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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有事请客，需要在饭
店订餐两桌。饭店服务员为
我们推荐了几个套餐。我发
现，每个套餐都还不错，经济
实惠，还比较有档次，可以考
虑。但每个套餐中，总有两三
道菜不满意。

我捧着菜单说：“把套餐
一中的这三道菜换了，换成套
餐二中的三道，这样可以吗？”
服务员笑眯眯地说：“这样不
行的，我们的套餐是固定的，
价格优惠了不少。您如果要

换掉，只能按点餐计算了，这
样不划算。”衡量再三，我定下
了其中的一个套餐。这个套
餐虽然不是百分百满意，但总
体上还可以。那次请客，大家
对菜品还比较满意，并没有受
到那几道不大受欢迎的菜的
影响。

其实这种套餐营销，有点
像 买 东 西 的 时 候 买 一 赠 一 ，
虽 然 总 体 来 说 是 实 惠 的 ，但
总会搭配一些自己不是特别
喜 欢 的 商 品 。 记 得 有 一 次 ，

我 买 了 一 瓶 面 霜 ，赠 送 了 几
个 面 膜 。 面 霜 质 量 不 错 ，但
作为赠品的面膜用起来很不
舒 服 。 这 种 买 加 赠 的 东 西 ，
虽 然 总 体 来 说 比 较 实 惠 ，但
并不是完全让人满意的。毕
竟 所 谓 套 餐 性 质 的 东 西 ，里
面一定会有一些质量不过硬
的便宜货搭配出售。

所谓“套餐”，其中的套路
就在于此。好在总体来说我
们是满意的，所以那些不满意
的东西就会被忽略掉。

再延伸到我们的生活中，
其实很多方面都有类似的地
方。生活常常赠我们以套餐，
套餐中总有几样我们不满意
的，夹杂在对我们诱惑比较大
的优势里面。我们之所以下
定决心选择套餐，其实主要还
是看中了其优势，所以不满意
的地方就勉强接受了。

朋友正在张罗着买房子，
把整个小城的售楼部都转了
一遍，还是没有特别满意的。
户型好、价格优惠的那套，物
业不够好；位置好、物业好的
那套，户型设计不够完美；各
方面都不错的那套，价格上有
点小贵。朋友感叹道：“世界
上为什么没有十全十美的房
子呢？”我以为，十全十美的事
物真的很难找，有缺憾才是生

活的常态。
我的表弟填报高考志愿，

让他犹豫的是，在他的分数可
选择的学校中，没有一所是百
分之百满意的。有的学校资
源好，师资强，但地理位置不
够优越。有的学校历史悠久，
口碑良好，但学校环境一般。
一所学校就像是生活赠予的
套餐一样，优势与劣势一股脑
打包赠送，好的坏的都要你接
受。世间的任何事大概都是
如此，没有完美的选择，不完
美的“套餐”是生活赠予我们
的礼物。

同事的孩子大学毕业正
在 找 工 工 作 ，遇 到 的 问 题 类
似。有发展前景、待遇不错的
工作离家太远，工作体面又清
闲的待遇一般，待遇好、工作
环境也好的经常加班，总之没
有一个工作让人百分百满意。

不过，这几个人最终都做
出了自己的选择，也逐渐接受
了自己的选择。生活常常以
套餐的形式，把你满意的和不
满意的同时赠送给你。即使
如此，我们也要全盘接收。我
们不能像古代那个齐人之女
那样，选择结婚对象时，因为

“东家子丑而富，西家子好而
贫”，就选择东食西宿。任何
事不能求全，各方面的好处都
要。等到你真的接受“套餐”
时，会发些当初那些坏的方面
并不是那么明显，完全可以被
好的方面掩盖。

接受了生活馈赠的套餐，
就是接受了生活的不完美，接
受了人生的不完美。不完美，
才是真正完美的人生。

生活赠我以套餐
○ 马亚伟

我 把 乡 下 的 母 亲 接 到 了 城
里，并在苏园新区新买了一套住
房，有宽敞的院落和理想的车库，
我狠下功夫装饰了一番。现在条
件好了，房子越换越大，车子也越
换越漂亮了。母亲在乡下操劳了
大半辈子，我把她接过来久住，也
算尽一份对长辈的孝心。

