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迷上了网购，那
种充满期盼的等待，感觉
真好。

从买书开始，先是雪
小禅的新书，再到安宁的
新作。淘宝网的文轩书
店，全部包邮，很合算的。

买的衣服是从五十元
开衫开始的，第一次在网
上买衣服，也不知道质量
如何，不敢买贵的。等到
拿到手一看，不错啊，五十
元太值了。

刚入冬，买了一套棉
睡衣。自己看中的那款大
小不合适，店家推荐了一
款。乍看我还不喜欢，仔
细端详还可以，挺温暖的
感觉，直接就拍了，加邮费
190元。

睡衣拿到了，确实不
错。同事们也说了，190元
在网上买衣服，质量肯定好。

所以啊，如果想买东
西，在商场你能承受多少
价位，同样的价位在网上
就会买到更超值的东西。

儿子要想个电锅，在
学校用起来方便些。到商
场一看，最不济的也要100
多元，好点的都要 300 多。
不买了，构造如此简单的
东西，这么贵。

看中了一个牌子，上
网搜。结果只需商场里一
多半的价钱就拍了下来，
儿子用后满意极了，现在
成了全宿舍公用的锅子
了。有意思的是，妹妹看
我买的东西不错，也来凑
趣，让我帮她拍一款皮靴，
286元。结果拿到手一看，
根本不是皮的。妹妹可不
能吃这个哑巴亏，连试试
都不愿意，直接就找到店

家退货！
妹妹拿着鞋问我老公：

姐夫，你给鉴定一下，这是
不是皮的？我老公头都没
抬：你先告诉我花了多少
钱买的？

妹妹一下子就不说话
了，想想也是的，如果真是
皮的，单是那么大的一块
皮子，也不止 286 元啊！
费了一番周折，店家总算
答应给退了。

不过妹妹买的那件红
色的大衣真漂亮！在沈阳
的街面上，看见有人穿，妹
妹厚着脸皮上去问人家，
在哪买的，什么牌子，多少
钱。回来上网一搜，还真
有！人家是花 600 多元在
沈阳的一个商场买的，网

上报价还不到400，妹妹心
里乐坏了。

和店家谈时，妹妹还
要砍价，350 包邮，行不？
那边沉默了一会儿，居然
答应了！我说，也难怪，店
家一个月之内一件都没卖
出去，今天可算开张了。
说实话，那件大衣如果不
是我们在街上看到过有人
穿好看，就凭那张图片，还
真没人敢买，因为衣服的
样式实在不一般，忒特！

妹妹收到快递后，第
一时间来到我家，我一把
就把衣服拿了过来，然后
就穿在了身上。惊艳！真
好看！不想脱了！真想甩
给妹妹350元，衣服归我。

妹妹说快脱了吧！别
净想着夺人所爱！

不好意思，被人看穿
了，妹妹太了解我，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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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已经接近北京车站了，我
们直挺挺地坐在软包厢的座位上，
看着窗外，一句话也不说。愚谦的
紧张情绪也影响了我，过去的已经
过去了，现在我们将要面临什么样
的情况呢？我的脑子里忽然冒出来
很多想法。

我记得，我第一次来中国想去
看愚谦的家人时，他拒绝了。他认
为很危险，很可能会对他的家人不
利。当然啦，人们还是会怨他的。
他的逃亡给家庭带来了多少不幸
啊！那么，现在他居然带着一个外
国太太回家来了，还要访问他的
家，难道现在就不危险了？也许他
们会不让我进家门吧。谁知道他们
对我们外国人是怎么想的。

据我所知，在汉堡的中国父
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找一个中国
对象，他们认为一个外国媳妇或外
国女婿都会使家庭生活复杂化。就
是中国来的客人，在我家一块说
话 ， 也 称 我 为 外 国
人。我有一次警告他
们说：“你们在我的国
家，你们才是外国人
呢！”大家听了大笑起
来。但是他们已经习
惯了，不管他们在哪
里，别国的人都是外
国人。我常常听到这
样的话：德国人都是
个人主义者，他们不
像中国人那样有家庭
观念，等他们老了，会
被送进老人院。而在
中国家庭，孩子们还
是照顾老人的，常常和他们住在一
块，在经济上支持他们。可是一个德
国媳妇，能够抚养年老的中国婆婆
吗？或者一个德国女婿，会同意他的
妻子经济上支持她的父母吗？当然不
会！因此在一个中国家庭最可怕的事
情就是突然出现一个洋亲戚。想到这
里，我更怕和愚谦家人见面了。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的一个德
国女朋友和她的华人丈夫回到印度
尼西亚去看望公公婆婆，在家住了六
个星期，她的公公没有好好看她一
眼，只有在她离开时，才在机场拼命
挥手告别，并且向她微笑。她回来以
后对我和愚谦说：“他一定很高
兴，我终于要走了。”愚谦听了以后
大笑起来说：“按孔老夫子的思
想，公公是不能直接看他的媳妇
的，这是很不礼貌的。会被人说老
不正经。”听到他的解释我发觉中国
真是复杂。

想到这里，我吸了一口凉气对
愚谦说，“你知道吗？我真有点后
悔和你一起回来探亲，我真恨不得
现在马上回家。”

“胡说！”愚谦说，他用了一句

地道的汉堡俚语“Quatsch”来责备
我，使我的心情又好了一点。“你
马上会看到，你将成为我们家的中
心人物，大家一定都会喜欢你的。”

