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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感悟 世相百态

心灵驿站

人在途中

奥运精神

万家灯火

这次里约奥运会孟苏平取得了女子举重75公斤以
上级别的冠军，孟苏平获得里约奥运会的参赛机会实属
幸运，一方面是俄罗斯举重运动员的禁赛，令她在该级
别中冲金机会大增，另一方面是原本参加48公斤级比赛
的侯志慧有伤在身。里约奥运会开幕前的最后时刻，中
国举重队做出临时换人决定，75公斤以上级选手孟苏平
替换48公斤级的侯志慧奔赴里约。举重冠军张国政在
解说里约奥运会举重比赛时曾这样评价孟苏平：她在得
知自己没有入选奥运会举重运动员名单，不能去巴西参
加赛前训练的情况下，并没有自暴自弃，而是踏踏实实
在国内自己坚持训练，这一点难能可贵，所以机会总是
属于有准备的人。

邻居家的小男孩大宝学习成绩一直平平，初中毕业
后考高中无望便去了职专，三年过去了，突然成了香饽
饽，被各大单位高薪聘请，最后选中了一家单位，实习期
年薪八万。那天和职专的孙老师谈起此事，孙老师说，
大宝在职专也学习一般，学校选拔五名学生去参加省里
举行的技能大赛，他都没有入选。赛前培训时，大宝找
到负责培训的老师，问他能否在一旁旁听，老师想既然
他想学，那么多一个学生也无所谓，便答应了他的要
求。没想到大宝学习非常认真，老师给那五名学生布置
的作业，他也认真完成，一月下来，老师发现大宝竟比那
五位同学还努力，于是破例让大宝和那五名同学一起考
试，果然大宝的成绩超越了他们，最后老师决定带大宝
参加省里的技能大赛。

我问孙老师，大宝是不是早就预料到自己能超越那
五名同学，所以才央求老师让他旁听的？孙老师说，不
是的，大宝是位老实孩子，就是认为自己底子太薄了，想
旁听一下提高自己的学习成绩，要不是那五名同学不认
真听讲，不按老师要求完成作业，机会也轮不到大宝身
上。之所以重新选拔参赛学生，就是老师看中了大宝积
极听讲和认真上进的精神，一个人只要具备这两样，他
肯定离成功越来越近。果然大宝不负众望，获得了省里
技能大赛的第一名，并顺利参加了全国技能大赛，取得
了前五名的好成绩，被各大企业争相录用，现在大宝可
了不得了，年薪二三十万了。

如果说有些人的成功有幸运成分存在的话，那自身
一直没有放弃努力才是让幸运垂青自己的最大因素。

幸运喜欢的人
马海霞

他们结婚时，两家经济条件都不太好，
只是把两家亲戚凑到一起，简简单单地吃了
一顿饭，他们甚至连一枚婚戒也没有买。

在他们结婚两周年纪念日的那一天，他
加班到很晚才回来，他把刚发的两个月工资
递到她手里，然后笑盈盈地说道，一定要她用
这笔钱去买一枚婚戒，以弥补对她的亏欠，在
这特殊的日子里，也当作礼物送给她。

她把钱攥在手中，咫尺间她嗅到它浓浓
的血汗味。

第二天，她拿着这笔钱走进了一家首饰
店，柜台内珠光宝气，看看上面的标价也着
实让人心惊，兜兜转转一圈后，她让服务员
为她取出了一枚中意的金黄色的戒指，戒指
的款式新颖，上面雕刻着一个心形，心形的
中间镶着一个水晶钻。

晚上他下班回来后，她戴上那枚戒指，
在他面前炫耀了一番后，她便轻轻地把它摘
了下来，又放回到首饰盒里。他说，买了它
就要戴着它，干吗要把它供起来呀？她说它
这么贵重，怕弄丢了。同时，她也珍藏起了
一个绿色的秘密。

他说，自从她买了戒指之后整个人大变
样，比以前更爱生活了，平时不怎么看书，现
在喜欢读书了，以前很少看电脑，现在喜欢
关注网络信息了，要知道一枚小小的戒指能

给她带来这么多的快乐，结婚
的时候哪怕借钱也该为她买上
一枚。

而她，总会笑笑，表现出得
意的样子。

后来有一天，他的一个朋
友来她家做客，这位朋友刚开
了一家首饰店，谈到最近黄金
价格跌涨不稳时，他突然提议，
让她把前段时间买的那枚戒指
拿给这位朋友鉴赏鉴赏，她内
心忐忑，在柜子里翻腾了许久
后，也没能拿出来。他坐在沙
发上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但
她知道他内心的失落。

