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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晨，老王都会像一个严
格遵守日程的时钟一样，准时打开
电视，锁定在新闻联播的节目上。
他坐在餐桌前，一手拿着早餐，一手
调整着电视机的音量。国家的动
态、国际的形势、各地的新闻……可
谓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新闻联播结束后，老王会转至
体育频道，那里有他钟爱的篮球、足
球、乒乓球比赛。他并不热衷运动，
但这些比赛却能让他感受到运动带
来的激情与活力。他喜欢看那些快
速移动的身影，喜欢听激烈的比赛
进行曲，更喜欢运动员身上的运动
精神。

他的日常生活看似平静，但其
实充满了色彩。他有一个铜质的旱
烟斗，每当看球赛时，他就会一边用
旱烟斗敲击牙齿，一边沉浸在比赛
的氛围中。这个旱烟斗已然成了他
的看球伙伴，陪伴他度过了每一个
欢愉和激动的时刻。

观看比赛之余，他会在旧日历
的背面写日记。那些琐碎的小事，
那些日常的生活细节，都成为他日
记里的内容。抱怨老伴的啰唆和唠
叨，记录自己看球的感悟，写下最
近听到的亲戚家的八卦，甚至是那
些陌生人的奇闻逸事。这些看似平
凡的内容，都在他笔下变得生动有
趣。

他的日记本是自己缝制的。裁
剪好的日历页被一针一线缝订成
一个本子。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
本子被磨得破破烂烂，却更显珍
贵。每一页都是密密麻麻的文字，
又写得那么随意自在。估计没有人
会想到这个其貌不扬的破本子，竟
然承载着老王多年的生活秘密和人
生感悟。

完成日记后，老王的一天正式
开启。他走出家门，开始他的闲逛
之旅。无论是门房的大爷，还是广
场下棋的棋友，甚至是等红绿灯时
的路人，他都能与他们聊上两句，分
享一些生活中的琐事。他的闲聊不
仅仅是社交，更是他对生活的热爱
和关注。

逛得差不多后，老王就蹬着自
己的自行车，前往学校接孙女放
学。有时候他会过于投入与他人的
交谈、观看下棋，或者在学校门口的
报亭前看得太入迷，以至于忘记自
己本来是要干什么。刚开始孙女还

“苦哈哈”地一直等呀等，后来鉴于
老王这个“惯犯”太不靠谱，有时候
等不见人就自己跑回家了。面对气
呼呼的孙女，老王总有办法化解，那
就是做鬼脸，滑稽的样子总能逗得
孙女哈哈大笑。这个绝招百试百
灵，是老王与孙女之间独特的沟通
方式。孙女的欢乐和天真，老王的
智慧和童心，他们之间的互动充满
了爱。

吃完午饭后，老王侧躺在沙发
上，电视机播放着球赛，他渐渐被熟
悉的节奏和声音带入梦乡。他的呼
噜声渐起，慢慢变成了震天响，连电
视机的声音都无法盖过。孙女见

状，轻轻拿起遥控器，转到少儿频道
调低音量，希望能让老王安静地休
息一会儿。

然而，老王仿佛有超能力一般，
一下子就从睡梦中惊醒，他急忙抢
过遥控器，大喊着：“我还在看呢，不
要换台！”看着他紧张的样子，孙女
忍不住笑出声来。从那以后，他们
爷孙俩开始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遥控
器争夺战。

这个“游戏”持续了很久，一老
一少乐此不疲。然而，有一次，电视
遥控器找不见了，两人都忘记藏在
哪里了。这可急坏了全家人，因为
没有遥控器，大家都无法看电视。
连续好几天，家里的气氛都有些沉
闷。

最后，老伴儿在放碎布头的铁
皮柜子里找到了遥控器。但是，当
她拿着遥控器出现的时候，老王和
孙女都矢口否认是自己藏的。这个
未解之谜成了老王家的笑谈，大家
都会开玩笑地说：“是不是遥控器晚
上自己长腿跑了？”这个故事也成了
老王家的一段美好回忆。

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老王
身上，他从午睡中醒来。这个时候，
老王总会拿起二胡，开始他的音乐
之旅。年轻的时候，老王是一个文
艺青年，对二胡情有独钟。他不仅
喜欢拉二胡，还尝试自己谱曲。他
会用尺子在白纸上打好线，然后用
近乎印刷似的字体写下自己的曲
谱，有时候还会誊抄一些名曲。这
些曲谱承载着他的才华与热情，是
他音乐之路的见证。

在老王的心中，二胡不单是一
件乐器，它寄托着自己的情感和梦
想。他弹奏二胡时总是特别严肃，
当他沉浸在音乐中时，仿佛与外界
隔绝。有一次，孙女在他拉二胡时
与他说话，他完全没有理会。孙女
有些生气，直接拽了他的胳膊。老
王停下演奏，非常认真地教育孙女：

“别人专心做事情的时候，不要打
扰。”

