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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耕田养家
糊口，读书修身养性。耕田和读书，凝聚了五
千多年的中华农耕文明传统价值观。在中国
农村，用牛带动犁、耙、耢、耧翻耕土地，具有
悠久的历史。史料记载，春秋时期，我们的祖
先就开始用牛拉着犁等农具，耕地播种收
获。这种劳作模式，一直延续到我的父辈所
处的那个时代，以及我的青年时代。

生于耕农世家，长于乡村田野，我的童年
在大集体时代度过。生于斯，长于斯，我深深
地眷恋脚下这片土地。记忆的心屏，时常再
现一件件农耕老物件，再现父辈们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劳作画面。因为工作关系，二十
多年来，我回老家的时间渐渐少了，即使偶尔
回去，看到的也是田间地头繁忙的农机作
业。传统的农耕用具，也逐渐淡忘在记忆的
长河里。

时序深秋，跟随监利市作家协会“文艺轻
骑兵·乡镇行”采风笔会，我来到风光旖旎的
长江古道老江河，有了与农耕老物件的一次
亲密接触。

那是一个雨过天晴的好日子！深秋的阳
光褪去了夏天的燥热，像母亲的笑脸，温和，
慈祥。行走在尺八小镇，街道两旁的香樟树
散发淡淡的清香，浓密的树叶，在凉爽的秋风
中婆娑摇曳。干净宽阔的街道，市井繁荣，酒
楼茶肆，错落有致。街道上，悠闲自在的居
民，或游走于酒店、茶馆，或流连于超市、商
场。闲散的老人，三五成群，或下棋、打扑克，
或在门前闲坐，谈天说地，好不快活。秋日的
小镇，呈现出一片宁静而祥和的氛围。

牛轭形的老江河长江故道宛如一弯新
月，又似荆江腰间的佩环，安放在尺八镇境
内。一江丽水，一方沃土，为众多的野生动植
物营造了繁衍生息的绿荫。老江河故道国家
湿地公园里，众多候鸟在此栖息。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老江河长江故道更
是沿岸居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几千年来，
她用甘甜的乳汁，世世代代滋养着尺八的土
地和人民。随着长江大保护深入推进，老江

河故道融入了许多现代元素。
监利尚禾农业合作社，比邻老江河故道

湿地公园。尚禾农业合作社，是监利市目前
最大的专业育秧工厂。由最初的水稻全产业
链，向水产产业、果蔬产业、畜禽产业延伸，农
民企业家欧阳斌致力于打造以企业文化为纽
带，链接发展农耕文化、农机文化、乡土文化、
田园文化，把尚禾农业建设成为老百姓喜爱
的文旅乐园。

迈入合作社大门，映入眼帘的是农资超
市，各种农药、化肥、种子有序摆放，方便远近
的农民朋友选购；稻米、豆麻、果蔬、鱼虾等物
产分门别类，让人目不暇接。在尚禾农业合
作社，最有看点的还是江汉平原规模最大的
农耕博物馆。农耕博物馆存放着生活、生产
老物件，一应俱全，蔚为壮观。

各类传统农具依次呈现在眼前。生活物
质区域里，石碾、石磨、石臼、石盆、石磙、马
灯、木盆、木桶、缝纫机、纺线机、织布机等生
活用具应有尽有。旧时，这些器物都存在于
农家的烟火气中。石碾，是一种石头和木材
制作的使谷物破碎或除皮的工具，由碾盘（碾
台）、碾砣、碾框、碾管芯、碾棍孔、碾棍组成。
旧时没有打米机，农户全靠石碾碾米，大抵是
一个生产队一台碾子。石磨，是用来碎米粉
和麦粉的工具。石磨的使用在中国历史上延
续了数千年，它的发明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
传说由鲁班发明，使用两块有一定厚度的扁
圆形石头制作成磨扇。上扇绕轴转动，下扇
固定在磨架上。通过推拉磨棍，使米粒、麦
粒、豆子进入磨齿间磨成粉末。石臼，是舂米
和打糍粑的器具，圆形，中部凹下，石材坚硬，
又名“碓窝子”。石磙，是用来脱谷粒的工
具。旧时，农村没有脱粒机，农户把从田间收
割来的稻谷铺散在禾场上，用牛拉石磙，来回
旋转，直到稻谷从稻草上脱离下来。

