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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关节病是中老年高发病，很多患者每
天都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上下楼关
节疼痛，久坐站起时关节僵硬迈不动步，严重
者关节积水肿胀甚至变形，蹲不下，站不起，
上下楼还得斜着身子走，什么方法都用了就
是不见好转，最后医生建议我置换关节……
在这焦急绝望之时，女儿听别人介绍说“仙

草骨痛贴”专治膝关节病，疗效神奇，半信
半疑的买了1个疗程，贴了5天就感觉就好
多了，才1个多月，现在跑步都没问题。真
没想到还有这么神奇的药据其女儿介绍,多
年来,父亲治疗膝关节病所花的费用,高达万
元，而仙草骨痛贴仅1000多元就基本康复,
这令全家都感到惊喜！

膝关节疼痛肿胀，蹲不下 站不起 有奇方
迎新春特大优惠开始了·····

咨询电话：0375 -3835828
地址：平顶山市矿工路地质四队东隔壁众康大药房（医药公司路南）

一到假期，朋友小张就着急。她
的宝贝儿子是个宅男，每天在家的活
动轨迹就是从床到沙发，从沙发到床，
平板电脑片刻不离。结果动不动就感
冒，眼睛也近视了。十五六岁的男孩
子，哪有这么不爱动的。楼下就有健
身器材，小区附近还有高校的运动场，
但孩子说什么就是不去，劝多了还嫌
唠叨。面对她的吐槽，我忍不住提醒
她：你们两个在家时，一个“沙发土
豆”，一个手机控，就这样，还想让孩子
去运动？

之所以敢下这样的断言，是因为我可
以非常骄傲地说，我们全家都是运动粉。
在很多事上和我针尖对麦芒的老公，在与
运动有关的问题上却丝毫不打折扣地支
持。冲锋衣贵？没关系，买！早起去爬
山，木问题，我陪你！晚上的二人散步，那
更是雷打不动、必不可少的项目。

有 这 样 的 爸 妈 ，闺 女 自 然 受 影
响。从小时候的荡秋千、骑自行车，到
后来跟着我们到处跑，运动已成了生
活的一部分。在小学四年级时，闺女
被选上班级 800 米运动员，我和她爹
比自己参加还兴奋。

从此，我们认定闺女的运动才能
大有潜力可挖。在别的孩子忙着上英

语班、作文班的时候，我先后给她报了
乒乓球课、羽毛球课、长跑课。他们本
来体力劳动就少，不出点汗、吃点苦哪
行，这点运动还不是小case。

有人可能要问了，运动占用这么
多时间，不耽误学习吗？当然不会！
闺女虽然爱运动，但学习起来那也是
相当有劲头的，经常要我催着：该休息
啦。事实证明，因为爱运动，闺女体质
好，保证了学习时间；因为爱运动，闺
女不喜欢看电视、上网，保证了学习效
率。如果整天把孩子关在屋里学习，
枯燥乏味没精神，不想玩游戏才怪
呢。对了，其实运动本身就是最好的
游戏。

曾经有这样一条新闻：英国一对父
母为防止两个女儿变成“沙发土豆”，对
她们下达一年的电视禁令。不过，作为
补偿，在这一年中，他们带着孩子一块玩
了 100项户外活动，包括滑雪、漂流、攀
岩、户外庆生、岩洞探险、24小时不用电
等。后来，孩子终于戒掉了看电视的习
惯。

和孩子一起动起来，既陪伴了孩
子，增强了体质，让他们走上身心健康
之路又找回了自己生活的激情，一举
数得。何乐而不为呢？

雪也是游子，像极了“游必有方”
的羁旅客，踩着“腊八”的节点，姗姗来
迟。

从风雪中钻进父母的小屋，身心
顿时温暖起来。母亲围着我，嘘寒问
暖，打我身上的雪。她越来越矮了，我
要弯下腰，她才够得着。

这次回家，不是为看望父母，而是
姨“不行”了，母亲让我带她去看姨。

姨独自住在村尾，两间房像寒风
中的鸟巢。为了这房，姨夫郁郁而
终。他们原本也住在村里，俩儿子相
继成家，他们不得不一再迁徙。前些
年，儿子外出打工，房子空着，让他们
住进去看门。儿媳嫌他们脏乱，吵闹
不断。他们就迁到村尾，也迁到人生
的终点站。

姨形容枯槁，瑟瑟蜷成一团，躬身
缩在被窝里。70多岁的人了，却孩子
般大小。

看见我们，姨挣扎着坐起来。她
的牙掉光了，嘴唇抖抖索索，说话总是
词不达意。母亲问她吃饭了吗？她
说，昨个就吃过了。母亲抹把泪，拿面
包喂她。她俩儿子常年在外打工，还
没回来。儿媳要照顾孙子，遗忘了
她。现在，连她都把自己给忘了。

姨说，昨个等姨夫一夜，都没回
来，他会不会出事？妈安慰她：不会。
姨说，昨个姨夫回来冻坏了，吃了两大
碗腊八粥。我看锅，五谷还是生的。
姨说，姨夫不愿在家歇着，“腊八”也得

赚钱，给儿子娶媳妇啊！妈说，也得让
姨夫歇歇，现在儿媳都娶来家了。姨
说，姨夫咋还喊饿呢！给他点东西
吃。妈说，你吃你的，让火子给姨夫拿
……

我记得，去年我也是这样喂姨
夫。只不过，他很清醒，也很懊悔，不
该跟儿子儿媳赌气绝食。一辈子了，
他最放不下的就是姨。他很想吃饭，
缓过气来，但已没了吃饭的力气。我
记得，他的眼泪多么仓皇、无助。

