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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家的父亲突然打来电
话， 让我有些惊慌 。 在外工作
这 些 年 ， 父 亲 很 少 给 我 打 电
话 ， 仅有的几次 ， 都是因为家
里出了事。

记得一次是父亲砌老屋的院
墙， 被石头砸伤了脚； 还有一次
是家里被盗， 几件值钱的电器全
被小偷偷走了。

这次我小心翼翼地接了电
话 ，父亲说，昨晚梦见你被车撞
了 ，放心不下，就想打电话问问。

我舒了口气 ，立即嗔斥道 ：
“我还以为家里又出了什么事呢！ ”

父亲显然听出我语气中略
微烦躁的情绪 ， 在电话那头沉

默无语。
我缓和了一下， 告诉他， 我

没事， 很好的。 您还好吗？
父亲松了一口气轻声地说：

“没事就好。 我啊， 就是眼睛不
行， 帮你妈穿个针线， 总得摸摸
索索老半天。 唉！ 爸老了。”

听着父亲自言自语似的诉
说， 我沉默了。 那些岁月里的旧
事一下子全闪现在我的脑海中。
好似在昨天， 我还坐在箩筐里，
父亲一头挑着我， 一头担着青菜
萝卜， 到镇上赶集。 十几里的山
路， 父亲丝毫不吃力。 “双抢”
时， 父亲割稻、 打稻、 运粮、 插
秧， 样样不在话下。 用父亲的话

说， 他全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小时候， 我们一家四口人的

生活全靠父亲一双手 。 春来秋
去， 挑水砍柴， 整个村子就数父
亲最勤快。 盛夏 ， 池 塘 里 的 莲
蓬一个连一个地漂在水面。 那
时， 没有谁家大人会下水摘莲蓬
给小孩吃的。 而父亲从田里插完
秧苗回来， 路过塘埂， 总会下水
摘许多莲蓬， 带回家给我们姐弟
解馋……

这些往事， 突如其来， 如一
股洪流冲到脑海里， 汹涌澎湃，
让我感慨万千。 放下电话我才醒
悟， 仿佛梦一般， 时光如一列火
车， 呼啸而过， 父亲就老了。 我

的心陡然难过起来 ， 鼻尖酸酸
的， 眼睛有些湿润。

想起前段时间回家， 我大包
小包地买了很多点心和糖果。 在
院子里， 父亲坐在矮凳上择芹菜
叶， 我剥开一粒牛奶糖塞到父亲
的嘴里， 他迅速抿起嘴， 随后又

轻轻张开。 这时， 我才发现父亲
的牙齿稀稀落落， 已没几颗坚固
完整的牙齿了。

在阳光下， 父亲低着头， 一
大片的白发那么突兀。 他弯腰、
弓背， 择着菜叶， 身躯好像一下
子缩小了一圈。 那一刻， 我才深
切地感受到， 曾经在泥泞道上背
着我上学的父亲， 原来已衰老到
需要子女照顾和怜悯。 只怪粗心
大意的我， 察觉得太晚。

总以为父亲是一座巍峨的
山、 是一棵高大的树， 无论时光
如何流逝， 都能毅然矗立着、 挺
拔着。

每个人都会老， 我忘了， 父
亲也不例外。 当我在光阴里逐渐
长大， 父亲也以同样的速度藏在
岁月背后慢慢老去。

日渐老去的父亲， 也需要我
们的关爱！ 其实， 爱他远比他爱
我们要简单得多， 只需要时常给
他打个电话， 报一下平安。 只需
要有空回家时， 多陪他聊聊天。
只需要坐在庭院中， 安心倾听他
絮絮叨叨地讲着往事……

我上小学时， 学校每年重阳
节都安排学生为村里五保户和军
属家庭打扫卫生。 我上三年级那
年重阳节， 我们小队被安排去五
保户孙爷爷家打扫院落。 那天学
校提前放了学， 我和同学们拿着
笤帚和簸箕来到了孙爷爷家。 推
开大门却犯了愁， 孙爷爷家的院
子一片落叶也没有， 一看就是刚
扫过的样子。

