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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朋友

约我们去他乡下的老宅做客。久居闹

市，暑夏闷热，正无处可逃。加之年龄

渐长，很向往乡村生活，好想在村子里

有个房子，有一座院子，幽静幽静的

……去朋友家看看也不错，于是欣然

应允。

这是这个夏天最闷热的一天，朋

友的村子不远，就在城边，出城便进入

乡村小道。不见了高楼大厦，没有了

车马喧嚣，山山卯卯，沟沟壑壑，绿树、

绿草、绿庄稼，满目皆是绿，车子在一

片绿海中行驶，顿觉呼吸顺畅，神清气

爽。村子里楞楞畔畔，玉米、谷子、核

桃树应有尽有，院畔外一颗颗乌油油

的南瓜就垂在车窗外，空气里满是庄

稼的味道。

迷宫般的七拐八绕之后，到达目的

地。朋友戴着草帽，悠闲地蹲在坡上迎

接我们。彼时的朋友看起来与这个村子

很和谐，仿佛在这个村子生活了一辈子

的老农，他的神情，他的笑容是那么的豁

达、恬静。朋友准备了丰盛的饭菜，大多

是小院里自己种的时令蔬菜，现摘现

炒。午休后我去车子里拿包，一出房门

就被一股热浪裹挟。太阳，不，权且叫她

日头似乎更贴切。毒辣辣的日头赤裸裸

地罩住我，几乎不能呼吸，空气里是一股

乡村特有的热浪味，热得单纯，热得干

爽，热得透彻。车门滚烫，车子里的空气

滚烫，包包滚烫，包包里的一个小果子半

熟了……我关上车门，逃似的跑回屋子

里。

午后，朋友在院子里树荫下放了一

张小桌，约我们喝茶玩牌，院子里与中

午时分两个天地，大门敞开，风吹进来，

空气流动着，特别清爽。窑洞前有一颗

茂盛的枣树，微风吹过，树枝摇曳。枣

树下有一个砖砌的炉灶，看起来年份久

远了。平房前一架硕大的葡萄架横跨

在菜地上，葡萄架下挂着串串葡萄，很

是诱人，像是一幅画。朋友的弟妹在院

子里的炉子上坐了一口大铁锅，燃起了

一根木柴棒，为我们熬一锅久违了的高

粱米饭，俗称套黍米饭。随着锅内“咕

嘟咕嘟”的翻滚声，炊烟味、套黍米味、

豆豆味、钱钱味混合成一股久违了的套

黍米饭特有的醇香味，弥漫在空气中，

这香味穿越了几十年，把我们带回了儿

时……

院畔外有几棵李子树，长在开满

白色小花的土豆地里，伸手采摘到一

颗熟透的泛红的李子，直接送到嘴里，

酸酸甜甜特别鲜。山上的天说黑便黑

了，伸手去摘第二颗李子时，暮色降临

了，李子树变得模糊起来。院子里的

串串葡萄与葡萄架，与暮色融为一体，

空气里依旧是套黍米饭的香味。院子

里的灯亮了，灯光下的葡萄架简直美

轮美奂。

清晨还不到六点，太阳就照在窗子

上。鸡鸣狗吠，蝉鸣鸟叫，此起彼伏。

这里的蝉鸣最有特色，细听有蝉儿在对

唱，东边树上鸣叫刚打住，西边树上立

马接茬，一声赛过一声，一浪高过一浪，

真不愧是夏日音乐家，有婉转起伏，有

停顿，如颂如歌，如泣如诉！我似乎置

身于一个蝉鸣的世界，被这夏日乡村特

有的声音包围着。

蝉鸣牵引着我，不知不觉就走到了

坡下。路边，坡坡上，黄灿灿的黄花菜、

亭亭玉立的小葱满目皆是，亦或会在小

路的中间恒生出团团簇簇漂亮的打碗

碗花，潇潇洒洒自自在在漂漂亮亮地开

放着。空气里是清新芬芳的泥土味，瓜

菜味。被拆迁了的房子不见了，院畔堆

放着各种陶瓷缸，陶瓷罐，瓦罐。主人

迁走了，带走了生活必需品，这些刻着

年轮，不知传了几辈人的老物件被遗留

在老宅、老村。看得出，主人对它们恋

恋不舍，却也无力回天，只能把它们整

整齐齐码放在拆迁的挖机够不着的地

方。

顺着小路绕回村委会大院子，站

在院边护栏往下看，沟底是几座早已

荒废的老院子。老建筑的残垣断壁透

露出它的古老，正对着我的是一个砖

建四合院，掩映在葱茏的绿树中。侧

窑背向我，破败不堪，上窑背的台阶分

明可见；三孔正窑完好，院子很大，地

面是砖砌的，门前有一口旱井，大门的

门楼很气派，院墙和院子里几处建筑

坍塌了。让我眼前一亮的是从大门口

的花池内延伸到院子中央的一片绿色

的南瓜蔓，碧绿碧绿的，开着几朵硕大

的黄花，很精神，给这个破败的老院子

平添了几分生机，隔空闻到了瓜蔓儿

香。

蝉鸣中告别了朋友。“待到重阳

日，还来就菊花。”

可可托海，未曾去过，极有可能今生也

去不了，我对它的想象和穿越，完完全全是

因为歌曲《可可托海的牧羊人》。

这首歌我听了数百次，冥想过无数次。

听歌当中，查阅过王琪和可可托海的资料，

也多次与人探讨分享过它的精妙。在我看

来，这首歌从词到曲再到演唱都堪称精致，

王琪一个人演的独角戏绝对值得人为之拍

案叫绝。

词——疑似当今“饮水词”