我们移步换景，三辆自行车吸引了我
们。三辆自行车分别是“凤凰”“飞鸽”“永久”
品牌，呈“并驾齐驱”式摆放。上世纪八十年
代初，这三种自行车是名牌（时 称“ 溜 机

凳”）。它们是爱情的象征物。大意是男女青
年情投意合，像“凤凰”一样结为伉俪；天高任
鸟飞，像“飞鸽”那样比翼双飞；祈愿男女爱情

“永久”，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农耕博物馆里存放最多的是犁、耙、耢、

耧、水车、耕牛模型、柴油机、水泵等农耕器
具。一件件农用旧物，安闲的“躺平”于博物
馆，虽然有些锈迹，但沧桑见证历史。而在博
物馆参观走廊的尽头，我们看到的的，却是尚
禾农机专业合作社的系列现代农机，拖拉机、
收割机、插秧机、旋耕机、微耕机等一字排开，
还有无人飞机等智能化的无人农机。流连其
间，让你的思绪跨越时空，慨叹沧海桑田。

儿时的记忆里，每逢春耕时节，一声牛
哞，吵醒了沉睡的大地，一声鞭响，唱响了农
人春耕的旋律。随着生产队长的一声吆喝：

“出工啦！”父亲便和乡邻们一起，肩扛锃亮的
犁铧，从家中出发，吆喝一声路边贪吃的黄牛
或水牛，走进田间地头。他们在地头瞅量片
刻，选择中心位置，然后把“人”字形的木制轭
头套在牛的脖子上。一切准备就绪，随着一
声声吆喝，开始了繁忙的翻地工作。

旧时的农村，庄稼人把耕地叫做“整田”，
翻地只是整田的一部分。于旱田而言，一块
用犁翻好了的田地，土块过大，需要碎土、平
地、除草。这道工序就会轮到一种叫“耙”的
农具上场。儿时，我常常看见父亲两脚踩在
耙中间的两块木板上，有时还加上一袋土，以
便尽快、尽好的抹平土地。耙地时，两眼望着
前方，双手扯着牛的缰绳，身体向后微仰，左
右把握方向。这样，牛拉着耙，耙驮着人，伴
随着轻快的节奏，行走在刚犁完的土地上，父
亲用稳健的脚步勾画出美妙的曲线。直到一
块旱田平平整整，可以播种或栽菜为止。

于水田而言，需要更精细。刚翻耕的大
土块，像礁岛凸现在海水里，需要用一种叫

“耖”的农具碎细、抚平。耖，据《王祯农书》介
绍：“疏通泥田器，耕耙后用此，泥壤始熟矣。”
意思是说，耖是一种疏通泥土的农具。在耕
地后使用耖，土壤会更细、更熟，田地会更平

整。耖的结构为：上有一根一米二左右的横
柄，下有一根质地坚硬、长约两米的粗横木。
横木底部装有一排铁齿，每根两铁齿，铁齿较
长，每根约三十公分长，齿与齿之间相隔约十
二公分。在横柄与粗横木之间，有两根竖木
将两者连接与固定。粗横木两端装有木制的

“档头”，供系扎拉牛的粗绳。使用耖整田时
存在安全隐患，稍不细心或遇见“犟牛”，就会
出事故。记得有一年暑假正值“双抢”（既要收
割早稻，又要墙插晚秧）季节，父亲因为过度劳
累，体力不支，被我家的犟牛拉翻了耖，刺伤了
脚背。顿时，血流如注。好在村医疗室就在附
近，同在田间耕地的堂兄连忙将父亲送往医疗
室。父亲的伤，虽然得到了及时的医治，但还
是在家休养了两个月之久。那一年，我家的

“双抢”活计，多亏了亲友和乡邻们的帮助，才
得以完成。但父亲强忍着痛、冷汗挂满额头的
脸庞，却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农耕时代的老物件，历经了漫长时间，伴
随着一代又一代庄稼人，走过了艰苦岁月。
现在想来，它们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农耕时
代的印记，更是中国农民对土地生生不息的
依恋，对生活乐观淳朴的态度，以及坚韧顽强
的精神品质。

走出监利尚禾农业合作社，夕阳染红了
天边。放眼尺八大地，那一片片晚稻田，密密
茬茬，青青葱葱。一阵微风拂过，稻浪泛起层
层涟漪，波及四野，好似远古的圣歌，从来就
不曾间断。旱田里，被秋阳绽开的棉花，又好
似天边的云朵，洁白耀眼。大道旁，果园里，
一排排绿意未减的果树，挂满了如灯笼一样
的桔子、柿子……映入眼帘的尽是一派丰收
的景象。

