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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名字里的!琪"

袁念琪

! ! ! !“关于小孩的名字，我
叫勋甫弟提的，不知你认
为适当，‘吴念琪’……”
这封六十年前为我取

名的信寄予父亲，落款“你
的妈妈周惠珍。”其实，她
是范琪的妈妈；信里“勋
甫弟”是范琪叔叔范勋
甫。因我随母亲姓，遂成
“袁念琪”。

范琪和父亲相识永
安公司，皆为练习生；他
在糖果部，父亲在化妆品
部；共同志向成了好友。
他们常躲厕所、货仓，学
马列和进步书籍，读解放
区报纸。还办秘密刊物
《小草》，把创作的小说、
散文、诗歌和漫画，抄簿
子上传阅。后又增加我根
据地《战斗报》《浙东日
报》和《苏北日报》要文摘
要，毛主席《论持久战》和
《新民主主义论》等片段；
还有新四军战斗故事、根

据地见闻等。
范琪生于 !"#$ 年 #

月 #%日，&岁丧父，由母
亲养大。为家中唯一孩
子，也是范家三房合一
子。下班后，他去俄语夜
校学习。那里的教师、同
学送他苏联领事馆电影

票，使他更了解革命和社
会主义。为增强体质，每天
清晨从所住三牌楼（今蓬
莱路）跑步到慈淑大楼（今
东海大楼）的精武体育会
练拳，然后上班。

在黎明前最黑暗的
'"((年。交通员朱印天带
父亲、范琪和胡茂祥去浙
东根据地。途经浦东，被新
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淞沪支
队挽留。父亲和范琪于参

军当年入党，范琪半年后
提副指导员。
抗战胜利后，我党撤

出浙东等解放区。淞沪支
队编为纵队一支队，后与
五支队合为新四军 )纵 *

旅 &团。)"(&年，整编为
华野 )纵 *师 &团。)"(+

年，##岁的范琪牺牲。上
海解放后，父亲认范妈妈
为母亲；我叫她“好婆”。
范琪衣冠冢在永安公

墓，父亲一直想寻得遗
体。)"&,年 )-月 )#日，
我跟父亲到了当年战场
河南睢县。

)"(+年 $月，我军发
起睢（县）杞（县）战役，活
捉区寿年、消灭其
兵团 &, 师和新 #)

旅，并把 &#师围于
铁佛寺。蒋介石令
邱清泉、胡琏和黄
伯韬兵团救援，与空军司
令周至柔飞战地上空督战。
黄兵团进至与铁佛寺

一村之隔帝邱店，& 团楔
入敌增援与被围部队间的
柴砦。如柴砦失守，&#师
将突围。范琪所在 *营坚
守柴砦西北王老集东 *%

米一小土包，敌在飞机、坦
克和重炮掩护下猛攻。
战前为团政治处组织

干事的范琪，因坚决要下
连而被任命为 " 连指导
员。这个新兵连打得只剩
(%多人，干部只有他、文教
李文龙和副排长张生友。

父亲和我租了县委
招待所自行车，向柴砦骑
去。见村就问：“有没有埋
过打仗牺牲的？埋时有没
有棺材？”
那时，牺牲的干部有

棺，战士裹布；有的村埋过
但无棺。我们来到第 "个
村子，一问是埋过棺材，有
两口！

叫窦锐生的中年人
说：“那时我十三岁，仗打
完跟大人回家。看到大坟
堆旁的棺材插着木牌，写
夏白烈士之墓。”

他记得是夏天的
“夏”，白色的“白”。问他另
一棺的木牌是否写“范
琪”？夏白和范琪同在 &

团，夏是 )营教导员。父亲
写下“范琪”两字递去。他
说，好像有个“范”字。

这里是董店公社陈
楼大队田堂一队，位于
柴砦南 #.* 里。队长窦
振友说，夏白的油松棺
材是刘传高他爷的，范
琪那桐木棺材是刘金早
他爷的。夏白葬村东角，

现是一片棉田。范
琪葬村南，老乡指
着田边的小土堆
说，就在这里。

)"(+ 年 & 月
$日下午，小土包东北 )

