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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至时节，老桃树上的桃子已
经熟了，丰硕的果实挂满了枝头。
这种熟得最早的桃子，是烟台本地
的老品种。桃子的个头比新品种的
小了些，但能剥皮、离核，吃上一
口，有着与上世纪 80年代时桃子
口味汽水一样的味道，微甜微酸，
桃肉柔软细腻，最能体现夏天的味
道。这种桃子仿佛是专门为夏天
而生的，品尝过了这种桃子的味道，
就能感觉到夏天的来临。无论是忙
忙碌碌，还是清闲自在，夏日当享此
口福。

说起桃子，尤其是站在桃园里
摘桃子，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年画上
南极仙翁老寿星手里托着的寿桃，
还能让人想起《西游记》中孙悟空在
蟠桃园里偷吃仙桃的画面。桃子，
上自帝宫，下自民间，都有富贵、长

寿、康泰的美好寓意。在中国传统
文化中，桃子是一种代表吉祥幸福的
水果，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百果之
王”。写于两千五百年前的《诗经·周
南·桃夭》说：“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
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
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
家人。”先秦时期，人们就用桃花、桃
子、桃叶来表达对佳人、对家庭最美
好的祝福和颂扬，可见，桃子在国人
心目中一直有着尊贵地位。

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桃子也是
近代许多大画家笔下的心爱之物。
桃子的形象，经常被大画家们挥毫
泼墨，展现于洁白的宣纸之上。齐
白石除了以画虾闻名于世之外，他
钟爱画桃子也是非常出名的，创作
了许多以桃子为题材的画作。齐白

石画的桃子，浓艳富贵，赏心悦目，
雅俗共赏，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喜爱，
被世人珍若珙璧。齐白石的桃子画
作，常常配以长寿、多寿、大寿、三千
寿之类的题款，表现了桃子丰富的
文化内涵。

吃完桃子后的桃核也是个宝
贝。民间一些艺人会用桃核加工成
多种艺术品。有的刻成篓子形状，
有的刻成猴、兔、猫等动物的样子，
做成挂件或是扇坠、烟袋坠之类的
小工艺品，小巧玲珑，独具匠心。还
有的穿成手串佩戴，最常见的是直
接用作电灯灯绳的绳坠。无论是平
民百姓，还是达官贵人，对桃核雕刻
工艺品都喜欢赏玩。不信去读一
读，明代魏学洢的《核舟记》、清代高
士奇的《记桃核念珠》、清代宋起凤
的《核工记》，都有记载呢！

前几天，儿子如期收到了研究生录取通
知书，秋季就要进入他理想的985大学求学
了。他圆了自己的梦，圆了我的梦，也圆了我
爷爷的梦。

莎士比亚说，三代人的努力才能培养一
个贵族。我当然不是说我家出了个“贵族”，
我的意思是儿子有望成为一个研究型人才，
不再像我们一样是劳力者，同样是几代人的
希望。崇尚读书的理念，在我很小的时候爷
爷就灌输过了。爷爷说，读书是农村娃最好
的出路，书读好了长大了就不用求土。

记得我上小学四年级时，父母让我辍学，
在家砍柴、打猪草、放牛，帮家里干些力所能
及的活。每每看到同龄人上下学，我就有些
失落。后来，爷爷找我的父母谈话，说：“孩子
这么小不读书，长大了不还是跟你们一样‘土
里刨食’吗？让孩子接着读书吧。没有钱交
学费，我从工资里拿一些给你们用。”

