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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天，我在江苏无锡住过
一段时间。我的房东是个三十几岁
的女人，虽然有着江南女人的娇美
韵味，只是眉宇间隐隐有一股哀
怨。女人的丈夫在不远的市场上开
了 一 家 鲜 鱼 店 铺 ，却 不 经 常 回
来。

那天早上，我正要出去，女人走
了进来，她低低地说，先生，拜托你
件事好吗？我说，可以。女人递给
我 1000 块钱，让我去男人的店铺里
买100条鱼，然后全部放到市场东侧
的池塘里。我惊愕地问，你为什么
要把鱼放生？女人摇摇头，叹息一
声没说话。

一路之上，我的肚子里充满了
疑问，女人为什么要买这么多鱼？
为什么买丈夫的鱼？买就买了吧，
又为什么把鱼放回池塘里？难道她
是个信佛的人？从旅馆到市场，只
有几公里的路程，走着走着，我突然
想，是不是她和男人之间发生了情
感上的问题？

来到市场后，我很快就找到了
她的男人，因为那条街上，卖鱼的并
不多。

男人四十来岁，个头不高，正站
在街道边，招揽着生意。我看看他
池里的鱼，差不多也就百十条，便

说，师傅，你的鱼我全要了。男人以
为听错了，忙问，你刚才说要多少？
我笑着说，全要了。男人顿时抓住
我的手，高兴得语无伦次。

我拦了一辆出租车，借用了男
人的鱼盆，将鱼全装上车，然后按照
女人的意思，将鱼放生。

回到旅馆，从窗口望去，我看到
男人已经回来了，他正和女人坐在
楼上，两人的笑声不时地传下来。
看样子，他们不像是闹了什么别
扭。

几天后的一个早上，女人又来
了，她的脸上仍然浮着一层哀怨。
女人又给了我 1000 块钱，托我再去
买100条鱼，放进附近的池塘里。我
忍不住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女人想了想说，既然你心中有
疑问，我就告诉你吧。 原来，男人曾
经发过誓，如果一天卖不了 100 条
鱼，就不回来。但是，在那个市场
上，一天能卖几十条鱼就不错了。
男人不常回来，女人觉得日子过得
一点意思也没有，所以就想出了这
个主意。

我说，你这样，损失是不是太多
了？为了让男人回家，你等于扔了
1000块钱。

女人说，那个池塘是男人的，把

鱼放了回去，不能算成损失。我想
了想说，他怎么能这样，为了多卖几
条鱼，就不顾家了？女人说，这不能
怪他，因为他这样做，也是为我好，
因为当初，刚结婚时，我天天唠叨
他，嫌他赚钱少，那时，他吊儿郎当，
一天卖不了十几条鱼就回来，我对
他说，照你这样子，什么时候才能过
上富裕的生活？后来，他便给自己
定下了目标，一天卖不了100条鱼就
不回来。

我总算明白了，于是揣好钱，又
去了男人的店铺。

我到的时候，男人正站在路边，
扯着嗓子叫卖，火辣辣的阳光照下
来，男人黝黑的脸上满是汗水。

我掏出钱递给他，说，师傅，我
要100条。男人惊喜地说，你真是我
的上帝。

我没有多说，拦了一辆出租
车，装好鱼，来到附近的池塘，将
鱼又全放了下去。刚要返回，突
然发现男人站在身后。男人愣愣
地 看 着 我 ，问 ，你 为 什 么 要 这 么
做？

我将女人的心思说了出来。男
人听后，沉默了半晌。

从那以后，幸福写满了女人的
脸。因为男人一到傍晚就回家，有
时间陪着女人。

这样一来，虽然他们的收入少
了，但是，快乐却多了。

摘自《齐鲁晚报》

假期里，他乘飞机回家。回到
家也没别的事，主要是陪母亲看看
电视，聊聊天。

第二天，母亲说，咱俩去买鸡蛋
吧！他一听就笑了。在公司里，他
是大经理，有专门的秘书与司机。
但他点点头说，好。

随母亲出了门。母亲说，去某
某超市。他问，附近不是有家超市
吗？母亲眨眨眼，有些得意，说，某
某超市的鸡蛋便宜，一斤三块二，附
近的这家要三块四。他咋了咋舌。

走到路边，正准备抬手打车，母
亲说，坐12路车吧。他问，为什么坐
12 路？母亲说，12 路车是某某超市
的专用车，免费，坐别的公交车，还
要花两块钱。他又笑了，说好。