岂料，不久母亲就生出一份
不适来。看到城里人抽一包香烟
要几十块钱，喝一瓶酒好几百，母
亲多是感慨：天哪，这在乡下能买
多少粮食呀！干脆连我给她买的
营养品也不吃了。买贵一些的衣
服，母亲心疼得舍不得穿，总要唠
叨上大半天。看电视不让开灯，
说那样浪费电。洗衣服尽可能用
手洗，说洗得干净又省水。现在
生活条件改善了，应该说吃穿住
都不成问题，我把母亲接过来，本
想让她放下心来安享晚年，可母
亲总是不适应的生活方式。

母亲说，过日子要细算账。
她常掐算着一斤面出几个馒头，
自己蒸饭一个月能节省多少钱。
为让母亲安下心来，我和妻子商量，干脆让
母亲动手蒸馒头，不再去外面买。别说，母
亲做的面食特好吃，看那粗纤维的馒头、玉
米饼、窝窝头和绿豆面条，母亲竟做出了一

个“农家乐”，儿子天天吵着要奶
奶做，妻子也常带一些回娘家。
从母亲快乐的劳作里，我又看到
了童年的影子，闻到了乡村的悠
远和绵香。母亲把院子开垦成了
小菜园，青辣椒、西红柿、豆角、萝
卜，还有两棵柿子树，成排成行，
生机勃勃 ，充满浓郁的乡土气
息。儿子满眼新奇，邻居前来赏
趣，院子成了憩心的乐园。西红
柿红了，豆角熟了，母亲摘一些送
给邻居，高兴地说，这可是真正的
绿色食品哦，亲手栽种的。孙大
妈干脆一改自家的小花园，不再
侍 弄 花 草 ，跟 着 母 亲 学 种 起 了
菜。二位老人切谈技艺，无话不
说，整天乐呵呵的。其实，我心里
最明白，孙大妈追求的是一种农
家乐趣，而母亲却是为了这块地
能够结出果子来。

刚来那会儿，母亲瞅瞅满院
子鲜花，淡淡地说，种这些花花草
草有啥用？院子灿若花海，这是
我精心培植的，有水仙、海棠、仙
客来，还有火红的牡丹，静雅的文

竹，纯洁的丁香，可是，为了母亲，为了进城
的母亲有一片心灵的憩息之地，我毫不犹
豫地买来了蔬菜种子，这比给母亲送上名
贵食品更贵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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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茶，本意是喝茶，但又不仅仅是喝
茶。在南方茶乡，人们喝茶时，不小心把茶
叶喝到嘴里，是不会吐出来的，而是把茶叶
嚼碎，吞入腹中，此谓吃茶。宋代《谢氏诗
源》载：“昔有客过茅君，时当大暑，茅君于手
巾内解茶叶，人与一叶，客食之，五内清凉。”
可见，宋代就有人把茶叶吃下去了。

继续在“吃茶”的文化里朝前走，时至今
天，吃茶就更为高雅了。前段时间，我吃到
一只茶香烟熏鸡。这茶熏鸡金黄悦目，肉质
鲜美，烟熏味中相伴春茶之悠香，一口下去，
大有食肉又饮茶之快慰。我一边吃一边想，
春茶之美不仅仅入水可饮了，若茶用作

“吃”，茶同样有大作用，而且风味独具，大有
不可替代之妙。这用茶做出来的烟熏鸡，今
后也会成为我餐桌上的“常客”了。

其实在古代，茶就摆上餐桌，走进了历
史悠久的“吃食”文化。明代《保生集要》曰：

“茗粥，化痰消食。”茗粥，即茶煮饭，兼有养
生保健之功效。元代有一种玉蘑茶，用紫笋
茶和炒米混合后磨成粉，调拌食用。紫笋茶
是古代的名茶，元代就已加工成茶食品了。
到了清代，厨师常用雀舌、鹰爪等茶叶，来炒
河虾仁。

再往“吃茶”文化里走，“吃茶”之内涵远
非在于吃，还与婚俗密切关联呢。

吃茶与婚姻的关系，在中国由来已久，
这源于古人对茶树的理解和认识。明代郎
瑛《七修类稿》中说：“种茶下籽，不可移植，
移植则不复生也，故女子受聘，谓之吃茶。
又聘参茶为礼者，见其从一之义。”由此可以
窥知，古代青年男女爱情和婚姻，崇尚茶树
不可移植之意，因而爱情和婚姻的“从一”和

