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姥姥的作品 姥姥的红樱桃散文(通
用8篇)

众志成城，共铸辉煌。真实可信，体现价值观探索成功团队
的关键因素，让我们一起学习。

姥姥的作品篇一

姥姥的樱桃熟了的时候，便会把我接过去住上一阵子，一是
帮姥姥照顾樱桃园，二是能够享受姥姥亲手培植的酸甜可口
的红樱桃。

樱桃熟透了非常好看，小一巧一玲一珑，晶莹剔透，况且果
实丰厚，富含营养，肉质酸甜适中，使人馋涎欲滴。姥姥却
说那红红的樱桃是人的心，不能掺半点假，青的有光，黄的
发亮，红的能照人影影。其实人的心要能跟红樱桃一样多好！
原来姥姥把这小小的樱桃当作一种寄托，难怪姥姥伺候樱桃
像伺候自己的儿女一样认真。

姥姥多子多女，子女们出嫁的出嫁，成家的成家，做事的做
事，偌大个家庭只剩下姥姥自己和这片樱桃园，我人虽小却
是姥姥唯一的伴儿。姥姥裹一着一双粽子似的小脚，走起路
来一颠一颠的，每天除了繁重的家务外，便是给樱桃树浇水、
施肥、治虫，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

樱桃最大的天敌是花喜鹊，花喜鹊专拣熟透了的樱桃啄。姥
姥最恨花喜鹊，原因却是一句“花喜鹊，尾巴长，娶了媳妇
忘了娘”的民谣。姥姥知道儿子娶了媳妇把娘忘了，便不是
好儿子，因此花喜鹊不是什么好“鸟”，樱桃就是烂在树上
也不能让它吃了。可是，任凭姥姥拿根长竹竿拼命地一抽一
打、吆喝也不顶事。扎个稻草人放在樱桃树上，花喜鹊仍就



我行我素，姥姥便用一块大纱布，缝成袋子，像穿衣服一样
整个地套在樱桃树上，才算挡住了花喜鹊。姥姥高兴地摘一
大串彤红的'樱桃让我吃，表示庆贺，谁知花喜鹊禁不住红樱
桃的诱一惑，便从空中俯冲下来，硬从我手中叨走了那串红
樱桃，并且啄破了我的小手，我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得大
哭，姥姥望着逃窜的花喜鹊，骂一声“该死的东西”后，赶
紧把我隐蔽起来。

后来，姥姥已不能再摆一弄樱桃园了，便把自己亲手培植的
樱桃树苗送给已经长大了的我，让我栽上。姥姥说她已经老
了，不中用了，以后自己要好好管理，早晚不能让樱桃馋着，
并教我怎么施肥、剪枝等。我一一记下，并用感激的心情含
泪送走姥姥，把那棵樱桃树当作姥姥的“传家树”栽了下
来......

姥姥的作品篇二

炒疙瘩是北京特有的一种面食品。制作过程中煮炒兼用。炒
疙瘩颜色焦黄，配上绿叶鲜菜，黄绿相间。吃起来又绵软又
有劲，越嚼越香。炒疙瘩的创始人是北京和平门外臧家桥附
近的穆老太太和她的女儿。

