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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女友，她结婚时，丈
夫很穷，两人租了城郊一个农户的
三间房子。婚后为了省钱，又退了
两间，只留下住人的一间。日子过
得拮据而简陋。

前两三年，她还很开心，自从
孩子出生后 ，她渐渐有了埋怨 。
埋怨房子太小，家里窝憋；埋怨男
人挣钱太少，使她和孩子跟着受
罪。后来 ，她的埋怨越来越多 。
大事小事，都要埋怨。一些鸡毛
蒜皮的事，都成了天大的事，影响
她的情绪，使她喋喋不休。甚至
家里买了房子，她都没有表现出
多少高兴。她说：“房子是人基本
的东西，别人一结婚就有了。我
嫁给他，过了八年苦日子，才买下
这套房子，并且还该了账，有什么
可高兴的呢？”

后来她老公挣的钱越来越多，
不仅还清了欠账，买了车，家里有
了存款，还在市里黄金地段又买了
一套大房子。邻居们都羡慕她。
知道她以前的人都说，她那时候是
有慧眼，就像《红楼梦》里贾雨村
以为娇杏的那样，是个巨眼英雄，
所以选择了一贫如洗的她老公。
如今她老公像贾雨村一样飞黄腾
达了 ，虽然没做官 ，却挣了很多
钱，使她像阔太太一样，享着福。

可是我每次见到她，她都愁眉
不展 ，并且越来越愁 ，越来越哀
怨，身体也越来越差。去年夏天的
一天，我在街上闲逛，正遇上她出
来买东西。才说了三句半话，她就
当街哭起来。先还哽哽咽咽，后来
索性放出了悲声，哭得简直站不住
了。我连忙扶她到路边长椅上坐

下，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她 说 ，她 和 老 公 过 不 下 去

了。问她为什么？她说，她老公
不爱她。我以为她老公也和有的
男人一样，有钱就学坏了。她却
说没有 ，老公一直都对她很好 。
可是他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刚
结婚的时候……她对我讲起了许
多她和老公刚结婚时的事，又说
起了现在。最后下结论说：与其
过现在的日子，还不如回到当初
贫困的时候，那时候，他对我是那
样好。

我一听就笑了。我说，如果真
的可以选择，你回到刚结婚那样的
日子，过不了两天，你就又想回来
了。人都是会变的，你老公虽然现

在变得不像年轻时那样浪漫，可是
据我所知所见，又听了你刚才讲
的，我觉得你老公对你挺好啊。他
现在变得更疼爱你了。

她 停 止 了 哭 泣 ，问 我 ：真 的
吗？我为什么感觉不到呢？

我说，你应该从心里放下以
前的日子，全心全意地过今天的
日子，就说比，你也不能总拿现在
的你丈夫，跟以前年轻时的他做
对比。你要以以前的生活，跟今
天的生活做对比。那样，你就会
开心了。

你想想看，你以前烦恼，是因
为没有钱，没有房子。现在你房
子、车子、钱都有了，孩子也长大
了，不用你操心了，老公又对你这

么好，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还
有什么不能使你开心呢？

我记得你以前说，刚结婚时你
们没钱，你老公用一辆破破烂烂的
自行车带你出去旅游，途中买一支
冰棍给你，你都觉得你是天下最幸
福的人。现在你老公给了你房子、
车子，给了你这么好的生活。想去
哪里，他都肯放下工作，开车陪着
你去。你不想和他一起去，想一个
人出去，他帮你报团，让你想去哪
儿就去哪儿，你怎么反倒感觉不出
幸福了呢？

这时，她已经完全停止了抽
泣。擦干了眼泪，开始思考。然后
说，是呀，照你这样说，我现在真
的是应该生活得很高兴，感觉很幸
福才对呀！可是我为什么常常感
到伤心呢？

