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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递员送来了录取通知书，儿子迫
不及待地打开信封，看着他兴奋得直发
光的脸庞，我这个当妈的心里突然变得
空落落的……这回，儿子真要离开妈妈
远行了。

几个月前，儿子的学校为孩子们举
行了十八岁成人仪式，每位家长都给自
己的孩子写了封信。至今清楚地记着我
在信中写的每一句话，“不管有什么样
的困难，也无论是多少喜悦，我们仨都
一起经历了。我们一起成长，你长大了，
爸妈成熟了。”那天儿子回家后，我们整
整聊了一个晚上……

儿子小时候体弱多病，一周去一次
儿童医院几乎成了我们家的功课；上小
学时学校离家很远，每天早晨我抱着儿
子和他的大书包挤坐在小公共上，这一
挤就是六年；上初中时，我工作太忙有
时就顾不上儿子，有一段时间他爸在国
外工作，我经常出差，他就只好去姥姥
家，记得一次我出差走了一个多月，儿
子在电话里委屈地说：“你再不回家，就
别回来了。”记忆里更多的是许许多多

开心的事，每每一说到儿
子，我这个同事们公认的
干练的女强人，就变得婆
婆 妈 妈 、絮 絮 叨
叨……

填报高考
志愿前，我
早在一年
前 就 开
始四处
收集资
料、讨
论 应
该 选
择 哪
所 大
学 选
什么专
业，儿子
的意见很
坚决，上不
了清华北大就
去外地的综合大

学。该交报名表了，儿子义无反顾地
在第一志愿上填报了浙江大学，他有
自己的想法：“要是在本地上大学，

还跟小时候一样事事有妈妈
照顾，我永远也长不大。”
我真为有独立见解的
儿子感到自豪，可
心里又总是惴惴
不 安 ，独 自 在
外，他得受多
少磨难呀！

同事们
都说我儿女
心太重，做母
亲远不像在
工作中那么
洒脱，一位朋
友直言劝告：

“要想让儿子有
出息，就得把他
扔得远远的，在自

己身边，你总是事事
包办把他护得死死的。”

记得高考结束后，儿子彻底把考试
扔一边儿去了，和同学聚会、每天连续
几个小时挂在网上玩游戏，可我还是放
不下心来，和同道的家长们一起分析各
个重点学校的考试情况、四处打探各大
学的提档线。

如今，录取通知书终于来了，儿子
的愿望实现了，同学老师都在祝贺他，
这两天我的电话也是不断，同事、朋友、
亲戚都祝贺我，儿子考上不错的大学，
连邻居们见面也都说：“不错，不错！”

大家都在为儿子高兴，唯有我这个
当妈的，高兴的同时又感到一阵一阵的
难过。儿子就要离开家独自去远行了，
迎接他的是鲜花满地，还是布满荆棘，
都有可能，我再也不能守在他身边为他
遮风挡雨了。

我心里一遍遍地默念着成人仪式
上写给儿子的信：“海阔凭鱼跃，天高任
鸟飞，孩子，勇敢地向前走吧！”这是对
儿子的鼓励，现在念着它，更多的是给
自己心灵的慰藉。

文/阿莲
去年夏天格外热，嘶鸣的蝉声刺痛

着人的耳膜。我百无聊赖地等待着一份
通知书——— 大学录取通知书。

我考得不错，激动之下我没有听任
何人的建议执意报考了京城一所著名的
大学。填表之后，心里才突然有点“虚”。
尽管我考了全城文科最高分，但那毕竟
只是一个小城，小城的第一，算得了什么
呢？

日子变得毫无意义，除了等待。
终于，在一阵热风过后，一张写着

“喜报”字样的红纸被送进了家门。在全
家欢呼雀跃的同时我的心也沉了下去：
不是我想上的那所大学。是另一所，尽管
也是重点，尽管也在京城，但，毕竟不是
我的期望。我沮丧极了。

面对亲朋好友的祝福，我面无表情。
母亲很诧异：“你怎么了？不舒服吗？”我
摇了摇头，说：“我不想去上那所大学！”
母亲吃惊地说：“多好的大学呀。你应该
高兴才是。”我苦笑了一下：在母亲眼中，
像我们这样的寻常子弟能上个大学就不
错了，怎敢挑三拣四？