营所守房屋被攻陷，危及
柴砦。上级令 "连派一个
班夺回。范琪令李文龙留
守阵地，自己率战士冲向
屋子，不幸腹部中弹……
范琪的遗体放在大车

上，李文龙大哭：“人像活
着一样，就是脸色苍白，也
未见大量血迹。”他在给我
父亲的信中写道：“他不该
牺牲，这任务完全可以由
我担任。”
当年的屋子和小树林

已无踪影，范琪倒下的地
方成了打谷场。太阳慢慢
沉入平原的地平线，矮土
墙围起的村落，升起晚霞
染红的炊烟，似绸带轻舞。

)"&,年冬，范琪遗骨
迁入河南省睢杞战役烈士
陵园。

母亲的牺牲精神
邓乃刚

! ! ! ! )",%年春，在生活无着的困境下，父母
带着不满 +岁的姐姐、不满 *岁的我和 +个
月的弟弟，从北京来到今天的乌盟后山。当年
那里一贫如洗，我家的生活尚不如村里的贫
雇农。更让他们牵肠挂肚的是，乡下没有学
校，直到 )",(年，失学多年的姐姐才在 $里
外的一所新建小学上了三年级，而到了秋季，
年满 &岁的我也到了上学的年龄。生活的困
顿，儿女的前景，让他们经常吵架，一吵完架
母亲就哭得非常伤心。

母亲是父亲的续弦。)"(,年，父亲的前
妻病逝，姥爷自己做主把大女儿许配给了父
亲。这时，父亲身边还有一个 ))岁的儿子、一
个 *岁的女儿及一个不满周岁的儿子。再婚
之前，父亲已把小儿子寄养给一家河南人。而
在 )"("年 +月，父亲刚满 ),岁的大儿子就
随军南下了。
自来内蒙古后，母亲始终不能适应高原

的严寒干燥，单薄的身体常年闹病，加之婚姻
的不快，真不知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母亲决计自己先出去，为这个家庭找一条出
路。)",(年初夏，父亲在牛场沟村口买下三
孔崖窑，搬完家后，母亲就一个人回北京找工
作去了，那时，我刚要上小学，弟弟不满 ,岁。

母亲回京后，先是给人当保姆，每月挣
)%元钱，除自己花用一两块，其余全部寄给
父亲，供给儿女。公私合营时，母亲进了一家
针织厂，后来和一家鞋社合并成立了北京三
八鞋厂。这时母亲每月能挣 )+元钱，她拿出
)%元寄给父亲，其余为儿女买衣服鞋袜等，
我们脚上的球鞋，当时后山人连见都没见过。

母亲更关注我们的学习，连续十多年为我们
订了《小朋友》《儿童时代》《少年文艺》等杂
志，姐姐上初中后，又订了《人民文学》。我上
四五年级时，就已读了《林海雪原》《水浒传》
等十多本书。这些杂志和书，都是母亲按时寄
来的。现在回想起来，今天能给报刊写点文
章，是因为这些书籍一直伴随我到高中毕业。
那时，母亲也曾想过把自己亲生的两个

儿子弄来，但也只是想想而已。随着进京户口
的收紧，若全家回来，没有户口，爸爸找不到
工作，也没有住房，靠妈妈一个人绝对不行。
母亲只想着将来情况好了，把全家都弄回来，

谁知这种愿望越来越成了空想。直到 )"&#年
春父亲去世，全家也没能团聚。

)"$%年秋，失散多年的二哥也找回来
了。那几年，我的父母供着 (个中学生，这在
乌盟农村是绝无仅有的。)"$)年夏我读完初
一，一个人来北京做手术。伤口痊愈，母亲依
依不舍地把我送到顺义汽车站。我留着眼泪
舍不得离开，但她还是含泪把我推上车。母亲
说，把你留下了，你姐姐怎么办？二哥和你弟
弟怎么办？妈再也没能力供给他们上学了。当
汽车开动的一瞬，我忍不住大声喊着“妈妈”，
母亲一人站在人群外，早已泪流满面。

由于父母的坚持，我们姐弟 ( 人都读
完了高中，有了一份工作。)"&&年恢复高
考，我和弟弟又相继上了大学。母亲自始至
终没有和父亲离婚，一个人孤苦艰难地度
过了大半生，今天的人是不会理解的。然
而，如果没有父母的巨大牺牲，不知道还会
不会有我们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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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
回家看看；带上笑容，带上祝愿；陪同爱
人，常回家看看……”每当耳边回响起
《常回家看看》的动人旋律，就会想起自
己 *%多年前的糗事。
那时，我住在学校的教工宿舍，整天