老王的二胡是他自己亲手制作
的，用的是椰子壳。儿子旅游回来，
带了两个椰子，他把椰子壳废物利
用，用砂纸细细打磨，将它们做成了
二胡的琴筒。虽然他非常用心制
作，但琴筒和琴皮连接处的胶水还
是流得到处都是。为了达到想要的
效果，他并没有对二胡进行抛光，所
以看起来还是有些粗糙。然而，随
着时间的推移，经过他不断地把玩
和盘摸，这个椰子壳二胡逐渐散发
出了一种独特的色泽和光泽。

午后的阳光、椰子壳二胡、老王
的演奏……这一幅温馨又美好的画
面，深深地印在孙女的记忆里，陪着
她长大。而每当这个时候，老王仿
佛回到了年轻时代，他用音乐讲述
着他的故事，表达着他对生活的热
爱。

老王摆弄完他的二胡，与早晨
的流程一样，又开始在街头闲逛，与
各种人交谈，从门房大爷到路过的
陌生人，他的社交无处不在。神奇
的是，每到饭点，他总能准时回家。

夜晚来临，老王依旧坐在电视
机前，一边看着电视节目，一边打瞌
睡。这样的生活节奏似乎成了他的
一种习惯。随着电视机的声音，他
渐渐进入梦乡。

老王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日
子虽然看似简单，但却充实且美
好。他用自己的方式享受着生活，
感受着这个世界带给他的每一个细
微的美好。

每天晚上，当老王进入梦乡时，
他的脸上总是带着满足和平静。在
梦中，他或许在继续他的二胡演奏，
或许在与孙女玩耍，或许在品味着
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日复一日，老王的生活虽然简
单，但却不乏乐趣和温馨。他用自
己的方式诠释着生活的美好，带给
周围人无尽的温暖和感动。这样的
老王，或许也是很多人印象中的爷
爷或姥爷，用浓浓的爱包裹着我们，
给我们带来满满的安全感和快乐。

老王温馨又从容的一天老王温馨又从容的一天
□陈柯邑

□牛雅文

奶奶经常指着门前那棵越长越
大、果子越结越多的无花果树，乐呵呵
地对我说：“这可是我的养生树啊！”

我发现每年冬天，奶奶都会把吃
剩的猪皮埋在无花果树周围，还会把
煮肉剩下的肉汤全都浇在无花果树
下。“这无花果树呀，它可喜欢吃荤腥
呢！”奶奶说。怪不得满树的果子长得
又大又好吃。

我还发现，平时奶奶有一大乐事，
就是每天忙着给她的无花果树浇水、
追肥。“哼着小曲儿围着无花果树忙
活，我的腿也不疼了，手也有劲了。尤
其是我瞅着无花果树越长越喜人的美
样儿时，眼也亮了，心就畅了，越活越
有精气神了！”奶奶向我透露她好心情
的来源。我知道，这只是奶奶的暗喜。

那么奶奶的明喜呢，当然是每年
无花果的收获季节了。每到无花果飘
香时，奶奶每天乐呵呵得像个圣诞老
人似的，从早到晚，守在门前的树下，
邀请路过的大人和孩子品尝她那又大
又甜的无花果。大伙吃得越多，奶奶
忙得越欢，她的欢声笑语就越多。仿
佛摘下来的不是无花果，而是小乐子；
送出去的是大乐和大福啊！

最有趣的是，为了把枝头熟透了
的果子完整地摘下来，奶奶想了一个
办法，在一根 5 米长的竹竿顶端绑了
把带钩的刀子，又在刀子下拴了个网
兜。用刀子一钩果蒂，熟透的无花果
就能平稳地掉进网兜里，引来围观的
大人和孩子们一阵喝彩。大家尝过甜
美的果子后，争先恐后地也想体验一
下奶奶的采摘乐。每到这时，被众星
捧月的奶奶，就开心得像个熟透的无
花果。

“每天有这么多的人陪着我吃、陪
着我乐，尤其是孩子们围着我‘奶奶、
奶奶’地一个劲地叫着，你说我的心情
能不好吗？心情好了，你说我能不健
康长寿吗？不瞒你说，自从种果树后，
春天剪枝、夏秋摘果子，我颈椎病和腰
疼的老毛病都很少犯了。”不止一次，
奶奶如数家珍地向我显摆着。我每每
都被奶奶的“养生树”折服。

见奶奶越活越年轻，我就好奇地
问她：“奶奶，让您延缓衰老的秘方是
啥呀？”

“无花果呗！”奶奶答。
“为啥？”我又问她。
“无花果里含有大量的花青素、维

生素 C，经常食用无花果不仅美容养
颜，还延缓衰老呢。更重要的是，这棵
无花果树带给了我好心情呀！”奶奶就
把她的小秘方传给了我。

奶奶的“养生树”，真是养眼，养心
又养身啊！

奶奶的“养生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