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卖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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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刚蒙蒙亮，母亲就把我叫起来了：“琼宝，今天是这里的场，我们担点

米到场上卖了，好弄点钱给你爹买药。”我迷迷糊糊睁开双眼，看看窗外，日

头还没出来呢。我实在太困，又在床上赖了一会儿。隔壁传来父亲的咳嗽声，

母亲在厨房忙活着，饭菜的香气混合着淡淡的油烟味飘过来，慢慢驱散了我的

睡意。我坐起来，穿好衣服，开始铺床。 

“姐，我也跟你们一起去赶场好不好？你买冰棍给我吃！” 

弟弟顶着一头睡得乱蓬蓬的头发跑到我房里来。 

“毅宝，你不能去，你留在家里放水。”隔壁传来父亲的声音，夹杂着几

声咳嗽。弟弟有些不情愿地冲隔壁说：“爹，天气这么热，你自己昨天才中了

暑，今天又叫我去，就不怕我也中暑！” 

“人怕热，庄稼不怕？都不去放水，地都干了，禾苗都死了，一家人喝西

北风去？”父亲一动气，咳嗽得越发厉害了。 

弟弟冲我吐吐舌头，扮了个鬼脸，就到父亲房里去了。 

只听见父亲开始叮嘱他怎么放水，去哪个塘里引水，先放哪丘田，哪几个

地方要格外留神别人来截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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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过饭，弟弟就找着父亲常用的那把锄头出去了。我和母亲开始往谷箩里

装米，装完后先称了一下，一担八十多斤，一担六十多斤。 

我说：“妈，我挑重的那担吧。” 

“你学生妹子，肩膀嫩，还是我来。” 

母亲说着，一弯腰，把那担重的挑起来了。 



我挑起那担轻的，跟着母亲出了门。 

“路上小心点！咱们家的米好，别便宜卖了！”父亲披着衣服站在门口嘱

咐道。 

“知道了。你快回床上躺着吧。”母亲艰难地把头从扁担旁边扭过来，吩

咐道，“饭菜在锅里，中午你叫毅宝热一下吃！” 

赶场的地方离我家大约有四里路，我和母亲挑着米，在窄窄的田间小路上

走走停停，足足走了一个钟头才到。场上的人已经不少了，我们赶紧找了一块

空地，把担子放下来，把扁担放在地上，两个人坐在扁担上，拿草帽扇着。 

一大早就这么热，中午就更不得了，我不由得替弟弟担心起来。 

他去放水，是要在外头晒上一整天的。 

我往四周看了看，发现场上有许多人卖米，莫非他们都等着用钱？ 

场上的人大都眼熟，都是附近十里八里的乡亲，人家也是种田的，谁

会来买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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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母亲，母亲说：“有专门的米贩子会来收米的。他们开了车到乡下

来赶场，收了米，拉到城里去卖，能挣好些哩。” 

我说：“凭什么都给他们挣？我们也拉到城里去卖好了！”其实自己也知道

不过是气话。 

 

果然，母亲说：“咱们这么一点米，又没车，真弄到城里去卖，挣的钱

还不够路费呢！早先你爹身体好的时候，自己挑着一百来斤米进城去卖，隔

几天去一趟，倒比较划算一点。”我不由心里一紧，心疼起父亲来。 

从家里到城里足足有三十多里山路呢，他挑着那么重的担子走着去，该多么

辛苦！就为了多挣那几个钱，把人累成这样，多不值啊！ 

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家里除了种地，也没别的收入，不卖米，拿什

么钱供我和弟弟上学？  



我想着这些，心里一阵阵难过起来。 

看看旁边的母亲，头发有些斑白了，黑黝黝的脸上爬上了好多皱纹，

脑门上密密麻麻都是汗珠，眼睛有些红肿。  

“妈，你喝点水。” 

我把水壶递过去，拿草帽替她扇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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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贩子们终于开着车来了。他们四处看着卖米的人，走过去仔细看米的成

色，还把手插进米里，抓上一把米细看。 

“一块零五。” 

米贩子开价了。 

卖米的似乎嫌太低，想讨价还价。 

“不还价，一口价，爱卖不卖！” 

米贩子态度很强硬，毕竟，满场都是卖米的人，只有他们是买家，不趁机

压价，更待何时？ 

母亲注意着那边的情形说：“一块零五？也太便宜了。上场还卖到一块一

呢。” 

