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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父亲的我和父亲的

■男女正当时

不要因为也许会改变，就不肯说
那句美丽的誓言；不要因为也许会分
离，就不敢求一次倾心的相遇。愿彼
此相逢，在这最美的时节，在这瓜熟
蒂落的金秋，在这桂花飘香雁声阵阵
明净悠远的天空下，让彼此心潮澎
湃，收获属于这个季节的爱情童话。

陈思思 1992 年，高 1.64 米，重
50公斤，本科，国企，年薪8万元。

明眸皓齿，很漂亮，大气爽朗的
女生，活泼爽朗；家境优越，有才华，
喜欢绘画，找对的人。

周成功 1990 年，高 1.72 米，重
70公斤，本科，事业编，年薪10万元。

微胖，稳重，有点黑，敦厚老实；
是吃货一枚，也是厨艺高手；房和车
已备，静等女主人。

林嘉欣 1990 年，高 1.66 米，重
50公斤，本科，设计师，年薪10万元。

高挑苗条、白皙温婉的漂亮女
孩，爽朗而豁达，知性且清纯；喜欢旅
游和摄影，自由自在。

张栋梁 1988 年，高 1.70 米，重
65公斤，本科，医生，年薪12万元。

内向、诚恳、稳重，做事有规划；
很孝顺，喜欢传统一些的女孩。

刘晓薇 1987 年，高 1.64 米，重
50公斤，本科，公务员，年薪12万元。

漂亮，笑容迷人，气质优雅，爱好
写作；颇有侠女风范，急公好义，是个
好女孩。

徐倩 1987 年，高 1.63 米，重 50
公斤，本科，事业编，年薪12万元。

短婚未孕，气质佳人，一颦一笑
皆风景如画；温和爱笑，欣赏稳重幽
默的男生。

相逢在
桂花飘香的天空下

红娘工作助人为乐，现招热情
热心人士加入我们，为爱推波助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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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父亲还在世。周
末我去看他，坐在他卧室的
床上，给他嗑瓜子。他靠着
被子看着电视，不时把我嗑
好的瓜子塞进嘴里。

父亲满口的牙都是后镶
的，吃瓜子很费劲，可他还
是喜欢有几粒瓜子含在嘴
里，慢慢地嚼。这是我和父
亲的幸福时光。

有一天，我坐在床上帮父亲嗑
瓜子。

他说：“我最近在琢磨一件事
儿。”我问：“老爸又琢磨什么呢？”
他说：“我看上一样东西。就是那种
老年代步车，我看挺好。那车多少
钱？”我心里一动，老爸怎么喜欢上
这个了呢？就说，“钱没多少，三四
万块吧。”“哦！”父亲有点沉吟，
“那也不便宜。”我说：“是，还行
吧，比其他车子便宜。”父亲说：
“我想买一台，没事的时候可以出去
转转。”他像孩子似地瞅着我。我
说：“爸，车子我给您买没问题，可
是您的腿，行吗？”父亲十多年前中
风，虽然康复，可是从那以后行走要
借助拐杖，自然走不太快，手脚配合
也不太好。父亲说：“没事儿，我走路
不行，但开代步车没事儿，再说那车
没难度，就是不用蹬的自行车。”我心
想，哪有那么简单。可是我不想过多
提及父亲的身体并不适合开这车的
事实，于是说：“我打听一下吧，看
看什么样的车子适合您。”

然后我们继续别的话题。我边
跟父亲说话边想，恐怕政府也有政
策，不允许爸爸这样年纪的老人开

车上路，即使是老年车。过了几
天，父亲打电话给我，还问那台车
的事儿，我只好推说忙。以后爸爸
没再问起，可是有一次姐姐对我
说：“咱爸让你买代步车的事儿，你
给忘了吧，那天爸爸还问我。”我
说：“姐，那车咱爸开不了，他腿脚
不行，再说国家有政策，他那个年
龄不能开车。”说的时候，我心里多少
有点没底气，因为我没去相关部门问
过，但我猜测应该不允许。又过了些
日子，我去看父亲，他不爱跟我说话。
我陪他在床上坐着，他只是看电视，
既不看我，也不问东问西。我心里知
道他想代步车的事儿，就说，“爸，我
打听了，开那样的车子政府有年龄限
制。”他“嗯”了一声。

