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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的剪纸
邹平市临池镇初级中学 程雯景

【教师作品】

【学生作品】

老屋
邹平市礼参初级中学 王秋红

十年前，我怀着激动又
忐忑的心情回到魂牵梦萦
的老屋。

一眼望去，记忆中那些
经年荒废的空地，而今已满
是林立的高楼新房。老屋却
孤零零的，不合时宜地凋落
着。

推开木板门，条条枯树
干稀稀落落倚靠在门洞的
墙壁上。天井里，稀疏立着
几棵碗般粗细未生出枝叶
的梧桐树苗，飘摇着枯草的
院墙上清晰可见雨雪冲刷
的痕迹。几间房，空荡得只
剩下四面墙壁，墙皮也粉
蚀、脱落，窗户、门框已无法
识别原本的颜色。墙角树荫
残有化不去的冬雪，脏脏
的，硬硬的。抬头望去，只见
天空。

那日，再也忍不住多看
一眼，直觉得脑子里什么也
进不去。匆忙离去。

近三十年了，我们搬离
老屋，爸妈日日疲于奔波，
没再回去照料过。听老邻居
讲起，这老屋多少年了，年
久失修，十年前还见倔强颓
立的四壁，之后渐渐风吹雨
洗，坍圮成一堆废墟。后来，
村里集中规整，即推平了
去。如今的老屋，仅剩缕缕
光秃秃土面。

就一个人静静站在这
土面上，霎时间，些些琐碎
的记忆丰满起来，点点温暖
的碎片立体起来，汩汩激情
的血液涌动，沸腾。儿时的
幕幕场景，那么真实在眼前
铺展开，触摸得到，呼吸得
到，感觉得到。就像什么都
变了，又像什么都没有变。

老屋的门是老一辈手
工打造的木板门，经年销
损，处处都松动。记忆中，那
小不点，从来都够不得门
鼻、门闩。爸妈出门，便象征
性地在门上挂条链子。瘦瘦
的我，轻车熟路地从两扇门
的夹缝里，挤出去又钻进
来。后来，村子里传了好几
年，“老春家那个红子，整日
里，大门缝里钻来钻去。”

老屋门前站着棵老枣
树和小片高壮的香椿。枣树
花开的时候，嫩黄的小花簇
散发出淡淡的清香，过路人
总禁不住驻足，闻饱了再
走；等到枣子即将成熟的时
候，我们几个小伙伴定耐不
住性子，争先恐后爬上去胡
乱摘一通，枣子的味道是记
不清了，那此起彼伏、酣畅
快意的笑声却仍清晰地在
耳畔回旋。

春风送暖，红油香椿渐
而羽叶丰满。几家的大人握

紧长长的竹竿仰起头掰香
椿，门前屋后，叙家常，哼小
曲，小孩子拖着长长的大口
袋，拾香椿。拾完香椿，缠着
大人买冰棍儿吃。

老屋正对一土坡，坡上
坐着一整块近三米的光滑
长石。它是我和小伙伴们童
年嬉戏的根据地。我们或骑
或趴在长石上，研究它的细
纹路和凹凸处。我们在石面
上拾大把，叠纸片，画小人，
收集草儿、叶儿……日暮到
黄昏，从来没有倦了的时
候。雨后，找个积水湾，和好
泥巴，在长石上捏造型，也
是我们最畅快的时候。摔
“哇呜”常常会掀起一个又
一个高潮。用“哇呜”这个
词，真是形象极了。将劲道
的泥巴揉捏成小碗造型，冲
准了长石上的平面，使劲掷
下去，泥巴“碗底”必然会快
速炸裂。泥碗刚接触石面
时，发出“哇”的声响；“碗
底”炸裂时，发出“呜”的声
响。小伙伴们乐此不疲，一
波又一波，比赛谁的“哇呜”
摔得最响，当然，摔得更响
的自然会赢得越来越多的
泥巴。