坐上12路大客车。车上差不多
都是些老头老太太，跟母亲很熟了，
听说他是陪母亲买鸡蛋的，都用暖
暖的眼神看着他，好像他是大家的
儿子。他的心里，也暖暖的。

买了 10 斤鸡蛋。母亲拉着他
在超市的休息椅坐着，说，我们在这
里等一小时。他惊讶地问，一小
时？母亲点点头说，下趟 l2 路车回
来，还得一小时。他觉得有着急的
火苗在心里“噌”地蹿起，但还是忍
了，用耐性将火苗熄灭。

母亲跟他东拉西扯，说起他上
学时的一些事。一小时的时间，过
得倒也不算太慢。

终于坐上 12 路。下了车，他拎
着鸡蛋，吁出一口气。母亲看起来
格外高兴，扳着手指算，1 斤鸡蛋省
两毛钱，10斤鸡蛋省两块钱，来回的
车费，两人省四块钱，加起来共省下
六块钱。他脑子里也迅速计算，从
出门到现在，共用了四小时，四小时的
时间，在公司里，他可以创造出上万元的
价值。他在心里叹了一下。

快到家时，走过一个水果摊，母
亲用六元钱买下一个大西瓜。

回到家，西瓜切开，露出鲜红的

瓜瓤。他早就渴了，拿起一块，迫不
及待地吃起来。西瓜甜极了，他吃
得“呼噜呼噜”的，像小猪一样。好
久没有这样痛快地吃水果了。一抬
头，母亲正看着他，眼睛有些潮湿，
脸上却是极大的满足与疼爱。他的
心，像琴弦被拨动了一下。这样的
场景，似曾相识。

小时候，家里非常穷，他又馋得
很。他常常在傍晚，偷偷去捡别人
吃剩的西瓜皮，拿到河水里冲一下，
便贪婪地啃起来。母亲知道了，用
了三天晚上编织草绳，又用编草绳
挣的钱给他买西瓜，然后看着他小
猪一样吃着。

他怔怔地看着母亲，将满嘴西
瓜咽下。那一刻，他忽然理解了母
亲。艰难时，母亲靠着勤劳与节俭，
供他上学，将他养大；富足时，勤俭
作为母亲的生活方式，依然能带给
她满足与幸福。

他的脸上露出笑容，庆幸今天
终于耐住性子陪母亲省下六元钱。
这六元钱，跟自己在公司创造的上
万元相比，是等价的。因为，许多时
候，时间与金钱就该为爱而存在。

摘自《家庭》

她一直为自己感到委屈，婚后好
几年都是她一人拉扯两个孩子。那
时，儿子3岁，女儿1岁，正需要帮手，
他却在甘肃当铁道兵，一年只在春节
才能回黑龙江的家待两天，然后又走
人。

好容易，她盼到他转业回家，那
时儿女都已上学，最艰难的日子就像
她的青春一样呼啦啦地过去了。她
却满心欢喜——家终于像个家了。
不料，日子还是那么不堪。他是个寡
言少语的人，一天到晚和她说不上两
句话，更别提用漂亮话哄她开心了。
最意外的是，他只顾自己，饭桌上筷
子从没“谦虚”过，弄得俩孩子很是不
满。他还总是振振有词：小孩儿吃食
在后头呢！是的，他根本就不懂疼爱
两个从小就缺少父爱的孩子，更不懂
体贴为他操持整个家的妻。于是，她把
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等儿女
成人，她就再也不跟他一起“靠”。

生活总是充满了变数。他退

休不久摔了一跤，之后落下了偏瘫，
整天卧床。从此，她天天伺候他，忙
得团团转。而他，就像回到了幼儿
期，稍不满意就发脾气，经常用一只
还灵活的手把东西撒一地。她虽然
气但每次都忍着，默默地捡起来，悄
悄地流泪。