正说着，有个米贩子朝我们这边走过来了。 

他把手插进大米里，抓了一把出来，迎着阳光细看着。 

“这米好咧！又白又匀净，又筛得干净，一点沙子也没有！”母亲堆着笑，

语气里有几分自豪。 

的确，我家的米比场上哪个人卖的米都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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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人点了点头，说：“米是好米，不过这几天城里跌价，再好的米也卖不

出好价钱来。一块零五，卖不卖？” 



母亲摇摇头：“这也太便宜了吧？上场还卖一块一呢。再说，你是识货的，

一分钱一分货，我这米肯定好过别家的！” 

那人又看了看米，犹豫了一下，说：“本来都是一口价，不许还的，看你

们家米好，我加点，一块零八，怎么样？” 

母亲还是摇头：“不行，我们家这米，少说也要卖到一块一。你再加点？” 

那人冷笑一声，说：“今天肯定卖不出一块一的行情，我出一块零八你不

卖，等会散场的时候你一块零五都卖不出去！” 

“卖不出去，我们再担回家！”那人的态度激恼了母亲。  

“那你就等着担回家吧。”那人冷笑着，丢下这句话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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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旁边听着，心里算着：一块零八到一块一，每斤才差两分钱。 

这里一共 150 斤米，总共也就三块钱的事情，路这么远，何必再挑回去

呢？我的肩膀还在痛呢。 

我轻轻对母亲说：“妈，一块零八就一块零八吧，反正也就三块钱的事。

再说，还等着钱给爹买药呢。” 

“那哪行？”母亲似乎有些生气了，“三块钱不是钱？再说了，也不光

是几块钱的事，做生意也得讲点良心，咱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米，质量也好，

哪能这么贱卖了？” 

我不敢再说话。我知道种田有多么累。 

光说夏天放水，不就把爹累得病倒了？ 

弟弟也才十一二岁的毛孩子，还不得找着锄头去放水！ 

毕竟，这是一家人的生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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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几个米贩子过来了，他们也都只出一块零五。有一两个出到一块零

八，也不肯再加。母亲仍然不肯卖。看看人渐渐少了，我有些着急了。 

母亲一定也很心急吧，我想。“妈，你去那边树下凉快一下吧！”我说。 

母亲一边擦汗，一边摇头：“不行。我走开了，来人买米怎么办？你又不会

还价！”我有些惭愧。 

 

“百无一用是书生”，虽然在学校里功课好，但这些事情上就比母亲差

远了。 

又有好些人来买米，因为我家的米实在是好，大家都过来看，但谁也不

肯出到一块一。看看日头到头顶上了，我觉得肚子饿了，便拿出带来的饭菜

和母亲一起吃起来。母亲吃了两口就不吃了，我知道她是担心米卖不出去，

心里着急。母亲叹了口气：“还不知道卖得掉卖不掉呢。” 

我趁机说：“不然就便宜点卖好了。” 

母亲说：“我心里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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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人更少了，日头又毒，谁愿意在场上晒着呢。 

看看母亲，衣服都粘在背上了，黝黑的脸上也透出晒红的印迹来。 

“妈，我替你看着，你去溪里泡泡去。” 

母亲还是摇头：“不行，我有风湿，不能在凉水里泡。你怕热，去那边

树底下躲躲好了。” 

“不用，我不怕晒。” 

“那你去买根冰棍吃好了。” 

母亲说着，从兜里掏出两毛钱零钱来。 



我最喜欢吃冰棍了，尤其是那种叫“葡萄冰”的最好吃，也不贵，两毛

钱一根。 

但我今天突然不想吃了：“妈，我不吃，喝水就行。” 

最热的时候也过去了，转眼快散场了。 

卖杂货的小贩开始降价甩卖，卖菜，卖西瓜的也都吆喝着：“散场了，

便宜卖了！” 

我四处看看，场上已经没有几个卖米的了，大部分人已经卖完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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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也着急起来，一着急，汗就出得越多了。 

终于有个米贩子过来了：“这米卖不卖？一块零五，不讲价！” 

母亲说：“你看我这米，多好！上场还卖一块一呢„„” 

不等母亲说完，那人就不耐烦地说：“行情不同了！想卖一块一，你就

等着往回担吧！” 

奇怪的是，母亲没有生气，反而堆着笑说：“那，一块零八，你要不要？” 