随着报到日子的临近，母亲开始为
我打点行囊，准备北上求学。我漠然地看
着母亲忙前忙后。在我看来，我上大学不
过是给父母挣了脸面，他们都高兴了，可
谁能体会我受挫的心？

父亲专门请了假，送我到北京。
火车轰鸣着把我带到这个梦寐以求

的城市。校园里的主干道旁是各个系签
名报到的“摊位”。父亲带着我签了名，办
理了一系列手续后，已经是下午5时多
了。到了宿舍，父亲忙前忙后，汗流浃背，
连一口水也顾不上喝。我说：“爸爸，差不
多了，你歇会吧。”父亲环顾了一下四周，
摇了摇头，说：“我们还是先去买暖水瓶、
杯子、毛巾吧！”我很疲惫，懒懒地靠在床
上，不想动。父亲微微叹了口气，下楼了。

我从宿舍的窗户向下看去，夕阳的
余晖淡淡地洒落在楼前高高矮矮的树
上、拥挤成堆的自行车和来来往往的人
身上，陌生得像一幅遥远的画，局促和不
安袭上我的心头。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
出现在这幅陌生的“画”里——— 那就是我
的父亲。我看着他在楼前问人，去商店买
东西。他甚至连水都没喝一口！眼泪就这
样缓缓溢出来了。

父亲买了一大堆日用品回来后，舒
了口气说：“我走了，晚上有趟车回去。”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从今天起，你应
该自立了。其实，很多孩子都是自己一个
人来的。你多跟他们聊聊，不要老是一个
人闷着。”

我送父亲下楼，看着他疲惫的身影
渐行渐远，不知不觉泪流满面。在赶回家
的路上，父亲会给自己买点吃的吗？我忽
然对自己恨恨不已：心受了一点点所谓
的“伤”就觉得是整个世界都辜负了我，
理所当然地忽略一切，包括父母的良苦。
多么自私！

在顿悟到这些后，那个夏天，我终于
长大成人。

成长在夏天

文/刘静峰
那年高考以后，我忽然觉得

自己一下子散了架，于是除了吃
饭就是睡觉。连睡3天，才觉得
缓过劲来。

大约是考后两周左右，
母亲让我去县城买炒菜的铁
铲。我骑着家里那辆脚踏板
只有横轴却没了踏板的自
行车，一路哗哗啦啦地奔
县城而去。那天的阳光很
毒，晒得人透不过气来。我
无心看什么风景，只顾狠
狠地骑车，想早点找个阴
凉地避避太阳。

半路上遇到了同学，
刚从县城回来。于是就问分
数。他告知我上了本科线，
可他这个班级第一名，却考得
不好，440多分，他说自己专科还
悬乎,说的时候很沉重的样子……

掉头回家告诉父母。母亲看我回
来了，就说：“这么快就回来了，铲子
呢？”我说半路上遇到同学，问了分
数，就没去县城。母亲迟疑地问：“考
上没有？”我马上应道：“考上了。”父
亲正在屋子里编竹器，听我说考上
了，就抬起头，微微笑了笑，然后问：
“考上什么学校？”父亲并不知道这个
时候是不能确定什么学校的。我还是
很快地说：“不管是大学还是中专，反
正是考上了！”父亲听出我自信的语
气，这才觉得踏实了。父亲
有一种时间没有白费
的满足，我从

他的眼神里看得出来。
接着就是等通知书。

从分数下来我就开始天天
想，日日盼。可是到学校
一问，总是没有。心急如
焚的当口，还要下地干
活。干活也没有心情，别
人陆陆续续都拿到了
通知书，我的还不知道
在哪里。于是隔几天
就去一次学校，哪怕
是干农活再累，也要
去看看。后来就等得
有些泄气，有些不知
所措，甚至有些尴尬。
班主任说可能是没有
录取，再等等，准备复
读吧。同学们一个个来
告别，都去报到了，我的

还没来。看来是没希望了，
我很不情愿地收拾着书本，作了

复读的准备。全家人都陷入郁闷之
中。

1个多月以后，秋风渐凉，忽然同
学捎信说，让我到学校拿入学通知
书。我感觉自己好像是死而复生，父
亲和母亲也像阴雨绵绵后忽然见到
了晴天。终于等来了这个关系我一辈
子前程的通知书，我骂了一声娘。然
后喜极而泣。