监利尚禾农业合作社的农耕博物馆，无
疑是乡村旅游的一抹亮色，与长江故道老江
河，构成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如今，当我们畅
享现代农业机械化带来的幸福的时候，切莫
忘记，几千年来维系一代又一代人们生命、生
活的农耕农具，它们是中国农村历史的写照，
是沉淀于内心深处的乡愁。

一抹沉淀的乡愁
□ 李珍文

我们江汉平原的女子到男方家
里去相亲称为访人家。女方的父母
及叔伯婶娘们对女子有可能去过日
子的家庭不放心，媒人说得天花乱
坠，终究是耳虚，只有自己去实地察
看一番，来个眼见为实才放心。一个
女子从呱呱落地，一把屎一把尿拉扯
成水灵清秀的大姑娘的确不容易，哪
能轻易嫁人呢!

香莲每年春节前后都有几次相
亲的经历，有亲戚朋友介绍的，有乡
亲牵线的，但没有一个称心如意的。

提到香莲今天要相亲的男生，是
姑妈介绍的，是她夫家的侄子。之前
姑妈跟她透露过一些情况，男生叫周
兴农，大学申报时他没有听亲朋好友
的建议报选计算机或金融专业，而执
意报农学院生化专业，计划学业完成
后回乡创业。香莲也看到姑妈发来
了男生的生活照，高高的个头，眉清
目秀。

香莲觉得周家男生有主见，人生
目标明确，肯定能成就一番事业，她
是满心期待地去相亲的。

提起要去周家访人家，香莲妈总是推三阻四不情意，
但她碍于姑妈的面子又不得不去。

香莲姑妈年轻时是铁姑娘队的队长，嫁过去后任多
年的大队妇女主任，能说会道。香莲爸老实巴交的，经常
被人欺负，总是香莲姑妈出面讨回公道。加之，香莲姑
父是个木匠，农闲凭手艺可挣一些工钱，家境自然较富
足，时常接济香莲家。青黄不接的时节，炒菜油啦，小米
啦，衣料啦，总能让香莲家渡过难关。所以说香莲妈是
不敢得罪香莲姑妈的。何况访的是姑妈的侄子，更是不
敢怠慢！

香莲一家三口如约来到香莲姑妈家，姑妈领着香莲
一家人又来到侄子家。

香莲看到周家一栋三间二层的旧式楼房，院子中央
摆设有旧木桌，桌上早已摆满了水果、糕点、花生瓜子。
看到客人来到，周母赶快出来迎接：“稀客来了，请坐！”

周姓男生腼腆站着，“您啷们好！”说着连忙给香莲爸
敬烟，“请您抽烟。”接着，又忙冲茶给香莲妈，“请您喝茶

“。最后，才冲茶给香莲“请喝茶”。
香莲接过茶，斜眼看了周姓男生，心里叫着：哇噻，他

虽衣着朴素，但依然掩饰不住一表人才。
“您啷们来的都是客！我这个家经不住看，也经不住

访，两个字，贫穷。”周母面露难色。
“贫穷不可怕，富有都是从贫穷过来的，一张白纸可

描绘最美最好的图画。”香莲姑妈出来打圆场：“今天就两
个娃见见面，认识认识。姻缘姻缘，讲的是个缘份，至于
能走到哪一步，靠他们自己的造化，是吧？香莲妈!”

香莲妈虽不赞同，依然笑着附和“就是就是。”随及勉
强的笑容消退得一干二净，恢复冷冰冰的面孔。

“我们大人喝点茶，讲点白，你们两个娃到楼上去说
话。”姑妈用眼神示意香莲和周姓男生上楼去。

香莲尾随周姓男生来到他的房间。
香莲看到墙边摆放着四个书柜，摆满了书籍，分门别

类贴上了标签：文学理论、古代文学作品、现代文学作品、
外国文学作品、书法、农业、农业科技、医学、生活、人物传
记、工具书等。

香莲看得眼花目眩，心想，他爱学习、有知识。她对
他顿生敬佩之情，爱慕之心油然而生。

香莲看到桌上的电脑开着，映入眼帘的是一行标题
字：兴农有机稻种植合作社规划。哦！香莲明白了周姓
男生计划创办农业合作社，用学到的专业知识，通过实体
试验完成他致力农业发展的伟大抱负。

