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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离开我已有二十多年，每次

外出，在路上若是遇见戴着眼镜、个

子高瘦、穿着简朴、走路笔挺的老人，

我总会忍不住多打量几眼，发现并不

是我多年未见的父亲后，双眼总会忍

不住悄然湿润。在心里，我无数次提

醒自己，父亲真的走了，永远都不会

回来了。纵然如此，我仍然不愿相信

这是事实。

30岁那年我当了父亲，而父亲

却永远地离开了我，连一句别离的话

都没留，我和他的这段父子情缘，从

此湮没于红尘之中。

父亲读过高小，在当时的山村，

算是有文化的人，他脾气好，从不因

为我做错事情而责备我。仅有一次，

被他狠狠教训了一顿。

14岁那年，我与姐姐发生争执，

父亲气不过，抄起门边的竹枝，狠狠

抽了我几下。然而对于姐姐，父亲却

连一句呵斥都没有。那是充满力道

的抽打，让我感受到父亲内心的愤

怒，那份疼痛刻在我骨子里，自那以

后，我再也没跟姐姐打过架。可内心

深处对父亲的偏袒却始终充满怨气。

后来，父亲私下向我解释，姐姐

是女孩子，他之所以不打她，是因为

姐姐终究要走出这个家门，去别人家

生活，未来的人生将会承受更多的风

雨。作为父亲，对她好都来不及，又

怎舍得轻易出手，打一个将来不会和

自己一起生活的孩子？父亲的解释

让我当场眼眶湿润。

后来面对女儿的错失，我有时也

会忍不住暴怒，但每每想起父亲的那

句话，我又赶紧惭愧地住手。

父亲即便去世已二十多年，村人

提起我，仍会捎带上父亲的名字，我

以为只有自己记着父亲，却不料还有

那么多人没有忘记他，这让我一直引

以为豪。

被人惦记，要么是恨你，要么是

爱你。父亲显然是后者，因为父亲是

个慷慨大方的人。哪怕口袋里只有

一块钱，遇到别人借要，他都不会丝

毫犹豫。夏日里，街上摊贩们的带

鱼、水果卖不动，眼看即将腐烂，看见

父亲，喊一声帮忙。父亲哪怕借钱都

要买一堆回家，不如此，就好像亏欠

了那些摊贩。

我在媒体工作那些年，在父亲的

“帮助下”，做了很多救助新闻。我曾

反复叮嘱父亲，媒体做求助类报道很

注重效果，你介绍人找我得先筛选一

下。喜欢成人之美的父亲却说：“能

帮人时就多帮人，人没到难处不会求

人，你帮了他们，他们不会忘记的。”

父亲说得没错，离开媒体十余

年，如今在路上遇到曾经帮助过的

人，他们仍念念不忘。

母亲肥胖的身躯，一直令父亲担

忧。

父亲77岁那年的一天傍晚，到

了晚饭时间，他还没回家，寻遍村里，

不见踪影。一位老人说，午后曾看见

父亲朝村尾山谷方向去了。我二话

不说赶往山谷，沿着半山腰的山道边

走边喊，始终不见父亲踪影。我准备

返回村里搬救兵，却听到路下面的密

林中传来一阵窸窣声，我壮大胆子喊

了几句，总算听到父亲回应，冲下路

坡，却见父亲扛着一大捆藤蔓，一步

一步朝上爬，满头汗水涔涔，累得气

喘吁吁。

我把父亲接上山道，把藤蔓甩到

一边，想要说他几句，却见他目光里

满是疲惫，终究还是忍住了。父亲扛

起藤蔓，微笑着招呼我回家，才走几

步，便不停地喘起粗气，我心疼地一

把接过他肩膀上的藤蔓。

父亲此时才像做错了事情的孩

子一样解释：“你别生气，这些藤蔓是

给你母亲减肥用的，听说这种藤蔓减

肥效果好，不伤身体。下午寻了好些

地方才找到，和荆棘缠绕在一起很难

采，我一根根拔了半天才弄到这些。

光顾采药，没听到你在喊我。我多采

了一些，万一有一天，我不在了，你妈

就不用去草药摊上买了。”

