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某些习惯是拿来尊重的，而不是强行改变的。这句话不
知道是谁说的，但是很有道理。

记得孩提时期的我，刚刚会用筷子吃饭的时候，总是想使
用左手，感觉只有左手拿起筷子才能吃下饭似的。可是父母
给了我很大的压力，因为我改变不了“左撇子”习惯。

父母为了纠正我的这个坏毛病，就采取剥夺我吃饭的权
利，来惩罚还不谙世事的我。

可是那个时候，不管有多急，我还是不会用右手，饭菜放
在我面前也无法下咽。而每次挨饿后，我仍然一意孤行。

最终父母还是妥协了，我变成名副其实的“左撇子”了。
我渐渐地长大了，思想日趋成熟了，父母更奈何不了我。

后来得知，一个人习惯使用左手还是右手，在母亲的子宫
里就决定了。

我能理解做父母的心情，那时候，他们很害怕自己的孩子
是“左撇子”，仿佛左撇子是一种不正常，会与周围的人格格不
入。其实做父母的完全不必这么想，如果你的孩子是左撇子，
他也许有着很多过人之处呢。我在网上看到，历史上左撇子

名人还真不少呢。
只要你随意在网上搜寻一下，就会罗列许许多多的左撇

子名人，这足以显示左撇子是一个多么出众的群体。
世界著名人士居然有这么多左撇子，看来善用左手还是

值得推崇的。
有科学依据，两只手并用是最明智的选择，可以开发人的

左右脑。其实多多使用左手就是在锻炼自己的小脑，让大脑
可以休息休息，每天忙忙碌碌，整天深思熟虑瞻前顾后的，左
脑太累，看来还是要一如既往地开发右脑让它来分忧吧。

令我高兴的是，每年的8月13日被称为“国际左撇子日”，
越来越多的左撇子名人向世界证明了开发右脑的重要性。从
政治家到运动员，从企业家到科学家，从文学家到艺术家等
等，世界左撇子名人数不胜数。《时代》周刊盘点了世界十大

“左撇子”名人，美国总统奥巴马、法国第三帝国皇帝拿破仑等
均榜上有名。

感谢父母给了我生命，感恩我是一个“左撇子！”我确信，
那些左撇子名人也会和我一样曾经或多或少地挨过饿。

挨饿的左撇子 □解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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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脸颊上又新添了几道皱纹，
头上的白发也增加了许多……母亲老
了。实在是经不住我和妻子的再三劝
说，母亲终于同意搬过来与我们同住
了。

母亲搬家的那天，我帮她去收拾东
西。我惊讶地发现，母亲竟然保存了许
多旧时的物件，家里俨然就是个小型的

“博物馆”。在母亲所有的收藏中，那台
伴随她三十多年的老式缝纫机应该算
得上是唯一的“大件”了，而母亲收藏最
多的竟然是我的衣服，橱子里、柜子里
几乎到处都是。这些衣物，记录着我的
成长，也记录着母亲的岁月，我轻轻地
抚摸着，心里顿时感觉温暖了起来。

母亲是个普通的农家妇女，她天生
勤劳，心灵手巧，家里原本普通的桌布
之类的用品，经过母亲一番加工后就会
显得很漂亮，并不富裕的生活因此而变
得精彩和丰富起来。我上高中以前穿
的衣服几乎都是母亲自己设计和裁剪
后再用缝纫机做成的。母亲做衣服很
有创意，我孩童时穿的衣服，大都镶着
边儿，胸前和衣袋上还会有一些用彩色
碎布缝制成的小动物或小人儿的图案，
常常让同龄的小伙伴们羡慕不已。

在母亲的精心呵护下，我渐渐地长
大，生活也越来越好。专卖店里的衣服
琳琅满目，总能选择到一些自己喜欢
的，因此嫌费事儿也就不愿意再让母亲
给自己做衣服了。反倒是有些过时的
衣服尽管还很新却不愿穿了，母亲怕我
扔掉就帮着收了起来，后来，我有不穿
的衣服就会送到母亲那个“大后方”。
近几年，母亲的衣柜里又多了些小孩的
衣服，那是她孙女的，她也乐得自嘲说
自己就是个“老保管员”。如今，年过花
甲的母亲依旧闲不住，不时地打开缝纫
机，给这个改改，给那个缝缝，一副乐此
不疲的样子。

除了衣服这“专项”的收藏外，母亲
还收藏了不少的“杂项”。那是在母亲
的小阁楼上，我意外地发现了一个旧木
箱。打开一看，里面整齐地摆放着我曾
经用过的作业本、橡皮擦、铅笔刀……
甚至还有一个木制的陀螺，想当年那可
是我的心爱之物，我还歪歪扭扭地在上
面刻下了自己的名字呢。看着看着，我
的眼圈不禁有些湿润了。

纵然尘世间有着万般收藏，但无一
不是源自收藏者心底的那一份挚爱。
母亲用她独特的方式收藏着我成长中
的每一个细节，在她几十年的漫漫收藏
中，那又该是包藏了多少她对子女最无
私的爱！