后来我知道，父亲偷偷托保姆
打听了，那时候还没有年龄限制这
条政策出台。但父亲孩子气地跟我
要了几回，我没给买之后，他就再
也不提了。我现在想，如果父亲还
在，我一定给他买，如果他不能
开，哪怕让他看着开心也好。

那时候我一直觉得父亲的想法
太孩子气，还想，父亲真成老小孩了。
可是，即使是老小孩，又有什么不好？

小时候过新年，村里总会来扭
秧歌的，踩着高跷，戴着头饰，花
枝招展。我觉得那特美，特羡慕，
回家哭闹着要。

妈说，你身体不好，扭不了秧
歌，更踩不了高跷。我闹情绪，不
吃不睡，母亲要打我，父亲说，孩
子就这么点愿望，他去想办法。最
后父亲花了两元钱，也就是家里一
年买盐的钱，为我买了一根长木
头，借了木工工具，下班就在院子
里给我做。不会使刨子的他，把手
都卡破了，但总算做成了。他又让
母亲拿出陪嫁的绸布被面，给我做
裙子。母亲说，你怎么这么惯孩

子？父亲说，孩子嘛，不就得惯
着？等她长大了，咱们想惯也惯不
着了。

那天晚上父亲干完活，帮我把
高跷绑上，再细心地系上裙子，扶
着我在炕和柜子之间来回练习。可是
走了几天以后，我还不能熟练掌握，
就不耐烦起来，死活不练了。晚上爸
爸问我，还踩高跷不？我摇摇头。母亲
嘲笑他，这回好吧，费那么大劲，孩子
就玩几天，说了不让你花那个钱，
费那个劲，你不信。父亲却把高跷
拾掇好，对母亲说，孩子玩几天也
值，她玩过了，满足了；没玩着，
长大了，心里也遗憾。

看完《摔跤吧，爸爸》，闺
蜜说，她父亲就跟电影里的那
位摔跤手一样，严厉到冷酷。
我说，我比你幸福，我的父亲
是个有趣的人。

他不太会教育孩子，只要
不出格，都是孩子高兴就好。有
一次，淘气的哥哥翻墙偷了隔壁
黄奶奶家鸡窝里的蛋，煮了跟小
伙伴分享，爸爸也没打骂他。只
是带他去向黄奶奶认了错，赔了
钱，告诉他，喜欢的东西要买，或
者交换，白拿人家东西就是强
盗。从此哥哥再没偷过蛋。

爸爸很会玩，善于发明各
种小玩意。我们小时候没什么
玩具，他看见城里的孩子们玩
皮球，也买了一个给我们。没
多久皮裂了，球瘪了。他向人
家要来一种黑漆漆的油料，揉
啊揉，揉成球形，上了颜色，
扔起来弹力也很大。

男孩们爱玩小手枪，爸爸
为此特意跑到同事家，因为他
家有花梨树。父亲要了一小截
木头，给哥哥做小手枪。有了
这把小手枪，村里许多小朋友
都仰视哥哥。

父亲的玩具总是信手拈
来。吃剩的鸭蛋壳，他几下把
壳的下端剥得只剩一层软皮，
在软皮上画上笑脸，用嘴在另
一端的洞口吹，软皮一会鼓
起，一会落下，笑脸便一会出
现，一会收回，逗得我们乐
不可支。我们跟他到地里干
活，捉到个金牛，他能马上用
草棍儿编个好看的笼子圈起
来。笼子上还带个把手，提着
觉得特阔气。

爸爸不太敦促我们学习，
但他会告诉我们，知识最重
要，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
难行。他不讲太多的道理，可
是我们喜欢他。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爸爸
负责有趣，而我们负责成长。

能干又有趣的爸爸 父亲为我做高跷

他的心愿永成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