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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读书买书背后的点滴记忆
最近，高考、中考如约而至，成为街谈巷议

的热门事和关键词。虽然热闹是属于他们的，
家女甚小，还远未到达谈“高”论“中”的阶段，
自然心中少却了那份紧张与揪心。但是，夏季
考网的巨大编织，却勾起我这个农村娃对中学
时代特别是高中寄宿时代的清晰记忆。

因为，那是我全身徜徉书香世界的第一
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乡下农村，幼儿
教育闻所未闻，一大家子人常年忙着一季赶
着一季的繁重农活，父母根本无暇顾及我们，
孩提时代压根儿没有接触过什么儿童读物，
读初中也很少见到课本之外的“杂书闲书”。
直到读高中，我的读书生活才丰富起来，求知
欲瞬间膨胀起来。那时，我不止一次地闻着
书香叹想，原来生活可以如此美好。就读的
高中是在周边镇上的一所中学。上了高中以
后，由于寄宿学校，家里开始给我一些定额的
生活费，标准是每周 10 元，不高也不低。说
不低，那是因为那时的物质生活整体匮乏，班
上也有一些家里做生意的同学出手比较阔
绰，但是大多数同学的生活都比较拮据。

尤为让我喜上眉梢的是，当时的学校周
边除了新华书店之外，还开了好几家民营书
店。虽然规模不大，但是由于经营比较灵活、
进书渠道较快，常常人头攒动、门庭若市。为
了能有更多的钱去买书，难以向父母启齿“开
源”，只好在“节流”上下功夫。每次周末回家
的时候，我总是用大大小小的罐头瓶多装一
些咸菜，以便多省点伙食费。

与此同时，拆东墙补西墙，少吃一点米
饭，用饭票去买菜，多留点现金。记忆深刻的

是，那个时候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由于米饭吃
得少，加上营业不良，热量消耗贼快，晚上自
习时肚子常常饿得咕咕叫。当时，我摸索发
明了一种经济适用的“填肚宝典”。晚上自习
前，将自家带的大米洗好倒进热水瓶盖上塞
子，等下自习的时候就能倒出热腾腾而又匀
稠稠的稀饭，就着咸菜享用，将肚子敷衍安
顿好。更有甚者，到周末或者月底的时候，
生活费已经全部挪作购书费而捉襟见肘了，
我就只好帮学校开水房的老太太看护，替换
她回去做点夜宵小生意，而对我的犒劳就是
一碗免费的青菜面条。

从那时开始，读的书有点“杂”了，不过
大多和学习紧密相关，也深深地打上了时代
烙印。除了《西游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古文观止》等经典名著和读本外，读得最多
的就是《语文月刊》、《读者》、《散文》、《中国校
园文学》、《中学生时事政治报》和《名人传记》
等报刊。当时，我和几个热血青年还凑在一
起，发起成立了“青草”文学社，不过，由于高
考的大军压阵，社刊仅油印了两期之后就无
疾而终了。如今已是澎湃新闻时政新闻中心
主管的陈良飞，每次回合肥见面后，都会谈起
那一段“捉襟见肘”的办刊经历。

再到后来，购书资金就相对宽裕多了，
书目的选择也愈加丰富了。只是，在网络快
读时代的今天，面对堆积如山的“书墙”，读书
常常成为了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奢想
了，即便是利用零零碎碎的时间读了，却再也
找不到高中时代那种“制度+科技”解决买书
难题的感觉了。

王能玉WANGNENGYU

无言的父爱

往事悠悠征稿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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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财富
老父亲今年82岁，偏瘦，稀疏的白发，脸

色红润，身体非常硬朗。生活中的父亲十分简
朴，平时着装朴素，甚至有些土气，饮食方面粗
茶淡饭，但很注意营养均衡。处于社会的底
层，干了一辈子体力活的父亲，文化水平不高，
对我的生活却起着重要的作用，至今仍然给我
很大的影响，经常激起对人生的思考。

父亲的青少年时期在战乱中度过，吃糠
咽菜、饥寒交迫，总是在颠沛流离、水深火热之
中，艰苦的日子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父亲经
常提起家里吃油的往事，用一个陶瓷坛子存放
食用油，一根木棍上栓一枚铜钱放在油里，有
亲戚来访或逢年过节炒菜而又没有肉时，就把
铜钱在菜里蘸一下，然后再放回坛子，以致于
坛子里的油一年半载也用不完，因为铜钱把油
带到锅里时，接着也把菜汤带回坛子了。

父母养育了我们三个儿子，孩子们的学
习成长，成家立业，父亲的付出巨大，生活压
力可想而知。整个青壮年期，就没有过轻松
舒适的生活，都在为家庭孩子拼搏。上世纪
50 年代末，父亲所在单位奉命支援安徽，我
们全家也在 1964 年搬迁至合肥。到了上世
纪 70 年代，国家大搞“三线建设”，父亲离家
在山区工作多年。家庭责任感极强的父亲，
利用业余时间，在驻地边上开荒种地，既做工
又务农，经请教当地农民，春天播下萝卜种
子，精心管理，秋天获得大丰收，除了送给老
乡一些，绝大部分切成条状，晒成萝卜干，过
年时不顾旅途艰辛，带回家几袋子，由母亲腌
制，全家人能吃上很久，弥补了生活困难。

我最佩服老父亲的是他持之以恒的意志
力。由于家庭负担重，工作劳累加上伙食很差，
父亲的肠胃一直有毛病，后来坚持每天睡觉前、
起床后揉肚子，围绕着肚脐每次两百遍，几十年
过去了，直到今天消化功能仍然非常好。