秋天到了，家里又该腌酸菜了。
她一个人费力地挪动着大缸，把所有
的白菜洗净、装缸、撒上盐，再压上一
块大石头，累得气喘吁吁。他忽然含
混不清地说：“现在这些活儿都得你
自己干了！”她恍然想起，原来家里的
力气活儿一直都是他干的。她记得，
他刚转业那阵子，为了家里地方能宽
敞些，他一个人去背砖、挖地基，双肩
磨破了皮，双手划出了血口子，硬是
在一居室的侧面接出一间小偏房。
她恍然想起，病倒前他从没发过脾
气。她明白，他是一时接受不了偏瘫
的折磨才如此焦躁。

现在，她身体也很糟糕，有高血

压、心脏病，常累得犯病。在外地工
作的儿女经常劝她：把老爸送到养老
院吧。她也动过心。有一次，刚把他
送出门，刹那间，她的心就像抽空了
一般，不顾亲友阻拦，她又把他“追”
回了家。

她终于累倒了，在医院住了一个
星期。病情稍好些，她就急着出院。
虽然家里临时雇了保姆，她还是不放
心。到家一开门，扑来一屋子的尿臊
味儿。他满嘴起了大泡，头发蓬乱，
双腮都塌陷了。她瞧着，心像被针扎
了一样。没等她开口，保姆就迫不及
待地说：“你可算回来了！这主儿俺
可伺候不了，俺宁可不要钱了！”她低
头问：“老头儿，谁给你气受了？”老头
摇摇头，病倒后，他说话就一直含混
不清，这下却说出最清晰的一句话：

“想你想的！”泪，一下子就落下来
了。一辈子了，他第一次跟她说这么

“暧昧”的话。邻居和亲戚都劝她送
他去养老院，她摇摇头说：“要送他走
除非我死了。”

她明白，她和他之间都不缺少
爱，只是这爱藏在生活的细缝里，岁
月的年轮里，生命的底色里，你不找，
就看不见。原来，爱是一份深深藏在
心底的舍不得！ 摘自《知音》

最多舒适，拒绝奢侈

致富的方法中包含一个最简单
的方法，那就是量入为出。

节俭总是意味着收大于支。旧
衣服可以再穿一穿，新手套可以暂时
不买，食物可以不必太讲究，房子可
以住得小一些，能自己做的事情就不
要雇别人来做。在这样的情况下，除
非出现意外，否则一个人终其一生，
肯定可以积攒一笔不小的财富。这
一分钱，那一元钱，如果存起来加上
利息，财富就会不断增加。如果你再
懂得合理地投资和理财，比如在适当
的时候投资房地产，将存在银行的钱
换成国债以获取更高的利息，那么，
你的财富的增长速度将会更快。我
建议你从现在开始，准备一个小册
子，画上表格，记录下你的每一笔开
支。

表格可以分为三栏，一栏为生活
“必需品”，一栏为“舒适品”，再一栏
为“奢侈品”。不久你就会发现，你花
在舒适品或者奢侈品上的钱，远远超
过生活必需品，有时候会超过 10 倍
不止。这样的花费其实是没有必要
的。

警惕为鞍买马

我有一位十分富有的朋友，他在
因为一笔生意赚到一大笔钱的时候，
给家里买了一个考究的新沙发。光
那个沙发，就花了他 3万美元！沙发
运来了，他发现茶几不配套，于是又
更换茶几，然后是桌子、椅子，一直到
最后将整个家具全部都换掉了。这
时却又发现，和容光焕发的新家具比
起来，房子未免显得太老太旧。于是
拆掉旧房，盖上和新家具相配的新
房。“就这样，”我的朋友说，“为了这
个沙发，我的花费加起来竟然达到30
万美元。为了维护它，我每年还得花
11万美元。想想在此之前，我每年只
要花上几千美元，就可以过得相当舒
服，而且没有那么多烦恼，没有那么
多要操心的东西。这个沙发最后差
点将我拖到破产的边缘，要不是我悬
崖勒马，又在朋友的帮助下赚了几笔

钱，我就彻底地完了。从此，我下定
决心节制花钱的欲望，开源节流，再
也不做这种为鞍买马的傻事了。”