词为歌曲之首，好歌从好词开始，词好

不好，关键于在能不能广为传唱。《可可托海

的牧羊人》作词就占据了高地，漂漂亮亮地

拔了头筹。

自古以来，“下雨天留客天”，但偏偏是

“那夜的雨也没能留住你”，雨为愁绪，雨为

留恋，开头一句便把人带进了愁肠百结的境

地 中 ，紧 接 着 的 是“ 山 谷 的 风 它 陪 着 我 哭

泣”，情不自禁，男儿有泪与风交织在了一

起。苦苦地回忆，深深地追思，“你的驼铃声

仿佛还在我耳边响起，告诉我你曾来过这

里”，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似信非信、将信将

疑，希望能望梅止渴，其实是掩耳盗铃，但是

我已拒绝了理性思维，心甘情愿地做个白

痴。这是第一节，讲述了事情的缘起。

“我酿的酒喝不醉我自己，你唱的歌却

让我一醉不起，我愿意陪你翻过雪山穿越戈

壁，可你不辞而别还断绝了所有的消息”，第

二节情绪在进一步升级，借酒浇愁无济于

事，沉迷在你的歌声柔情里我一去不回头，

我甘愿为你做最艰难最艰苦的努力，可是在

我志在必得、信心满满的时候，你不辞而别，

没有留下任何消息，没有传来一丝回音。

第三节为情绪高点，“心上人我在可可

托海等你，他们说你嫁到了伊犁，是不是因

为那里有美丽的那拉提，还是那里的杏花才

能酿出你要的甜蜜”，我守着我们相约相爱

的地方，传来的消息是你嫁到了伊犁，再三

自责我错到了哪里，哪里让你不满意，思来

想去，难得答案，不得其解，于是，忍不住发

问你的离去是因为有更好的知音“美丽的那

拉提”吗？你的不辞而别是因为酿蜜的事业

吗？希望是，这样可以让愁肠稍有释怀，也

希望不是，因为你的走超出了我的料想，给

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绝望。

“毡房外又有驼铃声声响起，我知道那

一定不是你，再没人能唱出像你那样动人的

歌曲，再没有一个美丽的姑娘让我难忘记”，

作结的话说给自己，也想说个你听，毡房之

外连接广阔世界，驼铃声声缠缠绵绵，有你

的时候，我的心在毡房外、痴爱驼铃声，但是

这一切都成为永诀永别，唯有想起你和你的

歌声，一次次让我肝肠寸断，一次次让我不

愿醒来。

“世人争唱饮水词”，《可可托海的牧羊

人》有望成为通俗版的“饮水词”。

曲——未成曲调先有情

我好曲但不懂音律，自学学不了，试图

跟班学习至今未能成行，谈论曲调，不免有

叶 公 好 龙 之 嫌 ，但 对 于《可 可 托 海 的 牧 羊

人》，不揣鄙陋，谈谈自己反复听曲的感觉。

《可可托海的牧羊人》的曲扣人心弦，它

不以高亢嘹亮取胜，也不以难学难唱取胜，

而是让人一听便觉得似曾相识，而细细品咂

又是独有新招，是独辟蹊径的取向，一腔一

调、一词一句加上都是走心的曲调，听着听

着便会陶醉。“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

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借用白居易《琵琶行》中的描述，可以体味到

《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旋律的妙处。

谈到曲，人们常说的是“未成曲调先有

