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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序　　小时候，特别希望赶紧长大，等翅膀硬了，飞出自己生活的这个村庄，去神秘陌生而充
满诱惑的外面，吃自己从来没有吃过的食物，穿自己从来没有穿过的漂亮衣服，过自己从来没有体验
过的生活。
　　后来终于离开家乡，生活在繁华的都市了。
但我发现我每天吃的还是小时候爱吃的食物，穿的也是小时候喜欢的那些衣服，生活的每一处，也都
几乎都是小时候的影子。
这才明白，不管我在哪里，我都还是那个自己。
就像一棵树，不管长得多高，枝桠伸得再远，而需要的养分，却永远都来自于脚下的土地。
　　有一年我回到家乡，看到自己曾在其中出生，长大，并生活了很多年的老房子包括小院子被拆了
，在原地重新盖起了一座陌生的新房和院子。
我胸口一阵刺痛，好像内心里一直存放着的一块东西，被人连根拔起，那里顿时空荡荡的，没着没落
地难受。
我在崭新的院子里走来走去，想找出一点点和老房子有关的碎片，心里不停埋怨哥哥：“你为什么要
拆掉老房子？
那才是我的家，你让我以后回来去哪里啊！
”　　那晚我们全家坐在新院子里剥玉米，大家边剥边讲起小时候一起在这个院子里剥玉米的趣事。
聊到酣处，我几乎已经忘记身处的环境，仿佛已经回到了小时候，还是在那个老院子里，一切都没有
改变。
我抬头看着院子上方深蓝色夜空的星星，它们还和小时候一样明亮。
我忽然觉得，有些东西，不管时空如何变迁，只要你对它的情感还在，它永远都不会消失。
　　因为我们还有记忆。
　　大约从2007年的时候，我开始陆陆续续用文字和图来记录这些有关童年回忆，有时候觉得，纸和
笔就好像一个时光穿梭机，当笔尖放到纸上的时候，机器便会带我回到过去，在那里，我会看到爷爷
，奶奶，爸爸⋯⋯我和他们还是那么熟悉，就好像从来没有分开过一样。
　　回忆就像一个大大的盒子，存放在你看不到的角落。
如果你不进去看它，它就会蒙尘。
如果经常走进那个盒子，没事打扫一下，你就会觉得它像个聚宝盆，除了你投进去的东西之外，还能
发现很多以前你没有看到过的东西。
　　感谢出现在我生活里所有的人们，他们不停地走进我记忆的大盒子，让它变得越来越丰富，热闹
。
等老了的那一天，不管我身在何处，我的灵魂都会回到大盒子里，和它们永远相伴，挺幸福的。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透明的夏天>>

内容概要

　　已经长大的你，还记得童年做过的那些事儿吗？
比如：
　　夜里打着手电去摸知了，
　　围在盛满了水的脚盆旁玩小鸭子，
　　对着课桌上的蜡烛，用空笔芯吹泡泡，吹破了，溅同桌一脸油墨，
　　还有，还有
　　一口口吮吸而舍不得大嚼的冰棍，
　　下雨天背着自己上学、放学的父亲⋯⋯
　　那些人，这些事，这过去的美好时光，全都封存在这本书里，就像一个魔盒，打开就能带我们一
起回到属于自己的童年。

　　书中还有大量作者手绘超萌插画，配合文字，让你时而大笑，时而落泪。

　　精彩内容撷录：
　　第一次打架：我委屈地站在小毛家门口。
等小毛吃完鸡蛋出来时，我站在他面前看着他。
我想打他，但我从没打过架，不知道怎么下手。
最后，我伸出双手，在他脸上满满地挠了一把。
小毛哭了，也在我脸上挠了一把，我也哭了。
我们就互相这么站着挠，一直挠到我妈听到我哭声出来把我拉走才罢，虽然我脸很疼，但觉得心里特
别舒坦。

　　偷东西吃：后来妈妈藏东西的技术越来越高，但对好吃的那种欲望所激发出来的潜力，每次都能
让我在即将绝望的一瞬间，突发灵感。
就好像那些可爱的小食物寂寞地憋在某一处，也正渴望着我去吃它们。
我总想，可能是它们在轻轻地唤：我们在这里呀！

　　吹圆珠笔芯：最好玩的是吹圆珠笔芯儿，就是把油已经用完的圆珠笔芯，侧面放在蜡烛的火焰边
上烤。
这个很需要技巧的，烤过了，会直接把圆珠笔芯烧个洞，那就没法玩了。
