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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遭遇暧昧男。哎哟嘿，从没
见过这么暧昧的人。女友喝了一半
的茶，刚要倒，他说留着我喝；女友下
班打不到车，他说等着我来接；女友
出差杭州，他下了班坐火车过来请吃
饭，又坐最早一班车赶回上海上班。
至于平日里一起喝个茶，看个电影，
那更是家常便饭。

男未婚女未嫁，这样的关系叫人
浮想联翩。只是，他啥也不说。连情
人节这种表白的大好时机，也让女友
落了单。

女友是干脆利落惯了的，忍到这
会儿也耐不住了，半夜将我揪起来开
战局分析会。你说，他啥意思，啥意
思啊。

我想了想，给了个不待见的答
案：他没啥多大意思。

在单身对峙的战局里，通常，若
有一方的感情达到沸点了，那么战局
白热化是必然的。他（她）会以种种
方式表白，送花、写情信或者干脆就
坐下来谈判：我看上你了，你看着办
吧。这些都是荷尔蒙作用下的情不
自禁。

我家小师弟当年看上女友时，迫

不及待就出手了。那个俗呀，每天从
饭钱里省出一朵玫瑰花，无时无刻地
假装各种偶遇，时不时给女友的室友
们各种小恩小惠。我说你也忒急了，
当心吓着人家小姑娘。小师弟说，姐
姐，我起码要让她知道我啥意思啊，

再说了，这么漂亮的女生，我稍
晚一步，就叫别人抢先啦。

小师弟无畏的死乞白赖居然起
了作用。只一个月，此事竟然成了。

若是你也碰到颇为主动的一方，
给你来持久战，来几个回合歇歇，再
反复着，三五个月下来都看不见一点
儿战局进展，那你就要警惕这种暧昧
了。这说明成败对他（她）而言，目前
并不重要。

比如女友之暧昧男。他对女友
应当是喜欢的，但还达不到热爱。所
以他实施暧昧战术，先跟你对峙，隔
三差五地打几个回合。时间久了，若
他有心攻城，便会改变战术一鼓作
气，若无心恋战，亦可以体面地全身
而退。这暧昧，为的是进退自由，毫
发不伤。

想起女友 B 也遇到过此类暧昧
男。那中年才俊走的是温情路线。

问暖嘘寒，解惑答疑，温柔体贴之
至。平日里喝茶聊天还逛街，女友生
日他也会请大餐送大礼。但仅此而
已。这种感情，你可以解读为情深似
兄妹，也可以看成她是他的红颜知
己。

女友是进退两难。进了，人家根
本没此意，好好一段兄妹情尴尬收
场。退了，你自己当真，也是搅了一
段难得的友谊。如此两年下来，等到
中年才俊身后跟了另一女人，女友才
恍然大悟。

感情之事，对男女的影响是截然
不同的。诗经有云，士之耽也，犹可
脱也，女之耽也，不可脱也。中年才
俊可以身在花丛寻寻觅觅，直至找到
所谓真爱。女友呢，虽然不至于一哭
二闹三上吊，但也着实受伤不浅，还
赔进去宝贵青春。

所以我告诫女友，这感情里啊，
最不待见的就是暧昧。你现在有对
策如下。第一，开诚布公地找暧昧男
谈一谈，郎有情妻有意，那咱就好好
发展，不然就别浪费彼此时间精力。
第二，踹开暧昧男，继续寻找真命天
子。

我比较倾向于对策二。因为我
相信，那个人若是你的真命天子，他
对感情的态度会像美国前总统小布
什的反恐宣言那么旗帜鲜明——

“要么你跟我们站在一起，要么
就和恐怖分子……”摘自《青年文摘》

她一生的爱情，不过是三个瞬
间。

第一个瞬间，发生在大二的课堂
上。她与邻座的安庆男生聊得十分
投机。他知道她是武汉人。快下课
的时候，他问：“我以后到武汉玩儿，
去找你，好不好？”她说：“当然好。”顺
手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草草画张
地图给他。

