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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副刊·瓯江派

家 乐
海笑（市直）

� � � �九岁的家乐是一个清秀的小小少年， 和弟弟、父
母、爷爷奶奶、太奶奶一起住在离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
的农村。 看到他时，他正在“工作”，家里的女人但凡有
空都要做来料加工，一种仿珍珠头饰，完成一串可以赚
到一角钱， 家乐要先用胶棒枪把珠子固定在半圆形的
铜丝尾部，防止珠子这边串进去，那边又溜出来。

陈旧的墙面上贴着很多奖状， 家乐自豪地说自己
八百米跑了第一，数学是 100 分，语文是 98 分，而班长
数学还比他考低了一分。看着一大堆礼物，他说不能吃
巧克力，我说可以给弟弟吃，他认真地说辣条是垃圾食
品，我尴尬地撕开一包，亲自试吃，告诉他，这不是三无
产品，是名牌“卫龙”，顺手递给在边上串珠的太奶奶，
太奶奶不明就里地吃了，开始咳嗽，到处找水喝，家乐
哈哈大笑地解释，因为脑肿瘤，他不能吃海鲜、鸡、鱼、
牛肉……老一辈人说的一切所谓的“发物”都不能沾。

太阳不错，大家在屋外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太奶
奶往碗里放了西洋参片、红枣、冰糖，用开水泡了款待
客人。 家乐坐在水井盖上，从兜里摸出南瓜子，一粒粒
地剥着吃。 先生说瓜子很上火，他笑着说，没炒过，生
的。他的指甲缝里有黑黑的污泥，和他清秀的小脸实在
有些违和。 我想告诉他可以剪掉指甲，多多洗手，又怕
伤了他的自尊，强忍着没说。 通过聊天，知道了因为家
乐需要去省城手术、化疗，所以他父亲目前没办法找到
稳定的工作，只能在工地打零工，他母亲在家做来料加
工……大家坐在院子里帮忙串珠， 家乐依然负责用胶
棒枪粘底珠，他伸出小拇指给我看，说是被胶棒枪烫到
的伤，告诉我们不合格的珠子可以直接扔掉，粘连一起
的珠子可以在最后一截串， 因为那里的铜丝没有弧度
比较直，他的妈妈完成这一批的来料加工后，要拿到市
区给老板验收，才能领到新的原材料。

家乐说话很有条理，很清晰，主动提起发现得肿瘤
是因为头痛、视力下降，如果是皮下脑肿瘤，可以切除
得很干净， 而他得的是松果体脑肿瘤， 长在后脑勺中
间，切不干净，必须化疗，农历年前要去省城化疗，明年
还得去三次……我问，化疗难受吗？他笑，不难受才怪。
然后很专业地告诉我，化疗需要几天，挂几种药水，哪
种药水让人难受，哪种操作让人疼痛，为了化疗方便，
身上还得留一个“接口”……我听得毛骨悚然，他笑着
说，住在附近的同学逢人就说他住院开刀死了！我想了
想，对他说人的一生都要经历磨难，你以后会顺顺利利
的，他很淡定地笑，不置可否，看起来他并不需要我拙
劣的安慰。

中午，家里煮了猪脚火锅，烧了一圈的锅边菜，家
乐认真地吃着米饭， 就着清淡的炒白菜， 夹起一片山
药， 笑笑地说今天的山药很粉……直到奶奶掀开他的
帽子，让我们看他后脑勺手术后的疤痕，因为化疗而变
得稀少的头发，他猛然就生气了，眼里蓦得浮上了一层
泪光，用力拉下帽子说自已真的很冷！

离别时，家乐害羞地推辞着我们的红包，太奶奶在
一边叮嘱他要好好念书，记住那些对他好的人，我对他
喊，乐乐，你要加油！ 他微笑着对我挥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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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啦
叶子（市区）

� � � � 洗刷刷洗刷刷……主妇们一大早就忙开
了，明媚的阳光迎来大寒节气，各家的阳台上挂
满了床单被套，代替了前些时候的酱鸭腌肉。 年
前被子是必须要换洗的，即使不换新的，也必定
换下来洗洗，这是过年必过的一个习俗。 过去听
老人说，正月里是不洗被子的，据说是不能把好
运洗掉，就像年初一不能倒垃圾一样。 当然，现
代人不会相信这样的说法，但是过年了，咱就图
个吉利，清清爽爽过新年啦！

洗晒了半天，午饭后走出家门，和煦的阳光
延续着暖冬的节奏， 盛开的梅花充当这一季的
主角，茶花依然粉蕊娇媚，玉兰花已经迫不及待
绽放了， 更奇特的是北苑路上那一排香气四溢
的桂花，居然在腊月里开得如此高调，吸引了众
多眼球。 公园里、街道上早已是张灯结彩，节日
的气氛愈来愈浓了。 路过超市，琳琅满目的年货
已经摆到门口。 一对老夫妇正领着一对孙子孙
女挑选年货，大多数都是孩子们喜欢吃的，爷爷
奶奶手上拎着，肩上扛着，有些吃力，脸上却洋
溢着喜气。 问大妈：“纳爱斯广场有年货展销，没
去逛逛？ ”“早就买了，儿子媳妇女儿女婿各人口
味不同，都买了！ ”大爷抢着答道。 可不是嘛，过
年最开心的是孩子们了， 虽然现在的生活条件
好了， 吃的穿的几乎每天都像过年， 但是过年
了，放假了，可以暂时缓解一下学业的压力，好
好玩玩，然后就是等着收压岁钱了！ 而最累的也
许就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了，孙辈放寒假了，要
照顾好；过年了，孩子们回家了，要准备好吃的。
累并快乐着，幸福着，哪家过年不是图个热闹，

一家团聚再累也不觉得啊！ 如今的市场物质丰富，
年货充足，曾有人说，在纳爱斯广场年货展销会，
试吃到肚撑，买到手软，一点也不夸张！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
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放鞭炮曾是过年不
可或缺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在喜庆的同时，
也更重视生存环境和文化品位， 从慢慢减少到偷
偷地放，再到今天的彻底杜绝，人们已经习惯过年
不放鞭炮了，可春联那是必须的，在洁净的门窗贴
上自己钟意的对联， 一个家也就从里到外年味满
满了！ 今年政府部门更是为百姓的鼠年准备了丰
盛的文化大餐。 中山街、处州公园等处别出心裁营
造了新春小品， 既喜气又有文化氛围。 号称丽水

“清河坊”的处州府城，商家已经做足功课，开张待
客， 戏曲、 歌舞等表演场次已经从年初一排到初
六，年后一家人来这里逛逛是不错的选择。

路过美发店，想顺便给头发美美容，过年可是
要从头新到脚哦，可惜美发师说今天已经排满，估
计要到夜里十二点了，现在都要提前预约，赚钱赚
到腿软啊！ 前些时候与好友在一酒店用餐，问老板
年夜饭怎么安排，老板说，回家过年，不赚这钱了。
是啊，在外辛苦一年，父母早就期盼子女回家，也
该给自己放个假，好好过个团圆年了！ 当然，那些
为了职责坚守岗位的， 还是不能回家与家人吃年
夜饭，我们不能忘记他们！

年年过年年年过，新意年年有，心意永不变，
过个团圆年，许一年心愿：祖国更加繁荣昌盛，家
人亲友幸福安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