老屋的后面是片荒废
的树林，这里一年四季，萌
生着大自然的珍奇。久而久
之，心照不宣，这里便成了
我们儿时探险的好去处。四
季流传里，色彩的变化，鸟
啼虫鸣的交响，缤纷多样循
时而长的花、草、野果儿，总
让我们期待满满，又流连忘
返。春天，我们将各种叫不
上名字的花儿做成花帽子，
一个个戴起来比美；夏夜，
我们拿着手电筒，找蝉蛹。
攒得多了，我们将分得一顿
美味的夜宵———油炸蝉蛹；
秋雨连绵，泥土的清香升腾
起来，我们的小脚趾踏着松
软潮湿的草丛，在枯死腐败
的树干上采黑木耳；冬日雪
后，我们在雪窝里滚来滚
去，清冷的寒气、枯草的软
绵、冬雪的冰凉一起融入我
们的嬉戏里。

岁月匆匆过，从未饶过
任何人，很多凝结着我们深
刻印记的人和物，正在悄无
声息、永不回头地离我们而
去，有时甚至不给我们一次
告别的机会。

可是，我们依然如此炽
热的爱恋着我们的生活。因
为我们知道，且行且珍藏，
那么些美好的记忆，让我们
每一刻的生命繁花似锦，亦
历久弥新，又汩汩不断涌出
生活里美好的希冀。

眨眼间，春节到了。
我们一家子都动员起来，

爸妈负责去买年货，我、妹妹和
奶奶负责在家装饰屋子。

一直听爸妈说奶奶的剪纸
技术是极好的，可我从来没有
亲眼见过奶奶剪纸的过程，恰
逢春节，我便缠着奶奶现场为
我演示一下。奶奶见我这么执
拗，便笑着缓缓答应：“好，我
剪。”得到肯定回答后我也跟着
一起笑，妹妹也在一边又蹦又
跳，拍手欢呼。笑声在房间里回
荡，飘出窗外，给寒冷的冬日增
添了一抹温情。

窗外寒风呼啸，好似它也
禁不住这般寒冷，猛敲着窗想
挤进来取取暖，“咚咚咚”和“嘎
吱嘎吱”的响声混在一起，形成
独特的冬日音乐。窗内，我和妹
妹伸长脖子期待着奶奶开始剪
纸表演。奶奶呼了口暖气，搓了
搓手，在柜子里翻出尘封已久
的大红纸和一把剪刀。

我和妹妹兴奋地跟在奶奶
身后，只见奶奶缓缓弯下腰，小
步走到沙发旁，搀着身旁的椅
子小心坐下来，抬着头，眯着
眼：“想剪个什么？一只梅花鹿
怎么样呀？”听罢，我们猛点头，

生怕奶奶临时改变了主意。
于是，奶奶拿起剪刀，开始

在红纸上施展魔法。刚开始，只
见一道弯弧，接着剪刀下行，纸
上悄然变出鹿的身体。鹿角和
鹿腿是极难剪的，不仅细还要
求精密。我屏息凝视着，只见剪
刀向那鹿角进发，遇到拐弯处
便放缓了脚步，生怕一不留神
就剪短了。就这么，剪刀慢慢游
走着游走着。一对鹿角便赫然
出现在了红纸上。我兴奋得叫
了出来：“呀！鹿角！奶奶真厉
害！”奶奶微微一笑继续执剪刀
前进。下一站是鹿腿。鹿腿虽纤
细却也有流畅的肌肉线条，要
剪好它可不是件易事，果然就
连经验十足的奶奶也戴上了老
花镜，害怕一不留神剪坏了这
鹿腿。鹿腿上部剪好后，剪刀继
续它的征程，先是走过一段弯
路，随后直线向下走剪鹿蹄，鹿
蹄要两只弯曲两只直立，难度
可想而知。奶奶年事已高，再加
上那把剪刀多年未用，导致剪
鹿蹄这种精细活变得有些困
难，奶奶的动作逐渐慢下来。

