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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会痛 才会长大
■文/张智澜

家族阴谋
■文/永城

小晴站起来了！

坚强乐观的小晴、慈爱隐忍的爷爷、
为凑手术费日夜奔忙的叔叔，他们始终
是我的牵挂。

小晴在历经三次大手术后终于摆脱
了积液的困扰，成功地取出了肿物。公
益保险的理赔金顺利为她支付了后两次
大手术的费用。遵照医嘱，她将随爷爷
回到河南老家慢慢休养。至于什么时候
能够重新站起来，还是未知数。

转眼，秋天到来。一个周五，我的手
机亮起了彩信提示，是小晴的叔叔！彩
信的标题叫“小晴又站起来了”！

我赶紧翻看。“小晴这孩子回家之后
就一直在做康复锻炼。刚才她爷爷跟我
说，这孩子扶着墙能慢慢站起来了。俺
嘴笨，就不给你打电话说了，这照片是俺
邻居帮忙拍的，你留个纪念。”

小晴又站起来了！这是我听到的最
令人振奋的消息！我举着电话，从办公室
这头跑到那头，胡老师、刘冉姐、吴姐，每一
个人，我和每一个人分享这激动人心的消
息。照片上，小晴胖了、黑了，脸上还是一
贯的纯真笑容。在一间堆满玉米秸秆的屋
子里，小晴伸出圆胖的小手，一手扶着炕，
一手拉着秸秆，笑盈盈地站在屋里。

我曾经以为是弱小仰赖强大、平凡
衬托伟大，直到我贴近这些孩子和他们
的家庭，我才看见什么是生命的顽强。
这世间原本就没有什么绝对的强弱。

这天下班回家的路上，我收到一条
短信：“小张，我问你，你是骗子吗？”

我定睛一看，那熟悉的手机号，是阿
古。怎么会这么问？我心里一沉，赶紧
回复：“当然不是了！”

隔了一会儿，看他没有回信，我一个
电话追了过去，心里默念：阿古啊阿古，
咱们沟通了这么多次，我是来帮你的啊！

“喂，阿古吗？我是小张。”
“嗯，我看到你的回复了，可我还是

不能相信你。”阿古结结巴巴地说。
“你凭什么怀疑我是骗子？”
“骗子太多了。我，不敢再相信人

了。”阿古的声音低了下去。
“阿古，我真的不是骗子。你侄子艾

草到底得了什么病？”我有点儿急了。
“他……”其实，弄清楚艾草得了什

么病，阿古也很费了一番周折。
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一个小村

庄，也是阿古和家人世代居住的家园。
曾经，阿古和哥哥是村里有名的致富能
手，凭借跑运输，家里的生活日益红火。
一个雾天，在盘山公路上，一场车祸让这
一切化为泡影。哥哥当场去世，阿古身
受重伤。那之后，家境一落千丈，嫂子改
嫁，阿古承担起抚养侄子艾草的重任，日
子勉强过得去，直到艾草病倒。

艾草得了怪病，没有任何外伤，只是
日渐消瘦，总喊头痛，零星梦呓，后来就
是没由来的剧烈头痛。和村里之前有些
孩子一样，得了这样的病就基本没有活
下来的。阿古不认命，他抱着艾草去镇
卫生所求助，医生束手无策，只开了一些
白色的药片，说是止痛药，叮嘱阿古说孩
子喊疼就吃，睡着了就不疼了。

在大城市打工的村民小何告诉阿
古，孩子持续剧烈头痛可能不是小病，一
定要去大医院看看才行。

一筹莫展之际，阿古求助于乡民政
干部。民政干部拿出替他保管着的一个
橘红色的小本本，告诉他说，这是从北京
寄来的，是“公益保险卡”。有了它，孩子
生了重病就会有陌生人送来救命钱。

阿古弄不清楚啥是保险。他觉得，
更靠谱的办法是变卖家里的牛羊家禽，
带着艾草去西宁治病。

下期关注：艾草又上学了！

微博调查获线索，美珠或藏施工楼

二十分钟之后。Steve眼前的电脑屏幕上，
一左一右并排放着两个窗口。左侧是放大的微
博照片，右侧是Google卫星地图。Google地图
上显示的是一片模糊的灰色建筑，建筑旁边有
一块椭圆形的鲜红色，与灰色建筑被一条白线
分割。再往外是两侧被绿色树冠掩映的通道。