我说，那是因为你现在一直
还是沉湎在你以前的日子里，忘
不掉过去所受的委屈。你赶快再
不要想以前的事了。放下过去，
敞开心怀，好好拥抱未来。你换
位思考，有多少人都期盼过上你
现在的日子。有多少人都在羡慕
你。你再不要想不开。幸福是思
想的花朵。你以愁苦浇灌它，它
就结出的是哀怨；你以快乐浇灌
它，它才能结出幸福。你想开了，
放开了，你的心灵也就开出幸福
的花了。

她稍稍展开了眉头，脸上露出
了一丝难得的笑容。

前些日子，我去参加一个画
展，没想到在画展上遇到了她。一
年不见，她的变化令人感到惊讶。
她不再是那个憔悴的、病恹恹的、
一脸苍白的女人，她拜了一位老
师，学习画画，身形轻快，意气风
发，面色光洁亮丽，眉里眼里都透
着幸福。

看我一脸诧异的样子，她笑
着对我说：“思路一变天地宽，我
的思想也开花了。谢谢你上次开
导我。”

幸 福 是 思 想 的 花 朵
○ 于小燕

草木正是旺盛生长的时期，
到处一派油油的碧青，生意盎然
不只是春日的词汇，此时雨后的
夏日更见生命的蓬勃之势。

转眼，伏天就来到了，阳光从
早晨开始已十分亮堂了，灼灼的
光 芒 仿 佛 在 告 诉 你 暑 热 的 严
厉。因为要去赶一班地铁上班，
时间上有些仓促 ，脚步匆忙 ，又
刚 吃 了 早 饭 ，走 一 会 儿 就 出 汗
了，又热又燥。

人行道右边是茂密的杨柳，
左 边 是 随 道 路 绵 延 着 的 花 坛 。
叶子上挂着清透的水珠，偶有风
来 ，水珠飘飘扬扬 ，调皮地落在
人的脸上、手上，一阵清凉。

仰头看看如眉的柳叶，莞然
而笑，暑热和急躁的心绪也跟着
舒缓了。

左边的花坛种的是四季青，
正 走 着 ，发 现 四 季 青 里 有 几 朵
花，认出来竟是石竹花。

石竹花我并不陌生，常在小暑
时节盛开。从前在家乡读书时，我

们 学 校 的 花 坛 里 种 了 很 多 这 种
花。教语文的老师很喜欢诗词，石
竹花盛开后，喜欢摘一把插在她的
宝贝白瓷瓶里放在讲桌上，并教我
们背诵唐代诗人独孤及的诗句：

“殷疑曙霞染，巧类匣刀裁。不怕
南风热，能迎小暑开。”

至今我清晰地记得石竹花在
我 们 那 简 陋 的 教 室 里 明 媚 的 样
子，和语文老师的面庞一样温柔
明亮，我们从来没见过她这样温
和的样子。在我们心中，她总是
以严厉的形象出现。那天，她穿
着白底紫花的棉布长裙，在讲台
上教我们背诗 ，语调舒缓 ，声音
清澈，像山涧里的溪水泠泠。

我们一下子精神振奋，大声
地背诵着诗句，郎朗的声音吸引
了很多外班的同学，我们更加得
意了 ，背得更起劲。其实 ，那时
快要期末考试了，大家心里多少
都有点压力 ，又加上条件简陋 ，
天气炎热 ，大家恹恹欲睡 ，教室
的气氛很不好 ，暗沉压抑憋闷 。
这样大声背诵诗句，不期然成了
很好的消暑良方。

看到过一段话：“苦热的小暑，
总是让人心绪躁动不宁。读读几
首消暑诗，不觉间也就心静而自然
凉了。其实，不光是对暑热需要心
静，世上的许多事情都需要淡然处
之，唯有淡然，才会淡定。”

小 暑 以 后 ，天 气 越 来 越 炎
热 。 想 起 当 年 语 文 老 师 教 我 们
背 诵 古 人 诗 句 的 深 意 也 正 是 如
此 吧 。 心 静 自 然 凉 。 不 只 是 自
然界的炎热 ，人生路上 ，要时常
保 持 着 这 种 淡 定 的 心 态 才 好 。
年岁渐长，愈发觉得这种心态的
可贵和不易。

