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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打电话来， 说三伯父无疾
而终了， 面容安详得像睡着了一样。

我立刻赶回老家。 三伯父身体
一向硬朗， 一辈子不打针不吃药不
上医院， 突然离世， 家人根本没有
准备， 买寿衣、 租冰棺、 报丧、 请
乐队、 办酒席……乱成一团糟。 我
问族长： “我能帮着干些啥？” 族
长想了想说： “去殡仪馆火化的时
候， 需要出具死亡证明书。 你读过
几年书 ， 去村委会开个死亡证明
来， 这事你去合适。”

我欣然领命， 借了辆电瓶车去了
村委会。 一个年轻的村干部在值班，
他见我进去， 倒是非常客气， 问我有
什么事。 我把来意一说， 村干部认真
地问我： “什么原因死亡的？”

我愣住了， 因为我说不出原因。
村干部加重了语气， 提示我：

“是疾病致死？ 还是突发事故致死？
比如车祸、 中毒、 火灾、 溺水等等。”

我说什么都不是， 既没生病，
也没发生事故， 就这么突然去世了。

村干部很为难， 说： “没有原
因， 这表格怎么填？” 说完， 他递
了一张表格给我。

我接过证明书表格一看， 上面
赫然印着 “死亡原因” 一栏， 按照
规定必须写清死亡原因。

“对不起，不是我不帮你，我们必
须按规定办事。 你还是回去把原因
问问清楚吧！ ”村干部双手一摊。 我
只好垂头丧气地走出了村委会。 回
到三伯家 ， 族长问我 ：“任务完成
了？ ”我把事情的经过一说，族长用
旱烟杆敲敲我的脑袋， 说：“你们读
书人真是死心眼儿， 随便胡说一个
病不就得了。 ”我羞愧不已，连连称
是。 于是又立即赶到村委会，对那个
村干部说三伯父是得心脏病死的。

村干部还是很客气， 说你把医
院诊断书交上来。

我又傻眼了，说没有医院诊断书。
村干部盯着我的脸， 说： “没

有诊断书， 我怎么相信你？”
我有点不耐烦了， 声音也不由

得拔高了， “反正人是百分之百地
死了， 全村人都可以证明。 你要是
不信， 可以上我三伯父家看看去，
眼见为实， 还要啥证明？”

村干部也恼火了， 说： “别人
怎么证明都不算数， 病死必须医院

证明 ， 事故死亡必须公安机关验
证！” 他用力拍了一下桌上的证明
书表格， 大声说： “这是规定， 这
是程序， 我也没办法！”

无奈之下， 我又出了村委会。
一路上， 我心里在自责： 完不成任
务怎么向族长交待。 忽然， 我想起
一个初中同学在乡卫生院工作， 看
来只好求他帮个忙了。 在医生值班
室， 我找到了他。

我顾不上和他寒喧，忙把来意和
他说了。 “我三伯父的的确确死了，
你帮我开个诊断书。 要是没有你们
的诊断书， 我三伯父怎么死也死不
了……”我有点语无伦次。 老同学劝
我别急，他从抽屉里拿出诊断书，爽
快地问我 ：“你想让你三伯父怎么
死？是胃癌、肝癌，还是脑溢血？”我
说现在最合格的死法就是心脏病
了，我刚才已经和村干部说过了。

老同学说： “行， 那就心脏病
吧！” 说完， 大笔一挥， 诊断书很
快就写好了。

我如获至宝， 小心翼翼地藏在
袋子里， 又去了村委会。 这次， 三伯
父终于按表格上的规定程序死了。

南风起， 小麦泛黄， 我的生日也
到了， 思绪一下子又回到了 8 岁那
年。 那天我的生日， 已被父亲忘得一
干二净， 在他看来， 生日没什么大不
了的， 和土地种庄稼一样自然。

那天一大清早 ， 我就和父亲下
地割麦， 火辣辣的太阳瞬间就把麦
子上的晨露蒸发干了。 父亲拿出镰
刀， 小心地用食指蹭一下刀锋。 然
后弯腰割麦， 麦子在父亲手中服服
帖帖倒下。 我的镰刀要小一些， 是
父亲专门为我准备的。 我学着父亲
的样子， 弓下身子。 可我是笨拙的，
小心地一把一把割着， 把割下的麦
子放在小小的臂弯间。

我开始感到累， 不停地看地头，
那么漫长， 仿佛这辈子都到不了头。
但我不敢停下来， 父亲把我甩在后
面， 我要追着他的脚印一步一移。

突然 ， 父亲喊我的名字 ， 我一
惊， 难道是父亲想起了什么？ 原来，
父亲是让我回家拿一块 “磨石”， 他
的镰刀割倒了大片大片的麦子， 钝
了。 我在路上不敢耽搁， 小跑着回
家。