香莲眼睛移向墙上，发现一幅书法作品，用隶书摘抄书
写的是刘禹锡的《陋室铭》，香莲眼前一亮，文字书写得圆浑
流畅，潇洒俊逸，她看落款，竟然是男生自己，她想到自己的
床头挂着一幅自己用楷书书写的周敦颐的《爱莲说》中的语
句，想想自己歪歪斜斜的字，书写既不工整、又没神韵，丑死
了！回去一定要赶快扯下来。免得以后被他看到丢人现
眼。香莲心里越来越喜欢上他了，假如能和他共渡余生，一
定是幸福快乐的，生活肯定情趣横生。尽管暂时贫穷，只要
他有理想，敢于拼博，富足的日子不会遥远。

“你姑妈说你今年还要到广州去做衣服，是不是很
辛苦，要不要留下来，我们一起创业？”周姓小伙轻言
细语。

“还没想好。要不等你弄出点名堂后我再加盟吧。”
香莲说。

“目前，政府很支持我，村里已流转土地五百亩，让
我先把合作社办起来，镇政府决定给我资金上的扶
持。不过要添置耕整机械，治虫防病的无人飞机，需要
的资金缺口还很大，以后还要建烘干车间。农业生产
是个露天工厂，遭遇阴雨连绵天气，有了烘干车间，就
可以做到颗粒归仓，我要把农业创办成有希望的产业，
打造出自己的绿色食品品牌，让农产品升值。要让农
民这个职业成为很体面的职业。”他娓娓道来，胸有成
竹:“我的大学老师很赞同我的做法，计划把我的合作
社采用为科技示范基地，成为新品种、新技术和种植新
模式的试验田。”

“我为你点赞! ”香莲心情愉悦，脱口而出：“有什么
困难找姑妈。不过，我的妈是个势利眼，你要干出成绩
来，让我妈对你刮目相看。”

她本想说差钱可以找姑妈，我的存款是交姑妈保
管。但一想，初次见面，还没熟到什么都讲给他听，女孩
子总是要有秘密需要隐藏的。

“香莲下来吃鸡蛋茶！”忽然听到姑妈喊声，香莲连
忙下楼来到院里，看到桌子上放着几碗荷包鸡蛋茶。洁
白荷包蛋在黄色糖水中飘浮，散发出诱人的香气，扑面
而来。

香莲毫不犹像地端起鸡蛋茶，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其实她早就知道旧时的习俗，女方吃了定亲茶等于默认
了这门亲事。

“香莲！谁叫你真的吃的？”香莲妈极力阻止。
“是姑妈叫的！姑妈是不是？！”香莲调皮地跟姑妈扮

鬼脸。
兴农妈开口啦：“现在是新时代了，旧的习俗早打破

了，吃了这碗茶，婚姻不成，作亲戚走动总可以吧！”
“就是嘛!”香莲爸跃跃欲试也想吃鸡蛋茶，被香莲妈

利箭般的目光拦住了。
姑妈发话:“都吃了鸡蛋茶。茶是茶，姻缘是姻缘，定

不定亲，这碗定亲茶作不了数！”
最后大家都吃了鸡蛋茶，香莲妈吃定亲茶的画面被

姑妈拍了视频。
回家的路上，姑妈把香莲一家吃定亲茶的场景发了

朋友圈。
“妈，快来看，姑妈发的！”香莲激动地叫唤妈。
香莲妈打开微信，看到视频里自己正吃着定亲茶，马

上关了微信：“真是个活宝，谁让她快脚快手乱发，真是
的！这不是满世界张扬我们同意了这门亲事。”

香莲打开音响，曲子是《在希望的田野》，优美动听的
歌声响在车内，飘向窗外……

株乔中学建校60周年校庆准备工作已进
入尾声阶段。一日，校长转悠到刷黑的主校
道一侧，站住了，盯着一排粗壮的梧桐树看了
半天，忽然做了一个手势，果断地说：“砍！”

校庆筹备组的几个领导听说校长要砍掉
那排梧桐树，大都赞成。有的说这梧桐只适
合栽在公园里，早就该砍了；有的说这树一入
秋就掉树叶，风一吹满校园都是，给人一种落
寞之感；有的说你看这梧桐树干粗糙，还有虫
眼，一点也不光滑，有碍观瞻。总之，这排与
学校同龄的梧桐树，在大庆之日到来之前已
是在劫难逃。