母亲的“收藏”
□徐学平

虹是李老师唯一的女儿，也是我小时候最好的玩伴。那
年月，家里大人必须按时出工，剩下一帮孩子挖野菜、捉迷藏、
过家家，倒也玩得开心。一次，李老师带给虹一个红红的大苹
果。看见虹一点一点地吃着，我直流口水，虹便让我尝一口，
还鼓励我多吃一些——那时候，对于连温饱都没有保障的孩
子而言，一个苹果该是多么奢侈啊！从那以后，每当有好吃
的，我们都会拿出来一起分享。看着我和虹天天粘在一块，大
人便开玩笑，虹，你跟文哥这么好，干脆嫁给他算了。我看着
虹，虹望着我，只是憨憨地笑。后来这事传到了我父母的耳朵
里，母亲笑了，“好啊，这门亲事，俺同意了。”

母亲只是信口一说，接下来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虹的
母亲早在她两岁时因病而去，父亲又忙于教学，对于这样一个
孩子，母亲的关照突然间多了起来，缝补浆洗、问寒问暖，虹过
生日，母亲竟然去集上割了一点肉回家包饺子，然后把虹领到
家里来，俨然当成了未来的儿媳妇。

突然有一天，李老师因多说了一句话而遭到了一群人的
批斗。一个月光似水的晚上，村后的树林边，虹扑簌簌的泪水

打湿了我的小手——那个年龄虽谈不上什么相知，但这莫名
的灾难使我们靠得更紧了。有一次去外村看电影，归途中听
说来了疯子，吓得我们拼命奔逃，慌不择路，走在前面的虹跌
进了一口枯井里。哭着、喊着，我也不顾一切地滑下去。等家
人发现时，我们的手脚早已冻得失去了知觉……

要上学了，就在母亲为我们缝制书包时，虹突然病倒了。
我气喘吁吁地跑回家，急得直掉眼泪。母亲找出了平时捡来
的破烂儿，我还拿上了自己的一双本可再穿一年的塑料凉鞋，
送到收购站换回了3元钱。当我们拿着多方筹集到的12元钱
赶到李老师家时，已经迟了，由于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可怜
的虹妹，要做我新娘子的虹妹，尚未走进学堂，就悄无声息地
走了。为此，母亲也大病一场。

多年以后，李老师又找了老伴，过着平静的生活。人到中
年的我也常过去聊聊天，陪陪他们。我曾问过母亲，假如虹能
够长大成人，真的认可这门亲事么？母亲凄然一笑，看缘分
呗！可是当年，你对虹是那般的疼爱啊！母亲的眼眶有些潮
湿了，唉，虹是个苦命的孩子啊！

一桩尘封的“娃娃亲”□崔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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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也是父亲 □陈兰兰

闲暇之时，端杯花茶，透过窗户向外望去。清澈
的蓝天，一丝丝白云好像撒下的渔网，铺在天空。不
知是蒲公英的小伞飞得太高，还是孩子的棉花糖飘
了上去。一朵柳絮落在了公公的头上，抬起头看看
天空，想必那白色的云网或许是柳絮的杰作。再低
头看的时候，发现已经不见了公公的身影，只听见楼
梯道咚咚的脚步声，打开门公公已经到门口了。

“爸，你怎么来了？”我故意表现得有些吃惊！
“你妈做的榆钱窝窝、槐花饼，还有三鲜馅的饺子，让

你们尝尝鲜。”公公说完随手给我拿了一个窝窝。
“真好吃，妈还好吗？”我寒暄道。
“童童睡着了，这是你妈给她买的衣服。”公公说完

打开电视看起来。正巧女儿也醒了，我便带着女儿去
院子里玩了。我一直觉得公公就像电视里的孙老倔，
特别难以沟通，话说多了必抬杠，还是出去为好。

晚上先生回来，见公公来了，要出去吃饭，硬被公
公拦下，还大吵先生浪费，不会过日子。女儿本想出去

吃大餐，也去不成了，就伤心地哭了起来。我心情败坏
地去做饭，点火时一不小心烧到了手指，心里顿时埋怨
公公的到来。

半夜因牙疼得特别厉害，我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
着觉，想起奶奶曾经说过一个土方，取大蒜捣烂，温热
后敷在疼痛点上可以缓解，就起床去厨房剥大蒜。

“怎么半夜起来做饭？”公公站在我背后，吓了我
一跳。

“我牙疼，找点大蒜敷上。”我吸口气平复一下。
“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你在家等着，我去

买药。”说完拿上外套就出去了，我连个说话的机会都
没有。

敷上大蒜，牙疼有所缓解，我迷迷糊糊坐在沙发上
睡着了，等公公回来已两个多小时后了，本来不远的路
程，可是晚上夜班车比较少，想着公公在夜里等了一个
多小时的公交车还是颇为感动。用上新买的药好了许
多，躺在床上很快就睡熟了。

早上起床后，桌子上已摆好早餐，先生从不做饭，
一定是公公早起做的。看他在家里不停地忙碌着，刚
给天然气灶头换完电池，又开始修起窗纱，时不时听到
他的咳嗽声，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

虽然已是春天，晚上还是冷的。一个风烛残年的
老人，在路上吹了一个多小时的风，只为了给他的儿媳
买盒牙疼药。那一份不善表达的爱，如父亲一般深厚，
滋润着我的心田。

窗外传来《婆婆也是妈》的歌声，您把儿子抚养大，如
今儿媳来报达。在这里我要说一声，公公也是父亲，我们
也要像对待自己亲生父亲那样用心去孝敬、去关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