要放在合适的位置慢慢烤，烤得笔芯软软的，软到一定程度时，嘴含着笔芯的一头一吹，被烤软的地
方就会鼓起一个大泡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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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夏，女，网名海里的泡沫，某一个夏天出生在山西省夏县。

　　从小爱好吃穿，至今不变。
稍微长大点觉得光吃啊穿的没出息，就没事看看闲书，写写作文什么的。
此外，就是爱画画。
学画三年，做了家乡某厂的雕塑设计师。
几年后来到北京，成为一名动画、插画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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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爷　　我又梦见爷爷了。
　　我每次梦见爷爷时，都是他笑眯眯地求我去街上帮他买点吃的，包子或者花生啥的。
而我总是高兴的去买，还没买到呢，梦就醒了。
总是如此，每次梦醒，心里总是无限的遗憾。
　　也许是，在我有能力去帮爷爷做这些极其平常的事情时，我却永远没有了机会。
　　我去外婆家的时候，在外屋里红木桌子上看见一个瓷做的白白胖胖的和尚，咧着大嘴在笑，眼睛
就眯得剩一条线了，身上爬满了光着头的小孩子，我外婆说那是弥勒佛。
我觉得这个弥勒佛很亲切，就一下喜欢上了，总觉得在哪里见过。
　　爷爷家就在我们家房子的后面，只有一墙之隔，但按照村里房子的布局，爷爷要和我们见面，就
得从正门出去，顺着胡同绕一大圈才能到我们家正门。
那天早上，我在胡同口那块大石头那里玩泥巴，就看见爷爷从胡同那一头往我这边走。
他腿不好，罗圈得厉害，远处看去，腿中间的缝隙正好呈现一个椭圆形。
他走路的时候，身子一摇一摆的，再加上有点胖，很像电视里的企鹅。
看见他走路的姿势，我就想笑。
爷爷摇到我跟前时，我举着泥巴还在咯咯笑，他也就冲我咧开嘴开心地笑了起来，还露出了那排白白
的假牙。
他这么一笑，我就一下想起了外婆家的弥勒佛。
　　我把自己这个发现告诉爷爷时，他用厚实的大手在我脑门上很亲昵地拍了一下，说了句：“狗日
哋哋”就大声笑开了。
“狗日哋哋”是我爷爷的口头语，不管高兴还是不高兴他都会这么说。
我想和隔壁家四叔说他自己儿子“小兔崽子”是一样的意思吧。
　　那时候村里还没有电话，爷爷腿脚又不好，有什么事情还得跑过来，很不方便。
于是爷爷就自己发明了我们家的专用“电话”。
我们家房子的后面就是爷爷家的院子，房子的墙很厚，就算用东西在墙上使劲敲，我们不在屋里也是
听不见的。
爷爷就在墙上钻了一个杯子口那么大的一个圆洞，把废弃的手电筒连接起来放入洞里固定好，然后用
一根粗铁丝从手电筒里穿过，在铁丝的两头一边拴一个铃铛。
这样，就等于墙的两面一面有一个铃铛。
不管在哪面拉动铁丝，墙另一面的铃铛都会欢快地响起来，家里的任何角落都能听见。
我对这个土电话产生了特别浓厚的兴趣，每一天都拉动那根铁丝，听那叮叮当当的响声，然后把眼睛
贴在那个圆洞那里往那边瞧。
两分钟后，洞口那边就会出现爷爷的眼睛，还有他开心的笑声。
我会喊：“你今天好吗？
有事找我吗？
”爷爷就在那边大声答：“我好着呢，你今天乖不乖？
”或者是“你一会儿过来吃花生，爷爷买了很多。
”我们爷孙俩都对这个游戏乐此不疲，不管我们什么时候去拉动那个铃铛，对方都会很及时的出现，
然后在洞口互相喊话。
　　夏天夜晚的时候，村里会在大队里的那片空地上放露天电影。
那天晚上放鬼片《画皮》，爸妈趁我睡觉时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偷偷带着我哥和我姐去看电影了。