她期许那浅绿色的单子，可以抚慰他那
颗受伤的心。

两个月后，她翘首盼望的单子终于翻山
越岭飘落到她手里。接到单子后的第三天，
正好是他的生日。

那晚，她做好一顿丰盛的晚餐，静等他
的归来。

送给你的礼物。她把五张单子递到他
手中，他疑惑地问她是什么，她说，这是稿费
单，她告诉了他那个绿色的秘密。

其实，那枚戒指本没有丢，但它就值五

十块钱是仿品，你给我的七千块钱，我用两
千块钱报了一个写作培训班，然后把剩下的
钱存了，准备补贴家用。参加培训后我写的
文字，有些变成了铅字，这是换成的银子，数
额虽不多，但我很高兴我已有能力能够在经
济方面为你分担一点压力。于我而言，戒指
只是一个装饰品，我的幸福来源于与你共度
的烟火的日子里，而不是一枚小小的戒指。

坐在对面的他，眼角里闪烁着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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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每次父亲发了工资，我的母亲
都拿出绝大部分存到银行，仅留少许部分
留作我和妹妹的学费和生活开销，有时候
不够用，母亲就采了自家园子的蔬菜，或是
自己做一些手工艺品拿到三公里以外的集
市上去卖，看她那么辛苦，我们心疼她，但
更不理解她，当时父亲的收入在我们队上
是数一数二的，人家都说我们家有钱，可母
亲却总是勒紧裤腰带，一分钱都想掰成两
半花，和那吝啬的高老头有得一拼。

当邻居家新添置了一辆摩托车，父亲
骑着自行车觉得很没面子，心痒难耐的时
候，他去求母亲，母亲不答应，我们也羡慕
邻居家的孩子们坐在摩托车后座上扬扬得
意的样子，去帮父亲求母亲，母亲依然不答
应。她铁了心不给父亲买摩托车，父亲好
长时间不理睬他，我们也觉得母亲过分，对
她的做法颇有微词，有时候，我还会给她脸
色看。哪知道母亲装作看不见，偶尔还高
兴地唱几句《刘海砍樵》，因为她虽然独揽
财政大权，但从没有拿来私用，我们都拿她
没办法。

一九九五年，我考上了中专，因为差
0.5分的公费线，需要交一大笔费用才能作
为定向收费生上学。这下父亲犯愁了，说
去哪借那么多钱？我也犯愁，以为学业就

此结束，哪知道母亲在我上学报到的前一
天，变戏法似地拿出一大沓钱来。她自豪
地说：“你看吧，一分都没有借，全是咱家的
钱。要不是我手头紧，我们能存到这么多
钱吗？”原来，母亲把钱都存了定期，她又舍

不得提前支取，想着也不耽误我上学，就等
到了存款到期这天。她是想给我一个惊喜
呢。

我后来才知道，母亲手上除了这些钱，
还有一笔不小的数目呢。这些，都是她

“紧”出来的。当我毕业后想创业时，她将
存款全部取了出来。她说，她原来担心的，
就是怕出现这样的紧急情况，因为母亲的

“抠门”，我顺利完成了学业，因为母亲的
“抠门”，我创业成功，过上了好日子，我的
好日子，都是母亲一手一手“紧”出来的。

也许受母亲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后来
有了一定的经济收入，也不敢乱花一分
钱。当周围的朋友们都是“月光族”，我却
每月都有节余，这一切，都源于母亲的言传
身教。特别是当我有了自己的小家后，我
更加懂得手紧一点的好处，更加懂得需要
积累一笔资金以备不时之需，“月有阴晴圆
缺，人有旦夕祸福。”谁知道我们以后会不
会有需要应急的时候？到时候手上没有一
点钱，去哪借？找谁借？

而正是因为手上有了一些存款，我做
什么事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想买的大件
一件一件按计划添置，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了起来。我知道，“紧”出来的日子，会越过
越红火。

