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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霞

从一大一小两个孙子被抱出产房起，奶
奶坚持每天给两个孙子写“成长日记”。10多
年来，记了6大本。日记以第一人称、详细地
记录了两个孩子成长的点点滴滴。她，就是
家住市区体育路中段育新幼儿园家属院67
岁的陈灿奶奶。11月14日中午，记者在陈奶
奶家，见到了她及她给两个孙子写的“成长日
记”。

第一人称叙述真实有趣

“夏雨：1999年4月15日 晴 妈妈进产房
后，不大一会儿时间到了4点45分，我就出生
了，有7斤重。妈妈高兴地流了泪，刚出生的
我光着身子，我的皮肤红、嫩、薄、软，不胖不
瘦。奶奶把我抱起来仔细看，连声说，快快
看，小家伙长得多好看，黑头发，双眼皮，大眼
睛……”

“夏令：2011年 6月8日 雨 我数学考了
99分，一分扣得太可惜，老师也觉得可惜。

‘0’写 出 头 成 了‘6’，我 真 的 太 不 认 真
了。”

陈奶奶的两个孙子，一个叫夏雨，今年15
岁，一个叫夏令，今年10岁。两个孩子一个
上高中一个上小学。当天，记者在陈奶奶家
见到她为两个孙子记的日记“原件”：6大本
砖头厚的黑色笔记本，笔记本的扉页上分别
写着“夏雨成长日记”“夏令成长日记”。翻开
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记者注意
到，日记分别模仿“夏雨”和“夏令”的语气，
以第一人称写成，语言真实有趣。字里行间
充满了生活气息，溢满奶奶对孙子的浓浓爱
意。

10多年来笔耕不辍

陈奶奶说，她退休前是幼儿教师。平时
她就有记日记的习惯。15年前，大孙子夏雨
出生，这是她家第三代的第一个成员，作为奶
奶，她特别高兴，便在日记上写下文字表达心
情。可写完日记后，她仍意犹未尽，便单独找
来一个本子，开始以孙子的口气，给他记起

“成长日记”来。
“夏雨会爬了。”“夏雨开口说话，会叫奶

奶了。”“会跑了，别人给好吃的会说谢谢了！”
从此以后，10多年来，大孙子夏雨的一点一
滴，她都记在了日记里。小孙子夏令出生后，
她又记了一份。

“我记的都是真实情况，没有任何添加或
减少，他们平时咋哭呀，咋闹呀，咋学习呀，我
都替他们一一记了下来。”陈奶奶说，两个小家
伙也知道她给二人记日记，平时遇到什么有趣
事或值得纪念的事，他们就提醒：“奶奶，把它
记到日记里吧！”

将在孙子18岁生日时送出

陈奶奶的老伴儿夏西山告诉记者，作为
爷爷，他虽然没有老伴儿给孙子记日记这种
细心和耐心，可他爱摄影，两个小孙子成长过
程中，他给他们拍摄了许多照片，两个小孙子的
一笑一颦都定格在了照片上，由于年岁已久，老
伴儿早期给孙子记的日记有些字迹已有些模糊
了，下一步，他准备与老伴儿一起将这些文字录
入电脑后再装订成册方便翻阅。“到时，我的这
些照片，可以做书中的插图！”夏西山说。

“感觉很有趣，也很好玩，我小时侯居然
是那个样子呀！”陈奶奶的大孙子夏雨说，他
与弟弟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奶奶和爷爷
很疼爱他们。他与弟弟闲暇时，也非常喜爱
翻看奶奶给他们记下的一篇篇日记。

陈奶奶说，她与老伴儿有个心愿，那就是
将这些日记一直坚持记到两个小孙子18岁，
在他们 18 岁生日时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
们。希望他们长大后，有机会能翻翻这些日
记，懂得长辈对他们的爱，至于他们会不会将
日记继续书写下去，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本报记者 娄刚/文 李英平/图

近日，家住市区联盟路中段金世纪小
区的张蓉女士向晚报自荐参评“鹰城书香
家庭”，给记者打电话时她只提到了爱看
书的儿子，考虑到“鹰城书香家庭”的主要
评选标准是整个家庭的读书氛围，记者起
初有些犹豫。后来张蓉再次给记者打电
话，记者被她的热情打动，遂登门采访。
在采访中，记者不仅感受到这个家庭浓厚
的读书氛围，更感受到了一种伟大的母
爱。