我醒的时候，已经快半夜了，看着空空的屋子，我害怕地大声哭起来。
我正哭得起劲，墙上的铃当就叮叮当当了响起来。
我很快止住哭声，光着脚从床上爬下来，跑到那洞口往那边看。
那边黑乎乎的，但我能听见爷爷的声音。
他安慰我不要害怕，说他马上就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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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听爷爷就会过来陪我，心里就踏实下来，坐在床上静静等爷爷⋯⋯在我们家土电话安装好后的那
个夏天，我们家成天都充满了叮叮当当的铃声和很大的喊话声。
那个声音，几乎响满了我整个的童年。
　　有时候我会感觉我哥哥姐姐不是我爷爷的亲孙子，因为我爷爷每次从集上回来，都会把我偷偷叫
到他屋里，拿出花生瓜子还有很多花花绿绿的糖块给我，老让我自己悄悄吃，别给哥哥姐姐。
当然，每次把吃的给我之前，他都会让我背一首诗或者认多少个字，背完之后他就开始给我讲那首诗
的意思。
我实在抵挡不了那些糖块的诱惑，每次都可以很顺利地背完或者认完字，但诗的意思就似懂非懂了，
不过还是很用心地听完。
每次我口袋里鼓鼓囊囊塞满花生糖块从爷爷家出来时，哥哥姐姐就会很巧地出现在门口，然后他们会
对我比以前好得多。
比如：以前我要他们带着我一起出去玩，等我准备好时，他们就唰一下不见了，我找遍所有床底下桌
子底下都找不到。
而这时候，他们会主动带我去玩，我一高兴，就忘了爷爷的话，很慷慨地把糖块花生分给他们一大半
。
　　我曾把这个疑问告诉过爷爷，爷爷说他偏着我那是因为我听话。
不过说起来我确实很听话，每次爷爷摇那个铃铛让我们过去帮他抬桶水，哥哥姐姐就会转眼间逃得无
影无踪。
我只好自己拿根木棍到爷爷家抬水。
我个子太小，就把木棍的一端放在肩膀上，摇摇晃晃在前面小心翼翼地走。
爷爷在后面用手抬着木棍的另一端，他怕我吃不消，就心疼地把那桶水使劲往后挪，都快挪到他自己
手上了。
尽管如此，我的肩膀还是被压得生疼，但我不敢放下，我听得见爷爷在我后面累得呼呼的喘气声。
抬完水，爷爷会摸着我的肩膀问疼不疼，我就装得很满不在乎地说：“一点都不疼。
”　　说实在的，我并不是有意想做个听话的孩子，也许命中注定我和爷爷是要相依为命的吧。
很小的时候，我就会很心疼爷爷。
我们家的屋顶上有个小阁楼，黑乎乎的，大人站在上面直不起腰，只能半弯着腰走。
阁楼上除了一些放粮食的大缸，还有一个“吕祖”牌位。
爷爷很信奉吕祖，每年过节都会拿很多吃的到阁楼上来祭拜。
要上阁楼只能顺着搭在阁楼口那里的一个木梯子爬上去，这对我来说很容易，但爷爷爬这样的梯子很
难，甚至很危险，但他依然很倔地坚持。
哥哥姐姐自然不乐意做这些他们觉得无聊的事，所以那些零碎的东西就靠我来一趟趟往上拿了。
我把东西拿完后，就爬下来，站在梯子下面扶着梯子，心惊胆颤地看着爷爷慢慢往上爬，每上一步，
梯子都会颤悠一下。
我在下面也绷着劲，脖子仰酸了都不敢动，等爷爷爬上去后，我也会噌噌的爬上去，看爷爷点上香，
嘴里念叨着什么保佑全家平安，让孩子们健康之类的话，然后爷爷让我跟着他一起磕头，年年如此。
　　五岁的时候，我上学了。
　　爷爷不再教我认字。
一天晚上他把我们几个叫到他屋里，教我们写毛笔字。
他教我们怎么握毛笔，怎么写。
从我记事情起爷爷的手就一直爱抖，可能是年纪大了吧。
他握着我的手教我写毛笔字时，我的小手也跟着抖啊抖的，写出的大字也跟着变得弯弯曲曲，我就老
在那里笑。
但爷爷不笑，他一直很严肃地帮我纠正。
后他自己写了很多张毛笔大字，又给我们发了几张麻纸，让我们套在他写的那张大字上一个个字地描
，一天描一张，完了就交给他。
第二天他会再次发给我们，上面多了几个红圈圈和红杠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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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说，那红圈圈是写得好的意思，红杠杠就是不好，得重写。
