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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美好
邹平市码头镇初级中学 周洪宝

【教师作品】

今年春节，因为父亲中风，就在
老家多呆了一段时间。期间除了节
日的忙碌，照顾父亲的起居，最多的
就是接待来看望父亲的各路亲朋。

一大家族中的兄弟姊妹，借着
春节回家或是走亲访友，都结伴而
来，家中好不热闹。从早到晚，人来
人往，坐下来除了询问病情、关心父
亲的起居，谈论最多的是每个人的
工作、收入，孩子们的婚姻、学业。有
失望，有满足，但都在一阵阵开心的
笑声中烟消云散，更多的是对美好
未来的期盼：今年三哥的儿媳妇要
添孩子了，四弟的闺女要出嫁，大姐
的孙女今年要考大学……

陆陆续续的热闹了几天，来看
望的人渐渐少了。正月初八的午后，
阳光很亮，晒在身上暖洋洋的。我和
母亲正陪着父亲晒太阳，父亲眯着
眼似乎在瞌睡。忽然，虚掩着的大门
被推开了，进来一位穿着花花绿绿、
头戴毛绒暖帽的老太太，她右手拄
着拐杖，步履很慢，一步一挪地向前
走来；左手提着一个方便袋，里面盛
着的看来是食物。一进门，就招呼
道：“我没走错门吧？”母亲听到声
音，立即站起来去迎接，嘴里激动地
嚷着：“哎吆，我的老婶子，你咋来
了？”我定睛一看，原来是四十年前
的老邻居乔奶奶。

八十年代初，我们这一代人中
男孩特别多，到了结婚的年龄，但都
没有结婚的房子，直到村里在村子
周围划定四十余处宅基地，每家可
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就这样我家
选到了村子东面，而乔奶奶她们却
选到了村子西面。原本一墙之隔的
邻居，一个村东一个村西，就这样被
隔开了。以后随着实行生产责任制，
各家种各家的地，相聚的机会更少
了。农忙时节在田间地头见一面，匆
匆忙忙，拉不够亲情，说不完趣事。
只有到了冬闲时节，才有机会串个
门，天上地下的说个七开八开。前几
年，母亲还常常说起，谁谁来玩了，
谁家的孩子升学了，谁家的老人进
城了等等。今天来的这位老太太，我
应该叫奶奶，她今年已经九十六岁
了。由于年龄大，近几年已经不常出
来串门了。

说话间，我拿来一个马扎，乔奶
奶慢慢地坐下。我已有好几年没有
见她了，记忆中她的脸色是白净的，
有几处淡淡的雀斑；个子高高的，说
话慢慢的、低低的，眼睛总是笑眯眯
的。这时父亲也和她打招呼，说你
大老远的跑来太累了；我过几天
就好了，能出去玩，也能看到你
了。她拉住父亲的手，轻轻地说
道：“我不来看看，咋能放心？人
没有不长病的。有病就好好看。
你不能发懒，暖和了要起来

走走。”接着拿过自己
提来的方便袋，从
里面拿出一
个精致的小

盒。说这是孙女给她买的“肉松”，她
只吃了一盒，这一盒一直留着，只等
有机会来看看老邻居。父亲高兴得不
行，母亲也说您太客气了，一直想着
老邻居，让我们怎么感谢。

我端详着乔奶奶，满脸的皱纹像
极了老枣树的树皮，沟沟壑壑；一双
眼睛眯着，脸上洋溢着慈祥的笑意。
一会儿说说自己的家长里短，一会儿
又问问我的工作和孩子。说自己老
了，亏得孩子孝顺，什么都照顾得好；
又说赶上好社会了，多活一天就多享
一天福。年轻的时候受苦受累，怎么
也没想到有今天的好日子。就是经常
想老邻居、老朋友和老年间的事儿。
她说老宅子早已不成样子，但她还记
得早年间的模样。说自己结婚的时
候，就在两间小南屋里，站在炕上都
能够到房梁。房子陈旧，经常落土，弄
脏了自己结婚的新被褥，为此还和丈
夫闹矛盾。现在住在宽敞的大房子
里，干干净净，再也不用担心房顶落
土了，但是老伴人却不在了，没有享
福的命。此时，她的脸上露出一抹红
晕，似乎有点羞赧。大概是想到自己
年轻时的趣事吧。人啊，无论多大年
龄，内心深处总有一处隐秘的角落，
安放着自己最幸福、最美好的记忆。
就是这些美好的记忆，给人生活的甜
蜜和动力，也见证着时代的发展。

