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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初恋的回忆，是人生中最美妙的感觉。
而当生子的父亲已经过世，年迈的母亲讲述她梦系魂牵的初恋时，生子不但体味到那初恋情愿的凄美
动人，甚至还分明读出对美妙人生的执着追求⋯⋯母亲乳名招娣，年轻时是远近闻名的美人，不仅心
灵手巧，而且勇敢地成了十里八乡第一个自由恋爱的女孩，她暗恋上生子的父亲？
？
一个淳朴幽默的青年教师。
她以家传的青花大碗为记号，给心上人花样翻新地送最好吃的“派饭”；她通宵达旦织出最艳的“房
粱红”装点他的教室。
为了听到他朗朗读书声，她不惜绕远路去担水；为了引起他的注意，她每天在送学生的路边等着他。
 终于，招娣的美丽和诚挚打动了青年骆老师的心他们很浪漫又很传统地相爱了。
一只塑料红发卡就是他给她的爱情信物，然而，就在心灵刚刚撞击的那一刻，悲剧降临了：骆老师莫
明其妙被打成右派，招娣特意为他做的晚饭蒸饺子没吃上，就被带走了。
她疯了一股，怀揣蒸饺沿路追赶，人摔倒了，蒸饺烂了、青花碗也碎了⋯⋯技艺精湛的锔碗匠锔好了
青花碗，却弥合不了姑娘破碎的心灵。
招娣决计拖着病弱的身体去远行寻找初恋情人，瞎妈妈的泪水阻止不了招娣的决心。
她蹒跚上路了，却昏死半途，被路人送回，执拗的招娣挣扎起身还要冒死去寻觅。
恰在此时，骆老师意外来了，她躺在病床上，大滴的泪珠从她美丽又憔悴的大眼睛中尽情地滚落。
他再也没有离开她，两个人一爱就是四十年，相濡以沫，心心相印。
 丈夫的葬礼后，年迈的招娣在悲恸中又听到了世界上最好听的声音，那是骆老师自编的“识字歌”？
？
人生在世、要有志气、读书识字、多长见识⋯⋯招娣沿着当年的小路向学校走去。
教师里，她的儿于骆玉生像当年的骆老师一样，以淳朴、清朗、穿越时空的声音在教孩子们读书。
顿时儿子和丈夫的身影在她眼中叠化，在她眼前，又出现年轻盈巧的招娣穿着碎花红袄雀跃在让她走
不完初恋的那一条小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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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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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父亲从院里扫起，一直扫到了院外。
他扫着扫着，忽然听见有人招呼他：“先生，忙呢？
” 父亲一看，原来是村长。
他戴着一顶狗皮帽子，两手袖在胸前。
　　父亲停住手，说：“学校放寒假了，我扫扫院子。
” 村长说：“好啊。
” 父亲说：“村长是不是有事儿？
” 村长说：“没啥事儿，就是公社来了个电话，问你现在咋样儿，说是县上让问的，还说快过年了⋯
⋯” 父亲没说话，只是轻轻“哦”了一声。
　　村长接着说：“我说还能咋样儿？
天天不是上课就是下课。
我就这么说的。
” 村长说到这儿，母亲从屋里出来了，看见了村长，走过来说：“村长来了？
外头这么冷，进屋吧。
” 村长笑笑说：“不了不了⋯⋯你娘又该骂我了。
” 母亲也笑了笑，却没再说啥。
　　村长想了想，又说：“我知道她没坏心眼子。
再说，这事儿也真是没弄好⋯⋯好了，我得走了。
” 村长离开父亲，似乎在自语，说：“招弟说得对，这天儿是够冷的啊！
” 村长走了几步，忽然又想起了什么，停住了脚步说：“对了，没几天就过年了，你们没到镇上去逛
逛呀？
不管咋着，这年也得过啊⋯⋯我说得对吧？
” 父亲说：“你说得对，我们要去的。
” 村长这才走了。
　　这时候，母亲也到了父亲身边，看了看父亲扫过的院子，说：“扫得真干净！
走吧，来屋吃饭吧。
” 父亲扛起扫把，跟母亲一道向屋里走来。