之后的一段日子，我和哥哥姐姐憋足了劲儿比赛自己红圈圈的数目，我们的口袋也越来越多频繁地被
花生和糖块塞得鼓鼓的。
　　我们家院子里种了很多花，都是我爷爷养的。
有两个长方形的池子，池边上是用小砖头拼成的花边；还有一个圆形的池子；池子里有月季、牡丹、
君子兰，还有很多我叫不上名字的花。
不过你仔细看，在每一种花的边上都会插着一个精致的小牌子，上面用漂亮的毛笔字写着花的名字。
这些都是我爷爷弄的，他简直把这些花当自己的亲孙子，我觉得比对我还亲。
每个晴朗的日子，都可以看见他搬着小板凳，手拿一个小铲刀，在几个花池里挪来挪去地整理。
太阳照在爷爷光光的头上，显得很亮，他的脸上笑眯眯的，好像一朵饱满的大花，和周围的小花朵很
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镇里的集会是三天一次，每次赶集我爷爷都会去，买很多吃食回来，但一般到集后第二天，所有
吃的会被我们吃得净光。
接下来的日子，我和爷爷都觉得空落落的，很是难熬。
　　周末中午，妈妈出去串门了。
我和爷爷靠在门口的柴垛边晒太阳，我说要是有花生吃就好了，爷爷笑眯眯地说了句“狗日哋哋”后
，就提议炒豆吃。
我们都被他这想法搞得很兴奋，就回家开始找豆子。
一阵翻箱倒柜后，还是我在案板下的罐子上找到一碗黑色的豆。
我和爷爷都没见过这样的豆子，圆圆的，比黄豆大一点，豆嘴是红色的，很小的一个圆点，看起来很
是好看。
爷爷说，那就炒它吧。
那个中午，我和爷爷每人口袋里装着一把炒熟的漂亮的小黑豆，靠在暖暖的柴垛上，喀嘣喀嘣嚼着豆
，听爷爷讲他已经给我讲了很多遍的当年他在部队的生活，开心极了。
　　几天后，我妈翻箱倒柜找了一大阵子，然后问我有没有见过那碗豆，我说被我和爷爷炒着吃了。
我妈很生气，把我和爷爷使劲埋怨了一顿，说她好不容易才跟别人要来这种漂亮豆子的品种，想秋天
的时候去种呢。
我和爷爷低着头，脸上堆满不好意思的表情，一声不吭地任由我妈发泄她的愤怒。
　　我喜欢和爷爷在一起吃饭，我爷爷安的假牙在嚼东西的时候会发出很好听的咯噔咯噔声，就算吃
软软的馒头也不例外，听起来让人觉得他吃的东西特别好吃。
我经常学爷爷把馒头撕一块塞嘴里嚼，可总是发不出那种很香的声音。
爷爷的饭桌上有一个苹果形状的小瓷碗，里面盛着暗红色的油泼辣椒面。
我每次吃饭都会举着掰开的大馒头跑到爷爷屋里，把那红红的辣椒抹在馒头上，抹了再抹。
爷爷会笑呵呵的说：“行了行了，知道你厉害，能吃辣，少抹点，别吃多了上火。
”等到瓶里的辣椒吃完，爷爷会从一个小罐里倒出一些干的辣椒面到那个小碗里，然后剥几粒花生米
，用刀切碎，又抓一小撮芝麻，一起放入辣椒面里。
架了油锅，油热后用勺子舀一勺油泼到那个装有辣椒的小碗中，听见“滋啦”一声，满屋顿时都是辣
椒的香味。
之后就听见我和爷爷剧烈的咳嗽声，打喷嚏声，中间还夹杂着爷爷“狗日哋哋”的咒骂声。
　　每次吃辣椒，爷爷都会给我讲一回他在部队里吃辣椒的事情。
爷爷说他年轻的时候在阎锡山的部队里，纪律特别严格，吃饭不能超过5分种。
因为菜不合胃口，爷爷每次都会从家里带去一大罐油泼辣椒，用绳子吊在床底下。
吃饭的时候，他都会很快地跑回宿舍，用指头从罐里抠出一疙瘩辣椒，再跑回食堂，把辣椒偷偷抹在
馒头里，夹起来吃。
他说那是他在部队里吃到的最好的美味。
　　到了腊月底，每一家都会忙起来。
扫屋子，蒸馒头，还有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买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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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市上很多卖对联的，红色的纸金色的大字，很是喜气。