炒疙瘩的做法

材料：青豆50克、胡萝卜75克、黄瓜75克、青椒75克、红
椒75克、面粉150克、酱油一小勺、植物油适量。

制作过程：

1、面粉加适量水揉成面团，后揉成长条，揪成见方的小疙瘩，
撒上面粉抖撒。青豆洗净，胡萝卜，黄瓜，红椒洗净切丁备
用。



2、锅中加清水大火烧开，然后加入抖散的小疙瘩，煮熟捞出
备用。

3、锅中放油烧热，放入胡萝卜，黄瓜、青椒、红椒翻炒至熟，
放入煮熟的小疙瘩，加少许水，适量酱油翻炒至料熟即可。

小贴士：小疙瘩面要和的硬一些，这样更好炒。为了避免煮
熟的小疙瘩粘连，煮好后放入清水浸泡，炒之前捞出沥干。

炒疙瘩的制作指导：

配料中的蔬菜可根据季节不同选用各季节的时令蔬菜菜品口
感此小吃滋味醇香，淡雅美观。

炒疙瘩的饮食特点

炒疙瘩色泽深黄，黄绿相映成辉，食之绵软柔韧，醇香可口。

姥姥的作品篇三

不知什么声音将我从睡梦中吵醒，窗外已下起了小雨，嘈杂
的雨声与我心情是一样复杂的。望着那连绵不断的雨，心中
满是伤感，脸颊竟划过几滴泪水。雨，下大了，像我眼睛一
样，泪流不止。雨，不停的落，落在我心头。我的目光呆滞
了，脑海中唤起了曾经那小小少年与姥姥的美好回忆。

……

“姥姥，我以后要像你对我一样对您那么好，买好多好吃
的”稚嫩的声音许下了对姥姥的承诺。

姥姥用她那粗糙得手摸着我的头，微微一笑“等你长大那天
姥姥可能都不在了，可姥姥回很开心”，顿了顿，姥姥从口
袋掏出什么东西，“这是一颗种子，他会长成大树开满花儿，



当姥姥不在了，你把它种着，它就像姥姥一样”

后来一向身体硬朗的姥姥得了高血压。

那年盛夏，您走了，带着花儿一同走了，走的那样悄无声息。

她离开已有三年，记忆中她很坚强，姥爷去的早她一人撑起
一家六口人，任劳任怨，对我很好小时候带我玩，给我吃好
吃的，她好多舍不得吃的都会给我。

我将泪水轻轻拂去，跑到后花园，小种子如今一长成大树，
可不见姥姥所说的花儿。

走到姥姥坟前献上一朵樱花，这花是姥姥在世时最爱的'花，
姥姥只告诉我它很美，与姥姥一样吧！

清明雨将我淋湿，我将那一簇樱花插在坟旁，它没有倒下，
而是屹立在那片土地上。就让这经历清明雨的花伴着您吧。

那年春天，那颗怀着姥姥对我希望的树开满了花，它是那样
的纯洁美丽，那样高尚，如同姥姥一样，美丽动人。

如果花儿开满树，您是否还会摘下一朵赠之与我？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姥姥的作品篇四

现如今的生活，肉、鱼、禽、蛋早已成了普通人家餐桌上的
寻常食物，在想方设法变着花样烹煮的同时，还都觉吃得无
味。主妇间的闲聊，常会把“发愁下一顿该做点儿啥吃才好
呢？”挂在嘴上，并时常感叹：现在是吃啥都没味道了！

这样的感叹我也常有，在烦了桌上菜的油腻、饭的不香后，
便惦记着弄点儿咸菜来吃吃。闲暇之余，我从网上搜罗了一
些腌菜的方法，找那些简单易学的，自己尝试捣鼓着去腌制。
其间虽有失败，却也不乏成功案例。中午吃面时，捞上点儿
这腌菜拌了就面吃，口感倒也清爽。虽不及人家餐馆里的小
咸菜精致、好吃，却因是自己动手劳动所得，吃着倒也是自
得其乐。

前些日子去超市买菜，看到有新蒜售卖，便想起小时候在新
蒜上市时节，家家户户腌糖蒜的情形来。

说起腌糖蒜，我只知道家里每年都是会腌，但具体到如何腌
制的，我倒记的不十分清楚。可若是谈起吃糖蒜的情形，那
记忆倒真真是犹新的。

大人们腌上了糖蒜，便把那腌菜的罐子往床下或是墙角旮旯
里一塞，再不管了，只待假以时日，那菜自然就腌成了。大
人有那个耐心去等，小孩子却没有，隔上三五日便会掀开那
坛口看看，去看那蒜有没有变色，只要其中有一瓣儿稍稍变
红，我们便会迫不及待地将它捞出来吃。并不是说那腌的糖
蒜就有多好吃，只是那时的孩子们没有零食，玩到半饷觉得
饿了就跑回家去，从房梁上吊着的竹篮里摸出块儿玉米面蒸
馍啃啃。可那玉米面馍终归是无味的，成年累月的吃，早已
经厌了它的味道，可不吃吧，又觉得饿；吃吧，实在是又沙