我插嘴道：“乔奶奶，你喜欢吃什
么，我给你拿点。”她静耳一听，连忙
摇头说：“不吃，什么也不吃。今中午
孙子炖的小鸡，我只吃了一口。你说
整天吃肉，哪来那么多肉？都吃腻
了。”她又拉住母亲的手，继续说道，
“我们年轻时候，干那么多的累活，饭
都吃不饱，还想吃肉？就是年节买点，
老人要吃，孩子要吃，你能吃到嘴里？
现在不干活了，却整天吃肉。还是社
会好了，想吃点粗粮，还没有，你说难
为人不？今中午，我自己又砸了一点
蒜泥，放上麻汁，蘸馒头，比肉可好
吃。”说完掩嘴一笑，脸上又现出一抹
红晕，那娇羞的样子，着实可爱。

聊了有一个小时，父亲坐累了要
休息，乔奶奶就站起来告辞。我说，我
送您回家吧，电动车快。她坚决地摇
摇头：“不，我能走。我还盼着下一年
能再来看看。”我搀着她走出大门，她
利索地推开我的手，让我回去，说没
有问题，不用担心。我就站在那儿，目
送她一步一步的离开。她走得不急不
慌，沉稳有力，似乎在向着一个目标，
坚定地攀登。

我想：我的父辈们，从战乱频仍
的旧社会幸存下来，他们懂得珍惜生
活的来之不易，他们感受到了生活的
日渐丰润；他们记得生活中点点滴滴
的美好，珍存着心底里最淳朴的乡谊
街情，岁月不居，历久弥新。他们见证
了我们国家从贫穷到富强的历史性
变化，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羸弱到站起
来的美好过程。

他们，才是最幸福的一代人！

见证美好
邹平市黛溪中学 吴泽莹

【学生作品】

师生同题作文系列

世间的美好，莫不过如此 ———我牵
着你的手，慢慢地走。

我的姨妈是个很懒散的人，退休之
后 便更觉无事可做了，每天最大的乐趣
就是躺在沙发上看手机，此外就是对家
人发号施令，让人家干这干那，一刻也不
得闲。为此，姥姥没少和姨妈拌嘴。姥姥
是个火爆的性子，但遇上姨妈，就像是一
拳打在棉花里，“摊上这么个懒孩子，我
认了。”姥姥常常摇着头说。

但，一件突发事情让这种关系好像
有了微妙的变化。去年秋天,姨妈在高速
上出了意外，腿骨折了。昔日那么强悍的
姥姥，一夜之间，好像突然老了十岁。本
来穿上很紧的褂子，现在穿上空荡荡的。
没有了姨妈在身边的姥姥，一下失去了
灵魂。姥姥常常对着饭桌发呆，水烧开了
也不知道，盯着姨妈以前常做的那个沙
发，一坐就是半天，我看了常常很心疼。

后来，姥姥得知可以去给姨妈送饭，
便常常天不亮就开始准备饭菜：排骨、米
饭、鱼，饭盒里堆得满满当当。有时我不
上学，也帮着一起准备。姥姥天天地坚持
着，终于盼来了姨妈的回归。姨妈是被人
扶回来的，因为伙食太好，又不运动，比
之前更胖了。姥姥却一再说:“我的孩子，
你受苦了，看，都瘦了。”