第二天，一台挖掘机隆隆地开进了学校，
看来，这排梧桐树在砍倒之后，还要被连根挖
起。就在电锯伸向梧桐树的一刹那，几个退
休老教师赶来阻止了砍树行为。原来这几个

老教师都是株乔中学的首届毕业生，这排梧
桐树就是他们当年亲手栽下的。砍树受到了
阻扰，几位民工便去找校长，校长了解情况
后，觉得不能强行采取行动，便带了一干领导
赶来做劝说工作。老教师们见铁了心要砍掉
这些梧桐树，转而央求手下留情，不要动用电
锯而是整体挖出，他们决定找块地方先把这
些梧桐树安顿下来，然后再替它们找个归宿，
比如附近的一家苗圃。或许是老教师们护树
的诚心感动了大家，学校最终同意了他们的
请求。

梧桐树移走了，新栽上一排广玉兰，花两
万多元买来的。学校依据兰心蕙质一词，将
刷黑的主校道取名为“兰蕙路”。当兰蕙路的
铜质路牌醒目地立在路边时，这一创意赢得
了校庆筹备组的一片赞许声。

但也有人不赞许。谁？老校友、特级教
师黎祖元。校庆那天，黎祖元等老校友在学
校参观，当行至兰蕙路时，他的脸色霎时难
看了起来，他摇着头叹息道：“母校最后的
一点影子，都被删除了……”校长一听，连忙
解释何以要砍掉梧桐树，不想，黎祖元一下
激动起来：“北大、清华的校园里都有梧桐
树，上百年了，人家不但不砍，还挂牌保护
呢。就算是落寞，也是一种美，依我看，郁
达夫《故都的秋》一课，就应该在梧桐树下
教……凤翱翔于千仞兮，非梧不栖……”接
着，不无遗憾地说：“要是这排梧桐树还在，
取名为‘引凤路’该有多好！”黎祖元的话，
立刻在老校友间引起了共鸣，有人忆起当时
的情形说：“起初之所以选择种植梧桐树，
想的就是为母校引来一批优秀老师。”有人

说：“校庆之‘庆’，就是对历史的纪念。能
够见证株乔中学历史的莫过于那一排梧桐
树，怎么说砍就呢？”

校庆活动结束后，校领导们登门拜访了
几位退休教师，表达了想把被他们保护下来
的梧桐树又买回来的意愿。退休教师们听说
要还原那排梧桐树，不仅表示无偿送给学校，
而且还帮助学校尽量复原成过去梧桐树的模
样。就这样，刚刚吐出新芽的广玉兰被学校
赠送给了附近的一所养老院，梧桐树则带着
故土，又回到了它们生长了60年的校园。随
之发生改变的是路牌换成了“引凤路”。

老校友黎祖元一行再一次踏进母校的校
园，他们手抚着一棵棵粗壮的梧桐树，激动不
已，纷纷说：“没错，没错，我们记忆中的梧桐
树就是这个样子！”

母校的影子
□ 王生文

陈虎，长得高大威猛，外人喊他“老
虎”。但在家里，老婆却叫他“猫子”，因为他
特别爱吃鱼。哪顿饭没有鱼，他是吃不下饭
的。偏偏老婆秀芳不爱吃鱼，连鱼腥气都不
喜欢闻。为此两口子没少闹别扭。

秀芳闹不过陈虎，每餐都不情不愿地烧
一条鱼，不管是红烧还是油煎还是水煮，反
正要做一个鱼。

秀芳每次烧鱼时都念念叨叨：“天天吃
鱼，让鱼刺卡死你。”

陈虎就在一旁大笑：“我属猫，天生吃
鱼，鱼刺卡不死我！”

但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那天早
饭，秀芳照例给陈虎煮了一条大胖头鱼，陈
虎干了一早上体力活，正累得很，看到鱼就
像看到了山珍海味，立马来了精神，盛了一
大碗饭，一口鱼一口饭大快朵颐起来。秀芳
见状便说：“慢点吃，又没有人跟你抢，今天
这条鱼大，鱼刺多，当心让鱼刺卡死你。”