而左侧的微博照片，像是从阳台的角度拍
摄的小区大门：那是一个白色拱门，门外有个椭
圆形花坛。再远处是一条马路，路边排列着挺
拔的杨树。Steve不禁微微点头。都对上了！

微博发自两天前，博文只有一句：“无聊的
午后，让人讨厌的城市！”

Steve把目光移向那博主的头像，是个衣着
入时但神情严肃的少妇，昵称叫作“小晓琳”。
这女人想必很无聊，每天都要发不少微博，内容
大多与自己的指甲、高跟鞋或是墨镜有关，有几
百个粉丝，李怀安也是其中之一。她却并没关
注李怀安。以她的贵妇形象，无论如何不该和
李怀安有所联系。但是：他们住在同一个小区？

Steve缓缓滚动鼠标，仔细浏览“小晓琳”的
每条微博。突然，他的指尖停止了滑动。轻轻
一点，又一幅照片放大开来，是个插满蜡烛的生
日蛋糕。Steve默数了一遍：一共33根。

Steve立刻拨通服务商的电话：“查一个人，
越快越好！女性，名字里应该有‘晓琳’两个字，
拂晓的晓，琳琅的琳。生日是1975年6月12日，
或者是前后的一两天。大陆人，常住香港和北
京。我有照片，马上发给你！”

二十五分钟之后，黑莓突然振动起来。
Steve暗暗吃惊：这个服务商又要破纪录？之前
最快三十五分钟查到结果。

黑莓上显示的却是老方的号码。Steve心
中一沉：不是让他回北京去了，怎么又打电话
来？莫非又出了问题？Steve把黑莓凑到嘴边：

“到机场了？”
“不！还在龙关镇！”
“为什么还没走？”

“嗯，那什么，早上在饭馆，碰到一个人，”老
方故意停顿了一下，“可能就是银河东莞的司机
阿强！您的直觉是对的！我猜，这个阿强也许
知道那出纳在哪儿。”

老方竭力克制自己的语气，但Steve听得出
来老方那抑制不住的兴奋：“应该就藏在龙关镇
的一个正在装修的楼盘里，叫东湖小区！”

Steve却没流露任何兴奋之情，声音反而更
低沉冷峻：“你怎么知道他是那司机？”

“他自己说的。他接了个电话，信号不好，
他说了两遍，自己是银河的司机阿强。他管对方
叫‘小黄’。大概是小黄需要什么东西，又不敢自
己出来买。阿强就说：‘让阿昌买’，后来又说干脆
自己去送。昨天我听黄美珠的母亲讲过，黄美珠
的男朋友就叫阿昌，在建筑公司打工。所以，她躲
在还没完工的楼盘里，大概也有可能。”

“她躲在哪个楼盘，也是你听那司机说
的？”Steve声音里充满了怀疑。

“那当然不是。那司机可没说地方。是我
打车跟着他。是个已经封顶的楼盘，看样子正
在做精装修。一共两座楼，我看他拉着一个拉
杆箱进了左边那座。过了大概半小时，空着手
出来了。黄美珠不是明天晚上的飞机去曼谷？”

“你在那小区外面？”
“嗯，在马路对面的一家冷饮店里。小区门

口有保安，好像查得不严，不过…… 呵呵，”老
方呵呵一笑，虽然还是用他惯用的卑微口吻，却
隐隐有些得意，“我没急着行动，想先跟您请示
一下。我是混进去呢，还是先留在门外守着？
如果守到明天，估计应该能拍到黄美珠，只不
过，那可能就来不及……”

“你立刻去机场，回北京去。”Steve用命令
的口吻打断老方。

“什么？”老方吃了一惊，“您是说，这条线，
咱不跟了？”

“是不用你跟。”Steve把那只小U盘再次插入
电脑，“马上离开那里，回北京去。越快越好！”

下期关注：工地现场无破绽，虚虚实实难分
辨

做不了什么
不代表没有知情的权利

我上大二时，爷爷病危，
继而去世，爸妈都没有通知
我，怕影响我学习。那时候
我不知道，暑假还去大连玩
了几天，到家后，爸妈告诉我
噩耗，我哭了近一个月。父
母担心影响我的学业，我可
以理解，但不能送爷爷走，始
终是我的遗憾。我是爷爷奶
奶带大的，感情很好。我想
说，做不了什么不代表没有
知情的权利，会悲伤不代表
悲伤一定会给人添麻烦。反
而是这样的隐瞒，给人心里
留下的遗憾是很难消解的。