喉咙又无味。只得去那腌菜的坛里摸点儿咸菜搭配着吃，以
解心慌。

在腌蒜的时候，大人们通常也会随手在罐里面塞些蒜薹一起
腌上。蒜薹细长，相对来说更易入味和腌透，需要腌制成熟
的时间也就更短一些。这样，两者搭配着就可以有个先后腌
好的时间差，你这厢把腌好的蒜薹刚吃完，那厢的糖蒜也基
本上就腌好了。这也算是一种百姓生活中的一点儿小智慧吧。

其实上，不待这蒜薹腌好，我们便已经等之不及，得空便会
捞上一根尝尝。未腌好的蒜薹较之生蒜薹更为辛辣，在嘴里
嚼着，那生硬的辛辣味道能直直地辣到你的舌根，浸入你的
味觉神经。有经不住这种辣味的，甚或都会淌出眼泪来。好
在它毕竟还是经了些时日腌渍过，有了些咸味，搭配了那玉
米面馍来吃，总归要好得过只干干地吃馍。

蒜薹本是搭配着腌的，通常不会腌制很多。可让我们几个今
天一根，明天一根的捞着，不消多少时日，在它尚未完全腌
制好时，便已经被我们哥儿几个“消灭”殆尽。

没有了蒜薹，我们便会惦记那些糖蒜。其实说是糖蒜，我从
一开始就怀疑这名字是否叫得正确。因为，在我家的糖蒜里，
我是从来都没吃到过甜味的，也就不知道这“糖”字又是从
何而来。除了未腌好时的色白而味道直辣，以及腌好后的蒜
体通红味道爽口，使你根本就感受不到一点儿糖的甜味。所
以，直到很多年后的某天，当我真正吃到了那有甜味的糖蒜，
这之前我便是一直怀疑它那个叫作“糖蒜”的名字的。后来
才知道，人家那“糖蒜”的名字并没有起错，只是我家穷，
舍不得放那许多的糖和醋去进行腌制。所以，我家的腌糖蒜
只能算作是“腌蒜”罢了。

一罐腌蒜，我们时时惦记着。今天你掀开坛口扒开看看，明
天他又拿小手在里面翻着找找，从那蒜瓣儿颜色刚刚露出一
点点儿红意开始，我们便不停地翻找着，寻得一头颜色通红



的蒜便如获至宝，急拿了到外面去炫耀。而所炫耀的对象，
则是周围四邻那些和我们一样的小伙伴儿。他们同样也拿了
玉米面馍，手里捏一头始才透出红意的糖蒜。大家便都坐在
院场里的石头上，显露着吃得滋滋有味的神情，咬一点儿糖
蒜，在极力掩饰糖蒜那辣意的同时，而后再咬上一口玉米面
馍，脸上透出满足的笑容，并不忘夸说自己的糖蒜有多红多
好吃云云。在那时的我们眼里，这有糖蒜就馍吃，便是最最
幸福的生活。

其实在腌糖蒜之前，乡人们家家户户于春天香椿上市时节，
都会腌制茴椿菜。这腌茴椿菜相对简单，就是将香椿的嫩叶
洗过晾晒后，用盐搓洗了杀去水分，而后入坛密闭腌制。因
为盐分极重，又不与外界接触，只要不沾油腥，便极少有坏
的可能。腌的若多，吃到来年春天都不是问题。