儿子——
爱读书，还“做小生意”

张蓉经商多年，家境比较优越。因
此，她的儿子张家齐拥有宽敞的个人房
间，可以把数不清的书放在屋里。记者注
意到，张家齐的卧室有三个小书架，分别
摆放着不同类别的书，有人文历史类的，
如《漫话中国历史》《美国简史》《上下五千
年》《中外名人全知道》等；有科普类的，如
《少年儿童百科全书》《动物百科全书》等；
有儿童版的人物传记，如《曼德拉》《巴菲
特》《克林顿》等；有儿童文学类的，如《查
理九世》《植物大战僵尸》等。张蓉特别向
记者介绍了一本《儿童安全守册》，说：“这
本书里有提醒孩子的各种安全事项，可以
帮助他提高安全意识。”又说：“这段儿他
常看《巴菲特》，嚷着要炒股票呢。”

张家齐今年10岁，在体育路小学上五
年级。为了让孩子全面发展，早年学过幼
教的张蓉很注重培养儿子的读书习惯，由
于经常买书，她不光熟悉平顶山的书店，
还是许昌图书市场的常客。去北京、江

苏、安徽等地游玩时，她总不忘带着儿子
到当地的书店或旧书摊买书。有一次她
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买了一千多元钱的
书，到邮局办理托运时才知道当天不营
业，于是她穿着高跟鞋拖着一大堆书找邮
局，一路上好不为难。她还学会了在网上
买书，“有的书在网上买能便宜一半，要不
我家这些书非把我买穷了不可。”张蓉半
开玩笑地说。

母子俩不时为买什么书争执不下，儿
子想看故事书，妈妈则想给儿子买“对他
有帮助的书”，争到最后双方妥协：买几本
好书如《阿基米德》之类的，搭一本《钢铁
侠》之类的。

在她的培养下，张家齐从识字就养成
了看书的习惯，到现在更是看书成痴，以
至于张蓉竟有些担心：“他上卫生间还看
书。”

广泛的阅读培育了张家齐健全的人
格，“今天可能是见你有点儿怯生，其实他
的表达能力很好，平时说起来没完；他的
内心世界很丰富，感情很丰富，家长不顺
心的时候他会安慰、劝解。”张蓉对记者
说。

为了让张家齐了解生活的艰辛，张蓉
每年端午节前都从山里进一批艾草，然后
让儿子上街叫卖。“就在联盟路桥头儿，两
块钱一把。干得可认真了。”张蓉一边说
一边让记者看照片，语气里有一种为儿子
没有沉溺于养尊处优的欣慰。

母亲——
爱子心切，读书成“医”

让孩子读书是因为张蓉自己也喜欢
读书。张蓉以前算是个文学女青年，喜欢

看小说、散文，有了孩子以后，她喜欢看烹
饪、养花、养生和医学方面的书。特别在
医学方面，张蓉自认为颇有心得。

据张蓉介绍，张家齐从小体弱多病，
在带着孩子治病的过程中，她研读了大量
的医学专业书籍，如《儿科学》《儿科临床》
《中成药学》《方剂学》等，逐渐懂得了不少
医理。有一次儿子感冒发烧，医生按上呼
吸道感染诊治，但她从血象单上看到孩子
的单核细胞特别高后，马上停止治疗，带
着孩子到北京求治于名医，最后确诊为EB
病毒感染。治疗这个病需要让孩子处于
与外界隔离的环境，以杜绝交叉感染而让
患者自愈。为了帮孩子治病，她按照医生
的要求做起了全职主妇，在家全心带孩
子，最终让孩子恢复了健康。

她的另一件得意之作是为下肢不便
的母亲治病。当时她母亲腿部出现溃烂，
大家都以为是下肢静脉栓塞，还做了双下
肢彩超。彩超排除了这个病因后，张蓉就
判定可能是蚊虫叮咬造成的皮肤过敏和
溃烂，于是她自己开药，买了一些抗过敏
的地氯雷他定分散片为母亲治病，竟然药
到病除。“现在我们家人谁有个头疼脑热
的都先问我。”张蓉自豪地说。

笔耕不辍十多年 字里行间都是爱

慈爱奶奶为孙子记录“成长日记”

在读书中，他们爱和被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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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蓉一有空余时间，就和儿子张家齐一起看书，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