父亲喜欢运动，最大的爱好是武术，从
少年时开始，直到现在的耄耋之年。每天早
晨天刚亮，先在床上按摩，揉搓、拍打、按压，
都是中医保健祛病的经络穴位。一年四季，
只要天气晴好，他就身背一把龙泉宝剑，骑着
自行车奔赴锻炼场地。

我和父亲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有一
次陪父亲回老家探亲，回来时在候车室等车，
我们爷俩你一句我一句，围绕着和亲戚们的
交往，古往今来地神侃，丝毫没有等车人那种
百无聊赖的感觉。父亲说要去趟厕所，因为
身边有行李，我没有陪他一起去，他刚离开我
就着急起来，毕竟年纪大了，找不回来咋办，
我急切地站在椅子上用眼睛四处寻找，还好，
十多分钟后回来了。没想到我们整个候车的
过程，让旁边一位带孩子的母亲看在眼里，由
于父亲耳背，我们说话的声音较大，所聊的内
容也大致被听到了，她走过来，激动地和我
说：“你们爷俩太让人羡慕了，现在居然还有
关系如此亲密的父与子。刚才见你急成那
样，真想替你看行李，让你去找老人，可又怕
你不信任，没敢开口”。

我经常设想，待我退休后，每天跟着老父
学太极拳，进而陪伴老人家游遍祖国大好河山，
那是多么幸福的生活啊！父亲日常生活中养成
了良好的心态，整天都是乐呵呵的，很少见到忧
愁的时候，和周边人相处融洽，只看到别人的优
点，从不议论别人不好，看谁都是佛，对子女也
没任何要求，给予的只是理解和帮助。

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平凡的，一心追求
健康快乐的老人。正直、善良、诚实、厚道，有
责任心，充满正能量。常年过着简单充实的生
活，内心满怀感激，对自己喜欢做的事终生不
渝，有着超越常人的意志力。父亲没有什么物
质资产，而其精神财富，对子女来说价值无限。

记忆中，父亲一直很消瘦，肩膀一高一低，背微微佝偻。并不强
壮的身体却总有使不完的力气，宽宽的扁担几乎不离肩膀。穿在身
上的衣服，要不少扣了一粒扣子，要不干脆不扣扣子。总爱拖着一双
大大的黄布胶底鞋，“嗒嗒”声和黄昏无力的风儿结伴而行。他爱喝
几口小酒，抽便宜的香烟，偶尔喝多了，便和我们说点笑话，那些年的
生活，虽然清贫，却也不乏快乐满足。

父亲兄弟姐妹五个，他排行老大。从父亲儿时伙伴口中得知，
他从小天资聪明，过目不忘。靠挣工分，编织草帽卖，挣得一点儿
零钱，勉强读完了小学。但终因家庭成分和经济条件等因素，没能
继续上学，但父亲写得一手好字，算盘打得也很熟练。村里的账目
大多出自他手，清晰明了，毫厘不差。

父亲辍学后不久，就只身一人去了江南，帮农场干苦力，一干就是
数月，挣钱养家糊口。那时的父亲，还没有成人，正在长身体阶段，就是
这样，他和其他大人一样早出晚归，下田割稻、插秧，一点儿也不示弱。
干农活挣的钱，舍不得花一分，全部交给奶奶保管。

父亲和母亲结婚后不久，就和其他三个叔叔分家单过。随着
我们兄弟姐妹三个相继出生，尽管父亲没日没夜忙碌在五六亩田
地里，节衣缩食，可一家人嘴都糊不过来。每年春天青黄不接时，
就要到别人家借粮度日，秋收后再还上。

我上小学四年级时，父亲在一位亲戚的帮忙下，谋得了一份给
乡政府食堂挑水的活儿。因为乡政府大院食堂的井水偏碱性，不
能经常食用。食堂吃水只能到一公里开外的土井挑水。这样的苦
活儿，稍有些门路的村里人都不愿意干，但父亲二话不说，满口应
下来。因为，挑一担水有五角钱的收入。

随后的日子里，无论刮风下雨，寒来暑往，父亲每天早晨五点
不到，准时起床，拿起扁担，挑起沉重的木桶，走出家门，挑水去
了。每天要挑四个来回，共八大木桶的水，一担水有一百多斤重，
前后要用近一个小时。遇到政府开会，用水量加大，父亲挑水次数
就要增加许多。父亲每次挑完水回家，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即使
是大冬天衣服从里到外都汗湿了。挑完水，父亲又接着忙田里的
农活儿。我无法想象在早晨空腹的情况下，体重不足百斤的父亲，
是如何完成这样重消耗体力的活儿的，他该付出多么大的艰辛？

尽管父亲读书不多，但对我们兄弟姐妹三个的读书却十分重
视，从不吝啬。对于读书，父亲从没有和我们说一句大道理的话。
但他一直表示，多读点儿书总是好的，我和大姐能顺利读完大学与
父亲的支持有很大关系。

父亲还有许多与众不同的地方。记忆中，几乎没有给我们买过
一次零食或礼物，也几乎没有打骂过我们一次，就连我们的终身大事
都没过问过、交流过。只是默默地关注着我们的成长。一晃，父亲已
年近七旬，我们兄弟姐妹三个也陆续离开家乡，在各个城市成立了各
自的小家庭。我多次提议叫父亲搬到城里住上几日，他就是不答应，
说，不习惯坐电梯、不习惯进门脱鞋、不习惯住城里的楼房、不习惯和
城里人说话……父亲有太多的不习惯，我们无法改变。

在那片贫瘠但充满浓浓情意的故乡，父亲依然忙碌着。只是，
他更消瘦，肩膀更斜，背更佝偻了，这样的父亲，却是我内心一座
山。那座山，满满都是他给予我的无言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