在腌蒜薹或是腌糖蒜尚不能吃的时候，我们偶尔也会去菜坛
里捞些腌茴椿菜来吃。通常我们会挑那些香椿的嫩梗，因为
它更筋道和有嚼头，香味也更浓。那被腌成深红褐色的嫩梗
是大家翻找的对象，找到一根，捏了叼在嘴里，复将那坛口
盖好。拿了玉米面馍，找块儿石头坐下，咬一截儿茴椿菜，
吃上一大口馍，倒也是一种简单的快乐。只需要注意的是：
去腌菜坛子翻找挑菜时，一定要用清洗干净的筷子，不得沾
一丁点儿油，以防把整坛的菜都弄坏。要知道，这坛菜可几
乎是一家人的“战备物资”，用来备着在无菜及农忙时节时
食用。

在各家的“战备物资库”里，还有一种咸菜是必不可少的，
那便是腌芥菜。

这腌芥菜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用擦子擦成丝，晾晒至半干后，
撒入盐、加少量酱油、花椒等味料，搅匀入酝封闭，放置些
时日便可，吃时只需要调些醋、香油，切点儿葱花碎调味拌
匀便能食用；另一种方式，则是将那芥菜头直接切成四至六
瓣儿，晾晒后置入菜坛，加熬煮后的花椒盐水，放几颗大料，



多倒些酱油在里面，那芥菜头在坛中完全就浸在了这酱汁中，
最后腌好时就成了酱紫色。这样的腌芥菜头平时可以切成丝
拌着吃，但在出远门时就成了路上的干粮伴侣。路途之上饿
了，就着这样的.咸菜疙瘩，吃点儿自家蒸的玉米面馍馍，再
喝上一碗水，便算是一餐果腹饭食，简单而实惠。这样的咸
菜疙瘩我是吃过的，不过不是出远门，而是在农忙时节的自
家田头，为了抢收抢种，这腌芥菜疙瘩就玉米面馍，再搭上
一罐自家煮的金银花茶，便是一家人的“工作餐”。

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生活得简单而又快乐。以至于后
来上小学时，看到课本里讲：以后人们的生活是楼上楼下、
电灯电话，而且能够吃面包、喝牛奶！我便天真地以为，这
就是我们要为之不懈努力奋斗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生活。
于是，怀着对这样美好未来生活的愿景，我常常在想：这样
的幸福生活要是早一点儿到来那该有多好啊！

而现在，我们早已经住进了楼房，别说是电灯电话，就连以
往最被人看不起的那些收破烂的人，现如今都拿着智能手机
在不停地“喂，喂”着联系业务，而那面包、牛奶更成了普
通食物。这样的快速发展是我所没有想到的。

可惜的是，当我们今天终于实现了那些昔日连想都不敢想的
梦想时，我们并未曾感觉到自己有多幸福，还时常感叹这个
不好吃，那个多不香。在感叹这些的同时，却又开始怀念往
昔那只能玉米面馍就咸菜的时光，感怀于一块儿小咸菜都能
让我们幸福异常。这样的结果，怕是我们当初所从不曾料到
的吧！

姥姥的作品篇五

亲爱的姥姥：

您看见您的孩子，孙子，还有外孙了吗?我们都跪拜在您的灵
前哭的泣不成声…..



我要说，姥姥您是位很伟大的母亲：您有5个孩子，还有一干
女儿，一干儿子。

在当时那种饥寒交迫的`日子里，您为了能让孩子吃饱饭，穿
的暖。

您就没日没夜的干活，看到孩子在抗头上垒“鸡窝，猪窝”，
您强忍着痛苦笑了，因为您没让自己的孩子受罪。

可是您为什么就不替自己想想啊?如此大的劳动强度，您的身
体怎么能承受的了啊?