但我们家从来不买对联，因为我爷爷会写。
每到这个时候，爷爷就显得比任何人都要忙碌。
他会在院子里放张小桌子，把一大张红色的纸折成好几折，我和姐姐用刀子把它们割成大小不同的一
条一条，然后帮着放在爷爷面前的小桌子上，用镇纸压好边缘。
做这些的时候爷爷神色很凝重地在和金粉，妈妈在炉子那里熬浆糊。
这时候我们几个小孩子都非常乖，因为每年这时候，爷爷最爱发脾气，我们稍不小心把纸弄破或者把
金粉弄洒都会让他暴跳如雷。
没办法，谁让他写的字那么好呢！
即使如此，我们还是满脸崇敬待在一边，抢着帮爷爷打下手，没有丝毫不服气。
爷爷的手总是抖，我们很担心地看着他一笔笔地写，但担心似乎是多余的，那字乍看去每一笔都因为
抖动，边缘显得不是那么光滑，但整个字看起来却刚劲有力，并透出点沧桑的感觉。
大门边、小门边的几副对联快写完时，我家院子里已经站了很多村里的邻居，他们很多不愿意去买对
联，说是买来的没意思，自己又不会写，就求我爷爷帮他们写一副。
爷爷对此乐此不疲⋯⋯下午，对联都贴完了，桌子边剩了很多红色的纸条条，我和哥哥姐姐就拿来练
字，写什么衣服满柜，粮食满仓，然后自己贴到家里的衣柜上和大缸上。
　　在我的印象里，我爷爷好像什么都会。
几乎每一天，都能看见他坐在院里，嘴里叼着一支烟，不吸，就那么叼着，两只手不停地忙着。
烟灰都长到半支烟那么长也顾不上去弹，只在咳嗽的时候，那些烟灰才被震得掉到他黑色的衣襟上。
如果他不是在花池里弄那些花，那肯定就是在叮叮当当修理家具，大到板车、锄头，小到扫炕笤帚。
我不知道家里怎么那么多要修理的东西，但无论我们需要用什么东西，只要拿出来，肯定是能直接就
用的。
别的我不知道，我就知道我每天吃饭坐的小马扎过一段就会有新的补丁出现，它从来没有在我需要坐
它的时候坏过。
最让我骄傲的是，爷爷会做一种刀子。
夏天的时候，我们吃黄瓜都要削掉皮。
爷爷会把不用的手电筒砸成一片铁皮，用剪刀裁成火柴盒那么一块一块的，再用很多工具叮叮当当在
每块铁皮上凿出一个长形的小缝，边上有锋利的刃，用它来消黄瓜皮，特别方便。
我让爷爷在那小刀片的后面钻个小洞，栓上绳子挂在脖子上，到处招摇。
这令我的小伙伴都羡慕不已。
我禁不住他们的缠磨，就带着他们到我家让爷爷做。
爷爷废了好多手电筒，才让我们一大群伙伴们每个人脖子上都挂上了一块不同形状的闪闪发亮的削皮
刀子。
　　爷爷屋里有很多锦旗、玻璃镜框，都是别人送的。
不是因为他替别人写对联，也不是因为给别人做了削黄瓜皮的刀，而是爷爷的一个绝活（这么说也许
太夸张了，但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我爷爷的父亲是个乡村医生，他传给了爷爷一套外科医学方面的书。
爷爷没事的时候会戴着老花镜在那里看书，我也看过。
那书黄黄的纸，字是用小毛笔竖着写在纸上，还是繁体，我看不懂。
然后爷爷就会收集一些药引和配药所需要的东西。
大都是些蛇或者青蛙，放在一个大瓶子里，很臭。
我记得还有一个药引很恐怖，是死小孩子的头盖骨，用来配制一副能让伤口很快愈合的药。
可能因为这个药引太恐怖难度也大，所以经常用一些动物的骨头代替。
我们村大多数人伤了或者破点皮还是喜欢去保健站包扎，毕竟那是正规的。
和我们村相邻的一个村叫“兴郎庄”，那个村的村民总爱得怪病，第一个来我家治病的是一个中年男
人，他背上长了一个大瘤，说去了县里的大医院，治疗一段时间没有效果，又没有太多钱去大城市里
看，就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念头找我爷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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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看了那个瘤就把这个活接下了。