（吴宇）

这是我们成长的机会

我理解这样的父母，其

实我觉得这正是家人与朋友
的区别。父母特别想保护孩
子，怕孩子受一点伤害，而朋
友是在平等的角度上，互相
理解支持。不过，最理想的
父母与子女的相处方式应该
是能成为朋友吧。所以，建
议父母们，在相信自己处理
问题的能力的同时，也相信
孩子，遇到事情和问题了，让
我们多少分担一点，哪怕就
一点，不也是我们成长的机
会吗？ （梅干）

这就叫一代管一代。都
是这样，老人病了是儿子的
责任，除非当儿子的干不动
了才轮到孙子。去年我岳父
做个小手术，我和老婆要去
陪床，他们说啥也不让，让我
们管好自己就行了，去病房
探望，待了一个小时就赶我
们走。 （Kevin46）

报喜不报忧
父母的体贴还是儿女的失败？

父母是每个人最初、也是最亲密的家庭成员。与父母的关系和亲密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了我们的幸福感。可随着年龄增长，两代人的交流方式总会或多或少发生变化。

最近有朋友问，为什么家里的事父母都不愿意告诉她，这位朋友今年三十好几了，孩子上幼儿园
了，自认为生活独立明辨是非。可是，家里发生了生老病死的事儿她通通都是事后才得知。她很不
解，也挺难过，“为什么父母总觉得自己能应付一切，为什么家里的大小事基本都没有需要我的，觉得
父母好陌生……”

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作为子女，为了父母少担心，报喜不报忧；作为父母，为了孩子
少分心，藏事瞒事。

本周银发族请到了两代人，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也聊聊他们对此的看法和心声。

我叫阿花，30多岁了，孩
子已经上幼儿园了。自认为
学习努力工作上进生活独立
不啃老，就在老家工作生
活。离父母家姥姥家奶奶家
不超过 15分钟的路程，平时
父母家一周回一次，姥姥家
奶奶家经常去。

为什么家里的事情父母
都不告诉我？爸爸手术妈妈
自己陪着去没同我说，直到做
完了手术我才知道；姥姥去世
我不知道，当天晚上才听二叔
说的；姥爷查出肺癌家人也对
我保密，后来听舅妈说的
……

父母总觉得自己能应付
一切。爷爷奶奶生病需要有
人值班，我说我去，他们说不
需要我，管好你自己就行
了。对于父母我该怎么做？
总觉得他们有很多事情不愿
意和我说，家里的大小事基
本都没有需要我的。真的觉
得很难过，觉得父母好陌生
……

阿花的烦恼

孩子你不懂父母的心

说家里的事家长不愿告诉
孩子太笼统，一要看事情的性
质和大小；二要看孩子是否到
了可以独立思考问题的年龄。

其实就家里的事情是否让
孩子知道，作为家长内心往往
也是很纠结的。

我们就以十八岁的孩子来
说，上高中了或正面临高考，孩
子认为自己已经长大了懂事
了，其实不然，他们仍是生活在
父母和爷爷辈的呵护中，不懂
社会，没有经历过生活的磨难。

对家中的事情，只要不是
危及家庭生存的事，很多家长
一般不会告诉孩子，哪怕老人
去世这样的大事，也要瞒上几
天，以免孩子分心。所以你常
看到这样的事例，孩子高考，爷
爷病危，孩子父母心中十分纠结，
孩子从小就和爷爷感情很深；可
高考关系孩子的前途，最后没告
诉孩子，高考后孩子又埋怨父

母。这样的事谁又能分清谁是谁
非呢？只能说孩子你不懂父母的
心。 （王成楷）

家里的事是一家人的事

现代社会的家庭，最需要
的是沟通，民主的家庭才是和
谐的家庭。对于家中的事情，
老年人有老年人的看法，年轻
人有年轻人的认识，老年人往
往以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社会经
验来判断，而年轻人则多从事
情本身出发去思考，各有各的
优势和长处。所以我认为，家
里的事就是一家人的事，该告
诉孩子的事情一定要告诉，不
同的意见可以讨论，不同的认
识可以沟通。何况现在大多数
家庭是独生子女家庭，只要孩
子到了一定年龄，有了独立思
考问题的能力，就可以参与家
庭事务。其实试着听听孩子的
意见就会发现，孩子很多时候
的想法也是对的。

（天上飘的云）

父母看

子女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