母亲边走边说：“村长找你有事？
” 父亲迟疑了一下，说：“没事儿，他从这儿路过。
” 母亲说：“刚才你说要上镇上，你想啥时候去？
” 父亲说：“过几天，咱们一块儿去。
” 母亲一时显得特别高兴，说：“太好了⋯⋯我都多久没上镇上了！
” 2 今天，父亲母亲要去镇上。
　　对母亲来说，这自然是件大事儿。
因此，吃过早饭她就认真打扮起来。
她穿上了新衣裳，扎上了新头巾，换上了新鞋子。
不仅如此，她还仔仔细细地梳了头，还往脸上擦了香喷喷的“雪花膏”。
　　母亲梳妆打扮的时候，父亲和姥姥都在一边，父亲在一边看，姥姥在一边听。
姥姥不仅听，偶尔还说几句话。
　　一会儿，她说：“你多抹点雪花膏，别把脸冻皴了。
” 隔一会儿，她又说：“你把头巾掖严实了，省得往脖子里灌风。
” 母亲一边忙，一边“嗯、嗯”着，算是回答姥姥的话，最后总算一切妥当，她对姥姥说了一声：“
我们走了，娘。
” 姥姥说：“那就走吧。
” 母亲看了父亲一眼，两个人向门外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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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刚走到外屋，突然听见姥姥尖声叫道：“招弟，等会儿——” 父亲母亲都吃了一惊，赶紧停住脚
。
　　随即听见姥姥大声说：“你们路上小心点儿，千万别抻了肚子⋯⋯那可就麻烦啦！
” 听了姥姥的话，父亲母亲都心头一震。
　　片刻，母亲才说：“知道了。
” 父亲和母亲走出屯子，上了大路。
　　他们还是原来的走法：父亲在前，母亲在后，只是距离比以前短了— —从当初的三米变成了现在
的两米。
　　天是晴的。
山野覆盖着厚厚的积雪，放眼一派银白。
积雪使天地骤然开阔起来，似乎无边无际。
远远地看过去，一座座山包显得既浑圆又饱满，就像一个个蒸熟了的白面馒头。
　　四周一片宁静，仿佛所有的声音都被积雪吸掉了。
　　只剩下了父亲和母亲的脚步声。
　　此时此刻，父亲母亲都很高兴。
说起来，他们难得有这种机会，难得两个人一起出来走一走，而且要走这么远的路。
对他们来说，这简直就是一种幸福——母亲幸福，父亲也幸福。
　　开始，父亲母亲都未说话，只是默默地走。
走着走着，母亲忽然想起了什么事儿，于是叫了父亲一声：“唉！
” 父亲听见母亲叫他，说道：“你说。
” 父亲并未回头，然而放慢了脚步，等着母亲说话。
　　母亲也放慢了脚步，说：“待会儿我想给你买顶帽子，前些天小木匠戴了一顶，羊剪绒的，挺好
看。
” 父亲回答说：“现在的帽子不挺好？
依我看，还是买点儿要紧的。
” 母亲说：“要不就买一双线袜子。
” 父亲说：“那就都买，给娘买一双，给你也买一双。
” 母亲说：“我还想买点儿红枣，蒸干粮的时候使。
” 父亲说：“行。
” 母亲说：“我还想买半斤白糖，来客的时候冲水喝。
” 父亲又说：“行。
” 母亲说：“我还想买一挂炮仗。
” 父亲还是说：“行。
” 父亲母亲不再说话，沿着大路向前走去。
大路就像一条长长的磁带，不仅记录下了他们的脚印，也记录下了他们的声音⋯⋯ 不知过了多久，他
们来到了镇上。
镇子并不大，却是这一带最为繁华的地方，就像人们说的，是当地经济以及文化的中心。
由此可见它的重要。
　　镇里有个供销社，用现在的说法叫商店。
在人们心目中，供销社似乎更加重要。
一旦人们需要什么，首先就想要到供销社来买，而且十有八九都买得到。
　　父亲母亲来到了供销社。
供销社里人山人海，每一节柜台都挤满了从周边的屯里赶来的人，大家吵嚷着，挤撞着，争相购买自
己看好的东西，就像今天的东西都不要钱了。
　　有个妇女被人挤倒了⋯⋯ 有个青年把鞋挤掉了⋯⋯ 父亲见状，急忙把母亲拉到了一边，让她等
着，他一个人挤了进去。