之后他每天来我家一次，没有动刀，就只往上敷药。
大约半个月左右，那个人就带着全家人拿着一块玻璃框来我家了。
全家人很拘束，但又掩饰不住兴奋，我爷爷也很兴奋。
感谢一番后就问我爷爷收多少钱。
我爷爷很不好意思地红了脸，小心翼翼地说他不想要钱，就是听说“兴郎庄”种的红薯很甜又面，实
在要给就给篮子红薯吧。
那家人惊喜万分，隔天就送来一大麻袋红薯。
　　治好那个中年男人的病之后，那个村的人就不断有人来找我爷爷，我家的上房成了爷爷的手术室
。
每一个来治病的都无一例外的痊愈了，爷爷一时间名声大振。
一些小伤之类的病人也会来找他，爷爷每次下药手都抖啊抖的，那些药全洒在了伤口外。
没办法，最后我放学或者周末会在边上帮我爷爷下药，觉得心里特别自豪。
很自然的，爷爷还是从不收治病的钱，就偶尔要一些稀罕的家产吃食。
我想可能爷爷和我一样，天生就馋吧，爱吃。
也有一点，就是他对自己研究的药方获得成功而心里高兴吧。
他已经把给别人治病当成了一种乐趣。
　　爷爷80岁的时候，病人还是不断，他的手已经抖得比以前更厉害了。
他想把这些传给我爸，可我爸说他不喜欢学这个，他说他不喜欢看那些伤口。
每次下药，都必须我妈在边上帮着了，爷爷只管指挥。
但他说不想传给我妈妈，因为我妈妈是媳妇，在这点上他很封建，表现出少有的固执。
　　我去外地上学之后，和爷爷一起的时候就越来越少了。
爷爷看上去也更老了，耳朵也更听不清了，我每次和他说话都要很大声音他才可以听见。
周末我会像小时候一样和爷爷靠在门口的柴垛边晒太阳，我们不能像以前那么聊天了，大部分时间是
爷爷在讲，我就听，或者点头，或者对着爷爷笑。
我们爷孙俩似乎又回到以前的日子，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来交流。
　　爷爷越来越喜欢讲他的过去，那个年代对我来说是神秘的，又是好奇的，我也很喜欢听。
爷爷说我们家是一个很大的家族，有着严格的家庭教育方式。
他讲他不自由却也充满乐趣的丰富多彩的童年，在国民党部队里度过的青年，从部队出来后做教书先
生的中年，讲他教书时期因说错一句话被日本人抓起来用火差点烤死的经历⋯⋯讲这些的时候，他脸
上一直挂着和平时一样的笑意，而他的眼睛却茫然地看着很远的地方，似乎已经回到了过去那些有着
理想、抱负，也有苦难、无奈的日子。
　　我上初三的那一年，爸爸因得了胃癌而住院了。
做手术的前几天，爷爷没有了一贯的乐观，显得心烦意乱，成天魂不守舍。
那天中午吃完饭他从小桌前站起来时腿一软就摔倒了，头部撞在小桌子的角上，把小桌子都撞出去老
远。
我从学校赶回爷爷家的时候，看见爷爷躺在他那个小炕上，笑呵呵地说着一些大家都听不懂的话。
我过去喊爷爷，他并不理我，依然在自言自语。
医生说，爷爷也许脑子是清楚的，但无法和人进行正常交流了，他被撞傻了。
我远远看着爷爷那张依然熟悉的笑脸，听着他依然在诉说着他心里的故事，觉得胸口像有什么东西被
使劲揪去了一块，眼泪不停地流出来，却发不出声音。
我的脸憋得通红，嗓子里因巨大的悲痛爆发不出来而发出打嗝一样的声音，后来就被我妈拉回了家，
在被窝里哭着哭着就睡着了。
　　爷爷在床上躺了一个月，也在他自己的世界里度过了一个月。
他的脸上一直挂着笑容，谁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然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爷爷平静地离开了我们。
　　院子里晾衣绳上还挂着一排爷爷做药引用的晒干的小鱼片，在阳光下张着嘴，看上去很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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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也忽然多出了很多需要修理的马扎、锄头；　　大家都说，爷爷一辈子都是乐观的，他不愿意
