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初中就开始有白头发了，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很长一段时间里爸爸的头发都比我黑。等我自己的

孩子懂事了，每次见到爷爷，他们总问怎么爷爷的头

发比爸爸的还黑。可能是由于孙子们的质疑，爷爷不

再染发，头发一夜间全白了。爷爷不染，奶奶也便不

再染了，头发也一下子变白了。这从黑到白之间，我

顶着作家之子的标签长大，有方便，也有不便。

方便，比如我从樱花小学转到重点学校光明小

学，爸爸的作家好友罗辰生和郑渊洁叔叔都出了力，

爸爸还给光明小学的校歌写了歌词，后来我也因为爸

爸是作家，当上了班级小报的主编，每次出刊时风光

一下，只可惜出刊的频率很低。

不方便是当别人问我你爸都写什么呀、写得怎么

样这类没法回答的问题时，出于某种抵触情绪或青年

人的傲慢，我小时候不看爸爸写的东西。“我从来不看

他的书！”我自豪地跟别人说。当别人讲起爸爸写有

关我的文章时，我则会不等人家说完，便不屑一顾地

批判：“他净瞎编！”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知道爸爸是个作家，但又不

是“真”的作家。那时，我心目中的作家是卡夫卡，是

蒲松龄，他们在颤巍巍的破书桌上挑灯夜战，一生只

写一部伟大的杰作，但最后无人问津，寂寥地把稿纸

锁在抽屉里，任凭后人去发现或遗忘，自己竖起风衣

的领口消失在灰色的人群之中。很长一段时间里，我

知道爸爸是个作家，但觉得写作只是他的工作，和很

多人不同，他似乎对自己的工作乐此不疲，但那仍然

是个工作。有采访的任务，他去，然后回来写篇报道

交差；有人约稿，他着急忙慌地赶稿，妈妈常常叫了好

几遍“吃饭啦”他还不来，等来到饭桌旁时，还要抱怨

“我得把这段写完啦呀”。

我真正意识到爸爸是个“真”的作家，是等到他不

需要“工作”之后，也是在这之后，我才开始真的读爸

爸写的文字。这些文字的诞生，特别是一组关于天坛

的散记，让我意识到写作对他绝不仅仅是工作，不是突发灵感才

思泉涌那般神秘莫测，更不是坚持就是胜利、点灯熬油的痛苦勉

强。写作对于爸爸是乐儿，是习惯，是家常便饭，是不写就难受。

天气不错，温度合适，匆匆吃过早点（老三样：牛奶、煮鸡蛋、

面包），爸爸已经坐不住了，妈妈心领神会地准备好水、画本和坐

垫，拿上车钥匙，一会儿，老两口已经到天坛了。爸爸在斋宫或

神乐署里找棵大树前坐下，拿出画本旁若无人地画起来。仿佛

画是诱饵，总有人上钩。小姑娘不好意思凑近看，远远地瞄，爸

爸举起画本给她看，问她觉得如何。老妇人扭过头说，“你画我

呢吧？别给画老了！”爸爸又把画本递过去，让人家点评。天儿

就聊起来了，在偌大的天坛，尽管只是萍水相逢，但交流特别通

畅。时间不早了，爸妈收拾东西回家，清淡午饭过后，小睡一会

儿酝酿酝酿，爸爸先把上午的画修改好，然后打开电脑，天坛里

偶遇的人，他们的希望，他们的惆怅，他们不经意间的一颦一笑，

变成了爸爸的文字，什么时候写完什么时候算，妈妈喊吃饭，也

得等写完眼前这段再说。写一篇容易，您写一百篇试试。这是

活的天坛，爸爸活在自己让天坛活起来的写作之中。他已经写

了一百二十篇，天坛还没写完。

我也意识到，天坛没什么特别，爸爸一直都是这样。写作，

不管是用钢笔还是打电脑，对于爸爸，从来不是过去时，从来都

是现在进行时。从以前他小时候住过的前

门，到以后的洋桥和樱花园，再到双井和潘家

园，家搬了好几次，记忆里总是爸爸写作的背

影。爸爸一直在写。

作家有不同的定义，但没完没了总是写

的人，应该算作家吧。

爸爸老了。常有人关心地问我，“你爸现

在还写东西吗？”我说：“写啊，天天都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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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不管是用钢笔还是打
电脑，对于爸爸，从来不是过去
时，从来都是现在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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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你爸现在还写东西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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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看视频

作
家

2

上小学时，我家从南城洋桥的平房搬上

了北三环外元大都城墙遗址下的楼房。那

时，这里还很荒凉，从最近的公共汽车站下

来，有很长一段路才到家。刚铺的柏油路，记

忆里从没有汽车驶过。我们走在马路中央，

从和平里走回樱花园，阳光下黑色的路面光

滑得像河流一样闪着亮。

去近的地方，爸爸就骑车带着我和妈

妈。我先在黑色永久车的大梁上坐稳，爸爸

一边说着“扶好啦”，一边双手推车跑起来，话

音未落已经蹁腿儿跃上车，然后回头喊妈妈

“走啊”，又冲我说“扶好了，妈妈要跳上来

了”。我紧张又兴奋地握紧冰凉的电镀车把，

屁股使劲贴紧横梁，在左右摇摆中寻找平衡，

爸爸的手像脱线的木偶左右晃动，仿佛冷血

的车把突然有了生命，变成了公牛的角，愤怒

或惊恐地摆动。但转瞬间又平静下来，车又

变回了车，爸爸也找回了自己的手，妈妈的手

已经越过爸爸的身体正摸着我刚刚冒出头皮

的头发。风华正茂的爸爸载着我们，黑色永

久车温顺地划过黑色的柔软发光的河，从樱

花园，穿过和平里，穿过小黄庄、安华里那些

灰蒙蒙的居民区，去地坛，去柳荫公园，去和

平里有巨大和平鸽雕塑的新华书店。

那时爸爸很严厉，我很怕他。挨说是家

常便饭，就是皮肉之苦也不足为奇。挨说的

原因有的现在还记得，挨打的原因却一个也

想不起来，只是有两次觉得犯的错误“值得”