“坚定”，吻合了古代人文家庭观和道德观，
“吃茶”也便走进了古代婚俗之中。

宋代诗人陆游《老学庵笔记》曰：“辰，

沅，靖各州之蛮，男女未嫁娶时，相聚踏唱，
歌曰：小娘子，叶底花，无事出来吃盏茶
……”这是陆游对湘西少数民族男女吃茶的
订婚风俗，作的详细记载。宋代吴自牧《梦
粱录》云：“丰富之家，以珠翠，首饰，金器，销
金裙褶，及缎匹，茶饼，加以双羊牵送。”此段
文字，也记述了以茶饼相送的古代婚嫁习俗
经过。清代曹雪芹名著《红楼梦》中有句：

“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
作媳妇？”这是凤姐笑着对黛玉说的一句话，
也体现了“吃茶”订婚行聘之事。

川西北阿坝羌族婚仪中的“吃茶”，独特
而富于情趣。女家许婚后，男家来迎亲时，
迎亲队伍所到之处，都要行“吃茶”礼。沿途
每个村子吃一遍茶，寨寨有人过来给迎亲队
伍献茶和祝福。这些吃茶的人，还有送亲的
浩浩荡荡队伍，场面十分热闹。“吃茶”这一
约定成俗的礼仪，在羌族婚俗中仍保存着原
始遗风。

在婚俗中，“吃茶”意味着许婚，即旧时
女子受聘于男家。这一古老习俗，一步步从
历史中走过来，表达了人们对美满婚姻的追
求和祝福，也在我国“吃茶”文化里，赋予了
深刻的内涵和厚重。

吃茶
与婚俗

○ 卜庆萍

吃过早饭，我打开冰箱门，
凝视许久。

“咋了？”正在喝粥的妻子
忍不住好奇。

“我在思考一个深奥的问
题。”我故作深沉。

“什么问题？”
“中午做什么吃！”
妻子嘴里的稀饭差点全喷

出来，“别人都说好吃的人爱
做饭，我看这话一点也不错，
你作为嘴角长着馋痦子的种
子选手，脑瓜子对于琢磨吃这
件事，真的是挺上心啊！”

妻子这话确实不假。总琢
磨吃，还的确是我休息日的常
态。比如过年过节想着大鱼
大肉会腻，特意跑到超市里买
萝卜，就因为想到可以做个酸
萝卜解腻；又如周末一大早就
着急出门，就是为了买两条新
鲜的鲈鱼……

爱 做 饭 的 人 应 该 都 有 体
会，制作美食的过程绝对是一
个人放松身心的绝佳时刻，脑
子里只想着美味，别无他念，从
头至尾都是极其愉悦的。所
以，我往厨房钻的时候，恰恰也
是驱赶疲乏收获快乐的过程。

妻子对我这个爱好，很是
理解，每次我去厨房“嚯嚯”食
材 的 时 候 ，她 都 不 会 去 干 涉
的，让我可劲地发挥。当然，
我实在招架不住了，她还是会
搭把手，帮我圆场。

上周末，儿子要吃红烧肉，
央求我来露一手，说实话这道
菜 以 前 尝 试 过 ，不 过 惨 不 忍
睹。这次吸取教训，先网上做
攻略，用纸逐条记录下教程，
照猫画虎。没想到色香味俱
佳，口感软糯、肥而不腻。

记得去年有一次在外面吃
了一道菜，主材是茄子，里面有
黄瓜、苦瓜、红椒、豆角、小白菜
等好几种蔬菜搭配在一起炒，
不仅颜色好看，茄子也不油腻，
吃起来很是清爽。当即我就麻
利地抄了作业。从那以后，但
凡家里有剩菜，我就按照这个
套路，到网上搜寻食材搭配“秘
诀”，既解决了剩菜问题，又做
出了花样，可谓一举两得。

我如此热衷于琢磨做饭这
件事，妻子嘴上虽常说是因为
我好吃，但事实上，她心里感
受到的，却是我对家人的爱，
对生活的爱。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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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没有多少文
化，唯一的业余爱好，就是喜欢钓钓鱼。我
经常跟着父亲去河边钓鱼，在我们那个村子
里，父亲是钓鱼高手，小半天时间，他就能钓
到一盆鱼。