心静神清夏日长
○ 耿艳菊

母亲个性要强，几年前，她养了猪，喂了
鸡，还种了好几亩田地，每天忙得晕头转向，
我和妹妹常听到她抱怨农村生活太苦，劝她
少种一点，少养些家畜家禽，她又不肯，说只
要有点力气就要自力更生，不给我们添麻烦。

母亲不肯服老，总觉得自己还年轻力
壮，干起农活来一点也不含糊。棉花、油菜、
芝麻、黄豆，花生全都种起来，一样也没落
下。母亲还把房前屋后的荒地开垦了出来，
种上了蔬菜。吃不完的菜，就挑到镇上去
卖，她挣的钱除了自己开销还有节余，每每
向我们提起一脸得意。但长期劳作的结果，
就是身体越来越差，渐渐地，母亲查出腰椎
间盘突出，再后来经常腿疼，头疼，睡眠质量
也差，常常半夜就醒了，怎么也睡不着。

养猪是个麻烦的活儿，一日三顿一顿
都不能少。猪生了病很让人担惊受怕，稍
有 闪 失 所 有 的 付 出 就 白 费 了 。 鸡 也 容 易
生病，三天两头喂药，还总不见好，见一只
只半大的鸡就那样倒下，母亲开始力不从
心，渐渐觉得养这些太费工夫，成本又太
高，实在不划算。种地也不让人省心，种
子辛辛苦苦播下去，刚长出鲜嫩的苗儿，
鸟 儿 就 争 先 恐 后 地 当 成 了 美 味 。 她 常 常
跟我念叨生活的不易，我和妹妹反复劝她
地少种点，鸡少养点，猪干脆不养，只种点
小菜供自己吃，生活费由我和妹妹接济。

许是我们唠叨得多了，她渐渐听了进去，不再坚持。
母亲不养猪了，她渐渐体会到少养这些家畜家禽的好处，

鸡也养得少了，一些田地转租给了别人，只留了家门口那一块
地种点蔬菜。事情少了很多，自然轻松起来，有了空闲时间休
息和会友，母亲气色好了很多，很少听她唠叨了；我们给她钱，
她悉数收下，再也不像原来那样推三阻四；给她买的营养品，她
也不会舍不得吃。母亲开始服老。她常说：“老了，不能再那么
拼命干活了，有口吃的就行了。要努力让自己活得健康，老了
自己能吃能动就是福气。”

母亲开始服老了，她懂得有什么需求直接跟我们说了，想要个
破壁机，她给我打电话，让我帮她买，想穿新鞋了，她给妹妹打电话，
让她给她买双回来。我们渐
渐体会到被母亲需要的滋味，
也想着提高她晚年生活的质
量，想尽办法买各种时尚物品
供她消遣。看我们总是想着
法子哄她开心，母亲是幸福
的，是开心的，是满足的。

母
亲
学
会
了
服
老

○
刘
德
凤

老爸和老妈年纪大了，闲了下来。两个人每天 24 小时，几乎形
影不离。两个人聊天聊到无话可说的时候，就看会儿电视。看电
视看到百无聊赖的时候，就静静地对坐一会儿。

那 天 ，老 爸 对 老 妈 说 ：“电 视 也 没 啥 好 看 的 ，不 如 我 给 你 读 会
儿 报 纸 吧 ！”家 里 有 我 订 的 几 份 报 纸 ，还 有 我 收 到 的 样 报 。 老 爸
的 眼 睛 极 好 ，一 点 也 不 花 ，报 纸 上 再 小 的 字 他 都 看 得 清 清 楚 楚 。
老妈的眼睛不好，看不了报纸。老爸便做老妈的眼睛，两个人一
起看报纸。