瞎忙。有一天中午，$%多岁的父亲突然
出现在寝室门前，我感到万分惊讶。问他
缘由，他搪塞说路过这儿，进来看看。那
时没有地铁，交通十分不便，他要倒好几
辆公交车，穿过半个上海城，才能到达我
所在的大学。那时也没有手机，联络困

难，如果父亲大老远来了没碰上我，岂不是白跑一趟？
见他一味地从上到下打量着我，似乎确认我没有

缺胳膊断腿，我这才恍然大悟，已经有四个多月没回家
了，感到尴尬而又惭愧……从此以后，我工作再忙，也
坚持每个月回家一次。
没过几年，我移居加拿大。如今，漂洋过海已过 #+

个年头，两地隔了个太平洋，“常回家看看”成了遥不可
及的奢望。但无论如何，我每年都要回国
一两次，看望他老人家，好在有哥哥姐姐
照料，但内心还是感到很愧疚。只要有一
丝机会，我都会尽力赶回家看看，记得有
一年去北京开会，为了看望父亲，我搭周
六最早的班机到上海，当天坐最晚的班机回京……

近半年来，我对“常回家看看”，有了另一种“切肤
之痛”的认识。大儿子一年前大学毕业，就搬到了市中
心居住，离公司近在咫尺，但离开我们住处有 *%多公
里。屈指算来，他平均一个多月回家一次，通常不过
夜。内子对他早有不满，好在都被我耐心说服了。人与
人之间需要相互理解，作为父母应该尽可能谅解孩
子，他们在职场上的拼搏并不容易。再说，我们两口子
身体都健康，也没到非要孩子照顾的时候。

儿子的工作确实很忙，平时都是根据项目走，在
外时间多，这也成了他很少回家的正当理由，说来也
是情有可原的。最近，儿子已经超过两个月没回家，母
子连心，内子常常坐立不安的，十分担心儿子的身体。
恰好遇到他的生日，我们借口叫他回家一起吃顿饭，
但提前两周跟他预约，都未能如愿。内子只好在电话
里命令他，过生日前一天必须回家。

儿子识相地回家那
天，内子从上到下打量着
他，连连说他瘦了，如同
当年父亲到学校打量我
一样。晚餐后，内子终于忍
不住向他摊牌!!对他回
家次数太少强烈不满！我
与他详细解释“儿行千里
母担忧”的道理后，也第一
次向他吐露了我的陈年糗
事，他听后马上答应一个
月至少回家一次。我也婉
转地告诉他，有时真的太
忙也不必拘于形式，只要
让我们少一分牵挂即可，
他会意地笑了笑。

三周后的一个晚上，
内子的电话突然响起来。
原来，是身在纽约的儿子
破天荒地要求视频通话。
问他有什么事，他说只是
告诉我们，下周要回家住
一晚，通话总共五分钟。
这个漆黑的夜晚，突然变
得明亮起来，我们两口子
兴奋得难以入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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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母亲病重的时候，我们将她送去了
医院，还想方设法让她住进了急诊病房。
我们稍稍放下心来，以为这里设备齐全，
医护人员始终都在工作状态，病人可以
得到及时的治疗。我们对母亲说，这里要
医生有医生，要设备有设备，救治条件完
善，你就在这里安心医治好了。虽
然经过输液，母亲退烧了，血压也
已回升，但她在看到自己的检查
报告后，得知肝肾功能已经衰竭，
于是，出人意料地提出办理出院
手续，这让我们很是惊讶。别的病
人病重时，总是想着能去医院，但
母亲偏偏与别人不一样，她认为
当生命进入倒计时后，应该放弃
无谓的抢救，回到家里，在亲人的
陪伴下，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
可是，我们没有同意。
不日，母亲的病情急转而下，再度高

烧，没有小便，黄疸增加，血小板锐减，医
生下了病危通知。母亲浑身难受，既不能
躺，也不能坐，整个人趴在病床前头翻下
来的用餐架上。她把我们叫到身边，要求
即刻回家。她说，我知道自己情况不好
了，但我不愿意这样待在医院里，我不害
怕什么的，我活得心满意足，现在只想回
家去。我们不断地宽慰她，但母亲却越
喊越响：“我要回去！我要回去！”我们听
了，揪心之至，但我们三兄妹觉
得谁也做不了这样的决定，我们
还是认为应待在医院，这里有所
有的抢救设施，一切都可以应对。
时间已经入晚。已经一整天