父母觉得爷爷说的话有道理，醒悟过来，
又让我去上学了。

爷爷小时候参加了红军，老来领着工资，
虽然不多，但为了让我上学，他很舍得。后
来，我跟着四年级继续学，自此我的成绩突飞
猛进，每次考试都是班级第二名，而我的同桌
总是第一名。我想超越她，总是欠点实力。
五年级时，同桌辍学了，我自然而然地上升至
第一名。以前，老师布置的作业我不会写，便
总是让村里高我一级的大姐姐帮着写，大概
是经历了一次辍学之痛，我知道上心读书
了。爷爷听说我读书进步很大，乐得合不拢
嘴，每次领工资都会给我几元钱，让我买笔和
本。爷爷还专门给我编了一首打油诗：万古
江山一点墨，好吃等不得。爷爷望你成正果，
有文化了不得……那时我小，不懂这首打油
诗的含义。现在想来，是爷爷鼓励我好好读
书，又伤感自己年老，恐怕等不到我学业有
成。后来，爷爷果真没有等到我有能力报答，
就驾鹤西去了，成为我心中永远的遗憾。

我读高三时，村里的两位小学老师去进
修学习，急需代课老师，村主任问我母亲能不
能让我去小学代课。母亲专程到学校来询问
我，我同意了，再次辍学，跟着母亲回了家。
当老师，本就是我十分向往的工作。当时，父
母种地供四个孩子读书，实在是太难了。每
次交学费，父亲就要卖小麦，粮仓会矮下去一
大截，卖多了家里口粮就不够吃。我想着教
书能帮父母减轻一点负担，边教书边复习高
中课本，准备参加高考。可是后来还是因几
分之差落榜了。进修期满的两位老师回校
了，我无比留恋地离开了工作岗位，加入打工
大军南下北上，行李包装着书，终因没有系统
地复习而放弃了再次高考，大学校园成了我
永远的梦。

我的孩子上学时，已经不存在上不起学
的现象了，国家推行九年义务教育，所有适龄
儿童都有书读。我教育我的孩子要在这大好
的学习环境里珍惜学习机会，好好读书。我
也用我有限的知识帮他解题分析，一同学习
思考，陪伴他一直到高中，直到数学物理我再
也企及不了才放手。

儿子长大了，养成了自主学习的习惯。
有一回，我看他成天坐在书桌边学习，想让他
放松一下，便带他去看樱花。我只顾着看热
闹，两人走散了，他给我打了十几遍电话希望
我开车拉他回家，我都没听见。找到我时，他
紧蹙着眉头生气地说：“玩那么半天，太浪费
时间了，我还有好多作业要写呢。”当时，我像
个做错事的孩子，脸红到脖颈。儿子有自己
的学习方法和计划，并根据自己的实力拟定
了目标大学——一所211大学。定下考研目
标时，儿子又说，怎么也得考个985吧？不然
我不是没进步吗？通过严密备战，日积月累，
儿子又进了一步。

此时我想，天堂里的爷爷一定又笑得合
不拢嘴了。我又想起爷爷说的一句话：只要
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侄儿的录取通知书下来了——
中国科学院大学硕士研究生，而且
还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对家
人而言，绝对是大喜事；在闭塞的小
山村，也算得上荣光。

哥哥家却沉着低调，没有一点
点声响，没发朋友圈，也没告诉亲戚
朋友。

我的父母都是目不识丁的农
民，我们学习全靠自觉。我们这一
辈遵循了寒门难出贵子的俗律，留
在父母身旁。看着我叔伯家的博
士、硕士、大学生一个个光鲜亮丽地
飞离家门，父母羡慕之余，常疑神疑
鬼，难道你爷爷埋坟的风水不好？

嫂子和哥哥恋爱时，我母亲持
反对态度。原因是嫂子瘦小，母亲
怀疑她不能下地干重活；嫂子娘家
是书香家庭，且她在家里是最小的
孩子，易被娇惯，过穷日子不行。
偏偏哥哥和嫂子一见钟情。嫂子
说，喜欢哥哥朴实、勤劳、上进。哥
哥说嫂子聪明贤淑，是他的意中
人。两人情投意合，母亲也就只有
成全。

