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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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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们投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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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岁月———讲 出 您 青 年
时的小故事 并 附 相 关图片。 每
篇 500字左右 ，署名可尊重您的

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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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一个四岁半的女孩子南
希 ， 在圣诞节那天许下了一
个愿望 ： “希望爸爸离开 ，
去别的地方。” 没想到一语成
谶 。 许愿后 ， 南希的爸爸果
真搬了出去 。 小南希一直以
为是自己许愿弄丢了爸爸 。
她想重新许下一个愿望 ， 可
是她的三个愿望已经许完 ，
重新许的愿望已经没用 。 小
南希非常害怕 ， 在得知父母
分居后 ， 她生怕一切的一切
再次成真 。 因此 ， 这个本来
活泼可爱的女孩， 从此闭口，
再也不肯开口说话。

这个女孩南希是 《亲爱
的小孩 》 这本书中的女主人
公 。 作者是英国著名作家露
西·狄伦， 她被誉为 “抚慰了
全欧洲的英伦暖心作家”。 在
书中 ， 作者用细腻温婉 ， 真
实 生 动 的 语 言 描 述 了 婚 姻
的不幸给孩子天真的心灵造
成的伤害 ， 令人震撼 ， 引人
深思。

小说开始即渲染了一种
冷淡的气氛 ： 爸爸帕特里克
与妈妈凯特琳协议离婚 ， 孩
子由妈妈抚养 。 为了每周能
与孩子见面 ， 爸爸决定将与
孩子见面的地点 ， 定在姐姐
伊娃的家里 ； 而姐姐伊娃因
为失去丈夫变得冷淡而漠然；
妈妈凯特琳在青春的叛逆期
已形成隔阂……随着故事的
延展，小说中的每个人像一个
个久病的人，因一场莫名到来

的病痛而走进“医院”，治愈了
所有顽疾。 由当初的冰，在作
者激情如火的文字里，渐渐融
化，走向幸福。 这是一场灵魂
救赎的心灵之旅。

作者对人物心理世界的
刻画细致入微，入木三分。 作
者用一颗真心观察生活，关注
夫妻关系对孩子的影响，以恰
到好处的笔触勾画出大家都
似曾相识的父亲 、母亲 、孩子
的形象。 小说中无论是凯特琳
的独白， 帕特里克的心思，还
是伊娃的呐喊，特别是南希那
幼小心灵的颤抖，都显示出作
者不凡的文字功底。

书中写到 ：“一只小鸟稳
在鸟巢边， 准备要一跃而起，
她在翅膀里搜寻着力量，只待
飞往她从未想象过的地方。 ”
而南希 ，就像那只小鸟 ，本该
在父母的关爱下，待羽翼丰满
时飞向辽阔的天空。 可惜，却
因为害怕失去爸爸，关闭那扇
从未想象过的窗口，一直保持
沉默、沉默。 有时，沉默不是懦
弱默许，而是更大更强的抗争
与搏击。 斯威夫特说：“恰当的
词放在恰当的位置，即可判断
为文风纯正。 ”作者用词准确、

写法自如，让人敬佩。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

的 ；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
幸。 ”面对不幸的婚姻，追求自
己的幸福无可厚非，但是却不
能 忽 略 因 不 幸 的 婚 姻 给
孩 子带来的影响。作者站在孩
子的角度，呼吁人们在追求个
人幸福的时候，减少对孩子造
成的伤害。

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天赐
给父母的天使，永远是一个家
庭的羁绊。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
中 ，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物
质生活，还需要父母去细心守
护， 更重要的是心理的抚慰。
为了孩子， 在婚姻生活中，夫
妻一定要和睦恩爱 、 相互体
谅、相互包容、共同努力，给孩
子营造一个健康的家庭成长
氛围。

小说结尾暖心得让人流
泪。 帕特里克离职，换了一份
离家更近的工作 ，凯特琳结
束了思想的小差， 回归了家
庭 ，伊娃重获了爱情 ，南希开
口歌唱。

《亲爱的小孩》 真是一本
抚慰心灵，令人经久难忘的暖
心小说。

□郑志玲

暖心文学 抚慰心灵
———评 《亲爱的小孩》

■家庭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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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妻子恋爱时， 她在村小学
教书，而我在煤矿下井，因为我的
职业，她父母不同意，所以我们偷
偷约会。那时没有手机，我想见她
时， 就让邻居家的孩子大奎给她
捎本书去，大奎是她的学生。书里
有纸条，上面通常只有十个字：在
第八棵馒头柳下等你。

这第八棵馒头柳， 在村南河
边 。 那 里 馒 头 柳 共 有 十 棵 ，
齐 齐 站在河岸上 。 因为柳叶繁
茂时披散下枝条来， 远远看去，
很像一个大馒头， 所以就叫馒头
柳。 那时正是春天， 柳芽儿刚刚
发出来， 细小， 如一个个多情的
眉眼。