窗外，天空慢慢蒙上了一
层灰雾，冷风仿佛看剪纸也看
得入了迷，“咚咚咚”的声响竟

然缓了下来，它也知道
这是剪纸成败的关键时候，
要凝神静气吧。

过了一会儿，剪刀仍停滞
不前，我有点失落。妹妹不知所
以，看看奶奶又看看我，脸上写
满疑惑。奶奶见我一脸失意，忙
又搓了搓手，拍了拍布满皱纹
的脸，为自己打气。剪刀又重新
出发了，虽然步伐轻缓，但还是
逐步前进着。似乎过了许久，奶
奶才剪出小鹿的四蹄，奶奶又
在鹿身上剪出一朵小梅花，剪
刀终于完成了它的征程。只见
奶奶轻呼一口气，随后咧开嘴
角，把剪纸仔细展开，轻抚那头
梅花鹿，好像完成了一个重大
的使命。

我和妹妹惊呼起来：“太漂
亮了，太像了！我们把它贴在窗
户上吧。”奶奶笑而不语，点头
示意我去贴。我拿出透明胶小
心的把它贴在窗玻璃上，一只
俏皮可爱的小梅花鹿便展现在
眼前。阳光不知什么时候也冲
破迷雾洒落窗前，给梅花鹿镶
上一道金边，为房间增添了靓
丽。我和妹妹依偎在奶奶肩上，
只觉得心底一股暖流悄然涌
进。 （指导教师：孙启明）

爸爸的脾气
邹平市魏桥实验学校 孟娜

听奶奶说，爸爸小时候是
全村上下出了名的犟脾气，所
以送一外号———“虾酱”（瞎
犟）。自从妈妈嫁给他之后，竟
改变了这一现状！

爸爸妈妈结婚后的第一
年，老爸便栽倒了老妈的手上。
据妈妈回忆，爸爸那年要为全
家添置一件“大件”，妈妈说没
有必要就是不允许。但爸爸的
犟脾气谁也阻止不了，执意要
添置。有一日趁妈妈走娘家，竟
偷偷的买了来。也巧，卖家和姥
姥家很熟，妈妈就又让他们拉
走了。爸爸不服，再买回来，妈
妈不吭声却又让人家拉走。爸
爸再去买人家就不卖给他了。
爸爸憋屈了好久：一边是心仪
已久的“大物件”，一边是心爱
的娇妻，万般无奈之下只好“缴
械投降”。妈妈说那是他们第一
次较量。真是一物降一物。

虽然妈妈赢得了胜利，但
是爸爸内心里却是较着一股劲
的。

那次，为了“谁倒西瓜皮”
这件小的不值一提的事，妈妈
和爸爸又开了战，妈妈说“服从
命令听指挥！”爸爸以迅雷不及
掩耳之势反话：“指挥不能瞎指
挥！”妈妈瞪着爸爸足足有五分
钟，直到被瞪到浑身发软，腿脚
发麻，脊梁冒汗后，爸爸才肯低
头耷拉脑袋的乖乖的去倒西瓜
皮。

唉！爸爸的“妻管严”症越
来越严重了。

直到我的到来，妈妈便不
再像以前那样管教爸爸了，可
我，又成了爸爸的软肋。

爸爸从年轻开始就有打扑
克的习惯，现在仍是，妈妈费了
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管教过
来。

我长到两岁时，就学会了
按照妈妈的指令，一哭二闹三
打滚儿黏住准备出门打扑克的
爸爸不放，只有等到他屈服，才
肯罢休。

那天却出现了意外。我看

爸爸与别人打“保皇”，就照样
用了一哭二闹三打滚儿，但爸
爸却好像上瘾了，抱起我把我
紧紧的揽在怀里照打不误。我
无力回天，只能拼命挣脱开他
的怀抱跑回家去把妈妈叫来，
他才恋恋不舍的一步三回头的
离开。

回到家，爸爸又免不了享
受一场“口水澡”的待遇。

倒霉的爸爸，生命中出现
了这样两个丫头片子，是注定
当不了“犟大王”的。哈哈哈！

直到我长得大了一点儿，
有一次无意中说起这些陈年往
事，问爸爸为什么这么怕我和
妈妈，爸爸走过来轻轻地摸着
我的头，满面含笑地说：“因为
你们俩是我的最爱呀！”

（指导教师：石素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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