那一刻，我的鼻子里悄悄涌上一

阵酸涩。

父亲不允许我们撒谎骗人，为此

我从没在父亲面前撒过谎，有一次却

是例外。

父亲后来生病在小城治疗半月，

病情好转后，他怕浪费我的钱，坚决

要回家。那天上午，他独自去农贸市

场里转了一圈，回来时提了一斤牛

肉，说是母亲喜欢吃，特意买来带回

家。我悄悄翻了下袋子，里面都是牛

肉摊上的下脚料。下午送父亲上车，

趁候车空隙，我悄悄去买了相同斤数

的好牛肉，换下了那袋下脚料。

晚上终究还是忍不住，给父亲打

了一个电话，问他，牛肉好吃吗？父亲

开心回应：“很好吃，你妈妈很高兴，还

表扬我了呢。”电话那端传来母亲朗朗

笑声，证实父亲的说法。多年之后，我

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对话。后来我

才意识到，凭父亲的性情，他当时怎么

会发觉不了我撒谎呢？

或许有些爱根本就无需说出口，

用心就能体会。比如说，三十年来，

父亲对我的那些潜移默化的人生教

诲，哪一条用过生硬的说教？

都说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父亲

就是赠我玫瑰的人，他不仅赠给了我

玫瑰，还留给了我余香。

每逢农历二月二，我都会思绪飘飘，那

是想我的父亲葛志杰和干爹郝权武了。

二月二日是我父亲的诞辰，又是我干

爹的祭日，这二月二日让我既爱又恨。

对比周围人，我觉得父亲对我的宠爱

真的举世无双。

我在六七岁时个子已经比较高，有点

重量了，那时父亲经常周日带我去西山电

影院看电影，电影散场时，我假装睡着了，

父亲假装认同我睡着了，总是抱着我从电

影院一直走到屏星街的家。夏天还好，轻

装上阵，冬天时，我穿得多，父亲还把自己

的厚衣服脱下来盖在我的身上，抱着我沿

着大街一路走去。尽管他身强力壮，但那

时也已经四十六七岁了，他吃力地赫哧赫

哧，却乐意地一塌糊涂。

父亲在飞云南岸粮管所上班，他是所

长，工作繁忙，每周六晚上才能坐渡船回家

一趟。他回来时大都已是半夜，那时我已

经进入梦乡，父亲常常买一点猪头肉或者

菜干、跳鱼，在油灯下喝一点小酒。有时他

自己喝几口酒，还把下酒菜往睡眠中的我

嘴巴里塞进去。他担心我营养不足。

即使父亲到了90多岁，还带着保姆去

菜市场买新鲜的带鱼、鮸鱼，晒成鱼干送过

来给我；他每天竖起耳朵听气象广播，起风

了下雨了，他都要打电话通知我；2014年

秋天的那场台风，滂沱的雨水淹了半个瑞

安城，父亲在家急得跳脚，他担心我这个

“孩子”在家没东西吃，烧了菜叫保姆涉水

送到我家。当我听到保姆叫门时，我的泪

水夺眶而出，这世界上还有哪个94岁的父

亲会如此疼爱自己54岁的女儿呢？

可惜岁月不再，人生不再。他在98岁

的一天驾鹤仙去。从那以后，我与他阴阳

相隔音信断，从此茫茫两不知。

父亲，今年的二月二是您105岁的诞

辰，我好想您！

二月二是干爹的祭日，他在2023年溘

然长逝，那一年他92岁。

我18岁那年到瑞安人民医院做临时

工，在食堂干司务，认识了郝权武大医生，

他是山西人，是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归来的

大医生。作为那时期瑞安人民医院数一数

二的大牌医生，他对任何人都没有架子，包

括我这样一个临时工。我在食堂卖饭菜

票，他下班后都在食堂买菜吃饭，接触得

多。不久的一天，他对我母亲说，让我做他

的干女儿，我母亲满口答应，我则幸福得像

花儿开放。

他看我比较上进，劝我去考大学，不要

在食堂里荒废光阴，在他的鼓励之下，我鼓

起勇气参加复习，19岁那年考上了大学。

如果没有他的劝勉，我也许就会在食堂里

卖饭票、洗碗碟、剖鱼肚过一生。人的眼界

多么重要啊！干爹的高瞻远瞩给我打开了

