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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曲径通幽

远去的游戏

骑骑驴驴
灵岩心语

副刊专栏“灵岩心语”刊登长清本地知名作家、散文家的写景、记人、忆事、抒
怀文章，推出一些名家专栏，尤其欢迎那些关乎长清美丽山水、人文情怀、乡土气
息浓厚的用心之作，歌咏长清山水之美，走笔长清街头坊间。同时，为了鼓励新
人，副刊还将择优刊登长清本地高中初中小学生的优秀习作，欢迎投稿。本栏目
由长清区自来水服务中心水长清牌矿泉水赞助，感谢该单位对长清乡土文化传
播的鼎力支持。投稿邮箱：qlwbjrcq@163 .com。

生生儿儿育育女女
□陈莹

这两个老汉，看貌相都该有七
十岁以上年纪了。一个长得高、瘦、
黑，一个长得矮、胖、白。有四五天
了，他俩每天都会并排坐在小区广
场里，一边“晒老爷爷儿（太阳）”，一
边有一搭没一搭地拉呱儿。

此前没见过这俩老头儿，是新
搬来的？还是偶尔来儿女家小住？不
得而知。

周天下午，好奇心驱使，我装作
不经意的样子，悄悄踱到两个老人
近前，想听听他们在聊什么话题。

从拉呱的声调上可以判断，两
个老汉耳朵不聋，思维也比较清晰，
而且都是有故事的人。

高瘦黑：“你夜来跟我说过，你
是有四个孩子来吧？”

矮胖白：“是啊，俩闺女俩儿。你
不是也有俩儿子吗？”

高瘦黑：“对哩，俺没闺女，只有
俩儿，不如你有福啊！”

矮胖白：“这可说不准咧，好孩
儿不在多，一个顶十个。头些年，俺
老两口子主要靠闺女养活。老家五
天俩集，这个闺女不来那个闺女来。
这个称二斤肉，那个送块豆腐，再多

少留俩钱儿，俺老两口子熬渴不
着。”

高黑瘦：“啧啧，比俺可滋润得
多哩！”

矮胖白：“唉，现在不行咧！这两
年旧村改造，分了几套房子，都给了
儿子，闺女没摊着。俩闺女当着俺的
面，抱头痛哭了一场，从此再不上
门。这不，俺只有来城里投奔儿子
咧！”

高黑瘦：“这就是你的不对喽！
当老的不能太偏心，好比靠天种地，
说不准哪块云彩下雨哩！儿子待你
咋样啊？”

矮胖白：“俩儿子倒还说得过去，
就是儿媳妇的脸子不大好看呀！”

高黑瘦：“媳妇是异姓人儿，你
又没养过人家疼过人家，儿子过得
去就行呗。俺那两个熊儿倒是亲生
的，结果还不是瞎子点灯——— 白费
蜡呀！”

矮胖白：“噢，不孝顺吗？”
高黑瘦：“儿子媳妇都在城里打

工，孙子孙女也在城里上学，就俺老
两口子在老家，种点儿地，养几只鸡
鸭。头些年咱身子骨硬朗，不用年轻
的养活。现在年纪大了，添了不少毛
病，不依靠年轻的不行咧。上一个集

老婆子犯晕，摔了跟头，给俩儿子打
了电话。大儿子头午骑着电动车家
来了，说我最近没空啊，让二熊陪娘
去医院看看吧。二儿子过午也骑着
电动车家来了，问娘还能凑合啵？如
果能凑合，就等老大忙完了带着去
医院看看。这一集眼看下不来炕了，
兄弟俩这才把俺接到城里来，送他
娘住了院。咱以前看过《墙头记》，现
今轮到自个儿头上了。”

“唉，算起来，还是自己的老伴
儿好啊！平时一顿饭能吃两个煎饼，
这顿饭只吃了一个，老婆子就会问
问哪里不得呛啊？睡到半夜，还得摸
索着给压压被子，塞塞被角。”