我还要说，姥姥您是位有着菩萨心肠的好人：您不计较那些
鸡毛蒜皮的小事，总是坦城的面对周围的人。

您总是在帮助他人，即使自己受到了很大的委屈或是不好的
影响。

接着我还要说姥姥您是位很了不起的姥姥：不分内外您总共
有十个孙儿。

您从来都不嫌我们这些孙儿烦，即使吵的您睡不着觉。

姥姥您听见我说的话了吗?姥姥，您若在天有灵的话，一定记
得不要再让自己太劳累了，不要只为他人着想而忘了自己的
上痛。

姥姥，您若听见我门的话，就请给我们托梦，让我们继续在
您讲的故事里快乐生活……姥姥，您真的很伟大，这不是我
说的，是众所周知的。

姥姥，在天堂里不要忘记我们啊，我们会很想您的，我们会
经常到您的坟前看望您的。

如果您需要什么，切记不要委屈自己，一定要告诉我们啊！



姥姥，我们不打扰您了，你就安息吧！姥姥，我们爱您，我
们想您!

姥姥的作品篇六

亲爱的姥姥，您在那边还好吗?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您离开我们有11个年头了。今天是清
明节，我更加想念我的姥姥。每当听到小外甥嫩声嫩腔地喊
他的姥姥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时不时地会浮现您的身影，我
时刻在想：假如我的姥姥还在我们身边，那该多好啊！

好了，姥姥，先给您汇报二个好消息吧！您的小孙子如您所
愿考上大学了，我们为他感到庆幸，也为您感到高兴，因为
您曾预言过，他将来会有出息的，姥姥，我打心眼里佩服您。
还有另外一件喜事，我保您听会合不笼嘴，那就是——您当
老奶奶了，您的大孙子给您添了个可爱的大胖小子，长得和
您大孙子小时侯差不多。姥姥，此刻我仿佛看到您开心的笑
容了，姥姥，那我们就把满满的祝福送给您的重孙吧！祝他
健康，快乐！

姥姥，您还记不记得发生在我身上的那件“怪”事呢？我只
要一想起来，就会禁不住笑起来，我的小姨只长我六岁。可
想而知，小小的我让一个小孩子看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我只要一哭，小姨居然把我抱到屋外去晒太阳，还说晒晒太
阳不长虫子，她太有创意了吧！到今天我还会无意间“埋
怨”小姨，原来我今天长得黑，是她的功劳啊！

我妈也时不时地给我讲起我出生的场景，要是没有我的姥姥，
就不会有今天的'我了。那时早产的我口吐白沫，我妈当时都
以为我不行了，是您不放弃我，始终按医生嘱咐不停地给我
喂水，喂了吐，吐了喂，不厌其烦的一次，一次……在您连
续三天三夜的悉心照料下，我脱离了危险，您的脸上才露出
一丝笑容。姥姥，您对我的那份爱，那份深情，我一辈子也



不会忘！

我也会时刻想起，姥姥教我用算盘打小九九的场景，“一一
得一，一二得二……”您是如此的耐心，直到我学会为止！
过去的点点滴滴，如同昨日，不仅丰富了我的童年生活，也
给我留下了一段无忧无虑的美好回忆和甜蜜的苦涩。

姥姥的作品篇七

看完《家在黄岛》文友刘润爱老师写的《三姥娘》，不禁想
起了我的姥姥。

姥姥一共有四个孩子，我大舅，小舅，小姨还我娘。娘排行
老大，17岁就嫁给了我爹。听姥姥说，因为姥爷是娘的后爹，
姥姥怕我娘在家受委屈，就给娘找了个好人家，早早地我娘
嫁人了。

娘说，姥姥结婚后的第二天姥爷便去参了军。姥姥日日等，
夜夜盼，也没能将姥爷盼回来。在农村，没个男人，日子是
没法过下去的，但就是这样，姥姥还是等了姥爷十年，在别
人的闲话中度过了很多难捱的日子。