新世界的大门。

我20岁那年得了阑尾炎，干爹亲自主

刀，他担心病房里人多吵闹，我会不舒服，

就把我接到他家里（他家就住在人民医院

里面），让他女儿郝力睡在地上，把床让出

来给我。我享受着比亲女儿还高的待遇，

觉着自己有多么命好！

几十年来，无论我有什么糟心事情，他

都跑前跑后，操碎了心，然而他却没有半句

赘言。他对我的好，如同我亲生父亲一样，

而我却没有任何报答，于心又多么惭愧！

可惜一场疫情，他也辞别了我。

在他的追悼会上，我写了一副挽联：

“一代名医 圣手回春 泽被桑梓；再生华佗

仁心济世 誉满东瓯。”这是对干爹一生的

真实写照，也是我的心声。

多少人羡慕我，有一个爱我的父亲葛

志杰，还有一个爱我的干爹郝权武。我沐浴

在广袤无垠的、深深的父爱之中，此生足矣！

如今，他们都走了！

我痴痴地望向远方，突觉着白茫茫一

片，没有了来处，只有归程。

父亲七十五岁的时候，活成了我

们子女最想要的样子。体检情况比

年轻人都要好，没有“三高”，没有远

视，头发乌黑，记忆力超强，虽然目不

识丁，但账目记得清清楚楚。之前虽

经历两次意外大事故，但没有危及生

命。一次被起重机撞成粉碎性骨折，

瘸了一只腿。几年后爬摘丝瓜，又把

那只脚弄骨折了，没想到因祸得福，

瘸腿竟然恢复如常。

没想到他七十五岁那年秋季，被

中耳炎蒙蔽，最后错失了血管炎治疗

最佳时间，大病半年，虽捡回一条命，

但余生要吃大把大把的药，而且视茫

茫，耳朵失聪，齿牙动摇。这一病，让

他一下子老了十多岁。他算长得丑

的，而人都需要缺憾性的弥补，故很

注重衣着，加上身材还可以，乍看“胚

头”不错，每次外出之前，喜欢照镜

子，梳头发，整理衣领。凡是子女们

买的衣服，从不嫌弃，立马穿上，绝不

会像妈妈那样压箱底。带他去北京

去南京，每次拍照都是欣然配合的，

表情到位。那么重视外在形象的人，

因生病变得老态龙钟，眼睑下垂，嘴

巴有点歪斜，又难以恢复如初，他伤

心欲绝。每当特殊日子，我们每每举

起手机，他本能转身，或者毅然拒

绝。渐渐地，我们明白了，任何人都

想把最美的一面保留下来，而这一

病，他最在乎的形象轰然倒塌，怎不

抵触拍照呢！

他从小没读过书，又五谷不分，

故得绰号“老憨蛋”（窝囊谐音）。年

轻时跟着他哥哥出外做“兑糖客”，走

着走着，逐渐认得了一些字，会说几

句普通话，开始做小本生意。后来生

意做得有模有样，养活了一大家子，

建起了两间三层楼，这在上世纪八十

年代，足以光宗耀祖，村民们立即对

他刮目相看。他吃尽不识字的苦头，

顶住世俗压力，让子女读书，几个子

女也争气，成为同时段优秀的大学

生。子女考上大学时，正是夏天，村

里桥边坐满了乘凉的人，那里就是广

而告之的最佳平台。那段时间，父亲

去得非常勤，聊着高考情况，顺便炫

耀自己子女的成绩，如母亲说的，他

以乘凉的名义去扬眉吐气，不动声色

地凡尔赛一下。他的小生意一如既

往红红火火，后来又在城里买了房

子。逐渐步入花甲、步入古稀，村里

同年龄的老人，要么偶尔从事“抬班”

（村里老年人搬运团体），抑或终日坐

在村里祠堂聊天打扑克。但父亲班

味十足，去自己打造的行业基地上

班，过着和其他老人不一样的生活，

甚为体面。

如果没有这场意外的病灾，他在

生意场继续老当益壮。而生病犹如

洗澡，剥去了所有光鲜的外衣。做小

本生意本是他的一技之长，除此，一

无所长。病后居家，不会做家务，又

不善交流，跟妈妈两人时常话不投

机，难免有摩擦，心情极度郁闷，辗转

混迹于村里祠堂，玩玩扑克，输点小

钱。但那些老人喜欢抽烟，聚在烟圈

里，他的咳嗽经常复发，加重病情，我

们又限制了他的活动，他犹如风箱里

的老鼠，两头受气找不到出风口。那

种情形，如果他有史铁生那样的文

笔，可能会说自己在“最狂妄的年纪”