第二个瞬间，是在毕业时的火车
站上。歌着，酒着，挥手着，泪着，送
走一个同学又一个同学，最后的站台
上，只剩下两个人。北方的后半夜，
六月也是凉的。黎明将至之时，他
突然说 :“你知道吗？我一直爱着
你。”

她惊愕地抬头，看见他的脸，刹
那间，恍然明了，何以那些看见他的

日子，便连阳光也格外灿烂。她几乎
想要狂呼：“我也是呀。”但火车呼啸
而来的声音吞没了一切。

她向安庆男生写下一封又一封
的信，却无一回音。是地址错误？还
是……一颗错误的心？以为自此以
后，便是两不相遇，却在深夜梦见他
向她走来，仿佛有千言万语要倾诉，
却只是哀痛地、静默地转过身去……
她大惊而起，长坐至黎明。

而第三个瞬间，是六年后了。她
新婚燕尔，去上海度蜜月。温厚的
丈夫无论如何也不明白，她何以
一定要在安庆停留一天，寻访一
位老同学。

而他给过她的地址，街都已拆
迁。尘灰茫茫的街头，他们不知找了
多久，问了多少人，才有一个男孩诧

异地说：“他是我哥呀。”
隔了六年的时光重逢，却恍如清

晨刚刚分手。他淡淡地问：“来了？”
她亦回：“来了。”

还是生分了，只聊几句闲话。他
的工作不算好。他笑一笑：“我差一
点儿就去了武汉。工作关系都安排
好了，我父亲……去世了。家里母
亲、弟弟……没走成。”

——那也就是她梦到他的时候
吧？

才坐了一会儿，黄昏便在刹那间
来临。见丈夫低头看表，她起身告
辞，说着惯常的客套话：“来武汉，到
我家玩儿。你知道地址吗？”他说得
平常：“我知道。”回身拉开抽屉，从最
上面取出一张纸——

那是六年前，她信手撕下的一张
纸。墨色早已褪得极淡，却有一颗箭
头 ，依 然 清 晰 地 指 向 她 的 家 ……
只是三个瞬间啊，便收拾了她一生的
情爱。

摘自《爱人》

星期天在家写材料，从中午一
直埋头写到傍晚，写好材料，已是眼
花缭乱，走出书房，见时钟指在 6点
多。心想该吃晚饭了，可走进厨房，
锅灶碗碟还是凉的。探头看老婆，
正在看韩国电视连续剧呢。

这时，心生不悦，怎么到吃晚饭
时间了，还不做饭呢，这要等何时能
吃上饭呢，我肚子都有点咕咕响
了。瞅着老婆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
电视，全神进了剧情里了。本想冲
她说：“不吃饭了吗，咋地？！”

然而，我一转念将这带情绪的
话咽了下去。——平日里她也上
班，可大都是她做饭，每每下班回
家，客厅飘着饭菜香，今儿就让她看
完电视吧。

转了这个念，于是，我不声不响
地进了厨房，关起门。一边轻哼着
歌儿，一边洗菜做饭，打了一碗鸡蛋西
红柿汤、煎了一盘豆腐，炒了一碟辣椒肉
丝。饭菜做好了，感觉心情也特好。

这时，厨房的门被轻轻地推开，
老婆探进脸来：荷！你在做饭呀！

嗯，不错，老公真不错！她那脸上绽
满着笑意……

老婆边吃边称道菜炒得咸淡正
好，我听着赞言，油然地感到：假若
没有刚才的“转念”,也许就没有这晚
餐温馨的景况，也许还会因为“谁该
做饭”发生一场争执。

转念，让可能发生的不快，变成
了老婆满心欢喜。

家庭生活需要常转念，就会多
一份温馨，人际关系上、钱权利益
中，同样需要常转念，将“不可为”的
转念成“可为”的，将“必将后悔”的
转念成“防范后悔”的，将“假恶丑”
的转念成“真善美”的，那么，人生就
会多一份平安、和蔼、幸福。