这位朋友不再做这样的傻事了，
可是还有许多朋友每天都在重复做
着同样的傻事。比如买了一件新衣
服，就要配上相应的项链、手表、手提
包以及相应的裤子、皮鞋，然后要更
换相应的车子，再往后要上符合身份
的饭馆……这样 的 消 费 是 没 有 穷
尽 的 。 就 算 是 一 个 相 对 富 裕 的
人，以这样的方式去消费，也会很
快将家财用尽，何况有些人本来
就不太富裕。

别老想着花别人的钱

有个年轻人，走路干活都显得懒
洋洋的。有一次我问他：“你为什么
一天到晚老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呢？”那个年轻人读过书，受过很好的
教育，有很高的学历。他说：“我受那
么多的教育可不是为了最后来给别
人当伙计的。我得自己干，自己当老
板。”我说：“这很好呀。那你为什么
不从现在就开始自己干呢？”他说：

“我没有启动资金。我在等待。”
接着他就告诉我，他有一个年迈

的姨妈，非常有钱。他说：“她活着的
时日不多了，要是她不能够马上就
死，那我会再去找其他一些富有的老
人。他们会借给我几千块钱，那样我
就可以开始了。只要拿到启动事业
的资金，我一定会干好的。”没有经
过磨难得到的资金是不牢靠的，这就
是钱来得快去得也快的道理。在这
样的情形下，他并不会知道金钱的真
正意义以及金钱的真正价值。没有
自我约束、纪律、节俭、耐心、毅力，总
是指望靠别人的钱而不是自己的积
累去开创一番事业，这样的心态是可
怕的，也是不可能获得成功。

这位年轻人所指望的那些老人，
比如他的那位姨妈，是如何获得成功
的？据我所知，在我们国家富裕的老
人中十个有九个是穷孩子出身，他们
依靠的是自己坚定的意志、决心及刻
苦的努力、执著的精神良好的习惯，

才获得了成功。在他们渐渐发迹的
过程中，他们将钱小心地积攒了下
来，才成就了他们晚年的富裕，这才
是积累财富的最好方法。

集中精力，拒绝吹捧

执著地敲打一颗钉子，使劲地
敲，直到它最后钻得很深。关注一项
事业，坚持干好，直到成功，或者直到
经验告诉你可以放弃。当一个人的
精力没有分散，全都执著于一项任务
时，他的头脑会一直想着如何完成这
项任务，那他的财富就会不断地累
积。要是脑子同时装满了十几个不
同的项目、任务，注意力就会分散，财
富也会从身边溜走，所以请记住，当
你在做一件事情时，要集中你所有的
力量，尽心尽力地将它做好。在做好
这件事情以后，再去做下一件事情。
正如老话所说，打铁要一片一片地
打，不能全部放在一起打，全部放在
一起打，你最后得到的只会是一堆废
铁。

当一个人有了钱以后，我们通常
可以看到，他身边马上会聚拢一堆
人。这些人自称是他的朋友。他们
教他怎样打牌，怎样吸烟，怎样识别
各种不同品牌的雪茄和葡萄酒，总
之，都是让他往外掏钱的消费，他辛
苦赚来的钱很快就在这些朋友的“关
怀”下挥霍一空。有时候他们也会告
诉他在哪里哪里，有一个如何如何好
的机会，保证他能大赚一笔，结果为
了赚到几千块钱的意外之财，他可能
损失几万块钱。

千万不要糟蹋自己辛辛苦苦赚
来的金钱。当你有钱了才紧紧跟随
你的朋友以及将你夸得跟朵花似的
朋友，因为在你没钱时，在你发迹之
前，这些朋友是不见踪影的。你要小
心这样的朋友！

金钱本身无所谓善恶，就金钱本
身来说，如果使用得当，不仅是你的
得力帮手，而且能给你和家人带来幸
福和满足。正如莎士比亚所说，金钱
是人们的好朋友。人对金钱的渴望
无所不在，这无可指责，但是请记住，
当你拥有了足够的金钱以后，你也必
须承担因为拥有大量金钱而带来的
各种社会责任，比如修桥补路，乐善
好施。