炎炎夏日，酷暑难耐，看见孩子们吃着
各种冷饮和冰淇淋的时候，我就会情不自
禁地想起童年吃冰棍儿的往事来。

那时候吃冰棍儿算是我们夏日里觉得
最幸福、最奢侈的事了。由于当时家里不
富裕，我们为了能吃上冰棍可谓绞尽脑汁，
除了父母给的一点极少的零花钱外，我们
主要靠上山摘野果，捡各种废铜烂铁积攒
零花钱买冰棍儿。

那时卖冰棍儿的小贩一般在自行车后
座上捆绑一个木箱，里面铺着一圈厚厚的
棉被，整齐有序地码上几层冰棍，就可以走
街串巷吆喝自己的生意了。冰棍儿外面一
般都裹着一层薄薄的包装纸，品种也比较
少，稍微好一点儿的就数绿豆冰棍儿了，吃

起来甜丝丝、凉津津的。在夏日里吃上一
根既解渴，又消暑。

我想现在的孩子是很难去理解那时的
生活的，要吃上一根冰棍儿都得付出很大
的努力啊！现在不但容易，而且品种丰富，
风味不一，可供选择的产品可谓是各式各
样，应有尽有。但不管怎样，我仍然忘不掉
小时候那绿豆冰棍儿的味儿。这不，暑假
一开始，我们全家就开始行动了，决定自制
儿时的绿豆冰棍儿，让我们又找寻到儿时
的味道，多彩童年的味道。

母亲事先把从超市买回来的绿豆用水
泡上几个小时后，再加上一点冰糖放入水
中小火煮熟，煮好后绿豆连汤一起晾凉备
用，然后再加入牛奶、奶油、白砂糖搅匀，再

小火煮至黏稠，开始冒泡时关火，晾凉，最
后进行分装放入冰箱，待第二天就可以品
尝了，此时我们一家人都非常期待母亲的
杰作。

在第二天吃起自制的绿豆雪糕的时
候，母亲仍不忘了让我们“忆苦思甜”，总会
给我们讲过去的故事，讲童年那段艰苦的
岁月是多么的不容易。母亲每每讲起来，
总是有说不完的话。

其实我们都很清楚，母亲是要让我们
记住“勤俭持家”的家风，过上了幸福的生
活也不能忘掉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优良
传统。

哦，甜丝丝的绿豆糕里，除了清香的绿
豆味儿，还有那淡淡的母亲的味儿！

下午从幼儿园接了女儿，直接去
母亲家里吃饭。看着窗外渐黑的天
色，我惊讶地说：“白天已经这么短了
呀！”然后拿起手机翻看日历，想要知
道现在是什么时节。母亲笑着说：

“不用看日历，暑伏短一锄，立秋短一
沟，看现在白天的长度，就是立秋过
后不久呀。”

“立秋短一沟”？这有什么说法
呀？看到我和女儿好奇的样子，母亲
告诉我们，过完夏至，白天就开始一天
天变短，到立秋时变得明显。农民常
年在田里劳作，自然会用身边的事物作
为衡量的标准，农民锄地是论“沟”来锄
的，一“沟”一般是两尺宽、十米长，锄完
一沟大概需要一刻钟。“立秋短一沟”就
是说立秋之后，白天的时间每天会短十
几分钟，本来可以趁着天黑之前把地锄
完，可是人们却无奈地发现，一天会比
一天少锄一沟地。这样，人们根据自己
劳作的进度，就能知道大概的时节，哪
里用得着翻看日历呢？

这真是太有趣了！虽然每天短
十几分钟不一定准确，但这个用来观
察天气变化的方法却让我很神往，这
可比看日历生动形象多了！有情有
景，而且还蕴含了很多微妙的感觉，
每念及此，估佛能真切地感受到农民
辛劳的付出以及对土地的那种珍惜、
感恩的感情。

而对生活在城市里的我们来说，
时节的变化大概只体现在一张张撕掉
的日历上吧。在我们眼里，一年四季
就是桌子上的日历，毫无生趣和意
味。但其实，四季不该是春天枝头的
嫩芽、夏天植物的繁茂、秋天地上的落
叶，以及冬天飞舞的雪花吗？不该是
从天空、云彩的明暗远近，四周景物变
化的端倪中，去观察去感知的吗？

