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下区木屐巷7号，是一
座三进老宅。宅子里住着7户

人家，都是七八十岁老人。记
者大白天上门，发现老宅内一
片寂静，老人们连脚步声都是
轻轻的。“大年三十热闹了一
下子。”68岁的万淑云说，那
一天各家的子女都携家带口，
回来吃年夜饭，老宅子张灯结

彩，还放了鞭炮，那个热闹气
氛，她无法形容，只一个劲地
重复“大家高兴得不得了。”

万淑云有两个儿子，婚后
都搬出了老宅，一个住在孝陵
卫一个住在草场门。虽然都在
主城区，可孩子们忙于工作，

不常回来。尤其是二儿子，他
本人在江宁上班，女儿又面临
高考，平时只有老人打电话托
他办事，他才能请假回来一
趟。一家三口同时来老人家的
机会就更是寥寥无几。万淑云
放得下，可她的老伴王兆南却

整天牵肠挂肚，没事就往两个
儿子家打电话，问：“你们礼
拜天还回来啊？”答案往往是
否定的，孩子们忙于工作，抽
空回家吃饭的机会也不多。偶
尔，大儿子送孩子上学路过家
门口，他一定会“逮”住大儿

子说：“回家烧饭太费事了，
你就在我这里吃。”

不过，王兆南家有一个惯
例。两个儿子大年除夕，一定
会带着两个媳妇、孙子孙女上
门，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吃顿年
夜饭。为了这一顿年夜饭，王

兆南和万淑云过年前一个多
月就忙着备货了。大儿子爱吃
他们腌的鸡腿，二儿子喜欢吃
鱼，大媳妇爱吃牛肉，二媳妇
爱吃糖醋排骨，大孙子爱吃
……每上一次农贸市场，老两
口都会在心里琢磨一番，设法

买上孩子们最爱吃的，希望照
顾到每一个人的口味。

平时，王兆南老夫妻俩图
省事，喜欢“随便吃吃”。可除
夕那一天，他们一大早就起床
忙活起来了。万淑云择菜、洗
菜，73岁高龄的王兆南配菜、

烹饪。期间，一个电话接一个
电话，催问孩子们：“几时能

到？”晚上，孩子们到齐后，老
夫妻俩就打开一年打开一回
的圆桌，像变魔术似的，端上
来20几个菜。也许是年龄大
了，也许是忙得太累了，两位
老人年夜饭吃不下啥东西，可
看到孩子们吃得开心，他们的

脸上露出了笑容，仿佛比自己
吃下肚子还开心。王兆南一个
开心，还弄了两杯，和孩子们
对饮起来。吃完晚饭后，他也
不像往常一样钻进被子休息
了，他像个孩子一样，跟儿孙
们一起放鞭炮。两个媳妇很孝

顺，吃完晚饭后，争着帮老人
收拾桌子，帮忙洗碗，万淑云
心里比喝了蜜还甜。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晚
上8点，春节晚会刚开了一个
头，二儿子就坐不住了，提出
要先走了。“再玩一会。”王兆

南劝他，看完春节晚会再走。
不过，二儿子还是走了，他还
有些紧急的事要处理。紧接
着，大儿子一家也走了。“好，
慢慢走，路上一定要小心。”
两位老人走出家门，一直把他
们送到路口，在风中目送他

们，一直等看不见孩子们的身
影为止。回到家后，万淑云这
才感觉腰酸背痛，一个劲想看

春晚的热乎劲也烟消云散。屋
外鞭炮声越来越响，万淑云和
老伴却再也没心思出门看一
眼。关了电视，躺在床上，王兆
南念叨：“不晓得他们有没有
到家。”万淑云赶紧打岔，劝
他：“不早了，赶紧睡吧。”她知

道，老伴比她儿女心还重，恨不
得天天看到孩子们才高兴。

年过了，冰箱里的菜，才
动了“冰山一角”。“里面的

鸡鸭鱼肉，我们两个老头老
太两个月都吃不完。”万淑云
又在懊悔：“菜又买多了。”
不过，来年她和老伴一定还
会照常操办，等待孩子们回
来团聚。10几年了，他们年年
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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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8点，二女儿
也拎着行李走出了家门，她

要赶回合肥上班。至此，潘良
栋和张凤林家的子孙 12人
各自散开，开始了新一年的
忙碌。大门关上的一刹那，偌
大的家突然变得冷冷清清，
和女儿道别时的微笑渐渐退
去，张奶奶下意识地裹紧了

