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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味】

腊味因冬天而生，随
冬天而去，不变的是每一
个人对味觉的热爱与期
盼，对往昔美好时光的怀
念。它的到来是丰收的秋
天和团圆的冬天的预兆。
在寒冷的冬季，一定尝一
尝家乡人亲手制作的腊
肠，因为，食腊肠会感到一
阵阵暖意。

——彭海玲

【爱情与友情】

两只刺猬相爱，如果
只想独占对方，紧紧抱住
对方，必然会刺伤对方，而
保持一定距离，给对方一
个让友情填充的空间，不
管多么尖硬的刺也不会被
刺伤，所以，让友情与爱情
并存，是让爱情之花开得
更娇艳的最好养料，也是
让友情之树长青的基础。

——尹成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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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烟火

【冬天的快乐】
小孩子们很高兴，在雪地里

打滚，有的还好奇地捧起一捧雪塞
进嘴里有滋有味地吃了起来。大家
玩起了老鹰捉小鸡的游戏。随着

“老鹰”发起猛烈的攻势，“鸡妈妈”
领着“鸡崽”左躲右闪。躲闪过程
中，常常有人被脚下的雪绊倒，一
个倒下了，顺带着倒一串，大家在
雪地里笑着扭作一团，爬起来后，
又投入到新的一轮战斗中。

——黄淑芬

投稿请发邮件至：czwbsw＠sina.com
本地作者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沧州作者”字样

非常故事

二叔二叔
■王丕立

卖猪肉卖猪肉
■任迎春

带有体温的红薯带有体温的红薯
■田雪梅

二叔是个与众不同的人，我一
直这么认为。可他的不同究竟表现
在哪里？我一直说不上来。

年少时我没怎么察觉，待自己年
岁渐长，经历过很多坎坷和消沉之
后，二叔身上的不同竟突然在某一天
兀自昭然在我脑中，他脸上从没出现
过愁苦的表情，这引起了我的诧异。

二叔一生坎坷，人生的三大不
幸都让他碰上了。他幼年丧父，中年
丧妻，晚年丧子。可这样一个不幸的
人整天却是乐呵呵的，时不时还哼
上一些曲子，那曲中见不到一丁点
哀痛和凄苦。

村里有些长舌妇在他背后嘀
咕，说二叔那个人冷血，自然感觉不
到疼痛。

这些话传进二叔耳朵里，他不为
所动，平静地过自己的日子，用心饲
养牲口，栽种自己的责任田，不时上
我家来找我父亲聊天，偶尔也去老无

所依的五保户家里干些力气活。
那些议论传进我耳中，让我对

二叔颇有微词。我从来都是站得远
远地打量他，像考证一个罕见的物
种，我的内心麻木又冷硬。

若干年之后，我大学毕业去了
外地工作，再回来时他已抵达垂暮
之年。他的背弯得像一张竖着的牛
轭，眼睛也浑浊无光，他依旧种菜
拾柴，自食其力，不给唯一的女儿
增添任何负担。唯一的变化是他不
再像年轻时那样，一个人走在山沟
里唱得歌声响山谷。

我带着揶揄的口吻问他现在咋
不唱歌了，二叔眼里露出孩子般的
嗔笑，说自己现在也还唱，只不过声
音小了许多，只自己听得到。

他挪动一下板凳，面朝向我，郑
重其事地对我说，过去的困难一次
又一次要将他打趴下，想到自己往
后还有那么长的路要走，他就发憷。

于是，就提振精神，用大声歌唱的方
式给自己打气，这就是我们那些年
听到他唱歌的缘由。

接着，他眨巴一下眼睛，靠近我
耳朵小声地说，现在，他前面的路越
来越短，短到耷拉着眼睛就可望见
尽头，因此再也用不着那么大声给
自己鼓劲了。

立时，我意识到自己误解二
叔了，泪水止不住悄悄流出眼眶。
二叔何曾另类过？他跟我父母等
老一辈的村里人一样，一辈子向
皇天后土讨生活，从没有过宽绰
的日子。但他们从没向困难低头，
一直用各种方式给自己呐喊助
威，以便迈过一个又一个坎坷，直
到生命的尽头。

我突然想起二叔以前经常唱的
一首歌，不禁哼唱出声：平生勇猛怎
会轻就范，如今再上虎山，人皆惊
呼，人皆赞叹，人谓满身是胆……

由于冷战，暖烘烘的室内温度
似乎比窗外的温度还低，尽管窗外
风吼雪飘的。

也许受不了室内的压抑，他几
次走到我面前，却欲言又止。一想
到昨晚因针尖大的琐事，他一反常
态脸红脖子粗地和我吵架，我心里
的火愈烧愈旺。我发誓不再理他，
永远视他如空气，正眼都不瞧他一
眼。

他穿上棉衣，在客厅里站了会
儿，围上围巾，又站了会儿。我心里
有个声音要喷涌而出：哼，都是我
给你挑的，我给你买的，穿着还挺
心安理得。

天灰蒙蒙的，雪在空中或飞舞
或直立，天地间一片苍茫。我茫然地
望着窗外，想到他再也不像以前那
样当我生气时哄我开心，向我认错，
我的心像跌入了冰窖般的冷。

“吱”门开了，他带着一头雪一
阵风进来了。他搓搓手，把棉衣拉链
拉了一半，从里面掏出来一个塑料
袋，是我喜欢吃的烤红薯。他用手捂
了捂，塞到我手里，有些不好意思地
说：“还热呢，我揣在怀里，小跑回来
的。”