摘自《大学生》

别老想着花别人的钱 六元钱买下爱

车停了，上车去。里面几乎坐满
了人，却有一个位置空着。空位边上
站着一个神情专注的年轻女人，她的
肩上挎着一只休闲包。上车的人纷
纷抓住把手，自觉地靠边站着。有一
个人朝那个空位方向看去，看了又
看，最终没有过去。另一个人欲过
去，还没到那个空位时停了下来，因
为他发现那个站立的女人毫无表情
地看了他一眼。他醒悟过来：“哦，位
子上有雨水吧？”
最后一个胖妇人
挤了过去，她走
到 空 位 前 看 了
看，抬头困惑地
问那年轻女人：“你为什么不坐？”年
轻女人笑了笑，没有回答。胖女人从
口袋里掏出纸巾欲擦座位，想了想又
缩回了手，重新挤到老位置站着去
了。

我有些好奇，难道那个座位有什
么特别的地方吗？站在我边上的人
是个多舌的，他对旁边的人说：“那个
空位没人坐总归有道理的，好坐的话
早被前面的人抢了，还轮得到后面的
人？”

车子过了几站，有人上，有人下，
那个座位始终空着。乘客的表情几
乎是一样的，判断也是一样的，既然

边上站着人，这个座位肯定是有问题
的。后来，车里空了一些，我走向那
个空位，于是我看到了它。这一看我
几乎吃惊，它干干净净，没有脏物，也
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怎么回事？
就因为先前站着的那个年轻女人不
想坐，于是导致了所有的人不敢坐？

我心安理得地坐下来，很自然地
想起长者对我的教导：什么是主观？
什么是客观？再多的人对一事物持

同一看法也不能证
明它就是客观。是
的，生活中更多的
是盲从。

快到站了，我站
起身来，几个人急不可耐地挤过来。
一个动作灵敏的小姑娘抢了先，她笑
嘻嘻地坐在刚才我坐过的位子上，从
她男朋友手上接过那只庞大的洋娃
娃，男朋友抚了抚她的头发，一副爱
恋的模样。

车里再也没有空位，一切都很正
常。我知道，这位子就循环下去了，
它空后就会有人来坐，除非它被污染
了，毁损了，否则没有道理让它空着。

但是，也很难说，如果她走后站在
边上的人又凑巧也不想坐呢？而后
上的人又凑巧全是聪明人呢？

摘自《手托一只空碗》

随众性

细缝里的爱

早点回家

分手一年后，他们在商场的电
梯间相遇。彼时，他另有佳人在怀，
眉目含情，温言软语，幸福像瓶子里
的肥皂泡，迫不及待地要冒出来。电
梯门打开，她一脚踏进来，抬头看到
他，再想退回去，门已在身后徐徐关
上。

他亦看到她，揽在佳人肩头的
手，尴尬地抽也不是，留也不是。一
年不见，她人憔悴了很多，却很精

神。妆容淡雅，从容干练。看得出
来，这个曾经被自己深深伤害的女
人，仍然活得匆忙而充实。她还恨着
自己吧。当初他为了身边的女人，不
顾正准备嫁衣的她决然离开。她像
个祥林嫂似的，满世界地跟人控诉负
心人，恨不能拿把刀割他的肉剜他的
心。如今相遇，自是凶多吉少。

他正忐忑，她已伸手过来，盈盈
笑道：“你好。”她湿润的手指轻触他

的掌心，又迅速放开。细细的温暖，
让他的心头倏然一热。他很想问问
她，过得好吗？却一句也说不出来。
电梯门打开，她微笑着转身离去。

刚到办公室坐定，便收到他的短
信：谢谢你的原谅。她展颜一笑，回：
没有原谅，只是感谢。谢谢你曾给过
我那些美好时光，并给了我寻找下一
个幸福的机会。

是的，不爱了，曾经的海誓山盟
转头成空，恨过，怨过，到最后，却有
了一颗慈悲宽容的心——这才是爱
的最高境界。

谢谢你曾爱过我。
摘自《女人街》

他受伤后,退伍回家,开了一家
修车铺。一转眼，三十岁了，婚事还
没有着落。

父母安排他相亲，姑娘们一见
他严重烧伤的脸，吓得转身就跑。
他不想让父母失望，勉强娶了一个
寡妇，对方还带着一个3岁的孩子。

初为人父，他特别爱孩子。孩
子营养不良，总是生病。

一天，在医院工作的朋友说，刚
引进一种新药，正在找人试用，三个
疗程下来，可得报酬 2000 元。他二
话不说，拿了药。

回到家里，他按时服药。
她有些好奇，他撒了一个谎：

“这是一种糖浆，朋友送的，对身体
有好处。”