　　一会儿，父亲从供销社里出来了，母亲看见父亲走过来，这才觉得一块石头落了地，她长长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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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口气，又朝父亲笑了笑，才说：“都买了吗？
” 父亲把买来的东西抱在胸前，边走边说：“都买了。
” 母亲拿出了一个布口袋，很快把买来的东西装进去，提在手上说：“ 走吧，回家吧。
” 父亲把口袋从母亲手里拿过来，也说：“走吧，回家。
” 这一刻，母亲心里十分温暖，不光因为父亲拿去了口袋，而是因为某种感觉，她觉得父亲心疼自己
，这是其中最主要的。
　　父亲母亲离开供销社，转过供销社的墙角时，看见那儿聚着一些人，中间儿还放着一张桌子。
父亲不知怎么回事儿，母亲告诉他：“那是给人写年对儿的，写一副给他一毛钱。
” 父亲“哦”了一声，说：“走，过去看一眼。
” 父亲母亲走过去，见人群里边有个老人，手捏一支毛笔，身体倾伏在桌子上，正一笔一笔写得起劲
。
因为天冷，老人还戴着一副狗皮套袖，写几个字便要停下来，将双手缩进套袖，暖一阵儿再写。
另外，为了墨汁不被冻住，他还搞了一个火盆，将墨盒煨在里边。
　　每当一副年对儿写完，立刻就有人拿走了，当然，这人会放下一毛钱。
而那老人并不说话，最多点点头，同时抓起钱来，往口袋里一塞，动作倒是快的。
　　父亲看了一会儿，低声对母亲说：“字写得不错。
屯里那些年对儿，也是他写的吧？
” 母亲点点头说：“对，谁家想贴了，就在这儿买。
” 父亲想了一下，忽然把口袋递给了母亲，匆忙说道：“那好，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
” 说完，便重新走进了供销社。
　　一会儿父亲回来了，他从供销社买了许多大红纸，同时还买了毛笔和墨汁。
红纸卷成一卷，夹在腋下，毛笔和墨汁，在手上拿着。
　　母亲看见这些，立刻就知道父亲要干什么了。
　　果然，父亲来到母亲跟前，轻声说道：“今年的年对儿，我给大家伙儿写。
”　　⋯⋯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的父亲母亲>>

编辑推荐

　　长篇小说《我的父亲母亲》（又名《路上的爱情和往事》），从一条路开始写起。
这是一条充满了往事和回忆的路。
路无疑是一种象征。
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个家住县城的青年骆长余，自愿到三合屯当老师，结识了屯里的姑娘田招弟。
两个人发生丁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
那场爱情感人至深。
就在那一年，骆长余被错划成右派。
几年后，骆长余结束“改造”、重回三合屯，与招弟结了婚，并且生下了了儿子骆玉生。
那以后的几十年，骆长余一直以一个普通乡村教师的身份，同时又是一个被监管者，不遗余力地做着
自己能做的事。
这期间，他们经历了“文化革命”，经历了改革开放，这些都是中国当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到了晚年，骆长余则一心一意要建一所新校舍，并且为此搭上了性命。
后来玉生上了大学，不知不觉中，他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
同时，他的经历也拓展作品的视野。
在相对广阔的背景下，骆长余的一切都显得愈发的“卑渺”，同时又显得愈发的神圣，作品跨度长达
半个世纪，从某个角度书写了当代中国的历史，走在爱情和往事的路上，玉生突然对人生和世事充满
了感悟。
 这是一部朴素到了极点的小说，由此可见作者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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