老 爸 知 道 老 妈 的 喜 好 ，于 是 就 捡 报 纸 上 她 感 兴 趣 的 内 容 来
读。说实话，老爸不是合格的朗读者，他读得磕磕绊绊，还有些字
不认识。但这并不妨碍两个人愉快交流，也不妨碍两个人和谐沟
通。老爸读报的时候音调稍显生硬，语气也有些不大自然，经常逗
得老妈笑起来。读到两个人都感兴趣的片段，老爸还会停下来，跟
老妈讨论一番。

“那个，一个‘保定’的‘保’字，下边一个‘火’字，念啥？”老爸
读 着 读 着 卡 住 了 。 老 妈 说 ：“ 哎 呀 ，你 真 是 没 文 化 ，这 个 字 念‘ 煲
汤’的‘煲’！继续读！”老爸嘿嘿一笑说：“我认识的字，都快忘得
差不多了。”老爸读得断断续续，但是在老妈听来却乐趣无穷。她
得意地纠正老爸读错的字，还不忘自我夸耀一番：“你呀，就是不
如我有文化！”老爸依旧嘿嘿地笑：“那是当然！你上学的时候是
高才生嘛，我能跟你比吗？”

有一次，老爸在我收到的样报上看到我写的文章，兴奋地招呼
老妈来看。老妈把报纸拿得远远的，眯着眼睛看，还是看不清楚。

“赶紧给我读读，看闺女都写了啥？”老妈命令老爸。那是我写的
一篇抒情散文，老爸可能看得似懂非懂，不过一点也不影响他的读
报兴趣。老爸又开始磕磕绊绊地读起来，读得特别认真。不过，老
爸把我的文章读得那么索然无味，我还是有些无奈。老妈却听得
饶有兴致，还不时评价评价：“写得蛮不错的。你读好一点，好好
的文章被你读得乱七八糟的！”老爸便开始更加认真地读起来，虽
然依旧读得让人无奈。

我见老爸给老妈读报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一件乐事，就有意把
最适合他们看的报纸留下了。那次我写了一篇关于老爸和老妈老
年生活的文章，发表在报纸上。收到样报后，我把报纸拿给老爸
看。他笑得嘴巴都合不拢了，急着把文章读给老妈听。我的文章
中写到了爸妈的生活，里面表达了对他们的爱。有些话，在生活中
我是说不出口的，但可以写在文章中。老爸读着那些话，脸上浮现
出害羞的表情，读得更加不流畅了。老妈也有些害羞，两个人仿佛
是被老师表扬的小学生，很有些受宠若惊。他们或许不大适应，自
己的形象以这种方式出现在报纸的版面上。

我看着老爸给老妈读报的温馨场景，心中温柔地一动。我想
好了，以后要多写写爸妈的生活，多为他们留下点美好回忆，也多
让老爸为老妈读报。即使老爸读得不那么好，但在老妈听来却是
最有意思的。

我想，爱情老了的样子，就是两个人无论如何交流，无论交流
点什么，都那么自然有趣，都那么和谐温馨。岁月安稳，爱情细水
长流，老了的爱情依旧是最美的模样。

老爸为老妈读报
○ 马亚伟

三 伏 天 气 温 达 到 顶 峰 ，动 一 下 就 一 身
汗，甚至觉得呼吸都不均匀了，实在是奇热
难耐。越是这样的时候，人们越懂得善待自
己 ，尤 其 是 善 待 自 己 的 胃 。 困 境 中 善 待 自
己，一直以来都是人类的智慧之举。苦夏漫
漫，但因为人们总想法子在吃上面弥补，所
以伏天里就有了口福。

“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
这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俗语。人们用一顿美
味的饺子迎接三伏天的到来，记得小时候条
件不好，吃一顿饺子算得上比较隆重盛大的
事了，除了过年平日里需有好事、喜事才能
吃一顿饺子以表庆贺。“好吃不过饺子”，也
是我们的俗语，可见人们对饺子的重视。头
伏的饺子，像是一种仪式。一家人围坐在一
起 ，热 热 闹 闹 包 饺 子 。 美 味 的 饺 子 端 上 餐
桌，意味着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到来了，要做
好全面准备。