很快，三个疗程的药即将喝完，
他没有感到一点不适。

每次，他向朋友汇报，朋友惊异
地说：“试药的几个人，就你没有生
理排斥。”

他呵呵一笑：“别忘了，我是当
过兵的，身体特棒。”

有一天下雨，修车铺没有生意，
他提前回家。

走进家门，他发现她偷偷喝着
一种浆水。见他进来，她差点将杯
子打落在地。他问怎么了，她遮遮
掩掩，答不上话。

他夺过杯子，闻了闻，眼睛瞪得
老大。原来，她也在试用朋友的新药。

他找朋友算账，朋友说：“我压
根没有把药给过嫂子。”

回到家里，他问是怎么回事。
她嗫嚅半天，终于说出实情。

细心的她发现，他开始喝糖浆
后，隔三差五就往医院跑。后来她
打听到，他喝的不是糖浆，而是一种
新药，完全是为了给孩子多挣钱。

是啊，他们需要钱，她又不愿让
他冒险。于是她偷偷换掉他喝的
药，越俎代庖。

他紧紧地搂住他，说：“你真傻，
药是有副作用的，你不怕？”

她依偎在他怀里，喃喃地说：
“你是家里的顶梁柱，万一吃坏身
子，咋办？我是一个家庭妇女，闲着
也是闲着，所以，试药的活，还是我
来干，你都不怕，我怕什么！”

摘自《百花故事》

爱的偷换

谢谢你曾爱过我

有个美国游客去波兰拜访了著
名的教士哈菲斯·海依姆。他惊讶地
发现这位教士的家只是个小房子，堆
满了书。所有的家具就是一张桌子
和一把凳子。

“教士，你的家具在哪里？”那位
游客问道。

“那么，你的家具呢？”海依姆教
士反问道。

“我的？我在这里不过是一个过
客，根本不用家具。”“我也是过客而
已呀。”海依姆说。 摘自《格言》

几年前，我在纽约遇到一件
事情。在一次画展上，我对一幅
中国画情有独钟、流连忘返。那
幅画画的是一棵树，此树枝疏叶
稀，一只小鸟站在一根树枝上，
而这根树枝与其他树枝之间有
一大片空白。

简洁的画面，具有独特的韵
味和美感。我很想买下这幅画，
只是觉得画面上空白的地方似
乎多了一点。于是，我就问这幅
画的作者能不能在画上添加一
些树枝和叶子。画家答道：“不行，
我不能这样做，因为如果这样，不只
会影响到画的质量，而且鸟儿也就
没有飞翔的空间了。”

现在，我想把我从画家的话
里领悟到的深意送给更多的人：
你的生活里有飞翔的空间吗？

如今，我们的生活节奏日益
加快，我们承担的责任越来越
多，身心容易疲惫，思绪容易紊
乱……我们需要放松一下自己，
给自己一个心灵放松的空间。

摘自《环球时报》

飞翔的空间

我家隔壁住着一对夫妻。
他们都在企业打工，薪水并不

高。男人下班时，手里常拎着一把青
菜，两条鱼，女人扎着围裙煎鱼时，常
哼着歌儿。他们家的阳台上，总有一

脸盆花盛开着。他们常出来散布，并
不在人前表现得多么亲密，但他们说
话时，常常看着彼此的眼睛。

有一次，我在楼道里碰到男人背
着女人上楼梯，我以为女人病了，急

忙询问。
女人不好意思地笑了：“情人节

别人都送玫瑰花，他却拎回来两斤猪
肉，我得罚他呀。”

男人也跟着笑：“谁让你做的红
烧肉太好吃，我甘愿受罚，就当是减
肥了……”

是啊，只有将幸福给自己看，才
是真正的幸福。

摘自《大公报》

幸福给自己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