从此，姨妈便开始了卧床生活，姨妈
的饮食起居，全由姥姥一人操持，做饭、
穿衣、洗漱 ……姥姥已七十岁高龄 ，成
了全职保姆。姥姥全心全意伺候着行动
不便的姨妈，为此放弃了自己坚持了多
年的爱好。那次，我刚走进姨妈家，就听
见姥姥亲切的问：“你哪里不舒服吗？还
饿吗？”“还行，你也休息会儿吧。”姨妈的
话柔柔的。午后的阳光照进房间，乍暖还
寒时候，却有了春的气息。床上的姨妈和
床边的姥姥互相守候着，成为对方生命
中的一抹暖阳。

阳春三月，姨妈的腿伤已好得差不
多，能下地来帮着姥姥刷盘子洗碗，也放
低姿态，不再颐指气使。一个晴朗的周六
上午，姨妈挽着姥姥的手在小区中
散步。我站在她们背后，静静地看
着这一对平凡母女的背影，内心充
满美好。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姨妈
和姥姥互相陪伴，创造美好，而
我见证了这美好。

（指导教师：宋翠玲）

见证美好
邹平市西董街道鹤伴中学 胡鑫月

【学生作品】

爷爷奶奶辈的爱情，简单朴素
却最为美好。而我，有幸成为他们美
好爱情的见证者。

奶奶说他们那个年代的爱情，
没有鲜花，没有钻戒，没有誓言，没
有香车豪房，但牵了手就是一辈子，
一不小心啊，就白了头。

爷爷奶奶结婚四五十年了, 两
人几乎每天都要拌拌嘴。奶奶嫌爷
爷整天躺沙发上看电视，爷爷嫌奶
奶做的菜太淡。我特别纳闷:“这样
互相嫌弃的二人, 是怎么在一起的
呢？”禁不住好奇心,跑去问爷爷:“您
和奶奶是怎么认识的呀？”爷爷慢慢
地从沙发上坐起来, 笑眯眯地说：
“那天啊,我推着车去卖瓜,给了你奶
奶一个瓜她就跟我了。”奶奶在一旁
假装生气道：“去去去, 甭听你爷爷
瞎说。”爷爷接着说：“那时候,你奶
奶可漂亮了,两条辫子搭到腰,乌黑
乌黑的。可那时候家里穷,没多久就
把辫子剪了换粮食吃了。”爷爷叹了
口气,面带惭色抬头看向奶奶,两人
对视一眼,都笑了。不过，我分明在
他们望向彼此的眼里看到了漫天的
星星。

不久前爷爷生病了, 奶奶心疼
得不行。当着我们的面批评了爷爷
一番:“平时不让他吃那么咸还不乐
意,每天就知道躺着看电视,一动也
不想动, 以后说啥也不能让他这样
了。”自此,每天晚饭后,奶奶收拾完
餐桌都会督促爷爷, 拖着他一起围
着村子溜达散步。两人慢慢踱着
步, 夕阳的余晖洒在他们身上,地上
形成一长一短的两个影子……

爷爷喜欢养鸟, 奶奶就帮他喂
食、打扫鸟笼；奶奶喜欢吃橘子,爷
爷每次赶完集都会买回来一袋；爷
爷喜欢喝红茶, 奶奶每天早上都会
给爷爷泡一杯。

爷爷奶奶的爱情, 就揉在平平
淡淡的日常烟火里。我见证了爷
爷奶奶的琐碎日常，我感动着他
们的幸福，也忽然了悟了他们这
辈人的爱情：就是包容着
对方的不足，互相念着对
方的喜好；就是在某一方
面产生了心灵的碰撞和共
识，就认定了你就是我要
找的那个人，然后相濡以
沫。这一牵手啊，就
必须是一辈子，爱
情就是平凡的天长
地久，幸福就是执
子之手与子偕老！
我觉得，这就是爱
情最美好的模样！
（指导教师：马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