谁能想到， 我到家， 竟然鬼使神
差地睡着了。 不知过了过久， 我的背
上重重挨了一巴掌， 我一个激灵跳起
来。 只见父亲怒目圆睁， 吼声如雷：
“让你回来拿东西， 活还没干完， 跑
回来睡起了大觉！” 又一巴掌， 落到
背上。 我委屈的眼泪终于流下来。

我的生日， 像一只逃窜的小兽，
急匆匆， 惶惶然。 我的童年， 从此笼
罩在父亲的严酷中。 我的生日， 再也
没有被提及。

一晃 20 多年过去了， 我与父亲
的隔膜， 都被时光冲淡。 父亲老了，
脾气也温和了许多。 我结婚的时候，
借钱在城里买了房子。 父亲把我叫
回家 ， 抖抖索索地递给我一个 6 万
元的存折———这是父母一辈子的积
蓄， 父亲挥洒在土地里的汗水都凝在
里面， 沉甸甸的。

我一下子明白了， 很久以来， 父
亲把爱深埋起来， 以忽略和冷漠的方
式呈现。 父亲吃苦耐劳一辈子， 就是
为了给孩子留下点财产。 他认为这
是无比重要的责任， 所以， 他一意
孤行地删繁就简， 直奔自己的目的。
想到这里， 忽然觉得 ， 父爱像一盏
黑暗隧道里陡然亮起来的灯， 让人有
一种想流泪的冲动。

其实， 父亲一直以自己的方式爱
着儿女。 这种爱， 忽略了过程， 忽略
了表达， 直接把他认为最正确的结果
给了出来。

病被吓跑了
因在外打工太累， 我的腰

椎病又复发了， 连走路都吃
力。 立即给曾帮我治过病的
那位熟悉医生打电话， 可不
巧他在外学习。

早上本来想去医院， 可腰
却不痛了。 正纳闷时， 一旁
上幼儿园的女儿说道： “爸
爸， 你知道你的腰为啥不痛
了吗？” 我问为啥。 女儿说：
“你昨天晚上打电话给医生叔
叔， 病一听就被吓跑了……”

你的耳朵真好看
一个同事耳疾， 去医院

看耳科医生。
医生手里拿了一个小灯照

着她的耳朵， 看了又看， 感
叹地说： “你的耳朵真好
看！”

同事心里美滋滋的， 说：
“长这么大， 第一次有人夸我
耳朵好看。”

医生： “噢？ 不过我是说
你的耳道很直， 真好看， 一
下就能看清。”

汪志 （甘肃）

父亲得糖尿病许多年了， 很可
能是以前在外应酬太多落下的 “富
贵病”。

我给父亲买了一本养生方面的
书， 专门讲如何调节糖尿病人的饮
食。 刚查出病那会儿， 父亲拿着这
本书爱不释手， 经常按照书上的说
法变着花样做吃的， 而且把家里的
香烟好酒都一股脑儿送给了别人，
还在自家园里种了一大片蔬菜， 信
誓旦旦要把身体调理好。 但久而久
之， 父亲的“馋虫”又上来了，家里来
客人， 他跟着喝半盅； 半夜里睡不
着， 偷偷趴在床头吸两口。 最要命
的是猪头肉， 简直让他想得发疯，
有事没事到菜市场瞅两眼，过段时
间就买回来解解馋。 母亲常常笑话
父亲，说：“这老头，不怕死。 ”父亲
嘿嘿笑着说：“与其活着受罪，还不
如让我的胃舒服舒服呢。 ”

可最近一段时间， 父亲真的把

所有不适宜的东西都戒了。
对他的变化， 我挺吃惊。 父亲

说， 前两天， 他去看望一个出车祸
住院的朋友， 朋友的情况并不太严
重， 只是一点皮外伤。 当时， 朋友
才六七岁的外孙趴在床头上， 哭得
上气不接下气 ， 边哭边说 ： “姥
爷， 你一定不要丢下我， 我要姥爷
陪我长大 。” 听得朋友泪眼婆娑 ，
父亲也是心头一颤。

父亲说： “我不能让我的小外
孙女儿在长大前就失去亲人。 从我
自己做起， 那些东西， 戒了！” 掷
地有声。 原来父亲转变态度并不是
“贪生怕死 ”， 也不是希图长命百
岁， 不过是不忍让他的外孙女儿在
童年时期就承受丧失亲人的痛楚。

从那之后， 父亲的血糖指数真
的平稳下来了。 父亲已经找到了一
剂极其有效的治病良方， 这个方子
就是亲情。

死亡证明
黄建如 （江苏）

父亲的治病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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