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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源 于 大 众 、源 于 生 活 。 她 用 流 淌 的 文 字 ，讲 述 人 间 的 喜 怒 哀 乐 ，品 味 生 活
的酸甜苦辣。数百年儒风浸润之下的九江，一直活跃着一个在精神家园笔耕不辍的
文 学 爱 好 者 群 体—— 南 海 儒 林 笔 会 。 于 此 处 ，我 们 开 设《儒 林 文 学》栏 目 ，与 大 家 一
起讲述九江故事、分享生活感悟。欢迎大家关注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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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文学·《我和我的祖国》征文获奖作品

我 妈 是 个 年 逾 古 稀 ，而

且是个半文盲的老人，但她

却能颇为熟练地把玩微信：

发 语 音 信 息 ，打 微 信 电 话 ，

查 看 朋 友 圈 。 这 是 她 每 天

的必修功课。逢年过节，或

遇上儿孙的生日，她就会给

远 在 外 地 的 子 孙 发 微 信 红

包。她对微信的追捧，绝不

逊色于追求时尚的年青人，

但 又 不 同 于 年 青 人 对 微 信

的 依 赖 。 我 妈 是 个 实 在 的

人，她只是觉得微信是个好

东 西 ，可 以 让 她 不 掏 钱 ，就

能与远隔异地的孩子们 、孙

辈 们 聊 天 ，互 通 信 息 ，还 能

通 过 朋 友 圈 追 随 子 孙 们 的

步 伐 ，去 了 解 遥 远 的 、多 彩

的世界。

最 近 几 天 ，我 妈 像 走 火

入魔似的频繁查看朋友圈，

每 次 查 看 ，总 会 喃 喃 地 说 ：

芝芝去了古巴，芝芝去了古

巴，去看看古巴吧！

芝 芝 是 我 的 姨 甥 ，她 还

只是个大三的学生，这几年

的寒暑假，都会与她的同学

穷 游 世 界 。 本 来 说 好 今 年

是去美国的，但去到美国的

水牛城玩了几天后，向当地

的旅行社一打听，可以解决

签证问题，就这样辗转去了

古巴。

在 我 还 很 小 、还 不 认 识

几个国家的时候，就知道有

一 个 遥 远 的 地 方 叫 古 巴 。

因为奶奶从小就告诉我：我

有 一 个 在 古 巴 的 伯 父 。 这

是因为解放前，家乡的生活

实在艰难，九江人纷纷向世

界各地出发，以谋取生存的

资本。就这样，我的伯父和

一 些 乡 亲 们 到 了 远 隔 万 里

的 加 勒 比 海 岛 国 —— 古

巴。那时，书信是唯一的通

信方式。而书信来往一趟，

要好几个月，解放初期到我

爸妈结婚那段时期，伯父陆

陆续续寄过一些信回来，后

来，就断了音讯。我的奶奶

是 带 着 深 深 的 遗 憾 与 牵 挂

离开这个世界的。

如 今 ，作 为 外 孙 的 芝 芝

踏足了那个名字熟悉，实则

陌生的国度，应该是触动了

我 妈 内 心 的 那 根 弦 吧 。 我

妈 是 个 念 旧 的 人 。 她 与 伯

父 虽 从 未 谋 面 ，但 她 深 知 ，

她当年能和我爸顺利结婚，

离 不 开 伯 父 万 里 迢 迢 的 汇

款资助。同时，她也收到过

伯父的祝福信。她的内心，

仍盛着对亲人的怀念。

尽 管 我 妈 戴 着 老 花 镜 ，

全 神 贯 注 地 捕 捉 芝 芝 在 朋

友 圈 发 的 一 张 张 相 片 。 可

惜，她还是失望了。她没寻

到 她 想 要 的 。 哪 怕 是 蛛 丝

马迹。末了，她不忘调侃一

句：古巴的街道就像上世纪

80 年代的九江啊。的确，从

芝芝发朋友圈的照片看，除

了阳光海滩颇为吸引外，街

道有些破败，与改革开放初

期的九江并无大异。

退 出 朋 友 圈 ，我 妈 摘 下

眼 镜 ，语 重 心 长 地 说 ：真 没

想 到 ，几 十 年 过 去 了 ，古 巴

是 这 样 的 。 外 面 的 世 界 看

看 就 好 ，看 够 了 ，还 是 回 家

最好。

想不到的何止这些？我

妈想不到古巴是这样的，我

想 不 到 我 妈 对 微 信 是 这 样