情”，曲乃传递情绪的线索。曲有千千万万，但

真正能扎根社会的不多，能够为大众普遍认可

的也不多。《可可托海的牧羊人》的曲是用浓郁

之情和赤子之心熔铸的，情绪从始至终保持了

内在的纯粹性和连贯性，带着你自觉不自觉地

吟唱，领着你不由自主地体验失去爱情的痛苦

滋味。尽管免不了跑调，但仍会很认真地学、

很投入地唱，为什么呢，主要因为这首曲深深

地感染了你我，也因为它的浓度恰到好处，让

人不由地一杯一杯自斟自饮。

这首曲的高妙处还在于它的沉静。曲子

是缠绕于文字上的精灵，一首好曲绝对可以使

词活色生香进入化境。可可托海是苍茫而沉

静的，牧羊人的讲述是深情而平静的，静是智

慧的底色，定力由此产生，智慧由此发端，静的

力量无穷大，它的吸引力同样无穷大，玄奘的

《大唐西域记》便是沉静心胸的生化之物，曲中

静的意境值得人玩味，常常令人迷恋不已。

唱——一泻千里如奔流

王琪是个传奇歌手，自己作词、自己谱

曲、自己演唱，三位一体，样样都有出色表

现。

演唱是歌曲的终端环节，对词有到位的

理解，对曲有入情的碰撞，是唱好的基础和

前提。对于《可可托海的牧羊人》而言，一步

到位，创词为什么，谱曲的取向是什么，丝毫

点滴都了然于胸，于是，多处细节的精道表

现成为出彩之处，倘是词归词、曲归曲、唱归

唱，便不免会穿凿附会，难免常有不达词义、

不及曲情之处。

王琪的这首歌先是在网络上走红的，时

间间隔不久上了央视春晚，从民间认可走向

了权威承认，火劲持续上升。王琪唱的过程

中，也有多人在唱，唱的好的很是不少，但要

说最好的是王琪自己唱，因为其他人在演绎

王琪的理解，而王琪一切都是自身体验，那

是绝对的地道原味。

我反复倾听王琪的演唱，听着听着，便

奇怪地发现，他是在讲述，有道白的意味，有

时是问自己，有时是向恋人养蜂女问，二人

世界的甜蜜温存能感受到，相互的柔情蜜意

能感觉出来，唱到至情处眼含热泪，忆到柔

情时如醉如痴，于是，他把失恋的苦果自己

吞下，疑问但不责问，抱恨但不愤恨，因而压

根就没有神经质的咆哮，也不没有喋喋不休

的指责，让爱在纯洁纯净中走来，也在善意

相续中远去。王琪唱出了这些内容，唱出了

这些内容的人生真味。

望海，海在可可托海；听海，海在可可托

海；问海，海在可可托海。可可托海，一定真

的很美！一定！

这几年，秦昭王对范雎言听计从，按

照范雎的设想，推行远交近攻的国策，与

齐、楚交好，逐步蚕食魏、韩。韩王、魏王

的 日 子 都 不 好 过 。 不 说 韩 国 ，单 讲 魏

国。这些年，秦魏之间冲突不断，魏国因

之割让了大片土地，秦国却依旧不依不

饶。

魏王听说秦相张禄是魏国人，就派

使者前来游说张禄，请他帮忙促成秦魏

和谈。出使秦国这个任务，落到了须贾

身上。须贾这个人，实际上不算是恶人，

但说他是个君子，却也够不上。他就是

个普通人，有嫉妒心，喜欢巴结上司，打

小报告。几年前，因为自己打小报告，结

果导致范雎被羞辱杀害，事情过去之后，

他心中也是不忍心。但范雎死也死了，

而且他说服自己，认为范雎就是卖国求

荣，有罪。时间一长，这事也就过去了。

出使秦国，实在不是个好差事，秦本身

就对魏不屑一顾，何况，使者又是须贾呢！

当范雎得知使者是须贾，就对郑安平说，我

报仇的时候到了。

有了这个缘由，须贾来到秦国，受到