摘自《潮州日报》

浙江省一家公司的董事长来到
内蒙古呼和浩特，了解该公司正在
建设的国际商贸城的情况。偶然的
机会，他见到这样一个场面：一名大
老板模样的男子，身后跟着八名男
子和一名女郎，一律戴着墨镜，浩浩
荡荡走了进来。前面的男子一坐
下，就跷起二郎腿，另外八名男子则

一字排开，围站在他身后。更令人
喷饭的是，此时，女郎敏捷地拿出一
支香烟，递给坐着的那名男子，并

“啪”的一声用打火机为他点着香
烟。

“这场面在香港电视剧中倒是
经常看到，怎么今天在内地也见识
到了？”这名浙商很纳闷。他不知

道，这名男子在当地鼎鼎有名，是
正在建设中的呼和浩特金鹰国际
ＣＢＤ的“大老板”王细牛。

这名浙商回浙江后，马上让自
己呼和浩特分公司的人盯住此人。
他认定，有如此排场和气焰的人，他
的公司迟早要出问题。

仅仅半年后，王细牛就因非法
集资而遭逮捕，原来在香港注册的
空壳的金鹰国际也就土崩瓦解了。

做企业先做人，这是一句经常
被人挂在嘴边的话，但要真正做到，
并不容易。 摘自《浙商》

一位家长，蹲在办公楼背风的角
落里，一边抽烟，一边重重地咳嗽。
他太憔悴，太瘦小了，他的旁边，站着
我的学生李太福。

我说，你来了。李太福的父亲赶
紧站起来，说，来了，来了。然后，又
极其尴尬地说，这孩子，说他多少次
了，总是不听话，让你费心了。昨晚，
他又跑回来了。我揍了他一顿。这
孩子，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

我吃了一惊。你为什么要打他？
每次回来，他都说要调整调整，

你说说，一个学习，有什么好调整的，
安心学习就是了，调整个什么劲，我
看他回来，就是想偷个懒，下次他要
再敢回来，我打断他的腿。

我赶紧把这位父亲拉到一边。

我说，你知道你的孩子是怎么过的
吗？你知道他所受的苦吗？

太福为了上课集中精力，曾经嚼
过茶叶，曾经用针扎过手；为了多学
习一些，别人都睡觉了，他还窝在被
窝里看书；由于学习压力大，曾经半
宿半宿地睡不着觉，第二天，头昏脑
涨，还要坚持学习；为了节衣缩食，他
只吃馒头就咸菜，从来只打半份最便
宜的菜；成绩考不好的时候，他曾经
自卑到要放弃，甚至，都有轻生的念
头……他经历的这些苦，他遭受的这
些痛，作为家长，你都知道吗？

或许因为我的激动，或许是因为
一下子触到了他的心底，太福的父亲
半天没说话，只是不停地抽烟。这
下，轮到我心里没底了，说实在的，我

不应该对一个家长这么激动地说话。然
而，我憋不住自己，我只是想表达，现在
的父母，太不理解自己的孩子了。

末了，太福的父亲站起来，说，老
师，那我回去，不过，我要领着孩子一
块回去，明天，我再把他送回来。我也不
知道家长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第二天，李太福到校之后，高高
兴兴地找到我，说，老师，你知道吗，
父亲竟然和我说，孩子，爸爸让你受
委屈了。就因为这一句话，我哭了整
整一个下午，多少年了，只有昨天，我
才感觉到真正回到了家，感觉到了家
的温馨和温暖。虽然泪流满面，但那
都是快乐的泪水，喜悦的泪水……说
到这，太福的眼圈又开始红红的，但，
满脸洋溢的，全是幸福。我不知道天
底下还有多少像李太福一样的家长，
但我知道，只有真正理解孩子的那一
刻，天底下，所有疲倦的心灵才会找
到家，才会得到温暖的依靠。