姨夫是个四处奔走的货郎，为养
育子女，一辈子披星戴月，走在回家的
路上，直到无家可回。消瘦、慈祥、热
心，行色匆匆，这就是姨夫。小时候，
每次经过我们村庄，他都送我吃的、玩
的，抱抱我，然后步履匆匆离开。为了
早些赶回家，他总急着赶下一个村庄。

姨夫“走”得也很匆匆，在蛇年“腊
八”，还没来得及过年，就撒手西去了。

把母亲送回家，扒碗腊八粥，我也
该走了。雪花不识面，喧闹迷人眼。
母亲目送着我，郁郁寡欢。走到半路，
我发现钥匙忘家里了，又折身回去。
母亲还坐在门旁，歪着头，睡着了。我
喊声妈。母亲睡眼蒙眬：回来了！放
假了？我摇摇头：钥匙忘家里了。

母亲清醒过来，不好意思地拍拍
头：这记性，真老了。母亲扶着腰站起
来，帮我找钥匙。

母亲老了，头顶上那场雪，沸沸扬
扬，掩盖着时光，模糊了我的归程。

每个春节前，我都有大刀阔斧整
理旧物的冲动。和以往无数次一样，
整理了半天，很多准备随手丢弃的旧
物，又被我当宝贝捡了回来。

我很清楚，家里旧物队伍实在庞
大。门口玄关柜里，随手摆放的CD、
大学课本，还有从云南带回的手工蜡
染布；孩子小时学游泳用的打水板，
穿小的泳衣，玩过的七巧板。书架上
书本之间夹着的旧照片，规模最大数
量繁多，完全出乎我想象。还有曾经
刻录的光盘，朋友送的金曲磁带。在
装修一新的家里，这些旧物显然上不
得台面，只好在角落里默默沉睡。

整理之前我跟自己信誓旦旦，这
回肯定要拨云见日，该扔的扔，该送
的送，该捐的捐，旧的不去，新的不
来，一定要真正断舍离。但一打开储
物柜，那些亲切的旧物，熟悉的面目
再一次让我不忍直视。

随我走南闯北的专业书，论书龄
已不止二十年，毕业至今也没翻动一
下，他们存在的意义似乎只为了提醒
自己，当初学过艰涩难懂的理论。其
实当年，是老同学听说我要辅修第二
学位，帮我找了几本专业书，千里迢
迢遥寄过来，结果我一拿到工资，早
把这事忘在脑后，旧书发黄的页面提
醒我，有一个人在乎过我。

保存最多的是孩子从小到大的
照片，因为当年没有手机也没有数码

相机，照片都是在洗印店冲洗。冲卷
后的照片，如果放进相册，恐怕几十
本也不止，所以照片冲好，还是原封
不动放纸袋里，不占空间便于保存。
照片里有她幼儿园六一汇演，童话剧

“白雪公主”中小矮人剧照，还有小学
时春游的照片。当年为了拍她的出
场镜头，我坐在台下水泥地上蹲守两
个多小时。如今这些见证美好时光
的旧物，再一次让我穿越回当年，每
一次回忆，甚至比当年美好。

每次搬家，看到母亲固执收藏着
我们小时候的日记本、素描画和糖
纸，用顺手的缝纫机，也坚持不扔不
换，我就看不惯，都说旧的不去新的
不来，我们总应该向前看，不能让旧
物成为我们生活的累赘吧。可是现
在，自己面对这堆旧物，确实是剪不
断理还乱。

理智告诉我，物品嘛，不过就是
为你服务，供你调遣，为你所用，何必
让他左右情感，为它多愁善感，念念
不忘？家居整理，有人提倡“断舍
离”，意为断绝不需要的东西，舍弃多
余的废物，脱离对物品的迷恋。如此
这般，生活才会有条不紊。但凡事似
乎总有例外。

这些例外，总是寄托了我们的情
感，代表了曾经为之努力为之付出为
之甘之如饴的一切，总归是匆匆时光
的物证。

昨天晚上，窗外下着小雪，从窗户
的空隙里刮进的寒风透彻心肺，我从收
音机里听着陈星的《流浪歌》，不由想起
了那个难忘的冬天，想起了家乡、想起
了母亲，想起跟着母亲生活的那段岁
月。

1975 年的冬天，也是屋外下着小
雪，天气非常寒冷。晚上我的小弟发高
烧，娘把我叫起（我的父亲在外地工
作），说，老大，你弟病了，走，去公社医
院。我和娘拉着人力车，走了10公里的
山路赶到医院，挂号、取药、打针。在回
来走到公社食堂的时候，娘问我饿不，
我说饿了，娘专门为我和小弟买了两个
馒头，我说娘你吃吧，娘说她不饿，到家
的时候已零晨三点（后来我想娘不是不

饿，而是为了省钱）。这件事虽然已经
过去了36年，但是，每当我想起这件事
仍泪流满面，想着跟母亲生活的那段岁
月，日子虽然过得很艰难，但却很幸福。

时光荏苒，转眼间我离开家乡已
经 30 年了，今年春节计划回家陪母亲
过年，包饺子。我会陪在母亲身边，和
她唠唠嗑，和她一起回忆以前的日
子。此时此刻，我的心已经飞到母亲
身边。

今年我的母亲已 70 多岁了，本该
是颐养天年的时候，坐在温暖舒适的家
里，喝着热茶，享受着儿孙绕膝的天伦
之乐，可是她每天还坚持下地干农活，
为儿孙忙碌着操劳着。祝愿我的母亲
永远健康长寿！

时光的物证
难忘的冬天

□裴 鹤

□荆洲

风雪夜归人
□葛亚夫

寒假和孩子动起来
□何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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