后来，姥姥不得已选择了另嫁他人，日子也算是过得去。因
为我娘长得比较瘦小，姥姥总怕遭别人欺负，到了娘出嫁的
年龄，姥姥给娘选择了一个同村的男人。娘说，姥姥是有私
心的，她是怕自己的女儿受委屈，又可以方便自己的女儿照
顾外孙。因为爷爷奶奶死的早，爹过着既是男人又是女的人
日子，姥姥看中了爹的能干和本分，所以选择了一个良辰吉
日将我娘嫁给了我爹。

在那个年代，吃饱饭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儿。印象中爹和娘总
是在地里干活儿，而且总也干不完，天天都是很晚才回家。
每次放学，门总是锁着。好在离姥姥家近，放学就可以去我
姥姥家，每天都有饿肚子感觉，放学后总是想方设法先找吃



的。记得姥姥家一个专门盛饭食的小橱子，里面有一个泥盘，
黑色的，有很多的孔，里面总是有半盘子地瓜干。我总是不
管三七二十一，到家就用手抓一大摞，直到吃饱了才罢休。
后来才知道，这些都是姥姥为了下一顿准备的。因为我吃了
一些，他们只能少吃了。

有一年冬天我病了，发烧的很厉害，爹娘没有时间照顾我，
我一个人在家里。姥姥知道后，就去照顾我。姥姥摸着我的
头，心疼的直掉眼泪。因为发烧，我一直迷糊着睡觉，嘴唇
也干裂的厉害，也不知道姥姥从哪里变出来的苹果（那个时
候穷，吃个苹果是很困难的事儿），因为没有苹果刀，姥姥
小心的用牙齿一圈一圈的将苹果皮啃掉，只咬掉薄薄的一层。
姥姥在啃皮的时候，我眼巴巴地看着，嘴巴不时的张开，恨
不得一下子能吃到。等姥姥将苹果递给我的时候，我一下迫
不及待的就咬了一大口，那个甜啊，一辈子都忘不掉的味道。
姥姥微笑着看着我，对我说，曼儿，慢点，别咽着，吃完好
降降温。

我高中的时候，每个月回一次家，姥姥就会包好我爱吃的水
饺，看我吃的津津有味，姥姥总是开心的不得了：慢点吃，
多着呢……其实姥姥总会包成两种颜色的，一种是白的，也
就是小麦面；另一种是颜色黑一点的，是地瓜面的。姥姥总
是舍不得吃白面饺子，把最好的留给了我。每次吃的时候，
我总是把最幸福的泪水咽到心里，能看到姥姥开心的笑，我
心里也是满满的幸福。

那年，我回家看姥姥，原来身体硬朗的'姥姥开始拄着拐杖了，
我心里一阵酸疼——姥姥老了。她知道我爱吃“墙扁豆”，
所以每年栽种上一些。秋天以后，墙上就会挂满红的和绿的
扁豆，我回家或蒸或炒，吃的有滋有味。以往，都是姥姥提
前给我摘好了放在袋子里，这次，姥姥说：曼儿，你自己摘
吧，都摘了去，我不喜欢吃这个。其实我知道，她不是不喜
欢吃，而是更喜欢把它留给我吃。她拄着拐杖看着我摘扁豆
的样子，脸上挂满了微笑，还不时的说我是“馋曼儿”。



这之后没有多久，娘打电话告诉我，说姥姥最近不太爱吃东
西，我问是不是病了，是不是需要到医院看一下。姥姥坚持
说没有毛病，在舅舅、小姨还有姐姐的坚持下，姥姥去医院
做了检查，结果让我们每一个心碎——胃癌。

在最后的时间，我的姥姥受尽了病痛的折磨，不到三个月的
时间，姥姥便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每次回老家，我都会到我姥姥家的门前站一会，看一眼老屋，
想念一下亲人，一切依然，诸物都在，唯人不在。以住，我
一推门就会大声喊“姥姥，我回来了”，姥姥也总是掂着小
脚笑盈盈出来接我，而如今，姥姥不在了，喊声只能留在了
心里。