陈虎正想怼秀芳两句，却指着喉咙哎哟
哎哟直叫唤，脸憋得通红，咳又咳不出，一个
劲儿地龇牙咧嘴。秀芳见状慌了，打了自己
两个大嘴巴子，说：“该不是真被鱼刺卡住了
吧？都怪我这乌鸦嘴！”

陈虎半天才缓过来，喉咙里吐出几个

字：“疼！真被鱼刺卡住了！”
秀芳一惊，赶紧去厨房拿出一瓶醋，说：

“快喝，醋可以化鱼刺！”
陈虎喝了半瓶醋，前半口吞下肚，后半

口又吐出来，秀芳惊叫：“血！”
陈虎吐出来的醋里带着血，鱼刺却没吐

出来，陈虎疼痛难忍，不断地喊疼。
秀芳急得团团转，说：“这怎么得了？这

怎么得了？”
“都是你这臭婆娘咒的！”陈虎气不打一

处来，一动喉咙里又是一阵巨痛，咬牙切齿
地说：“快打120呀！”

秀芳这才反应过来，赶紧打了120。
120倒是来得很快，一看陈虎是因为鱼

刺卡了喉咙，简直哭笑不得，说：“我们还是
第一次见到鱼刺卡喉咙打120的。”

好不容易到了医院，秀芳手忙脚乱地挂
了号，便拉了陈虎急急忙忙地往喉科跑。

喉科，一个瘦瘦的男医生值班，可能是
白天工作时挨了批评，正在那里生闷气，看
到陈虎来看病，便让他张开嘴来看了看，首
先用手电筒照了照口腔，发现了鱼刺的位
置，然后说：“喉咙里有根鱼刺，你先去做检
查缴费，再来挑鱼刺，看鱼刺伤到喉咙没有，
你是医保还是自费？”

陈虎说：“我有医保。”
医生说完拿出处方单写了一串“草书”，

丢给陈虎。又叮嘱：“还要去造影。”
“啊，还要造影，什么时候能拿结果呀？”

陈虎问。
“下班前吧，拿好结果就来找我。”医生

回道。
秀芳和陈虎年纪轻轻，身体强壮如牛，

平常医院门朝哪边开都不知道，这一番挂
号、排队的流程搞下来，人都转晕了，到收费
窗口听说挑一根鱼刺要缴六百多元，一下子
就急了。陈虎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不交钱
了，跑到喉科指着大厅上的收费告示质问医
生：“大夫，挑鱼刺手术费不到一百，为什么
要交六百多元？”

医生道：“你不消炎，不检查，不造影，我
怎么知道鱼刺卡在什么地方。”

陈虎听了这话，火上浇油：“你明知道我
很疼，不赶紧给我挑出来，还想尽法子折腾
我，太没医德了！”

“咦，你这个人说话咋这么难听呢！我
们这是对你负责！你来医院是来治病的，不
听医生的，反倒骂医生，你是疼得不够狠
吗？”医生冷冷地看了陈虎一眼。

陈虎满肚子的气，拼命忍住了。那医生

却笑着说：“喉咙是身体的要害之处，被鱼刺
卡住了可不是小事。你以为只是把鱼刺取
出来就完事了？把鱼刺挑出来的前提是，需
要知道鱼刺卡在哪里。只有拍片了，我们才
能精准挑出。挑出了鱼刺，我们还要检查鱼
刺是否给喉咙造成了伤害，造成的伤害有多
大，怎么样才能恢复，恢复的时间是多久，这
些都是我们医院要对你负责的……”

陈虎一听，两腿一软，差点半跪下来：
“就一根鱼刺，至于那么大动干戈。我的个
妈呀，喉咙里卡根鱼刺，没有想到这么麻
烦！”“秀芳，以后……以后……我一定听你
的话，再也不吃鱼了！”陈虎说。

秀芳笑道 ：“ 我就怕你好了伤疤忘
了痛！”

“这次，我一定说话算话！要是反悔，就
让我来生当猫子！”陈虎突然发现自己说话
利索了，再一摸喉咙没痛感了，又着力咳嗽
一下，吐出来的唾沫也不见血了。

陈虎大吼一声：“哈哈，鱼刺掉下去了。
秀芳，快回家，还有半碗胖头鱼没吃完呢，你
没倒进垃圾桶吧？”

秀芳说：“还想着吃鱼，这一天下来累死
了，还便宜你了，刺不用挑，还省了六百多，
哈哈哈哈……”

挑刺
□ 万正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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