我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件事：大约在我六
七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又跟着父亲去河边
钓鱼。没过多久，父亲就钓到了十多条鱼。
后来，父亲又钓到了一条大鱼，那条大鱼能
有半尺长，当它被拽出水面的时候，我高兴
地惊呼道：“这条鱼真大啊！”父亲把那条大
鱼摘了钩拿到手中，仔细地端详了一番，最
后，令我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父亲竟然又
把那条大鱼扔进了河里！

“爸爸，好不容易钓到一条大鱼，你为什
么又把它放了啊？”我不解地埋怨道。父亲
说：“那是一条雌鱼，肚子里有很多卵，就要
生鱼宝宝了。我们把它吃掉，就太可惜了！”

我仍然不理解，继续埋怨父亲。父亲便又解
释道：“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行规，钓到要产
卵的鱼就要放生，这就是钓鱼人的行规。”听
父亲这样解释，我似乎明白了一点。

我们老家的那条河里，有很多龙虾。龙
虾这种东西，平时在石头底下藏着，但每到
夏季下午三点钟以后，如果天气晴好，他们
就会从石头缝里钻出来，趴在河底。每当这
时，我们便拎着一个桶，去河里捡龙虾。

有一年夏天的午后，我和哥哥去河里捡
龙虾，捡到了一条特别大的龙虾！我和哥哥
非常高兴，把这只大龙虾连同别的龙虾一起
带回了家。后来，父亲回来了，他看了看那
只大龙虾，指着虾尾的一大团卵对我们说：

“这只龙虾很快就要产卵了，因为它是大龙
虾，每次产的卵特别多。如果我们把它吃掉
了，有许多小龙虾就连出生的机会都没有
了。所以，你们听我的话，把这只龙虾放回
河里吧！”

因为早已了解了父亲的脾气，所以，我
和哥哥便把那只大龙虾放回了河中。我想，
父亲之所以这样做，和他遵守钓鱼人的行规
是同样道理的。

父亲所遵守的钓鱼人的行规，其实也是
一种人生哲学，这既是一种善良的表现，也
是一种人生智慧。不赶尽杀绝，凡事都要留
一点，也是一种生活原则。

父亲的“钓鱼人行规”
○ 唐宝民

忽 然 觉 得“ 懂 你 ”是 一 个 多 么 温 暖 的
词啊！

当有人说“懂你”的时候，心灵仿佛被轻
轻一击。这种感觉不似大喜大悲的动容，是
一种难言的柔情，如涓涓细流般入心入肺，简
简单单的一个音节，胜过千言万语。

懂你的人也许不必相见，因为相悦的两颗
心会跨越千山万水。《查令十字街 84 号》中，双
方从未见面，仅仅通过书信便展开了数十年
的心灵交流。

我喜欢电影《女人知我心》，女主角能爱
上男主角，完全是因为他每一次都能猜中她
的小心思，觉得自己被珍视着，这给了她十足
的安全感，找到懂自己的人，她不再是一座孤
岛。所有才有人说“好的爱情要像闺蜜”。

而好的闺蜜，也亦如爱情般美好。我的岚
姐，我们在网络中相识相知，当我迷茫的时
候，远远地向她求救，我语无伦次，她不厌其
烦，如及时雨一般拯救我荒芜的心田，仿佛隔
空寄来一把钥匙，帮我打开心结，顷刻间云雾
散去，重现白云蓝天。而当我思想偏激，遇事
不冷静的时候，她也不会纵容，用犀利的言语
将我激醒，哪怕我体无完肤，过后仍将感念幸
亏有你。

那日，我在朋友圈发送一张家乡的图片，
她便给我留言：明日五点，蜀香苑不见不散。
那一刻心里是满满的感动，只有她知道，此刻
我想家了。她是我最聊得来的同事，我们同
样身处异乡，惺惺相惜，我的心思她最懂。滚
滚红尘，能有一个知己在身边，此刻即使远隔
银屏，仅仅凭借几个字，便胜过长夜相拥的

暖。不要多，只需有一个人懂我便可，就足以
令我傲视所有的孤独，只要有你在，就觉得自
己是世间最受宠爱的那朵花。

很久以前看过一档电视节目，两个男孩同
时表白一个女孩。女孩从事着一份户外工
作，其中一个男孩拿着一条项链当礼物，另一
个拿着一副毛手套。结果不出我所料，女孩
选择了“手套男孩”。我对身旁的儿子说：“不
是所有的女孩都物资，打动人心的是那份温
暖和懂得。”在合适的时间里遇到深爱的人是
幸福，在任何时间遇到懂你的人，都是幸运，
是生命中最美的缘。