“是这个理儿啊！早知今日，当
初费心巴力，要那么多行行子干啥
呀！对儿女，一辈子接一辈子溺爱；
对父母哩，却是一辈子接一辈子刻
薄。看看咱周围这些人，是不是都是
这么过来的？”

广场上，三三两两的人多了起
来，东一簇西一伙的，多是老人在逗
弄孩子。这些爷爷奶奶、姥姥姥爷
们，正在享受着“隔辈亲”，余热不
减，其乐融融。那两个老汉高一声低
一声的“控诉”，渐渐被淹没在这欢
声笑语里。

□曲征

骑驴，是笔者少儿时代常玩的游戏。那
时，男同学经常在课间玩这种游戏。因为其具
有一定的危险性，且现在的孩子兴趣点很多，
所以这游戏基本上已经绝迹。

其游戏规则并不复杂。先分成两队，两队
人数要相等。然后两队各选一位代表，用剪子
包袱锤（故乡人称“将军保儿”）的方式，决定
哪个队当“驴”，哪个队来“骑驴”。输者为

“驴”，赢者“骑驴”。
当驴的一队，先选出一人当“立柱”，倚在墙

根或者靠在大树上，该队的第二队员弯腰90度，
用头顶在“立柱”的裆部，双手紧紧抓住“立柱”
的大腿。第三队员也弯腰并头顶第二队员的裆
部，且双手紧紧抓住第二队员的双腿。以此类
推，排成一条长龙，等待另一队来“骑驴”。

“骑驴”一队的队员从远处依次跑来，并
依次骑在早已排成的“长龙”上面。第一位跨
上来的队员，距离“驴”队“立柱”最近，两人就
通过剪子包袱锤方式决定输赢，输者一队就
接下来当“驴”，赢者一队便准备“骑驴”。

当然，规则之中还有一些细节。比如，“立
柱”是轮换着当，并非一个人当到底，目的是
让每个人都有一次不被骑的机会。再比如，骑
驴一方跨上“驴”之后，就不能再往前移动，移
动就算输，并且骑驴一方队员必须全部骑到

“驴”身上才行，倘若有一人从“驴”上被挤下
来，该队就算输。所以骑驴一方的第一位队员
必须尽量往前跨，其位置距离“立柱”越近越
好，第二位队员也要跨到与第一位队员紧挨
着的位置，目的是使后面的队员都能够骑上
来，防止因空间不足掉下去。此外，当“驴”的
一队，队员要挺直双腿，不能歪倒，也不能被
压塌，否则也被判输。游戏时，骑驴的一方常
常找寻对方最瘦弱的队员，并猛地骑上去，希
望将其压塌，但实际上，那时的孩子一般都泼
辣抗压，被压塌的情况很少。

记得那时，孩子们在剪子包袱锤的时候，常
常一边出招，一边颇有声势地喊叫“得幺得[dei
yao dei]！”“得幺得！”所以，“骑驴”游戏，在故乡也
被叫做“得幺得”。记得那时一到体育课或者课
间，男孩子们就相互邀约，“咱们来得幺得吧！”
立时，两队人马聚集一起，开始游戏。

不过，这种游戏有个硬伤，就是一旦有孩
子使坏（我们叫“发坏”），就容易出现不公现
象。比如，甲对另一队的乙有矛盾，当乙当

“驴”的时候，甲会联合丙都往乙身上猛砸。再
比如，倘若“立柱”与本队人员关系不好，在与
骑驴队剪子包袱锤的时候，就递个眼色，双方
故意成平局，以延长本队队员当“驴”的时间。
甚至已经决出胜负，也故意口称“还是平局”
以便再决，而本队其他队员都在弯腰低头当

“驴”，根本不了解上面的情况，所以有时不免
高叫“上面决出来了没？俺实在撑不住了！”

现在想想，这种游戏真的充满危险性，有些
瘦弱的孩子被身强体壮、人高马大的孩子从远
处跑来，猛地砸在身上，能不砸出毛病？但奇怪
的是，在笔者的孩童时代，竟无一例因“骑驴”而
发生伤害事故。也可能正是这种充满危险性的
游戏，才锻炼了孩子们的胆量，同时也锻炼了他
们坚强泼辣的腰身，所以才没有出现伤害事故
吧！所谓“见风雨方强大，在温室定脆弱”。