摘自《做人与处世》

母亲去世后，父亲独守老屋。
半年前，父亲忽然把我们兄妹四个
叫来，开了一次家庭会议。让我们
四个人每月给他三百块钱，并且按
照从大到小的顺序分别利用周末的
时间把钱送回家。钱不多，但让我
们轮流把钱送回来却让兄妹四人很
为难。我建议按时把钱寄给父亲或
者从银行打到父亲的卡上，大哥和
两个姐姐一致赞同，父亲却坚决地
摇头，并强调困难再大，也必须按时
送钱回家。

大哥和姐姐按规定把钱送了回
去。随后我打电话问大哥父亲的情
况，大哥说父亲的脸色不太好看，如
今，在父亲的身边有了一个 40多岁
的女人。我想父亲有退休工资，还

有积蓄，现在找我们要钱肯定是为
了那个女人。

月末，轮到我送钱回家，远远
地，我看见父亲站在胡同口。我把
钱递给父亲，转身要走，父亲显得很
失落，他低声地问：“晚上可以不回
去吗？”

我本想拒绝，但看到父亲满眼
的哀求时，便勉强答应了。

那个 40多岁的女人果然在，她
利索地收拾好一桌子饭菜。菜都是
我最爱吃的。

晚上，我陪父亲坐在客厅闲
聊。以前少言寡语的父亲那天话特
别的多，他说起了我们小时候的事
情，说到有趣处，他还像一个孩子似
的开心大笑。我想陪着父亲笑一

笑，但只是咧咧嘴，笑不出来。我感
觉自己和父亲之间已经有了一层隔
膜，把我们隔开的是那个女人。

半个月前，我接到了家里的电
话，是那个女人。她在电话里说父
亲快不行了，现在正在医院抢救。
等我赶到医院时，父亲已处于弥留
之际。看到我们兄妹四个齐齐地守在
他的身边，父亲笑了，一脸的满足。

父亲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告诉我
们，半年前，他被查出得了胃癌，是
晚期。他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
但他不想告诉我们，怕我们为他担
心，于是，他请了那个女人来照顾自
己。之所以召开那次家庭会议，是
想每个月能看到自己的子女，同儿
女们说说话，享受一下亲情。

我们都流泪了，是悔恨？是痛
惜？是惭愧？是依恋？我们说不
清。我们紧紧地依偎在父亲的身
旁，想听听他讲讲往事，但父亲却再
也说不出一句话…… 摘自《新青年》

伯父的儿子小军失恋的那个秋
天，他的心情糟透了，整天和一帮朋
友外出喝酒。有一天，伯父在吃晚饭
时给小军讲了段往事——

孟良崮战役期间，年轻的伯父是
一名步兵营长。在一次战斗中，伯父
左胳膊中弹，垂在那里不能动。但伯
父并不觉得很疼痛，依然在战壕里东
奔西跑指挥战事。战斗到白热化阶
段，伯父由于失血过多，一头栽倒在
地，不省人事……

第四天下午，伯父迷迷糊糊地醒
来，发现自己躺在死人堆中。战斗已

经结束，部队正在清点阵亡人数，准
备举办后事。伯父努力喊了一嗓子，
于是立即被人送往战地医院抢救。

战地医院里伤者无数，哭爹叫娘
声此起彼伏。但是，凡喊叫厉害的，

都被安置在帐篷外面，首先抢救的，
都是那些无声无息的重伤员。伯父
说：“重伤员很少喊疼叫苦，因为他们
对伤口已经没有感觉了。”然后，伯父

转脸嘲笑小军：“你失恋那档子皮毛
小事，连轻伤都不算，还整天唉声叹
气的！”

伯父的故事深深震撼了小军，他
很快走出了失恋的困境。现实世界
中也有颇多类似的景象——面对小
痛的人，往往情绪恶劣、激愤；而经受
重创的人，表面却可能是相对安静
的。如果我们没有真正被生活打倒，
尽管把那些小痛坦然埋葬；而遇到真
正的困境，与其用眼泪来涂抹，不如
尽快进行生命的最后一搏。