看着他头发上的雪化了后顺
着额上流下来的狼狈样，再看看他
期待的眼神，我有些心疼他。

的确，红薯还是温热的，吃一
口，外酥内绵，香甜可口，可一想到
昨晚他像格斗的勇士非要和我争
出个胜负，我嘴里的红薯如同嚼
蜡。

想起我和他刚结婚那阵，工资
低还要还房贷，我们不敢像其他小
年轻一样进咖啡屋和高档餐厅。

下雪天，两个人喜欢在雪地里
漫无目的地走走停停。街口，有个大
爷推个小三轮车，车上用大铁桶子
烤红薯，那丝丝缕缕的气味把整条
大街氤氲得香香甜甜。

我们买个大红薯。刚出炉的红
薯烫，他用两只手把红薯倒来倒去。

等红薯稍微不烫手了，才小心地剥
去外层的皮，掰一大半喂我吃。烤硬
的外壳酥脆，里面绵软。

我脱去手套要自己拿着吃。他
坚持要喂我，怕我手冷。在热腾腾
的红薯冒出的热气里，他眼里含的
全是笑……那时日子苦可心里甜。

想到过去，想到昨晚，口里的
红薯苦涩起来，我一不小心噎得直
打咯。他急忙倒了杯热水端给我，
又摸摸红薯，像是自责似的自言自
语：都怪我，走得慢了，红薯凉了就
会噎人……

听到这儿，我心里一热，眼泪掉
了下来……

寒冬腊月，女人仍如往常一样，睡前给猪喂“点心”。
“今晚不要喂‘点心’了，明天一早就宰杀。”男人说。
“就是因为明天要杀，今晚我得好好再喂一次，这猪

可是咱家过日子的指望。”女人边说，边走出门去。
确如女人所说，这猪还真是他们家的盼头。
一家六口，四个孩子上学，男人一年到头在地里劳

作，也只能管饱一家人的肚子。孩子们的学费、人情往来、
伤风咳嗽、柴米油盐等开销，还得靠女人养猪。

俗话说“孝顺大人有福，孝顺猪槽有肉”。女人养猪很
上心，每天给猪喂三餐熟食，还时不时投喂各种生鲜饲
料，比如芥菜、南瓜、玉米秆、萝卜。

都说“马无夜食不肥”。女人养猪最大的秘诀，就是每
晚给猪喂“点心”。做“点心”时，女人会加入各种作料，有时
放盐，有时放炒熟的黄豆粉，有时放玉米粉。每晚，猪一吃
完色香味俱全的“点心”，倒头呼呼大睡，长得又壮又肥。

这是今年最后一餐“点心”，女人更用心了。温热猪食
后，放入一大勺盐腌的酒糟，搅拌均匀。女人边往猪槽里
倒“点心”，边亲昵地呼叫着：“噜噜噜，吃吧。”肥大的白猪
就呼地一下蹿到食槽里，张开大嘴，呼哧呼哧吃开了……
看猪吃得欢，女人心里就灌了蜜。

每年，女人养的猪皮毛油亮，肥硕壮大，瘦肉细腻，肥
肉油多。在那油水短缺的年月，每次，她家的猪宰杀后，都
会被同村的人一抢而空。

每次，猪肉是卖完了，可收来的钱却不到一半。乡亲
们的日子都不好过，过年只能赊欠猪肉。女人体谅大家。
可这钱老是欠着，也不是个事啊，自家还等着用钱呢！有
时，家里急用，女人去讨债，反倒讨出了许多难看的脸色。

女人跟男人商议，这次这个 300多公斤重的年猪宰
杀后，直接挑到外村去卖，拿现金。没钱的人家，就赊兑物
品，如番薯丝、黄豆、大米、稻谷等食物。

这么大的一头猪，挑出去卖，除了男人，还得找个帮
工，找谁好呢？选来选去，夫妻俩选中了村头诚实可靠的
阿二。阿二年轻力壮，读过书，会算账，他的寡母已经连续
欠了他们家五年的年猪钱啦，叫他帮忙，还能从欠债里扣
工钱。

男人和阿二，分头挑着年猪到各村去卖。当晚，男人
就卖完回家了。可到了第二天晚上，阿二还没回来，到了
大年三十还不见踪影。夫妻俩慌神了，女人跑到阿二家去
问他母亲，听说阿二在他姐姐家过年，夫妻俩才放下心
来。

等正月都过完了，阿二还没回家。男人就到阿二姐姐
家去找。他姐姐说，阿二到邻村去当上门女婿了。

总不能跑到阿二老丈人家去讨债吧？上门女婿本就
没地位，何况是刚结婚的。也不能让一半的猪肉钱打了水
漂啊！夫妻俩懊悔不已。

十年后，当了奶奶的女人，在县城帮儿子带小孩。一
天，路过县城公园，看到一个脸色暗沉、胡子拉碴的男人，
茫然地坐在石凳上，细一看，竟然是阿二。

“你是阿二吧？”女人问，“怎么在这里啊？”
“英婶，我是阿二……不好意思哦……”阿二看到女

人，先是惊慌，接着就抽泣起来，“对不起啊，我老婆生了
重病……”

原来，十年前，家徒四壁的阿二一直找不到媳妇，好
不容易有人请他去当上门女婿，却连婚礼钱都拿不出。恰
逢女人找阿二帮忙售卖猪肉，阿二就把贩卖猪肉所得交
给女方，匆忙结了婚。没钱偿还，从此就避而不见。

“哦，这事已经过去啦，治病要紧，我身上只有300元
钱，你先拿去用吧。”女人说。

手里拿着女人递过来的钱，阿二放声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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