无奈的是，更多的时候，我们却
是从忙乱的事务中抬起头，瞟一眼窗
外的天色，然后在日历上寻找季节的
轨迹。可是这样的寻找又有何意义
呢？是的，在日历上我们看到的只是
一个个冰冷的、毫无内容的数字，它
没有高山白云、落花流水的诗意，更
没有微风拂面、杏雨沾衣的那种生动
的画面感。

在这个美好本就匮乏的世界上，我
们多么需要偶尔从钢筋水泥构筑的空
间里走出来，放下内心的喧嚣和压力，
走到大自然中，亲自去感受季节的变
化，体验“立秋短一沟”的情境。想象
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看着日头从脚
下的锄头上一点点溜走，然后深吸一口
气，感叹一声：生活真美好！

在我小学升初中考试的当天，我得了疟
疾，发高烧近40℃，自然是不能参加考试了。
可为了读书，我不死心，在初中升学报名之
际，我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想去初中学校
老师那问问，像我这样没有参加统一考试的
孩子，能不能去上初中。

那天，父亲把家里唯一的芦花公鸡装进
蛇皮袋，带着我来到了乡中学，几经辗转，终
于找到算是远房亲戚的一位老师。当这位
老师听说我没有参加统一考试，想来学校读
书，他只摇头说：“没有参加统一考试，要来
学校读书，你只能是没有学籍的旁听生，以
后中考时，你的录取分数线要外加 40 分，你
能行吗？”

那时的农村初中，能考上高中的，全班学
生没有六分之一。如果再外加40分，几乎没
有可能。

那天，我垂头丧气回到家里，我觉得我的
读书生涯就算结束了，在贫穷落后的农村，我
仿佛坠入了无边的黑暗，不知道我未来的希
望在哪里。

见我唉声叹气，父亲一言不发。临近中
午，父亲开始做饭。那时，农村老家有三口铁
锅，父亲将三口铁锅分别倒进水，一口锅煮山
芋，一口锅煮了几个鸡蛋。在第三口锅里，煮
的是稀饭。

终于吃饭了，母亲将当天的饭菜，端上了
桌。父亲问我：“孩子，你知道我们中午吃什
么吗？”

家里穷，我是知道的，哪怕中午吃一点干
饭，在那个年代，也是一种奢侈。望着那喝够
了的稀饭和吃厌了的山芋，我有气无力地回
答说：“山芋、稀饭、鸡蛋。”

父亲招呼我坐到桌前，让我先用手摸摸
山芋。我一摸，那山芋软软的。父亲让我再
打开煮熟的鸡蛋，鸡蛋硬硬的。最后，父亲让
我喝一碗稀饭，由于饥渴难耐，那一碗稀饭，
却让我感到芳香扑鼻。

见我又渴又饿，父亲摆了摆手说，今天我
们中午吃的三样东西，都是用水煮的。这三
样东西，在煮的过程中都遇到了同样的困境，
那就是开水。但它们对开水的反应，各不相

同。山芋在入锅之前是硬的，但经过开水后，
它却变软了。鸡蛋呢，在煮之前，虽然它的外
壳较硬，但经过开水之后，它的内心也变得坚
硬起来。而我们吃的米，在水煮之后，却在开
水里开成了一粒花，芳香无比。

见我一言不发，似有所思，末了，父亲问
我：“你做哪一个呢？是起初坚硬，后来服软
的山芋？是只会变硬的鸡蛋？还是做一粒会
开花的米呢？”

想到命运的不公，自己的升学考试，就这
么命运不济，小小年纪的我，心里突然有了挑
战自己的欲望。

父亲接着说，在困境里，我希望你能做一
粒开花的米。当你遇到困境和坎坷，要学会
把这磨难当作一件生命的礼物，它是在故意
磨炼你的意志，让你的生命浴火重生。

那一年，我成了全校唯一的旁听生。再
后来，我如愿考上高中，上了大学，有了工
作。而在这期间，无论我遇到什么挫折和坎
坷，我都牢牢记住父亲的话，要做一粒开花的
米，在困境中，也能芬芳生命。

立秋短一沟
乔凯凯

做一粒开花的米
钱永广

婚戒的秘密
范丽飞

最忆儿时老冰棍
龚德位

“紧”出来的好日子
刘亚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