丧失了健康，但他不会表达，只是不

断唉声叹气：想不到呀，本想再干几

年安享晚年，想不到还没来得及安

享，竟然生病。

他原本不善跟人交流。印象中，

他只关心明天的大米，未曾跟家人谈

天说地。一旦子女做错了事，他也不

会谆谆善诱，动辄骂或是打。这样的

性格，怎么会做生意？妈妈说他是

“布帐里英雄”，言下之意，懂得保护

自己。后来我逐渐明白，做生意，明

哲保身是生存之道。家里多子多孙，

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被生活压得一息

尚存，哪有闲暇交流，凡事速战速决，

故色厉为多；但他的内心是很柔软

的。当一个个女儿降临，母亲总是哭

哭啼啼，但他未曾沮丧，记得六妹出

生时的凌晨，他把五妹抱到我们床

上，轻轻说，你妈妈生了，又生了一个

妹妹。十多岁的我都知道这不是好

事，也会发愁，而父亲没心没肺地轻

松。刚出生十天的七妹被遗弃时，父

亲在外地，回来得知消息，一滴眼泪

从眼角滑下，嗫嚅道：无非多一碗饭，

养得起呀。那笑吟吟，那泪汪汪，现

在想来，是他性本善。那些生意人愿

意跟他打交道，或许是看中他骨子里

的善良吧。

前段时间，带他看病后，小病缠

身的我腰椎突出复发，多天没去看

他。得知情况后，或许有了感同身

受，他破天荒连续几天，每天一个电

话，问我恢复情况，劝我一定保重，又

以自己为例，诉说病痛的难受。我便

顺势劝他，别再去老人堆玩扑克，二

手烟比自己吸烟还致命，再说药物不

是万能的，就如姑妈。姑妈，他的唯

一姐姐，比他大三岁，因病无药可治

刚去世。他怔忡一下，似有所悟，片

刻又叹息：我熬到八十，可以了，整天

吃药，又不能去哪里，眼睛看不清楚，

耳朵听不清楚，这样活着也没意思。

居家养病之后，父亲像个小孩，

总是无事找事，下大雨时，他会在屋

檐下放几个大桶接水，盛满后再提到

卫生间。人多，垃圾也多，父亲总是

及时倒垃圾（垃圾先送到门口铁桶再

送到村里的垃圾站），每天不是在倒

垃圾，就在倒垃圾路上。我们怕他出

事，总会及时阻止。那情形跟祥林嫂

参与祝福，四婶总是慌忙大声说，你

放着吧祥林嫂，如出一辙。久而久

之，他有点害怕我们了，每做一件事，

打电话征求我们意见，每吃一样东

西，不自觉看看我们的神色。

我把对话转述给姐妹群，大家默

然。他的话不是没有道理。苟延残

喘没有质量的生活，无所事事，等于

宣判了死刑；一次次阻止，一次次剥

夺他的生存信心。那么爱体面的人，

生病已经腐蚀了他的尊严，半个人在

痛，若再剥夺他的生活信心，岂不是

万念俱灰？老人的幸福不在于“被照

顾”，而在于“被需要”。

家里院子花坛兀自生长，前几

天，他又在翻晒花盆泥土。本想阻

止，转念，便轻轻说，别太累，累了就

休息。他忙不迭说，知道知道，语气

中似乎有些受宠若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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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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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父亲在疼
■张秀玲