凉 面 是 炎 夏 的 标 配 ，“ 二 伏 面 ”并 不 稀
奇。面条照例是手擀面，细细长长地抖在沸
水 里 煮 下 去 ，很 快 就 可 以 出 锅 。 面 条 煮 出
来，是要用凉水淘的。伏天人贪凉，二伏面
要凉个透彻。父亲打来井水，用井水淘面，
直到淘到冰凉为止。井水是拔凉的，那种凉
虽然是透心凉的感觉，但并不觉得生硬，反
而有点温厚的味道。凉凉的面条，白生生地
卧在大碗里挑动着人麻木久了的食欲。在
面条上浇上花椒油、蒜汁和麻酱，再放上黄
瓜丝儿、绿豆芽儿之类的菜码，一碗吃下去，
爽 滑 过 瘾 。 味 蕾 像 是 被 唤 醒 一 般 ，格 外 兴
奋，忍不住还要再来一碗。那种凉爽的味道
直抵心间，觉得再热的夏天都不怕了。

到了三伏，炎热已经有点偃旗息鼓，早晚还会有凉爽的感觉，
但天热起来还是威力不减。这样的时候，吃烙饼摊鸡蛋是一种享
受。烙大饼是很有技术含量的，巧手的主妇烙出来的饼浓香扑鼻，
松软可口，特别好吃。技术不过关的主妇烙出来的饼硬邦邦的，没
香味。我的母亲并不擅长烙大饼，但她很聪明，改做酥油饼或葱油
饼，因为是用油煎的，吃起来香极了。烙饼的标配是摊鸡蛋，鸡蛋
是家里的鸡刚下的，磕在大碗里，满满摊上一碗，裹在饼里吃，香
得流油。这样的美食，家常普通，却是我们味蕾上永远的惦念。

当然，伏天除了这些人工的“美食制造”，还有大自然馈赠的天
然美食。因为气温高，各种瓜果的生长都到了空前旺盛时期。阳
光 充 足 ，雨 水 丰 沛 ，瓜 果 的 味 道 也 最 美 。 瓜 园 里 ，西 瓜 鼓 得 圆 圆
的，遍地都是，让人感觉到夏的慷慨。西瓜最是解暑佳品，在地窖
里放一段时间吃更是美味无比。汪曾祺写到吃西瓜时说：“一刀下
去 ，咔 嚓 有 声 ，凉 气 四 溢 ，连 眼 睛 都 是 凉 的 。”这 样 的 描 述 极 为 形
象。一只大西瓜，刀劈开来，大快朵颐地吃上几块，清甜凉爽，会
让人深深感受到伏天之福。如果说西瓜是豪门主帅，甜瓜、菜瓜之
类的就算是小门小户了，根据自己的喜好尝尝鲜，你会觉得夏之味
道太丰富了。桃园里，桃子陪伴人们整整一个夏天。早熟和晚熟
的 品 种 你 方 唱 罢 我 登
场 ，一 直 不 曾 间 断 ，三
伏 天 的 桃 子 味 道 最 甜 。
在 我 印 象 中 ，西 瓜 属 性
是 凉 ，而 桃 子 的 属 性 则
是 温 。 在 桃 园 里 ，吃 上
一只带着阳光温度的桃
子，真的是太美味了。

大自然从来都是公
平 的 ，人 类 也 是 富 有 智
慧 的 ，会 让 世 界 达 到 一
种平衡。伏天有美食相
伴，未尝不是福天。

伏
天
的
口
福

○
王
国
梁

侄 女 随 父 亲 去 参 加 一 个 亲 戚
宴 会 ，席 间 有 一 位 亲 戚 知 道 侄 女
今 年 高 考 ，就 一 直 追 问 她 考 了 多
少 分 。 侄 女 考 得 不 太 理 想 ，便 含
糊 回 答 道 ，没 考 太 好 ，只 能 上 普
通 学 校 。 没 想 到 那 个 亲 戚 仍 穷
追 不 舍 地 问 ：那 报 的 是 什 么 学
校 ？ 不 是 好 学 校 读 出 来 找 工 作
不容易呀……因为这个亲戚不依
不 饶 地 打 听 ，侄 女 对 其 厌 烦 到 极
点 ，整 个 饭 局 再 也 没 有 和 他 说 过
一句话。