趴在用餐盖上，叫着要回去的母亲显然
已精疲力竭，但她就是躺不下来。她说，
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回去，我在这里一刻
也静不下来，这有什么好的！我们心想，
我们只是按照通常一般人的做法，觉得
病人在医院里才是最稳妥的。突然，母亲
跟我们说，我是写过遗嘱的，上面写得很
清楚，当病危的时候，不要插管，不要浪
费医疗资源，不要用仪器来维持生命，离
开医院，在家里安静地离去。虽说之前我

知道母亲有过这样的意愿，但我根本没
有上心，我以为真到了那一步，就由不
得她自己了。所以，母亲此刻的执著让
我非常震撼。我问母亲，如果你现在回
去，你可以躺下来休息一会了吗？母亲
说，我只要一到家里，立刻就定心了，立

刻就能躺下来了。我又问，如果
你回家时，在车里躺不下来，只
能坐着，你坐得动吗？母亲用坚
定的口气说，坐得动。

我听后，立刻明白应该选择
什么才是正确的了。我相信，为了
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母亲是会
拼尽全力的。于是，我对母亲说，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回家去，我们
一定都听你的，让你满意，我们会
一一满足你的心愿。母亲连声说
好的好的。这时，我的小妹妹闻听

这样的决定，泪如雨下。
凌晨 )时 *%分，朋友的面包车抵达

医院，我们先将车子里的坐椅拆掉，然
后，用推床将依然打着点滴的母亲推到
楼前。当母亲被送入车内的时候，她长
长地吁出了一口气。真的就像母亲自己
所说，她一到家里就平躺了下来。后来，
母亲坚持着要我们拔除最后的两根输
液管，一根是维持血压的，一根是补充
营养的，我们心里很清楚，一旦拔除，那

母亲的生命也就终止了。我们当
然不忍心，不舍得。母亲安慰我
们说，你们不是希望我不要有痛
苦吗，所以，我能走得越早才越
好；母亲还说其实今天是个好日

子。我们一刻也不离开母亲，紧紧地握着
她的手，抚摸着她的脸庞和头发，直到听
不见她的呼吸。

我想，只有真正热爱生活、珍视生
命的人才会如此坦然地面对生死，并主
宰自己生命的归宿和方向。不一样的母
亲一直说她心满意足，这应是蕴含了她
在人生中按着自己的意愿，一次次地安
排了自己的生活，永不慌乱，从不冷漠，
她将这看作是最完美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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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超市购物，最后一个程序是通过收
银台。面对收银台前好几个长长的队伍，
到底如何选择站队，跟在哪支队伍后面
也需要动用眼力来判断。
首先是看队伍长短。这一条最为直

观，人人明白，毋需多说。
其次要看购物多少。队伍虽长，但

队伍中的顾客购物少，“通关”速度未
必慢。队伍虽短，但顾客购物车里塞满
东西，速度自然快不起来。

除此之外，还要看动作快慢。收银
员业务熟练动作快，顾客“通关”就快，
反之亦然。根据我的经验，女性收银员
的速度通常要比男性收银员快一些。
最后是看支付方式。队伍中用现金

支付者多，收银员要点钱、找零和检验纸
币真伪等，速度就慢。如多为微信支付、
支付宝、还有各种支付卡等，通过速度
就快。不过，这一点在选择站队时是无
法直接考证的，总不能直接问人家怎么
付款，弄不好会被误认为“居心不良”，只好采用间接
法———看顾客的年龄。一般来说，老年人多的队伍，货

币支付较多；年轻人多的
队伍，大都直接拿出手机
扫一扫。

当然，也有“人算不
如天算”的情况。本来还
在队伍末尾，忽然旁边原
先竖着“暂停”牌子的收
银台开始重新工作了，就
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
一下子由“屈居末尾”变
成“名列前茅”，这就与上
述几种情况都不搭界了。

另外，如今有些超市
已经开设了自助收银通
道，遇到不会使用的顾客
超市还会安排专人指导，
不过，这一新生事物目前
还不能完全替代传统的
人工收银。“传统”和“自
助”两种收银形式，目前
看还会共存，让不同的消
费者各得其所。至于这
“一小步”是否能成为迈
向无人超市的“一大步”，
那就只能是见仁见智的
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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