月上柳梢头时， 我们便在柳
树下相见了。

垂下来的柳条很善解人意，
特意为我们遮起一道屏障。 月光
被柳叶筛过后 ， 洒进一地碎银
来。 我俩说着话， 有时不说话，
只是微笑着， 手握着手， 闻着柳
叶儿好闻的味道， 听鱼哗地一下
跃起的声音 。 “草在结它的种
子 ， 树在摇它的叶子 ， 我们站
着， 不说话， 就十分美好。”

馒头柳见证了我们的爱情。
它知道我们相爱的很多细节， 但
它守口如瓶， 从不会向人吐露半
个字。 它一直站在那里， 从不会
挪移半步， 只为等我们在月下相

会， 不会因找不到它而失约。
第三年春天， 我们结婚了。

有时在月下， 我们还会手挽手到
第八棵馒头柳下。 后来， 生活忙
了， 我们便去的少了。 琐碎的日
子里， 有时我们会争吵。 妻子常
常 会 愤 愤 然 摔 门 而 出 。 我 总
会在河边找到她， 那第八棵馒头
柳下。

多年后的一天， 我从母亲那
里得知， 河边的十棵馒头柳， 居
然是父亲当年栽下的。 那些年村
里修河道， 众人午间休息时， 父
亲闲着没事， 就将从别处折来的
柳条顺手插在河岸上 ， 没想到，
居然活了， 且日益茁壮。

我听到母亲说时， 感觉冥冥
中自有天意 。 父亲栽下的柳树
下， 儿子收获了爱情。 而那时，
父亲已去世多年了。 想来想去，
我试图这样解释， 是因为父亲给
了这个世界一片绿荫， 这个世界
便回馈给他的后代一份美好。

如今， 我和妻已进城定居多
年， 河边的那十棵馒头柳还在，
但树干嶙峋， 粗得我伸开胳膊都
抱不过来了。 我和妻有时回乡下
去， 在第八棵树下静静地站一会
儿 。 那一刻 ， 我们从时光的河
里， 顺利回溯到从前， 我们的青
春灼灼， 和第八棵馒头柳一样，
正葱茏得可爱。

□曹春雷 文/图第八棵馒头柳下

■图片故事

那天外出， 我匆匆叫了一辆
顺风车。 车子来后， 打开副驾驶
的门， 发现有一个老人已经坐上
去了， 司机是个50多岁出头的男
人， 笑呵呵的， 他示意我坐在后
面， 我心里突然就有些不快， 心
想， 一趟拉两个人， 这司机真会
赚钱， 本来想和司机理论， 但因
为赶时间， 只好坐了进去。

上了车后， 我看着前面坐在
副驾驶上的老妇人， 头枕在头枕
上， 腰上靠了好几个腰靠， 坐垫
也似乎要比正常的舒服许多。 她
看着窗外的景色， 时不时露出微
笑。 等红灯的时候， 师傅总是用
温柔的眼神看着她， 还问她渴不
渴，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关怀这
么备至， 一定是情人吧？ 我心里
这样想， 一种厌恶的情绪便由然
而生。

我掏出手机， 准备刷刷微信
打发时间， 这才看见一条未读短
信， 打开一看， 是这样的： “乘
客朋友， 您好， 欢迎乘坐我驾驶
的车， 但有个情况要跟您说明一
下， 我爱人患了老年痴呆症， 她
坐在我的副驾上， 您只能坐在后
排， 我保证她不会影响到您， 但
您如果介意， 可以取消订单， 给
您带来不便， 敬请谅解。” 读了
短信， 我这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了。 我是误会司机师傅了， 他们
是老两口呢。 我抬头望着他们，
心里充满了歉意。

突然， 老妇人把视线从窗户

转了回来， 问师傅： “今天我们
去哪里呀 ？” 师傅清了清嗓子 ，
像对待小女孩一样温柔： “今天
我们去公司交费呀， 再不交费的
话 ， 公司会不让我们开车的 。”
老妇人听到这话， 会意地点了点
头， 又继续去看窗外的景色了。

“师傅， 您开车都是这样带
着她呀。” 我好奇地问。

“是啊， 这样开车五年了，
她一个人在家 ， 怪不放心的 。”
师傅告诉我， 她爱人得了严重的
老年痴呆症， 孩子们都说要给她
请保姆， 可是他还是觉得， 自己
带在身边好些， 别人照顾他不放
心， 她坐在车上， 他开车才会安
心些。 师傅还说， 有些乘客很介
意， 便取消订单， 他很理解， 但
大多数乘客都表示支持他， 他很
欣慰， 虽然挣得不多， 但足够两
人生活了。

师傅还幽幽地说， 他和夫人
共生了三个孩子， 吃尽了苦头，
现在生活条件好转了， 本可以享
享清福， 但没想到她却生病了。
说这话的时候， 师傅的眼眶有些
红了。

我有些感动了。 这是一对平
凡的夫妻， 可他们， 却让我看见
爱情的美好， 看见什么是相濡以
沫、 不离不弃的爱。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一定是这样的吧。

再次打量这位特殊的 “乘
客”， 我突然觉得她是世界上最
幸福的人。

□刘希 文/图

特殊的“乘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