的冷遇自然是在意料之中。须贾来咸

阳，已经十几天了，连秦相张禄的面都没

有见到。人倒霉了，什么都倒霉，有天他

出门，车轴突然断了，拉车的马受伤，现

在他要出门，都没有车可坐。

范雎晾了须贾一段时间后，便乔装

成一个车夫，前来见须贾。

这天，须贾在国宾馆里，愁眉不展，长

吁短叹，忽然外面走来一人，觉得很是熟

悉，定睛一看，大吃一惊，叫道，这位先生，

你莫不是范雎吗？

来人正是范雎！

范雎转头看向须贾，急忙见礼，说，

正是我。

须贾惊讶道，我还以为你早就……

范雎黯然道，我被扔到野地，半夜里

醒了，恰好有人路过救了我。魏国不敢

待，辗转逃到这里。现在为一位秦国的

贵人做车夫。

当时正是冬天，范雎衣服单薄，冷得

浑身哆嗦。须贾见了，急忙取出自己的

一件棉袍，披到范雎身上，拍着范雎的肩

膀，说，唉，能活着就好，能活着就好。又

让人安排了酒席，请范雎对饮几杯。

两人絮絮叨叨谈了点魏国的旧事。

范雎问，你来秦国，所为何事？

须贾眉头一皱，说，魏王想和谈。听

说秦相张禄是魏国人，我来就是想见张

相国，请他帮忙促成和谈。可是，不知为

何，我来到这里十几天了，连相国的面都

见不到！

范雎说，这事好办！我家主人与张

相交情很好，我常随主人常拜见张相。

张相公务繁忙，恰好今天有空，我们现在

就去吧。

须贾又惊又喜又为难，说，我的车坏

了。

无妨，我回去驾我主人的车来接你，

你稍等片刻。

没有多久，范雎亲自驾车来接须贾。须

贾见这车高头大马，装饰精美，心中对范雎

的这位主人多了几分好奇。

范雎驾车，畅通无阻，直至相府。范

雎让须贾下车，说，我去通报，你且等着。

须贾立在相府门前，好久也不见有人

出来理会自己。心中纳闷，就问守卫，我的

同乡范雎进去通报，好久都不出来，能不能

麻烦你进去问一声。守卫问，谁是范雎？

须贾说，就是刚才驾车的那位车夫。

守卫呵斥道，什么车夫？那是我大

秦相国！

蓦然一个晴天霹雳，须贾一下全明

白了，面色发白，双腿一软，当下就跪下，

脱掉上衣，露出脊背，对守卫说，请为我

通报一声，就说罪人须贾，求见相国大

人。

不多时，里面有人呼喝，让那个魏国

人进来。

须贾也不敢起身，膝行进去。只见

范雎高居堂上，威风凛凛，盯着他，嘿嘿

冷笑一声，说，须贾，知道自己的罪过吗？

须贾头也不敢抬，低声说，我的罪过

太多了，说也说不完。

范雎骂道，别扯那么多，你的罪有三

条：一，诬陷我与齐国私通，导致魏齐要置

我于死地；二，我被魏齐羞辱毒打之际，你

竟然连一句求情的话也不说；三，我被扔

到厕中，你竟然带头往我身上尿。有此三

罪，本该将你碎尸万段。不过，念在你刚

才赠我棉袍，尚有故人之情。为此，我不

杀你。

须贾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

范雎继续说，魏国想求和，这事我答应

了。你且别走，明天我设宴请你。

须贾在相府，忐忑不安，一夜无眠，好

容易等到第二天。听见相府中人声鼎沸，

在守卫的口中，须贾得知，张相今天邀请

所有在秦的外国使节，以及秦国的知名人

物前来赴宴。

须贾又惊又喜，心中默默盘算，一会

在宴席上该怎么说话才够得体，又不至

于触怒范雎。不料，过了许久，直到宴席

开了，也不见有人来招呼他。