摘自《故事汇》

儿子和我在香港生活了两年，从
他14岁到16岁。他对我和朋友们的
谈话主题兴趣很浓，15岁的他会很专
注地倾听、提问，也谈自己的看法。

有一天，一群朋友刚离开，他说：
“妈，你有没有注意到你朋友们的一
个特征？”我说没有。

他说：“当他们要问我什么问题
的时候，他们的眼睛是看着你的，而且，
就站在我面前，却用第三人称‘他’来称
呼我。”

啊？
我其实没听懂他的意思，但是我

们接着做了一次实验，就是观察朋友

下一次来的时候所做的举动。结果
是这样——

甲教授进来，我介绍：“这是中文
系甲教授，这是我的儿子菲利普。”

他们握手，然后甲教授对着我
问：“好俊的孩子，他会说汉语吗？”

我说：“会，说得不错。”
甲教授问：“他几岁？”眼睛看着

我。
我说：“15岁。”
甲教授说：“他读几年级呢？”眼

睛依旧看着我。
我说：“你问他吧。”甲教授这才

转过去看菲利普。但是没说几句，又

转回来了，“他懂几国语言啊？”
菲利普在一旁用偷笑的眼神瞅

着我。
这个实验之后，我也变得敏感起

来。16岁的菲利普在我们做过多次
实验后，曾经下过这样的观察总结，
他说：“妈，我觉得，差别在于，欧洲人
是看年龄，譬如在德国学校里，你只
要满 14 岁，老师便要用‘您’来称呼
学生。但是中国人看的不是年龄而
是辈分，不管你几岁，只要你站在妈
妈或爸身边，就是‘小孩’，就没有身
份，没有声音，不是他讲话的对象。
所以他才会眼睛盯着你的妈或爸发
问，由‘大人’来为你代言。”

菲利普做这总结的时候，我真的
傻了。此后，即使站在朋友身边的孩
子只有酱油瓶子那么高，我也会弯下
腰去和他说话。 摘自《羊城晚报》

你所不知道的苦

对待孩子的态度

大疼小痛

别忙着摆谱

其实父亲不要钱

三个瞬间

最不待见是暧昧

转念之间

她努力读书，争取一等奖学金，
参加现代舞比赛，谁都知道她是外
语系有名的才女加美女，是标准的
优生模样。可是没人知道她所做的
一切都有最单纯的动机，那就是引
起他的注意。他是她的学长，翩翩
少年：说地道流利的英文，弹得一手
好吉他，会踢贝氏弧线。他样样优
秀不算什么，而是做什么都漫不经
心的神情彻底迷倒了她。

他身边总有或艳丽或清纯的女
孩为伴，以她的矜持，无法勇敢地向
他表白。她只有努力地靠近他，希
望以耀眼的光芒渐渐吸引到他的注
意。她的努力坚定而又孤独。

在颁奖典礼上，她终于和他并
肩站立。可是他手里拿到的除了获
奖证书，还有一份表格。那是普林
斯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已获得
全额奖学金，可以赴美攻读学位。

她鼓掌，眼泪停在眼角。
她更加忙碌地参加各种考试。

一年后，她终于踏上了赴美的征途，
去做他的校友。可是迎接她的留学
生中，并没有他。他们说他已经提
前完成学业，回国创办新公司。

她忍受孤独刻苦读书，同时学
习经济管理，她希望有一天与他相
逢，能随时与他的水准匹配。

在回国留学生的欢迎会上，她
得到他的消息：他赚了钱，把公司甩
给伙伴，每年大部分时间旅行，拍
照、写稿、拍摄DV，还原最初艺术家
的梦想。她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
气，他前行的速度那么快，永远超出
她的想象，甚至让她无法喘息，可这
就是他的魅力。