挨打却没挨，因而印象深刻。

一次有关鸡蛋。很长一段时间，西红柿

炒鸡蛋是我的最爱，煮鸡蛋则是我的死敌。

爸爸坚信煮鸡蛋对鸡蛋营养的破坏最少，而

且一日之计在于晨，要吃煮鸡蛋，且要在早餐

吃。爸爸把煮到十成熟的鸡蛋从小铝锅里捞起，自告奋

勇为我剥壳。在案板上就着椭圆形的中缝磕一下，那令

我无法忍受的浓浓的蛋味，就随着一股白烟从缝隙间冉

冉升起，我脑海中想起《西游记》里大小妖怪趁金箍棒还

没砸到头顶前屁股一转、披风一展消失不见时放出的烟

雾，无奈地捂着鼻子看着爸爸手中破壳而出的营养早

餐。更让我气愤的是，他剥的鸡蛋，壳是去掉了，但蛋壳

和蛋清之间那层透明的薄膜却总也剥不干净，疲沓地粘

在蛋白上，进一步降低了我的食欲。我抓起没剥完皮的

蛋，一溜烟儿跑回我和奶奶的房间，独自享用去了。一天

放学回家，一楼的叔叔守株待兔，把正吹着口哨的我请进

他家，牵我穿过客厅，直奔外面的小院。小院不大，摆满

了花，中间露出的空场打扫得很干净，不过我还是一眼就

看见犄角簸箕里沾满了土的碎鸡蛋。叔叔把我拉到花树

间，抬头指着上面的阳台，说“你不爱吃鸡蛋，对不对？”然

后便拉着我上四楼找家长，妈妈还不行，必须找我爸。由

于事发突然，没有心理准备，我不仅对每天早上从阳台

（就在我和奶奶那屋的外面）上扔鸡蛋的事实供认不讳，

而且还为了争取好态度，痛哭流涕地把塞在床底下空啤

酒瓶里的碎鸡蛋也不打自招了。有外人登门告状，且牺

牲的是爸爸特意耐心剥好的营

养破坏最少的煮鸡蛋，这在当

时我的生命体验里还是全新

的，没有先例可以参照，后果完

全无法预测。我做好了最坏的

打算。但记忆里，爸爸只是说

了些不能浪费食物之类的道

理，我暗暗等待的升温高潮一

直没有出现。第二天早上也没

有出现把失去的鸡蛋补上的可

怕情节，煮鸡蛋悄无声息地变

成了荷包蛋。

一次有关“抓紧时间”。爸

爸最喜欢“抓紧时间”，他自己

喜欢抓，也要求我抓。我不是

不想抓，只是总抓不好，抓的时

机和方法总不符合要求，屡试

屡败更增加了“抓紧时间”的紧

迫感和焦虑感。一面是“时间

就像海绵里的水”，挤挤就能流

出来；一面是“时间是有限的”，

不挤就没了；夹在两种时间里，

我总是与时间失之交臂。更吊

诡的是，这种危险在时间充裕

的情况下——而非缺少时间的

时候——更容易出现，比如假

期，尤其是暑假。在爸爸看来，

一年中，暑假是最容易犯没有

“抓紧时间”错误的几个月。那

天，外面酷日当头，屋内过堂风

吹得清爽，暑假作业早已做完，

虽然是上午，我已经玩起了刚

买不久的任天堂，魂斗罗小队

的上等兵已经勇闯二十

二关了。碰巧这天家里

只有我和爸爸。我把游

戏机的音量调到最小，

弄得每次放枪都跟蚊子

飞似的，尽量不引起另

外那屋里刚刚学会电脑

双拼打字，把新买的键

盘敲得叮咣作响的爸爸

的注意。但爸爸还是利

用工作的间隙，走到我

这屋，观察我和时间的

关系。见我正双手紧握

操纵杆，半张着嘴，紧盯

着电视里穿着蓝色和红

色紧身长裤的两个小人上下翻腾时，不禁勃然大怒，一边

大吼着什么一早上起来就玩个没完不知道好好利用假期

抓紧时间学习学习之类的话，一边走向无辜的任天堂。

我仿佛已经看见他重重地扯下电源线，生龙活虎的两个

小人瞬间消失，我好不容易打下的二十二关也化为泡影，

再说我怎么不抓紧时间了？我不是天天使劲抓呢吗？就

今天玩会儿，怎么就不行了！说时迟那时快，委屈、愤怒

双管齐下，我一跃而起，跑到爸爸的房间，狠狠地按下了

电脑的关机键，然后呆在黑屏的电脑前，不知该怎么办。

后来等我回到我的房间时，却发现任天堂还开着，小人还

跳着，二十二关都保持完好。

那天，爸爸只是惊诧地大喊了两声“小铁！”然后匆忙

地打开电脑，心存侥幸地以为只要重启得够快，一切就能

恢复如初似的。可是，那时的电脑没有自动保存文档的

功能。那天，爸爸一声不吭地一直在电脑前敲到半夜。

那时，我不知道爸爸是个作家。我知道作家是什么，

我已经开始读林汉达的历史故事和列那尔的《胡萝卜须》

了，我只是不知道爸爸是作家。他那时经常待在家里，写

字，没完没了地写。

没完没了地写就算作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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