的 重 用 。 还 有 想 不 到 的 是

……

微信是这几年流行的通

信方式。改革开放后，我国

的 通 信 事 业 飞 速 发 展 起

来。改革开放十年后，各家

各 户 陆 陆 续 续 用 上 了 固 定

电 话 ；上 世 纪 九 十 年 代 初

起 ，BB 机 是 每 个 成 功 人 士

和 年 轻 人 的 标 配 。 就 在 那

时 ，我 家 也 用 上 的 固 定 电

话，这让我们与外地的亲友

拉近了距离。记得有一天，

我 舅 骑 车 载 着 外 婆 从 农 村

的 家 来 到 了 镇 上 的 我 家 。

原来，外婆与远在加拿大的

姨婆约好了，要来一次电话

聊天。

那 天 ，吃 过 午 饭 ，我 与

姐姐收拾碗筷。这时，电话

响 了 ，是 我 妈 接 的 ，“ 阿 姨 ，

是 你 啊 ？ 你 老 人 家 还 好

吧 ？ ……”寒 暄 过 后 ，我 妈

把电话递给了外婆，外婆接

过 话 筒 ，像 个 小 孩 子 般 兴

奋，声音有些颤抖地与姨婆

互相诉说着近况，她们说了

些 什 么 ，大 多 我 已 毫 无 印

象 ，但 有 一 句 ，我 至 今 仍 清

楚记得，就是外婆反复叮嘱

姨 婆 要“ 带 挈 ”一 下 大 妹 和

二妹。大妹 、二妹是我舅的

两 个 女 儿 ，也 就 是 我 的 表

妹。当时，我不明白“带挈”

是 什 么 意 思 ，就 去 问 我 姐 ，

我姐悄悄告诉我：就是让姨

婆在加拿大物色个男人，介

绍 给 表 妹 认 识 ，然 后 ，让 表

妹嫁到加拿大去，当个过埠

新娘。我听了，吓得舌头伸

出好久也缩不回去。

但 不 可 否 认 ，那 时 有 女

儿的人家，都希望女儿当个

过埠新娘，以改善家里的生

活 。 他 们 不 觉 得 这 是 一 种

极大的冒险，反而觉得是一

件颇为体面的 、甚至是值得

骄 傲 的 事 。 那 是 因 为 当 时

大家的生活都不好。

如 今 ，我 的 外 婆 已 作 古

多 时 ，即 使 她 仍 健 在 ，她 能

想 到—— 她 的 两 个 孙 女 ，即

使不当过埠新娘，但一样能

拥 有 幸 福 的 生 活 吗 ？ 我 的

两个表妹，都各自在这里有

了 温 馨 的 家 ，通 过 努 力 ，都

有 了 属 于 自 己 的 房 子 、车

子。每年寒暑假，都带着孩

子自驾游。

还 有 ，我 那 想 必 早 已 魂

断异邦的伯父，他会想到在

他的大半个世纪后，家乡的

晚 辈 、亲 人 ，每 年 都 会 陆 陆

续 续 地 向 世 界 各 地 再 出 发

吗 ？ 当 然 ，他 们 可 不 为 淘

金 ，不 为 谋 生 。 往 昔 ，伯 父

他们背井离乡时，只顾低头

走路，心中的凄苦悲凉不足

为外人道。如今，家乡的亲

人 ，昂 首 阔 步 ，潇 洒 自 信 地

走在异国他乡的路上，只为

了看见或美好 、或新鲜的事

物。那是因为，日渐强大的

祖 国 已 成 为 我 们 坚 强 的 后

盾，足以撑起每个中国人的

脊 梁 。 让 我 们 可 以 环 视 世

界，开拓更广阔的视野。当

然 ，伯 父 他 们 更 想 不 到 ，当

身 处 异 邦 的 中 国 人 遭 受 天

灾人祸时，我们的祖国第一

时间作出行动，去保护每个

中 国 公 民 乃 至 每 个 华 人 的

安 全 。 前 几 年 的 叙 利 亚 暴

动骚乱中，数以万计的中国

公 民 平 安 撤 离 。 这 在 伯 父

的 年 代 ，也 许 只 能 祷 告 神

灵，祈求上苍的保佑了。这

些，足以告慰伯父和其他为

谋 生 而 未 能 魂 归 故 里 的 乡

亲的英灵。

谁又想到：BB 机就这样

无 声 无 息 地 退 出 了 通 信 的

舞 台 ；过 埠 新 娘 ，而 今 已 鲜

有听闻……

但 我 坚 信 ：在 不 可 知 的

未来，肯定会有更多意想不

到 的 美 好 等 着 我 们 去 体

验！我和我的后辈们，还会

不 断 的 从 家 乡 向 世 界 各 地

再出发，因为：世界很大，都

想去看看！

强大的祖国根植在我们

的心中，让每个中国人有信

心 与 胆 色 踏 足 在 世 界 任 何

一 个 角 落 ，不 再 彷 徨 ，不 再

忧虑……

向世界再出发
◎李多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