那人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你这个价钱，不是开场的时候也难得卖

出去，现在都散场了，谁买？做梦吧！” 

母亲的脸一下子白了，动着嘴唇，但什么也没说。 

一旁的我忍不住插嘴了：“不买就不买，谁稀罕？不买你就别站在这里

挡道！” 

“哟，大妹子，你别这么大火气。” 

那人冷笑着说，“留着点气力等会把米担回去吧！” 

等那人走了，我忍不住埋怨母亲：“开场的时候人家出一块零八你不卖，

这会好了，人家还不愿意买了！” 



母亲似乎有些惭愧，但并不肯认错：“本来嘛，一分钱一分货，米

是好米，哪能贱卖了？出门的时候你爹不还叮嘱叫卖个好价钱？”  

“你还说爹呢！他病在家里，指着这米换钱买药治病！人要紧还是钱要

紧？” 

 

母亲似乎没有话说了，等了一会儿，低声说：“一会儿人家出一块零五

也卖了吧。”可是再没有人来买米了，米贩子把买来的米装上车，开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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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场了，我和母亲晒了一天，一粒米也没卖出去。 

“妈，走吧，回去吧，别愣在那儿了。” 

我收拾好毛巾、水壶、饭盒，催促道。 

母亲迟疑着，终于起了身。 

“妈，我来挑重的。” 

“你学生妹子，肩膀嫩„„” 

不等母亲说完，我已经把那担重的挑起来了。 

母亲也没有再说什么，挑起那担轻的跟在我后面，踏上了回家的路。 

肩上的担子好沉，我只觉得压着一座山似的。 

突然脚下一滑，我差点摔倒。 

我赶紧把剩下的力气都用到腿上，好容易站稳了，但肩上的担子还是倾

斜了一下，洒了好多米出来。 

“啊，怎么搞的？”母亲也放下担子走过来，嘴里说，“我叫你不要挑

这么重的，你偏不听，这不是洒了。多可惜！真是败家精！” 

败家精是母亲的口头禅，我和弟弟干了什么坏事她总是这么数落我们。 

但今天我觉得格外委屈，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在这等会儿，我回家去拿个簸箕来把地上的米扫进去。浪费了多可

惜！拿回去可以喂鸡呢！”母亲也不问我扭伤没有，只顾心疼洒了的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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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母亲的脾气，她向来是“刀子嘴，豆腐心”的，虽然也心疼我，

嘴里却非要骂我几句。想到这些，我也不委屈了。 

“妈，你回去还要来回走个六七里路呢，时候也不早了。”我说。 

“那地上的米怎么办？”我灵机一动，把头上的草帽摘下来：“装在这里面好

了。”母亲笑了：“还是你脑子活，学生妹子，机灵。” 

说着，我们便蹲下身子，用手把洒落在地上的米捧起来，放在草帽里，

然后把草帽顶朝下放在谷箩里，便挑着米继续往家赶。 

回到家里，弟弟已经回来了，母亲便忙着做晚饭，我跟父亲报告卖米的

经过。 

父亲听了，也没抱怨母亲，只说：“那些米贩子也太黑了，城里都卖一

块五呢，把价压这么低！这么挣庄稼人的血汗钱，太没良心了！” 

我说：“爹，也没给你买药，怎么办？” 

父亲说：“我本来就说不必买药的嘛，过两天就好了，花那个冤枉钱做

什么！” 

晚上，父亲咳嗽得更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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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对我说：“琼宝，明天是转步的场，咱们辛苦一点，把米挑到那边

场上去卖了，好给你爹买药。” 

“转步？那多远，十几里路呢！”我想到那漫长的山路，不由有些发怵。 

“明天你们少担点米去。每人担 50 斤就够了。”父亲说。 



“那明天可不要再卖不掉担回来哦！”我说，“十几里山路走个来回，

还挑着担子，可不是说着玩的！” 

“不会了不会了。”母亲说，“明天一块零八也好，一块零五也好，总

之都卖了！” 

母亲的话里有许多辛酸和无奈的意思，我听得出来，但不知道怎么

安慰她。  

我自己心里也很难过，有点想哭。 

我想，别让母亲看见了，要哭就躲到被子里哭去吧。 

可我实在太累啦，头刚刚挨到枕头就睡着了，睡得又香又甜。            

（陈子苑/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