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岁那年， 姐姐领我到麦地
里玩， 一只黄鼠狼不知从谁家拖
出只老母鸡， 咬掉了鸡头。 姐姐
虽然比我大三岁， 却不敢靠近，
我上前提起无头鸡就走， 姐姐在
后面跟着回到家中， 我把无头鸡
扔在地上说： “妈， 宰鸡吃！”

那时不是过年过节， 一般家
庭不买鱼和肉。 所以我对肉食、
鱼类价格记忆犹新。 当时猪肉每
斤九角， 牛、 羊肉每斤七角， 带
鱼每斤三角八分 。 有一年过春

节， 家里炖肉还没有熟， 我和姐
姐就吵着要吃， 妈妈满足了我们
的请求。 那年月， 偶尔家里买点
儿肉， 大人根本舍不得吃， 都是
先紧着老人和孩子。 记得妈妈曾
说过这样一句话： “等以后家里
日子好了 ， 我要买几斤肉吃个
够！”

如今生活真的好了， 想吃啥
穿啥的都有， 亲朋好友去饭店聚
会也成了常事。 我想起了妈妈当
年说过的话 ， 问她是否还记得

“想要买几斤肉吃个够”。 妈妈的
脸上立马没有了笑容， 沉默着久
久说不出话来。 我的一句话， 让
妈妈的记忆又回到了那缺衣少
粮、 艰难度日的岁月， 仿佛又看
见四个儿女围在灶火旁、 眼巴巴
地盯着还没煮熟的饭菜时那渴望
的目光。

记得有一次， 妈妈给我和妹
妹买了两根红果冰棍， 我哄着妹
妹说： “你小， 应该少吃点， 你
的冰棍应该让我咬一口。” 妹妹
勉强同意后 ， 趁她眨眼的一瞬
间， 我狠狠的咬了一大口， 妹妹
伤心地哭了。 后来忆起此事， 我
内疚无比。

爸爸妈妈对我们从小就要求
很严， 从初中开始， 妈妈就不再
给我们洗衣服， 还手把手教我们
做饭， 所以我们都会做饭炒菜。
后来参军到了部队， 每个营都有
一台缝纫机 ， 除了营里专门修
鞋、 补衣服的那名战士， 我是唯
一会用缝纫机的。 全连的干部战
士一百多号人， 来自天南地北五
湖四海， 但我捏的水饺最好看。
每当我辅导战友们捏水饺的时
候， 都会由衷地感念爸妈对我们
兄弟姐妹的良苦用心。

■家庭相册

□荣红娟 文/图

婆婆将布袋递给我的时候只
说了一句话： “以后就由你收着
吧。”

那是一个不起眼的布袋， 如
我手掌心般大小， 口小底大， 似
锥形模样 ,由三块暗黑格子布组
成， 纯手工缝制， 十分精细。 袋
口还有两根褪了色的暗红布带，
用来扎紧袋口。

“这袋子小巧， 做得像 ‘传
袋’。” 传袋， 是老家土葬风俗中
必不可少的一个物件， 寓意传孙
接代。

“这是我婆婆的针线包， 是
从她婆婆手里接过来的。 那年乡
里要你姐姐做妇联主任， 我只好
去顶她帮工烧饭的缺。 那时公婆
年龄大了管不了事， 你爸跟你姐
要在外忙活， 他弟兄三又太小，
所以柜里的玉器宝贝全被姑娘拿
走了， 只剩几块铜钱。 我婆婆就
把这袋子给了我， 叫我装铜钱，
以后用得着。” 婆婆说。

公公弟兄三个 ， 婆婆最孝
顺， 和老人同住。 平时婆婆出门
做事， 家里门柜都不上锁， 放心
地丢给老人照看 。 如此成为习
惯， 所以出现这样的疏忽。

“哦， 这里面的是铜钱啊！”
我解开袋口， 把里面的东西倒了
出来， 是16枚大小不等的铜钱，
年代并不久远。

“这些铜钱你可要收好了，
以后我死了要用的。”

婆婆说 “死了要用” 也是家
乡的丧葬习俗。 逝者入殓时， 要
用红头绳连着两枚铜钱悬于棺材
两头， 最后盖棺盖， 入土时再由
亲属扯下保存。 老公是三弟兄中
的老二， 婆婆交给我这些时正值
公公守丧期， 我嫁进来后他们的
日常开支也多由我们供给 。 我
想， 她是觉得我可靠， 值得托付
吧。

从此小心地保存， 免除婆婆
的担心。 只是去年老家开始实行
火葬政策， 而那天整理衣物时正
好翻出布袋 ， 婆婆瞧见一声叹
息 ： “这些铜钱留着也没用了
哦。”

“妈， 就算用不着， 我也会
留着它们， 把它们当传家宝传下
去的。”