宴席上，范雎举杯与贵宾们互致庆

贺。三杯酒尽，范雎说，差点忘了还有个

故人。众人都说，那快请出来与大家相

见。

范雎说，这个故人，有点特别，他可

没有资格和大家在一起喝酒。说罢一招

手，有人就搬来小桌，放在堂下，桌前放

了一桶喂马的豆子。

一声令下，两个彪形大汉夹着须贾走

到桌后，摁着他跪下，又有一人在前，手捧

豆子，放在须贾嘴边，如同喂马一般。须

贾此时，无可奈何，含羞忍辱，只好张嘴

吃，足足吃了半桶，连水都不给喝，憋得面

色青紫。

众人看得瞠目结舌。范雎站起来，高

声把那段恩怨讲了一遍，大家纷纷说，原来

如此，相国不杀之，实在是宽宏大量。

范雎痛骂了须贾一番，又说，你回去

和魏王说，让他把我的家人安安全全地

送回来，再把魏齐的人头给我拿来。否

则，我必将亲自领兵，血洗大梁城。

放过须贾，范雎来见秦昭王，说我来

领罪了，把自己是魏人范雎的事情一股

脑 讲 了 一 遍 。 秦 昭 王 说 ，爱 卿 何 罪 之

有！须贾任由你处置。至于魏齐，我来

替你报。

秦昭王说到做到，亲自领兵，向魏赵

索要魏齐，魏齐走投无路，只好自杀，其

头被送到范雎面前。

范雎将魏齐的头做成尿壶，说，你让

人在我身上屙尿尿，现在，我让你九泉之

下，也常吃我的尿。

◇
读
史
札
记

峰 回 路 转 ， 满 目 苍 郁 。 置

身于卦山万千古柏之中，柏海

香涛，鸟飞蝉鸣，红墙黛瓦掩

映其中，厚重的历史感油然而

生，真乃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

源。虔诚的推启沉重的天宁寺

山门，“吱呀，吱呀”，好似在

穿越千百年时空，跨过高高的

门 槛 ， 步 入 佛 国 “ 彼 岸 ”——

卦山天宁寺。

千佛阁位居正北，高两层，

歇山式屋顶，绿色琉璃瓦剪边。

面宽五间，四面回廊。一层明间

筑有“龙云虎风”石碹洞，勾连

一、二进院，以利通行。一层檐

下竖立明清碑碣六幢，惟东侧所

立明代铁碑最为显眼，最为游人

所青睐。抗日战争期间，日寇纵

火卦山寺院，残杀和尚，更欲砸

毁铁碑。天宁寺僧众舍身保护，

多方周旋，终使铁碑得以幸存。

今天，我们才能有幸目睹铁碑之

芳容。

铁 碑 铸 造 于 明 代 正 德 戊 寅

（1518） 岁 次 仲 夏 朔 五 月 初 三

日。碑铭 《铸成铁佛之记》，乃

时任交城知县崔志仁撰文，记述

了千佛阁中三尊铁佛大像的铸造

之缘由：“正德七年天久不雨，

至五月间亢旱大甚，城民中外皆

急急焉。普贵于是奋然有祷雨之

计。乃率乡民之尚礼者，设坛以

祈。……越明年，旱灾复至，祷

之又应，盖为乡人之所异，遂脱

落世故锐意于修葺之举。后因城

北卦山天宁寺新建南殿 （千佛

阁） 一所，而中无佛像，普贵乃

有 铸 佛 之 愿 。 …… 至 正 德 十 三

（年） 四 月 初 二 日 ， 厥 功 告

成。……”

铁碑，采用分块泥范法铸造

工艺，碑座、碑身整体铸造，中

空 。 碑 身 高 139 厘 米 ， 宽 71 厘

米 ， 厚 25 厘 米 ； 碑 座 高 40 厘

米，长 90 厘米，宽 54 厘米。碑

文呈现形式为阳文，其它纹饰均

为高浮雕图案。碑额圆角，正、

背面为“二龙戏珠”图。碑座呈

梯形，正、背面中间为“杨柳

树”图，左、右侧为“宝相花”