接受我爸病重的事实，就傻了。
他就在傻笑中度过了也许是最痛苦的一个月，一次眉头都没皱过。
　　我一直遗憾我没能在爷爷离开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刻，和他交流点什么，当我从学校赶到家时，爷
爷已经离开了。
　　我问妈妈，爷爷临死前没说啥吗？
妈妈说，你爷爷喊你名字了。
我说哦，心里如释重负。
　　我知道我爷爷他不会抛弃我，他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刻，还是想着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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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有时候想想，海里的泡沫真像个女巫啊，她和世界大概有着某种特别的联系，生活在她这儿变得
生机勃勃，仿佛一切都披上了阳光，闪闪发亮。
她大概有间魔法屋吧，里面是讲也讲不完的故事，就等着砰地一下把我们击中，稀里哗啦感动一片。
现在，她搬出了一摞童年的故事，有图有字有真相。
哦，小孩们，颤抖吧，我敢说你们会大呼过瘾的。
而像我这样的大人们，就借机回忆胡作非为的久远时光吧，目送渐行渐远的青葱岁月，冷不丁泪水纵
横。
　　——冷水鱼　　　　我认识的泡泡，文如其人，拥有安静娴雅的气质，画如其人，是个纯朴自然
的姑娘。
没听过她说什么伟大志向，只从生活中一点一滴的收集故事，累积幸福。
读她的文，自自然然，干干净净的，没有流行的华丽辞藻，不为了搞笑而搞笑。
文笔如夏日凉爽的晚风，配上她自己画的可爱的图，就像回到了童年，翻着一本妈妈给买的图画书服
，不洒狗血，能让你笑个不停，不煽情，眼泪却止不住。
　　——豆子开花　　　　泡泡，是我们习惯用来称呼她的名字。
　　我与泡泡素未谋面，但她却是我生命中十分特别的一个人。
　　泡泡的文字和画在网上有一群粉丝，我是其中之一。
我们常常象一群贪吃的人，围在泡泡架起来的的大锅旁边等她烙饼，一块块滚烫的饼出炉，抢过来趁
热吃了，暖胃，更暖心。
　　我不止一次想过，我们为什么这么喜欢看她的文字？
答案是：泡泡的心接地气儿。
　　泡泡的地气儿源自于她在晋南乡村度过的快乐童年，以前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被她抛弃的赤子之
心。
现在的人们未必喜欢接地气儿，怕土。
大家忙不迭的想跟“土”字画清界限，对于所谓的小资生活和各种物质趋之若鹜。
但泡泡恰恰相反，她喜欢穿粗麻布裙子和花棉袄，回忆那些土得掉渣的童年琐事，嘴巴馋起来就干脆
做顿好吃的，这好吃的往往只是一碗咸菜、一锅炒馍，却让围观的我们狂咽口水。
　　是的，无论我们怎样，我们都忘不了这些粗茶淡饭和布衣带给我们的原始欲望和童年记忆，尽管
它为一些人珍视，也为一些人所鄙夷，但却是我们从不能离弃的故土和精神家园，在这个家园里，我
们是一群野孩子，自由奔跑，无惧无畏。
　　——HAPPY

Page 1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透明的夏天>>

编辑推荐

　　一本慢悠悠、暖洋洋的童年照相簿，字字有情，用被上帝吻过的记忆力，帮你还原渐渐发黄的童
年记忆，多幅精美手绘插图带我们重回童年，这不是一顿豪华五星级大餐，却是一顿舒服熨帖、酣畅
淋漓的家常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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