把布袋铜钱传下去， 更要把
这背后蕴含的孝道传承下去。

我学习游泳是1963年夏天的
事儿。 当时， 宣武区的陶然亭游
泳场刚刚建成。 游泳场建设得非
常正规， 除了两个供小朋友玩的
蘑菇池外， 还有两个25米×50米
的练习池， 还有一个10米高的跳
台和一个25米×50米、 深2米的标
准比赛池。 那时， 陶然亭游泳场

在北京市算是一个让喜欢游泳的
学生们向往的地方。

那个年代， 为了安全， 所有
去比赛池游泳的人， 都必须有深
水合格证。 获得深水合格证的条
件是： 一口气游完200米才合格。
为了能去深水池玩， 我们保安寺
街的所有男孩子都憋着一股劲，

看谁先拿下合格证 。 每到暑假
时， 大家都在偷偷的练习。

和我关系最好的三个发小儿
叫宋春生、 张秃球和李贺通， 他
们已经拿下了合格证 。 我比较
笨， 他们三人就在练习池里教我
练习四种泳姿 。 我身体比较单
薄， 体力又不太好， 自由泳的姿
式游不了20米就没劲了， 游仰泳
比较省劲， 可以游50米左右。 整
个夏天， 我在练习池里反复练习
了一个多月才敢去考试。 在朋友
们的鼓励下， 我一次就通过了。
在我拿到深水合格证后的当天晚
上， 由于太兴奋， 一宿都没有睡
着。

有了深水合格证， 我们就决
定在暑假期间组织一次大胆的行
动： 横渡昆明湖。 那天早上， 妈
妈给我烙了两张糖饼， 我又用旧
酱油瓶装好了凉白开水。 6点整，
我们6个发小儿每人骑一辆自行
车在保安寺街西口张复元家门口
集合， 40分钟后就到了颐和园。
换完了衣服， 我们就下水了。 开
始都在湖边玩儿， 谁也不敢往深
水区走 ， 后来宋春生就提出 ，
“我们从知春亭出发吧， 游到对
面的龙王庙好不好？ 谁先到， 谁
就是第一名。” 大家都表示同意：
“比就比呗， 谁怕谁呀。”

我跟在李贺通后面游泳， 他
是什么姿势， 我就游什么姿势。
30分钟以后， 我们就顺利游到了

龙王庙， 大家都非常开心。 休息
了大约20分钟， 大家就开始往回
游， 返回到知春亭。 开始我用蛙
泳 ， 在昆明湖上游泳的感觉真
爽， 简直就像神仙般的享受。 在
镜子一样平静的水面上， 我看到
佛香阁从一个非常小的盆景式的
古建筑， 慢慢变大、 变清晰时，
知春亭就开始变大、变清晰了，太
惬意了，太舒服了，太开心了。

游泳的过程中， 我感觉到昆
明湖的水是分两层的， 一米以上
的是温暖的， 一米以下可就是拔
凉儿拔凉儿的， 湖里的水深平均
在 2.5米左右 ， 等我们游完了 ，
回家的路上我们都还真有点后
怕， 真怕万一在游的中途有人抽
筋就完蛋了。 那天吃完午饭就已
经是下午2点多了， 大家就一股
作气地骑着车回了家。

后来， 我们还在陶然亭游泳
场深水池里举办过8人的正式比
赛， 在3米、 5米、 7米、 10米的
跳台上也举行过跳水比赛。 我胆
子比较小， 只能在3米跳台上表
演燕式入水。 我们每个人的表演
都获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 我还
给小伙伴们都抓拍了跳水的镜
头。

一转眼， 40多年就过去了 ，
我与这些小伙伴也失去了联系。
但至今我一直怀念着这些南城胡
同里的发小儿。 在此， 我也祝愿
他们现在生活的幸福美满。

■图片故事

□□孙孙兴兴国国 文文//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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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岁月

布袋
铜钱
传家宝

横横渡渡
昆昆明明湖湖

□□王王桂桂齐齐 文文//图图儿时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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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
老照片吗 ？ 您身边发生过
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
的事情 ？ 如果有 ， 那就用
笔写下来， 为我们投稿吧。

□□杜杜丽丽洁洁 文文//图图

陪伴
我和爱人都是公交职工， 由

于工作性质的特殊性， 我们很少
有时间顾家。

2010年， 我家的小宝贝出生
了。 生活中增添了一个让我们牵
挂的小天使， 但我们摆正了工作
和生活的关系， 在工作上尽职尽
责， 生活中我们拿出最大的热情
去陪伴我们的小宝贝。 因为我们
深知， 对于孩子来说， 最好的礼
物就是父母的陪伴。

下班后的我们虽然也很累 ，
但还是经常带着孩子到户外去享
受大自然。 在家里， 我们和她一
起玩亲子游戏。 我觉得， 只有摆
正家庭和工作的关系， 才能更好
地投身工作， 同时也给孩子树立
一个积极向上的人生观。

这张照片是我们一家三口在
东坝郊野公园一起堆雪人时照
的。 这些年， 我们把工作之余的
时间都用在陪伴孩子一起成长
上， 让她更多地认知世界， 开阔
眼界， 希望她长大以后也成为一
个热爱生活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