小队长提议， 没有落叶我们
也扫， 扫了就是做好事了。 于是
我们挥舞起笤帚开始扫院子， 正
扫得热情高涨， 孙爷爷推门出来
了， 让我们别扫了， 再扫就把他
家院子扫 “矮” 了。 孙爷爷这样
一说， 我们也不好意思起来， 但
老师布置的任务没完成， 回去没

法交代呀。 有同学建议给孙爷爷
擦玻璃， 可孙爷爷说， 玻璃不用
擦， 过几天天冷了， 他就要用塑
料布把窗户糊上了。

那时的我们， 将老师说的话
奉为圣旨， 老师让重阳节为孙爷
爷 扫 院 子 献 爱 心 ， 可 我 们 无
“院” 可扫， 爱心就献不了。 正
当我们打算回学校汇报老师时，
孙爷爷笑着问我们， 你们扫一个
院子需要多长时间呀？

小队长说， 怎么也得半个小
时吧。 孙爷爷和我们商量 ， 不
如 坐 下 和 他说半个小时的话 ，
明天由他告诉老师， 我们给他扫
院子了。

那天 ， 我们围着孙爷爷坐
下， 孙爷爷还拿出栗子和葵花籽

给我们吃。 孙爷爷喜欢看书， 他
肚子里装满了故事， 他给我们讲
西游记， 我们听入了迷， 不知不
觉一个小时过去了。

天快黑了， 孙爷爷让我们赶
紧回家， 若第二天还想听故事，
放了学再来他家， 他还要给我们
烤红薯吃呢。 第二天放了学， 我
们小队队员结伴又去了孙爷爷
家， 趁着我们做作业的功夫， 孙
爷爷便把红薯烤上了， 等作业做
完了，红薯也就熟了。我们一边吃
红薯一边听孙爷爷讲故事。 就这
样，孙爷爷一手故事一手红薯，勾
着我们每天放学都往他家里跑。
父母也愿意我们去孙爷爷家， 有
人管着总比我们到处疯跑强。

有时家里做了好吃的， 父母
也差我们给孙爷爷送点儿去， 乡
亲也是越走越亲， 我们俨然和孙
爷爷成了一家人。 孙爷爷的故事
总也讲不完 ， 西游记 、 三国演
义、 杨家将、 岳飞传……他家成
了我们的故事书场。

我上中学后， 孙爷爷住进了
乡敬老院， 离我们村五里路， 记
得有一年重阳节， 我和几个同学
相约去敬老院看望孙爷爷， 聊起
过去， 我们忽然感慨， 那些年总
去麻烦孙爷爷， 却从未给他扫过
一次院子……

孙爷爷说 ， 人老了就怕孤
独， 他无儿无女， 我们当年的陪
伴就是最好的爱心。

其实我们也得感谢孙爷爷，
他和他的故事陪伴了我们的童
年， 让一个个灰扑扑的日子散发
出暖意和微光， 美丽了回忆， 丰
富了流年。

“毛主席一家为革命牺牲6
位亲人， 徐海东大将家族牺牲
70多人， 贺龙元帅的贺氏宗亲
中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2050人。
革命前辈们为什么能够无私无
畏地英勇献身？ 就是为了实现
崇高的革命理想， 为了坚守崇
高的政治信仰……” 这是 《习
近平讲故事 》 其中的一则故
事———“信仰的力量”。

为什么推荐 《习近平讲故
事》 这本书， 是因为它从习近
平总书记数百篇讲话和文章中，
精选出体现他治国理政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的109则故事， 对
内篇包括廉政 、 品格 、 励志 、
治理等； 对外篇侧重于人民友
好、 国家交往、 文化融通、 历
史情感等。 每则故事在引用原
文之外， 还配有 “延伸阅读”，
用以丰富故事细节， 还原故事
语境， 让我们能够更好地体悟
故事背后的改革发展之道 、 大
国外交之道、 修身为人之道。

“一个故 事 胜 过 一 打 道

理。” 就像人民日报社社长杨振
武在 《习近平讲故事》 一书序
言 《用故事讲述治理之道》 中
写道 ： “能看到多远的过去 ，
就能抵达多远的未来。” 我们应
当认真学习这本来之不易的经
典， 将共产党人凝结的心血融
入自己的血脉。

父 亲 也 会 老

□马海霞 文/图

———读《习近平讲故事》

■家庭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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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婷 文/图

■图片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