时间是试金石。结婚后，哥哥在

外上班，嫂子在家里种田、养鸡养鸭，
日子虽说清苦，但两人甜甜蜜蜜。

侄女八岁那年，嫂子再次怀
孕。我的父母心里自然乐开了花，
被贫穷吓怕的哥哥却很无奈。很
快，见了孩子面，处处艳阳天。哥哥
自此每天哼着小曲走路，唱着高歌
生活，抡起拳头有干劲，不断学习钻
研赚钱新门路。嫂子又多了育儿重
任，田头上、河岸边、街道旁，嫂子一
手牵着侄子，一手拿着农具，教侄子
看朝阳、听鸟鸣，踏小河流水，读蓝
天白云，识生字，背诗词，数柳树，唱
儿歌……侄子一天天地长大，我的
父母一天天地变老。

侄子活泼可爱，帮爷爷牵老黄
牛，给奶奶提小编篓；给爷爷挠痒
痒，帮奶奶擦汗水。爷爷奶奶的腰
杆硬朗了，挺直了脊梁。

偏偏岁月不饶人，侄子高中和
大学在外求学期间，我母亲因病去
世，剩下了年迈的老父亲。侄子不
管学业有多繁重，周六周日总会一
如往常地跟爷爷视频通话，说着逗
老人开心的笑话。以至于渐渐失智
不识家人的父亲，对每周的电话视

频却记得门儿清，每回都和孙子聊
得甚欢。侄子过年放假回家，会帮
老人洗澡，给老人写对子、写族谱。

老父亲今年88岁了，见人就说，
等大孙子大学毕业了，买上大高楼、
娶上媳妇了，他就得去大城市给他
看孩子了。因为他的孙子，老父亲
心里装满了梦想，充满阳光，每天眯
着眼睛晒着太阳，美美地期待着，见
人就显摆。

在老家有个习俗，谁家的孩子
考上大学，一定会发请柬邀请大家
聚会，激励孩子。当然，也有少数人
借此获取额外收益，受人非议。哥
嫂一家的缄默，受到了我的批评。
哥哥说：“你们都知道了，心里高兴
就行。你嫂子说了，谁家的红包也
不要，好孩子是靠自己努力的，不讲
那么多俗套。”

我把准备的红包悄悄放了起
来，我要往哥哥的银行卡上打去自
己的诚心实意。和谐的家庭、品德
优秀的父母，会言传身教地影响着
自己的孩子。而懂事优秀的孩子，
尽管出身寒门，只要心向阳光，也一
定也会收获希望。

人的一生总有生病的时候，这
是自然规律，谁也躲避不开。生病
也是对意志的一种考验，面对疾病，
我们就应该像战士一样，从战略上
藐视它，从战术上重视它。

我身体一直很健康，最近三
年来却三次入院，这让我开始清
醒起来，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了
客观的、全面的认识。随着年龄的
增长，身体的各个部位也都有了逐
渐的衰弱退化，做任何事情都要把
小心谨慎放在首位，千万不能逞
强好胜，要时时做好防止意外的

心理准备。
对身体出现的疾病信号，千万

别麻痹大意。我前两次住院，都是
因为太大意，延误了治疗时间。不
要以为自己的身体底子好就不在
乎，觉得扛扛就过去了。殊不知，疾
病未发时，如果采取行之有效的措
施，就很容易治疗和恢复，减少因疾
病带来的各种痛苦。

千万别做力不从心的事。在自
己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多做一些事
情，对身心健康还是有益的。我曾
认为忙碌是一剂强身健体良药，觉

得生活中多做一些有益于他人的事
情，让自己日日有事做，天天有追
求，对身心大有好处，但千万不要做
力所不能及的事情。

要加强锻炼，才能增强自身免
疫力。入院后，我之所以治疗得快，
确实是自己的免疫力好起了很大作
用。我常年锻炼，对身体大有好处，
这个理相信大家都懂。现实生活
中，能做到常年持之以恒坚持锻炼
身体的就很少了。人要活出质量，
不受疾病的折磨，这才是我们向往
的真正生活。

三代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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