它移进室内，它可能早已冻成了枯
枝。而我却向它提出了我的要求，这个
要求是武断的，不容商量。

我用一条长长的细绳，固定在一根
竹棍上，一头插在花盆里，一头沿着窗户
的边缘绕了一大圈。我要为牵牛花铺一
条前进的道路，让花顺着那根绳在窗口
走出一个“门”字的形状，我为自己的创
意而激动，我想象我家的窗台，被牵牛花
的绿叶和五颜六色的花朵儿，装点成一
个美丽的彩门，那该是多么好看。

为了那一天的早日到来，我开始认
真地做起园丁的工作，为它浇水施肥，
保证它有充足的养料。听别人说，植物
的生长是需要风的，但是，冬天不能开
窗，外面的风太凉，我就用扇子每天为
它送去一缕缕轻风。果然，牵牛花长得
郁郁葱葱，它生长的速度很快，不到半
个月的时间，它顺着绳子拐了一个大大
的直角弯。

这是一条平坦的道路，可是横着长
的牵牛花却总要向上探头，那根绳子似
乎拴不住它。没办法，我每天都用一根
根小绳把牵牛花的手脚捆住，让它横着
走。这样连拉带扯，虽然牵牛花并不情

愿，它还是走到了窗台的另一个直角处。
牵着这种花的时候，就像是在牵一头牛！
按照我的远景规划，此处该是牵牛花向下爬的时候

了，如果说前一段“横行”的路，还多少有些劝说的意思，那
么让它向下爬就是彻底的“强迫”了。我把牵牛花伸出的
枝蔓，用软软的细线固定在下行的绳上，第二天，它又把头
顽强地向上挺了起来。如此再三，态度丝毫也不改变，任
你使尽浑身解数，它一寸下坡的路也不走。

我这个人认准的事一定要做成，当然，摆弄这个牵牛
花是需要一定耐性的，我还是软硬兼施，连说带哄，用那非
常软的棉线小细绳让牵牛花走“下坡路”。我没有忘记恩
威并举的策略，在这个阶段，我还给牵牛花增加了不少营
养，我花了不少的钱，从专业的花店里买来花肥，让牵牛花
保证有足够的能量。

你怎么也得给我一点面子吧。
可是牵牛花对我的一片苦心，竟然是那么冷漠，它可

能把我在秋末时，怎样把它从寒风中救出来的事情全忘
了。瞧，你把它的小枝拉下来，系在往下方向的绳子上，可
是就在你一转身的工夫，它的枝蔓又顽强地抬起头来，就
是不往下面走。

它坚决不向下走一步，它的生存哲学就是向上、向上。
我有些生气了，摆弄牵牛花的手和态度，都变得冷

硬起来，我还拗不过你吗！可能就是由于我的多次粗
暴，强加干涉，牵牛花逐渐从顶部开始枯萎发黄，后来
终于死掉了。

看着死掉的牵牛花，我感慨万端。都说牵牛花这类攀
援性植物，都是依赖着别人生活的。今天，我真真地看到
了，牵牛花有它的气节，那就是宁死也不走下坡路。整整
一个冬天，那棵死掉的牵牛花，都一如既往地摆在我的窗
台上，它枯萎的身子，还像活着一样保留着向上的形象。

直到第二年的开春，我把它移到了户外，它的花籽又
开始发出嫰芽，然后又伸出小小的枝叶向上爬着。到了秋
天，又绽放出满院的花朵，那花朵自然地向我微笑着，并不
记恨我当年对它的粗暴。而我，再也不会强制性地让它到
我的房间里环绕了。

晚霞里的老梁
刘 敏

老同事“哑巴玉”
刘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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