没有比这更出乎意料的了。等待
就像热鏊子摊饼，自己都觉得干黄干

黄的了。想不到甘霖
突降，映天的是一
道绚丽的彩虹。

从夏等到秋

文/梦天涯
我曾连续三年参加高考，前两年均以失败告终。就

在我灰心丧气，不想再复读的时候，她出现了。
她说：“别泄气，再复习一年，如果考不上也就耽搁

一年的时间，可是如果考上了，往后的路就好走多了。”
我觉得她说的有道理，就毅然返回学校，做最后的一
搏。

第三次高考，我的成绩刚过大专线。这次我主动找
到她，想让她给我参谋参谋。她问了我估分的情况，然
后说：“你把那本《报考指南》给我，让我看看再说。”

第二天一大早，她就来到我家里，一把将我从床上
拉起，把《报考指南》摊开，说：“我觉得这所中医学院不
错。第一是国家现在对中医比较重视，将来有前途；第
二是你的性格比较适合做医生；第三，我昨晚看了一
宿，每年这所中医学院的报考人数，都大大低于招生人
数，录取率很高。”最后，她又帮我认真地填写了报考志
愿书。就在那低头的瞬间，我看到她的一双眼睛布满了
血丝。敢情她一夜都没睡呀。

后来，一封录取通知书从我报考的中医学院寄到
我家，我成了村里唯一一名大学生……

如今，十几年过去了，我由一个乡村男孩成长为一
名主治医师。而她，现在就是我的老婆大人！

捧着录取通知书，像捧着圣旨

文/李多
儿子是第二次高考了，头一次高考考得还不错，超

过重点线30多分，可都怨我过高估计儿子的分数，结
果报了10个学校，没有接到一份录取通知书。那时，儿
子的眼泪整天在眼眶里转悠，我也是整天围着儿子赔
不是，生怕儿子闹情绪。

因此，这次高考，到了录取的时刻，我更是紧张。
一个亲戚在教育局工作，他告诉我，儿子报考的ⅹ

ⅹ科技大学已经录取完了，让我赶紧打电话去问。
一天后，我终于鼓足勇气给学校打电话：“请问您

收到ⅹⅹ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了吗？”说完这话，感
觉我的心“噌”的一下，从胸腔里飞出。
“有。”对方回答。
“噌——— 咚！”我的心脏一下落回到胸腔里。
儿子脸上也露出笑容。
我赶紧重问了一遍，“您再给查一下，我儿子可是

第二次高考了。他叫‘李舒’，桃李的‘李’，舒畅的‘舒’。
“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多疑？这录取通知书现

在就在我的手里，赶快来拿吧！”
我和儿子马上打车到学校去拿录取通知书。一见

儿子的老师，他对我们说：“恭喜了。考得不错，报得也
好。”

拿录取通知书，学生必须签字，我按捺不住，一把
扯过来看。那老师马上一脸的不高兴，“怎么急成这
样！”等我看清了录取通知书上的学校名称、录取学校
的红色公章，我才回过神来，赶紧向那位老师道了歉。

我和儿子在回家的路上，毕恭毕敬地捧着录取通
知书，就像捧着皇帝的圣旨那样。

回了家，家人赶紧拿过去看。可我，忽然觉得自己
头痛不已，我知道这是4年身心压力所致。

我怕得了脑溢血之类的病，赶紧躺下睡觉，那一
觉，从来没有睡那么长过，从下午4时，一直睡到第二
天凌晨。

领到儿子高考录取通知书的时刻，让人刻骨铭心。
我就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不过她是逢人便讲她儿子
被狼吃了的过程，而我则是讲我是如何打听和拿到儿
子录取通知书的。虽然我的故事并不悲哀，但是酸甜苦
辣也尽在其中，并不都是欢乐。

收到高考录取通知书

十八岁的儿子要远行 文/杨维安

老婆当年帮我报志愿

等待高考录取通知书的日子总是那样漫长，心中有揣测、有
焦急、有波澜。一旦通知书到手，笑的笑，哭的哭，难过的难
过……那一刻，似乎尝遍了人生百味。

文图无关(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