赠我玫瑰的人
■苏康宝

忆父亲和干爹
■葛亦虹

几年前，哥哥发来的一张照片，像一道

时光的裂隙，瞬间将我拽回往昔。那是父

亲鲜有的生活照，定格住他壮年时的模

样。在渔轮上，他身姿笔挺，海风撩动衣

角，勾勒出坚毅的轮廓。那目光炽热又坚

毅，恰似两簇永不熄灭的火焰，穿透岁月的

层层雾霭，直直击中我的内心深处，刹那

间，我的眼眶便涌上了潮热。

他身着满是斑驳白漆的劳动布外衣，

在日光轻抚下，熠熠生辉，每一道漆痕都是

他与生活搏击的勋章，藏着乘风破浪的故

事。那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更是将他骨

子里的英气与豪迈彰显无遗，让我看到他

在岁月里的意气风发。

彼时，我在温州读大学，在青春的憧憬

与迷茫间徘徊；哥哥在温州状元桥当海军，

守护祖国海疆。而父亲趁着休渔期，和伙

计们在状元桥修整渔轮。看到照片那一

刻，往昔回忆如汹涌潮水，冲破时光闸门，

父亲操劳奔波的一生在我脑海中徐徐铺

展。

记忆里，父亲的身影永远忙碌，像不知

疲倦的陀螺，奔波在出海捕鱼的征途上。

每次出海，一家人便开启漫长守望，眼巴巴

地盼他丰收归来。那场景如反复播放的老

电影，每一帧都深深刻在我的生命里，任时

光流转，也无法磨灭。

起初，父亲驾驶小小的机帆船，在近海

穿梭，一趟捕捞约一周时间。狭小船舱、简

陋设备，却承载着他对家庭的责任与希

望。后来条件改善，换上渔轮，能驶向更广

阔的深海，出海时间却变得更长了，常常一

去就是半月甚至一个月。每次父亲返航，

总会从船里以低于市场价买些鱼回家。为

省下雇三轮车的几块钱，他独自用蛇皮袋，

从南门水产码头扛一大袋鱼，一步一步艰

难地往家挪。

那时家中没有冰箱，为防鲜鱼变质，父

亲一进家门，父母就忙碌起来。父亲忙着

把鲜鱼分类，将便宜的鱼宰杀洗净，然后由

母亲把处理好的鱼放入油锅煎得两面金

黄，诱人的香气瞬间弥漫全屋；或是腌制成

咸鱼，趁好天气翻晒晾干，那独特风味成了

餐桌上的常客，承载无数温暖时光。价格

稍贵的鱼，母亲则拿到菜市场售卖，换来的

钱虽不多，却如涓涓细流，汇聚成支撑家庭

运转的力量。寒来暑往，父亲在波涛汹涌

的大海上，以钢铁般的脊梁，为我们撑起遮

风挡雨的温暖港湾。1998年，我的孩子呱

呱坠地，刚满60虚岁的父亲，也正式告别

奋斗了大半辈子的大海，结束充满艰辛与

传奇的讨海人生。

父亲在兄弟五人中排行老大，上有姐

姐，下有妹妹。家庭重担早早压在他稚嫩

的肩头，像一座沉甸甸的大山，却从未将他

压垮。他常感叹，自己刚学会走路，还没踏

入过学堂，就开始帮爷爷奶奶操持家中事

务。江河码头，有他小小的身影；家务琐

事，他也样样在行。这操劳的日子，在岁月

长河中一晃就是半个多世纪。

如今，我已进入知非之年，对生活有了

更深感悟；父亲也步入耄耋之龄，岁月在他

身上刻下深深痕迹。曾经那个能与大海较

量的意气青年，如今头发花白稀疏，好似冬

日残雪，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眼神不再犀利，

被岁月蒙上朦胧薄雾，透着无尽沧桑；耳朵

背了，交流时我们需反复提高分贝，他才勉

强听清；满口假牙，连咀嚼食物都成难事；走

路拄着拐杖，颤颤巍巍，每一步都像是在丈

量岁月的深度，走得小心翼翼。中风后，他

反应愈发迟钝，说话含混不清，每一个字都

像是从喉咙深处艰难挤出，用尽全身力气。

看着父亲如今的样子，岁月的痕迹尽显，我

们做子女的，满是感慨和心疼。父亲啊，您

用一生的辛勤付出，为我们撑起广阔无垠的

天空，如今，换我们来守护您。

岁月悠悠流转，父亲的身影在时光洪

流中慢慢佝偻，可他给予我们的爱，却像窖

藏多年的美酒，随着时间沉淀愈发香醇浓

郁。每一个关怀的眼神，每一句质朴的话

语，每一次默默的付出，都化作这醇厚的

爱，滋养着我们的生命。我们只盼时光能

慢些，再慢些，让我们有更多时间，陪在他

身边，听他讲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报答

他如高山般深沉厚重的父爱。

岁月里的父亲
■连永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