她拿到了他的地址，按捺焦虑
的心情，订好飞往丽江的机票。无
论如何，她不能再与他错过，因为距

他们的相识已过去了七年。
当她拉着行李箱，来到旅行团

居住的地方时，已是黄昏。她看到
他正在水边写生，依然俊美的身姿，
金光闪闪的水面，水鸟的尖叫，游人
的慵懒，一切和谐而美好。

她的心怦怦跳着。很快，一个
白衣女子进入视线。女子很年轻，
带着沉溺爱情的自信和娇憨。他飞
奔过去，与她十指紧扣。一群游人
围上去，献花、嬉笑、拍照，显然他们
是新婚的夫妻。她混在人群中，来
不及躲避，一脸茫然。他完全没有察
觉，甚至朝她微笑了一下，——他已经
不认得她了。她庆幸，而后悲凉。

夜深了，她还在看他丢在沙滩
上的DV。画面上，他拥着白衣女子
说：那天她横冲直撞地走过来，一下就
撞到了我的怀里，我们就这么认识了。

她收拾行李，删去手机里的某
个号码。她没有再流泪，而是心存
感激，至少，因为他，她才懂得了爱
情：无需精心准备，无法刻意靠近，
不是同一方向的追逐，爱情只能是
一种面对面的相遇。

摘自《小说月刊》

爱情是什么

１.开始的开始总是甜蜜的,后来
就有了厌倦,习惯,背弃,寂寞,绝望和
冷笑。

曾几何时,在一段短暂的时光
里,我们以为自己深深爱着一个人。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不是爱,只是对

自己说谎。
２.爱情总是想象比现实美丽,相

逢如是,告别亦如是。
我们以为爱得很深很深,来日岁

月,会让你知道,它不过很浅,很浅。
３.他纵有千百个优点,但他不爱

你,这是一个你永远无法说服自己去
接受的缺点。一个人最大的缺点不
是自私多情野蛮任性,而是偏执得爱
一个不爱自己的人。

暗恋是一种自毁,是一种伟大的
牺牲。

暗恋甚至不需要对象,我们不过
站在河边,看着自己的倒影自怜,却
以为自己正爱着别人。

摘自《青年文摘》

多年前看过一个故事，一直忘
不了。不是因为故事感人，相反是
因为这个故事让我很不舒服。我也
一直想不通故事中的人到底谁对谁
错。

故事是这样的：在一列拥挤的
火车上，很多人都因为没有座位而
站在过道上。有一个年轻人显得特
别与众不同，一个人占了三个座位，
躺着“睡大觉”。他旁边站着一个明
显力不能支的老太太，年轻人只当
没看见，没有一点让座位的意思。
大家都觉得年轻人素质太低，看不
惯他的行为，就找来了列车员。列

车员喝令年轻人让出两个座位，年
轻人却说：“这几个座位都是我一个
人的，你凭什么让我给别人让座？”
大家不信，列车员要求验票，年轻人
真的掏出了三张连号的票。大家傻
眼了。列车员嘟囔着说：“这么有钱
干吗不买卧铺？”的确，三张车票比
卧铺还贵。年轻人说：“我就是因为
买不到卧铺票才只好买了三张硬座
票。”列车员没招了，她只好用商量
的语气和气地说：“那你看老人家年
纪这么大了，你就当学雷锋，给她稍
微让一点位置吧？”这时年轻人说了一句
话，让所有的人包括我都无话可说了。

他说：“你既然想做好事，干吗不把她带
到卧铺车厢？那里面空间更大，随便坐
个角落都比这里舒服多了！”

在很多时候，所谓的道德是相
当软弱的。年轻人出钱买了三张座
位票，他要维护他的权利，不能说是
不道德，他若是让出了座，那是高
尚，但他不愿意高尚，你还不能说他
就是缺德。维护购票者的权利，是
法律制度（合同法）的规定，他不愿
意出让这个权利，别人不能随意剥
夺；卧铺车厢不能让硬座席的人进
入，也是制度的规定，同样不可破
坏；年轻人用话将了列车员的军，虽
有点损，可很中“要害”。

如果年轻人未买票而占仨座，
他显然是不道德的，可他有钱……
生活中很多的道德，就是这样被买
走的。 摘自《杂文月刊》

令人不舒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