钟子期懂伯牙，宝玉懂黛玉，张爱玲说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人生，最深的伤痛不
是哭泣，而是近在咫尺，你却不懂我。

只有品性相近的人才有可能成为朋友，才
有幸在锦瑟年华里相遇相知，互为懂得，你的
生命力可否来过这样一个人？

最温暖，
是懂得

○ 小 夏

母亲戴着老花镜，正为我的儿子做棉衣。
我说：“妈，你的眼神不好了，就别做针线活儿
了。现在谁还穿家里做的棉衣呀？商场里的
棉衣各式各样，有的是卖的。”

母亲头也不抬，慢悠悠地说：“那种棉衣不
暖和，我做的棉衣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特别
暖和。再说我喜欢做针线活，不觉得累，戴上
老花镜看得可清楚了。”母亲一边说，一边忙
手里的活儿。她的动作流畅自如，脸上的表情
愉悦而安详。

我忽然明白，做针线活儿对母亲来说不是
负担，而是享受。母亲这代人走过了漫长的

“从前慢”时代，那时候几乎一切都是靠手工
完成的。如今时代发展了，我们的生活节奏加
快了很多，很多东西都是流水线上批量生产
的。但母亲他们这代人，有根深蒂固的“慢情
结”。这种“慢情结”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是
保守落后，而是他们对“从前慢”时代的朴素
和纯真品格的坚守，也是他们对往昔岁月、对
自己的多彩年华无比怀恋的一种表现。

我们做儿女的，也应该学会陪父母过“从
前 慢 ”的 生 活 。 一
方面是尊重父母的
意 愿 ，另 一 方 面 我
们也要学会在高压
快节奏的生活中慢
下脚步，返璞归真，
享 受 缓 慢 悠 长 、安
宁自在的时光。

那次我在老家
陪 父 母 ，晚 上 突 然
停电了。如今城里
几 乎 不 停 电 的 ，乡
下 却 说 停 就 停 ，我
抱怨起来。父亲见
我举着手机里走外

传，笑眯眯地说：“行了，你放下手机，让你妈
点上蜡烛，咱们一起聊会儿天吧！”我愣了一
下，笑笑说：“这样也不错啊！”

烛火温馨，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聊天。周围
没有任何嘈杂的声音，夜晚的时光更显得宁静
美好。聊天的气氛特别轻松，我们的笑语声此
起彼伏。父亲忽然说：“还记得吗，你小时候
家里三天两头停电，咱点起煤油灯，围在一起
剥花生、剥玉米粒。一边干活一边聊天，那时
候你妈喜欢唱戏，时不时就给咱们唱一段。”
母亲笑了起来，说：“那时候没电视，晚上可不
就是一家人凑在一起聊天嘛。记得你爸特别
喜欢编故事给你们听，你和你姐都当真呢！”
那是一段艰苦的岁月，但父亲和母亲的语气里
满是怀念，让我的心里充满了暖意。记忆中，
一家人很多年没有这样聊天了。透过烛光，我
看到父母的脸上浮现出满足和幸福的笑意。
我们久久沉浸在这种久违的幸福中，觉得时光
好像静止了一样。

从前慢，从前的一切都那么值得怀恋。岁
月静好，现世安稳。慢时光，真的能让我们找
到丢失已久的感觉。我们走得太快了，慢一
点，等灵魂跟上来。陪父母过“从前慢”的生
活，心灵都变得纯净起来。

那天，母亲和父亲要去三姨家走亲戚，我
打算开车陪她一起去。他们笑着说：“不过三
里地，开车不方便。村里的路特别窄，还不如
走着去呢！”我说：“好，我陪你们步行去走亲
戚。”我提着礼品，跟在父母的身后。我们在
窄窄的乡间小路上走着，我忽然想起“陌上花
开，可缓缓归矣”的典故。此时虽然没有陌上
花开，但我依然走出了“从前慢”的节奏。我
与父母就这样慢慢走着，这样的一幕，真的特
别温情。

你也行动起来吧，偶尔陪父母一起过慢生
活，一定会有别样的收获！

陪父母过慢生活
○ 王国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