姥姥门前的那盘老磨石依然的矗立在哪里，小时候总喜欢在
它的周围蹦来跳去，累了坐在上面休息，姥姥也常常坐在上
面看我们几个小孩子疯来疯去。我抚摸了一下它，轻轻在坐
在了上面，记忆的河水漫过了思念的岸，不觉中泪已两行。

姥姥的作品篇八

去年的今日我接到父亲的电话，他说：“你姥姥没了。今儿
个凌晨三点多的时候走的。你还是请假回来一趟吧，送她最
后一程。”听到这个噩耗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母亲之前已
经打电话告诉我说姥姥病情严重，在病床上没日没夜地疼痛
呻吟，估计着时日不多了。

我放下电话后去找领导请假，他说姥姥九十岁去世也算喜丧，
劝我节哀。他看了看表，说中午有个饭局希望我也去，我没
有推却，在推杯换盏之间也放怀豪饮。豪饮之后匆匆奔丧回
家。今天是姥姥逝世的一周年，我静坐在椅子上眼泪不由自
主地滚落。

我赶回家的时候已经日落，昏沉的暮色笼罩了大地。我和家



人开车到舅舅家。到的.时候天色已经黑暗，唢呐队在门口吹
奏着唢呐，声音时而低沉哀婉，时而激扬嘹亮。灵堂两边坐
满了人，头上裹着孝布。在司仪的喊礼声中，我们三跪九叩
首。供桌上摆着姥姥的遗像，趁着白烛的光照我望到遗像中
的姥姥皱纹纵横，满脸微笑。

我想她以后永远是这个样子了，苍老而快乐。礼毕之后我缓
步到堂屋。姥姥静静地躺在里面，前方亮着一盏青油灯。母
亲穿着一袭孝衣屈膝跪在姥姥的遗体旁，见我过来抬起头，
泪眼汪汪地望着我，用喑哑的嗓子说：“你姥姥走了……”
我静默片刻，和母亲一起屈膝跪在地上。我总觉得这一幕场
景是虚妄浮夸的，只会发生在噩梦里。我木然地跪在那里，
没有落下一滴眼泪。姥姥微笑的面庞在我眼前浮现。

第二天姥姥出殡的时候我们站在灵柩前。舅舅毕恭毕敬地用
清水为她净面。母亲在旁边喃喃自语说：“妈，你走好。你
一直惦念着黄河岸边的老家，你就一路向北走，去找姥姥和
姥爷……”我望着姥姥的面庞，想到以后再也见不到姥姥了，
泪水滚落下来。

送葬的路上我想到春节和中秋节姥姥拄着拐杖在门口翘首等
我们，想到小时候在庙会上姥姥给我买棉花糖、豌豆糕，想
到在柿子园里她给我采摘熟透的红柿子，想到我最后一次去
看望她，她躺在病床上对我微笑的情景……我大把大把地抹
着眼泪，放声哭了起来。

夕阳渐渐沉落在了地平线上，黑夜即将来临。母亲坐在姥姥
的坟前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我搀扶起她说：“妈，咱们走
吧。姥姥安息了，再不会受病痛的折磨。她希望我们过得更
好，我们要好好地活着，让她高兴。”母亲缓缓站起来，脸
色苍白，说：“你姥姥在病床上疼痛难忍的时候我真想过让
她死，死了之后就不会疼痛。

如今她真的去了。刚才我看到人们往她的墓坑里填土，泥土



盖着了棺材，我心里很痛。我想人要是一粒种子该多好，埋
进土里还会生根发芽重新长出来。”说着，我和母亲都泪如
泉涌。浓黑的夜色苍茫而来，覆盖了大地，覆盖了村庄，似
乎也覆盖了漫无边际的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