于是突发奇想，倘若现在的校园里出现
“骑驴”游戏，那么会出现什么情景呢？学校领
导与老师，肯定会战战兢兢地赶紧阻止，而家
长肯定会大呼小叫地呼吁学校采取行动赶紧
杜绝！而以目前学生的体质，玩这般游戏，要
不出现伤害事故，恐怕谁也不敢保证。呜呼！
此一时，彼一时也！

（作者为济南市长清第五初级中学教师）

百百岁岁寿寿星星和和她她的的孝孝子子贤贤孙孙
□文/片 马光仁

11月17日是长清区归德街道董
庄村100岁老人陈永莲寿诞日，1 0 0
多位亲朋好友前来祝寿。陈永莲
老人如今已有64个子孙后代，五世
同堂的她，是邻里亲朋人人称羡
的福星老人。陈老太眼不花，耳稍
有点聋，精神矍铄，见人便夸她的
孝子贤孙。

陈永莲老人生有8个孩子，4个
儿子和4个女儿，其中大儿子、二儿
子、四儿子因病相继去世，身边还有
三儿子68岁的董金仁，老人由4个儿
媳轮流赡养，大儿媳刘元娥已经75
岁，最小的四儿媳刘红香也已经66
岁，都到了颐养延年的时候，因此轮
到谁家都是由孙子赡养。

陈永莲老人头发花白，身着干
净利落。见到笔者到来，老人露出笑
容，伸出手打招呼。“每天早起早睡，
早上给老人熬小米粥，吃糕点和煮

鸡蛋，中午猪肉丸子炖豆腐，晚上喝
碗粥，吃点儿糕点。”在谈及老母亲
的长寿秘诀时，董金仁坦言，没什么
特别的，主要是老人心态好。

陈永莲老人豁达开朗心态好，
平时家里来了客人，她都会聊上两
句，有时高兴还会开口唱歌。老人生
于1918年，经历过民国和新中国两个
时代，经历过苦日子，懂得知足常
乐。“过去谁家顿顿有肉菜？吃糕点、
吃鸡蛋？人要知足！”老人常说，“如
今生活好了要感谢共产党，感谢改
革开放。”

2001秋天，陈永莲老人不慎摔
倒，造成骨盆骨折。当时大夫说，“老
人80多岁了，即使好了，也不能走路
了，得坐轮椅了。”可是经过3个月的
治疗和儿女们的精心照料，老人竟
能下地走路了，连拐杖都不用，大夫
连称“奇迹”。儿子董金仁说，母亲生
活习惯很好，从来不吃生冷的东西，
吃苹果和香蕉，都要用开水烫一烫，

老人很少感冒发烧，即使生病了也
很少吃药。

“母亲把我们拉扯大真不容易，
如今老了，我们必须尽心尽力把老
人伺候好，让她多享几年福。”大儿
媳刘元娥说出了妯娌四人的心里
话。在上一辈的影响下，孙辈们孝心
有加，对老人更加地好。“父母是子
女最好的老师，平时一言一行要为
他们树好榜样，以行代言，以实际行
动教育和影响子女。”在董金仁看
来，“孝”在传承，家人在外一说起家
中有位百岁老人，真是感到很是自
豪。孝子贤孙尽孝心，传承美德育家
风，陪伴老人逾百岁，五世同堂福盈
门。

老人的4个儿媳刘元娥、赵玉
梅、王现菊、刘洪香，被邻里乡亲称
为“古稀孝子”。面对称赞，她们总是
摆摆手说：“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在她们看来，孝敬老人是做人的本
分，没什么值得夸奖的。

邹丽的济南恒大绿洲21号楼3单元2301
室收据（收据号AL0034452金额￥38889元）丢
失，声明作废。

百岁老人陈永莲与儿子儿媳在一起拉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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