识趣是什么？识趣就是知趣，
懂 得 拿 捏 分 寸 ，知 道 在 不 同 场 合
下说不同的话，做不同的事，不招
人厌烦。家乡人有句话叫：“出门
看天色，说话看眼色。”看天色，可
以免受风雨之苦，看眼色，可以语
出 人 喜 欢 ，沉 默 人 悦 意 。 还 有 一
句 话 也 很 有 意 思 ：“ 不 打 勤 ，不 打
懒 ，专 打 不 长 眼 。”不 管 勤 也 好 懒
也罢，关键是说话做事要有眼色，
识时务，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记得小时候，在别人家玩，母
亲总告诫我们，别玩时间长了，要
有 眼 色 ，莫 等 到 人 家 要 吃 饭 了 还
不 知 道 回 来 。 爱 情 上 ，当 喜 欢 上
一 个 人 ，可 人 家 始 终 对 你 不 感 兴
趣，甚至明确说不喜欢你，你还是
死 缠 烂 打 ，到 最 后 弄 得 大 家 都 不
痛快，连朋友都没得做，这也是不
识 趣 。 还 有 的 人 ，他 们 自 称 性 子
直，说话心直口快，毫不顾忌地表
达 自 己 的 想 法 ，反 正 他 们 就 是 要
在 你 心 上 添 个 堵 ，而 且 根 本 不 打
算 对 自 己 说 出 的 话 负 责 ，这 样 的

人，自以为是，不识趣更无趣。
老 了 老 了 ，我 也 不 识 趣 了 一

回 。 姨 家 老 表 在 某 城 卖 地 板 ，电
话聊天时多次提及要我暑假携家
人 到 他 那 儿 玩 。 想 到 盛 情 难 却 ，
去 年 暑 假 就 真 的 去 了 ，老 表 说 当
天 有 事 ，让 爱 人 陪 着 我 们 转 了
转 。 晚 上 吃 饭 老 表 过 来 了 ，抱 歉
说没办法啊，俗事缠身，推掉了几
个应酬赶过来的。真心谁都可以
感 受 到 ，而 我 是 把 他 的 敷 衍 和 假
意 当 真 了 ，邀 你 过 来 玩 ，类 同 于

“改天请你吃饭”一样只是说说而
已，一当真你就输了。不过，我也
在 不 识 趣 中 发 现 了 人 的 真 面 目 ，
倒感觉有趣。

《这世界偷偷爱着你》的作者
对识趣有这样的观点，她说：识趣
的另一种通俗说法，其实就是“懂
事 ”。 懂 得 自 己 在 他 人 心 中 的 分
量 。 懂 得 察 言 观 色 ，懂 得 适 可 而
止。懂得合理索取，不过分，不矫
情 。 与 人 开 玩 笑 有 分 寸 ，不 触 及
底线；在别人岔开话题的时候，不
继续追问；去拜访朋友，未经允许
不要随便进入除了客厅以外的房
间；用别人电脑的时候，未经授意
不要乱点文件夹。这不是什么八
面玲珑、油滑处事，而是把每一个
交 流 的 人 都 放 在 了 心 上 ，尊 重 和
善待。

识趣，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
识 趣 的 人 往 往 能 锦 上 添 花 ，无 趣
的人常常会画蛇添足。做一个识
趣 的 人 ，少 麻 烦 他 人 ，不 为 难 自
己 。 做 得 好 的 ，懂 距 离 、知 分 寸 、
不越界，方能长久。

做个识趣的人
○ 王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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