图。

铁碑及铁佛像，反映了明代

之际，交城先进的生铁冶炼、铸

造技艺及繁荣的铁冶经济。碑铭

《铸成铁佛之记》，记述了卦山天

宁寺千佛阁的创建历史和铸佛之

缘由及民间祈雨之风俗。铁碑是

一幢世所罕见的珍贵文物，反映

了卦山天宁寺丰富的历史文化信

息，弥足珍贵。

卦山天宁寺铁碑
□ 李大兵

老高和老伴都退休了，两口子在县城

里小有名气，可是让人羡慕，羡慕他们培养

了一双好儿女。儿女双双考上名牌大学，

女儿留学美国，并留美工作；儿子在北京找

了工作并安家生子。

因孩子们的出色，老高两口子脸上的

光彩，不知要照耀到几公里以外，单位、邻

里以及认识他们的人，谁见了都要夸上几

句，奉上幸福的祝福语。开始两口子对别

人的羡慕还沾沾自喜，慢慢地，老高不再那

么显的得意，而是谦和的说上一句“是你们

抬举了”。

一天，众多老伙伴们聚在一起聊天，

又谈及起老高的孩子们怎么怎么争气，不

知道有多羡慕。这时的老高长长的叹了一

口气，把他的“幸福”一一道来。女儿在

美国，一年也见不上一面，其实人越老越

喜欢和孩子们粘在一块，特别是我们中国

的老人，传统观念和习俗就应该几世同

堂，如今让西方文化的渗入，年轻人接识

了西方文化，老年人固有的中式传统。古

话说，父母在儿不远行，在过去，有几个

儿子的还必须留一个在父母跟前奉老，现

在就一个，远行还不是事，漂泊留洋多的

是，没有几个能在老人身边待着，老人空

巢、孤独成为流行。

老高的老伴思女成疾，吃不下睡不着，

整天念叨着女儿，想和女儿视频见上一面，

两口子还得思量再思量，准备再准备，时差

让他们再三考虑，为不打扰女儿，尽可能的

把时间调在女儿方便视频的时间。晚上十

二点，两口子瞌睡的迷迷糊糊，与女儿视频，

在看见女儿的那一瞬间，一下子来了精神，

两口子抢着打招呼问好，关心关爱的话从东

说到西，没等到两口子切入主题，女儿就来

上一句：“爸爸、妈妈！你们早点休息吧！我

还有事就这样吧。”视频被挂断了，两口子好

长时间没有从见女儿的兴奋中平静，一夜未

眠。女儿倒是孝敬，逢年过节的都会寄钱回

来，钱是没有少寄。说到这里，老高长长叹

了口气：“我有钱，我不缺钱。”

儿子在国内，工作也很忙，不常回家看

望二老，见不上女儿，能够见上儿子，老伴

又催促着老高去趟北京探望儿子一家。老

高带着满腔热忱启程北京，看望儿子。一

路上，老高设想着见面的喜悦场景，心里美

滋滋的，旅途的疲劳也不觉得了。

老高拎着大包小包随人流出了站，打

了个车到儿子家，到家才给儿子通了电话，

儿子在电话里说：“爸，你要来，怎么不说一

声，我好去接你。”又嘱咐老高自己先吃点

东西，他们尽快早点回去。挂了电话，老高

煮了一块方便面吃了，觉得疲倦，倒头就

睡。

老高一觉醒来，天也黑了，儿子一家还

没有回来。又等了一会，听到门外有动静，

推开门，孙子一下扑到老高怀里，“爷爷你

啥时候来的？”儿媳说：“爸，今天晚上，一个

产妇难产，做完手术回来晚了。”老高还没

和孙子说几句话，就听到儿媳喊：“童童，你

作业做了吗？”“在爸爸办公室做完了。”“做

完了，赶紧上床睡觉，明早还要早点上学去

呢。”孩子不舍得离开，靠在爷爷的身上说：

“我在和爷爷再待一会。”老高看着孩子，只

好说：“听妈妈的话，上床睡去，这么晚回

来，你们吃饭来没有？”儿子说：“爸，我们吃

过了。家里也没有什么吃的，我给你下碗

方便面吧。”老高忙说：“吃过了，不用了。”

“吃了那您也早点休息吧！我还有个文件

要整理，明早急着要。”老高看着孩子们忙

碌，哪还能提及自己吃没吃饭，洗漱了一下

就睡了。

第二天早上，老高早早地起来为孩子们

准备了早饭，老高想让他们多睡会，就没有

喊醒他们。一会，起来了说是时间不早了，

一家三口匆匆忙忙地吃了几口就出门。老

高看着桌子上没有怎么动的早餐，坐下自己

吃着，一边吃着，自言自语：“老伴，孩子们这

么忙，他们哪里还能顾得来我们。”

老高住到第三天，觉的给孩子们添麻

烦，就跟儿子、儿媳说要回老家了，儿子挽留

说：“爸，你再等两天，等休息天，我们一家出

去玩，看看北京的变化。”“不了，你妈妈身体

也不好，她自己一个在家里我不放心。”儿子

也没有强留老高，拿出五千元钱递给老高：

“爸爸，等我有空了回去看你们，这钱你拿

上，和我妈想吃啥就吃啥，注意身体。”

老高坐上回家的车，想着这几天和孩

子们匆匆忙忙的团聚，颇感失落。摸了摸

口袋里的钱，心想：“我要钱干啥，我有退休

金，我有的是钱，我要钱干啥？”老高反复嘴

里叨叨着。

这就是老高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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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高的“幸福”
□ 张竹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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