外套，嘴里喃喃道：“习惯
了，明年肯定还要回来的。”
“一年到头就数过年最

开心，这次在新加坡读书的
外孙也回来了，难得的大团
圆！”88岁的潘良栋和 82
岁的张凤林并排坐在沙发

上，眼前仿佛又浮现出几天
前满屋子的热闹场景，老人
只是安详地看着年轻人，心
里就已经感到了满足。潘老
夫妇有一个儿子和三个女
儿，除了二女儿在安徽合肥
工作，其他子女都住在南京，

但由于平时的工作很繁忙，
也只有周末有空来看看二
老，春节大团圆就成了老两

口年复一年的企盼。“大外
孙在新加坡，5年没有回来

了，二女儿的儿子远在北京
读书。孩子大了，见面的机会
就少了。”张奶奶说。

潘老夫妇每月退休金高
达 8000多元，而且年事已
高，可他们从不去饭店，每年
都坚持在家做年夜饭，图的

就是“家”的热闹劲儿。
潘老家的团圆饭，从腊

月廿八一直吃到了正月初
七。平日里潘老爱做饭，可春
节期间他患了肺炎，身体还
没痊愈，子女们便争先恐后
地揽下了年夜饭的筹备活

儿，每顿饭都有十几道美味
佳肴。“黄鳝、虾仁、鱼丸、绿
色蔬菜，都是老爷子爱吃
的。”张奶奶兴高采烈地描
述着，“老爷子牙齿不好，他
们就把牛肉、羊肉炖得很烂，
就算不习惯也会将就一下，

孩子们都很懂事。”
享受完丰盛的年夜饭，

潘老和张奶奶把4个鼓鼓的

大红包分发给孙子、外孙们，
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七

嘴八舌地拉拉家常。高高胖
胖的外孙一边看电视，一边
给爷爷奶奶讲起了他在国外
的学习和生活见闻。“他说
一些国家大事，还说什么上
网也能看到我们，有些话我
都听不懂，不过听孩子们

‘叽叽喳喳’的就是觉得高
兴。”张奶奶想起除夕夜的
情景，忍不住咧嘴笑了起来。

张奶奶告诉记者，二女儿

最后一个离开，老两口一时找
不着事情做了，便各拿了一摞
报纸一页一页地读。可时间似
乎过得很慢，报纸翻完了，才
10点钟。张奶奶又拿起扫帚，
把家里边边角角的灰尘又扫
了一遍。见记者上门采访，她

开心了，端出花生糖果，一个
劲地请记者吃，还让记者陪他
们一起吃饭。“这几天，天天
都是一桌人吃饭，两个人吃饭
不香。”爷爷蹒跚着走进厨
房，已经动起手来。

7天的天伦之乐太短暂，
90岁的曾奶奶前天又被儿

子送回了敬老院。“我有 5
个孩子，只有大儿子在南京，
其他子女在北京和西安，太
远了。”曾奶奶显得有些吃
力，每说一句话都要皱起眉
头仔细地回想一番。
“我儿子是大年三十来

接我回家的，一大桌子饭吃
都吃不完，孩子们一起来磕
头，高兴得不得了！”曾奶奶
脸上露出孩童般的笑容。大
儿子一家生活挺宽裕，可是
儿媳的身体不太好，孙子孙
女们又为自己的事业奔忙，

无暇顾及年迈的曾奶奶，无

奈之下，只好把老人送到了
敬老院。今年过年前，大儿子

来看望母亲时说，爱人的老
毛病又犯了，恐怕没有精力
准备年夜饭，他们打算带着
孙子孙女一起来敬老院陪老
人过除夕。

曾奶奶嘴上不说，心里
却颇有些失落。“不回家就

不像过年了。”儿子猜到了母
亲的心事，年三十还是打车
来到敬老院，把母亲接回了
家。看到一桌丰盛的晚餐，曾
奶奶乐开了花。“我年纪大
了，说话不清楚，他们不喜欢
和我说话。”曾奶奶一脸惆

怅，她发现媳妇尤其不喜欢

她，吃饭时单独给她弄了一
盘菜，洗碗时还把她的碗单

独放一边，“一年就回家一
次，看到大家身体好、工作
好，我也为他们高兴。大家聚
一聚，他们聊天我也听不清
楚，我吃也吃不下，不过看到
他们就安心了。”

遗憾的是，外地的 4个

子女都没回南京过年，虽然
在除夕夜接到了孩子们的长
途电话，曾奶奶仍觉得不满
足。“他们要是有空回来看
看多好！”她站在敬老院的
窗台前眺望远处，“女儿说
她明年会来南京过年，希望

他们能多回来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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