火车缓缓地驶进了北京火车
站，愚谦从座位上跳了起来，走到
过道上，把车窗拉了下来。

“小心点！”当他的头伸出窗外
时，我喊着跟了出来。可是我也不
自觉地把头伸出了窗外。站台上挤
满了人，黑压压一片，每个来接乘
客的人都伸长了脖子。有些人已经
开始大叫大笑起来，还拼命摇着
手，他们一定看到了自己要找的对
象。我发现我的两膝在颤抖，心已
经快从嘴里跳出来了。

我看见一个年轻人，跟着火车
跑动，高兴地跳起来，拼命地挥舞
着帽子，他又像哭又像笑似的使劲
喊着“小舅！小舅！”我的脉搏好像
突然停止跳动了，他是在向我们呼
喊呢！愚谦把上半身都伸出窗外，

举起双手并且喊着一
个名字，我一下子听
不 清 楚 他 在 喊 的 是
谁。就在这时，穿着
蓝的、灰的、黑的衣
服的一群人，同时把
手 举 了 起 来 ， 二 十
个，三十个，一起大
喊 着 ： “ 愚 谦 ！ 愚
谦！”“看哪，这就
是他！”整个队伍都
开始跟着火车跑了起
来，有几个年轻人还
拽着愚谦的手死死不
放。

“愚谦！愚谦！”
“愚谦弟弟！”
“愚谦哥哥！”
“小舅！”
“伯伯！”
……
呼喊声此起彼伏，我在德国

时，愚谦虽然和我讲过他的大家
庭，但是我没有想到会是如此的
大，如此的热烈和激动。

上帝啊，我已经觉得有些晕乎
乎的了。他们喊的其实就是一个
人，通过他们的喊叫，已经可以略
微猜出他们和愚谦的亲戚关系。中
国人对亲戚的称呼之多真是堪称一
绝。但这样的一群人在喊，我也不
知道谁是谁了。

最后火车终于停了下来，上来
了一个年轻人，把下车的人都挤到
了一边，抱着愚谦泪流满面。

“小锋！”站在站台上的人对他
喊着，“把行李递出来。”

把行李递出来？从哪儿？从窗
口？果然如此，别的旅客
也是这么做，把行李从窗
户口塞出去，好主意。 24

游戏难度加大了，我脸上的纸
条也越来越多。雨默比我要聪明得
多，反应也要快得多。第一天游戏
结束后，雨默没好气地看着我：“你
笨死了！一次都没赢过我，你要是故
意让我，我以后不和你玩了！”

“我真的很想赢啊，谁让你反应
那么快的。你好歹让让我吧，让我往
你脸上贴张条子……”我无奈地说。

“真笨！”雨默重重说了一句，
接着又斜了我一眼，“你看你，每
次骂你的时候你就知道傻笑，又笨
又傻！”

“傻笑？”我不自觉地又摸了摸
我的嘴角，看来有些笑真的不用经
过大脑。

我还是不知道这种游戏算什么
治疗，但我们玩得很开心。萧医生
也只是时不时过来督察一下我们，
看一会儿就走。他确实有很多事要
忙，就算是坐在办公室休息时，也
是在看那些现场照片。

他在看那些照片时的表情很怪
异，可以用“入迷”
来形容。他还模仿尸
体上的网状伤口在纸
上勾画，摇摇头又点
点头，我怀疑这家伙
是不是疯了。特别是
有次我看见他捧着一
盘炒面，津津有味地
边吃边研究那些现场
照片。

这家伙绝对有
问题！我心里狠狠骂
了一句。

也是在“影子
游戏”的第四天，我
回到病房时又看见马千里过来了。
同样的，我也跟过去偷听。别怪
我，我真的喜欢上了偷听。

“萧医生，你这么着急叫我来，
是不是有什么新发现？”

“嗯，你先看看我模仿倒五角星
网状伤口画的图。”萧医生递给他几
张自己的“作品”。

马千里看了看，“这个……给
我看这个干什么啊？”

“我画得没他好，看起来简单，
画起来复杂。我还特意练了几天
的，也不比他用利器一次性划的
好。”萧医生半开玩笑地指了指墙上
的现场照片。

“哎呀，我的萧医生，你别开我
玩笑了行不行。你知道我都急得快
疯了！”马千里抖了抖手中的“作
品”，表情僵硬地说道。

“我没开玩笑。”萧医生的脸也
一瞬间变得严肃起来。

马千里愣了愣，缓缓地将目光
转到照片上，又回到纸片上。来来
去去比对了好一会儿，才发出一声
轻呼：“噢……艺术家——画家！”

萧医生从墙上取下一张照片递
给马千里，“是的，包括第一具尸
体，他情绪激动时划的这些网状伤
口。虽然看似杂乱无章，但逐渐比
对，就可以发现这些伤口的间隔距
离都差不多，纵横也差不多。这在
情绪激动的情况下是很难办到的，
除非是从业多年养成的职业技能习
惯。”

“嗯，职业习惯的确值得参考。
就像以前破的一个案子，凶手每次
用匕首杀人之后，还用匕首在被害
人体内回绞一下。警方从这习惯推
断出凶手是一名从业多年的屠户，
从而很快破了这个案子。”马千里也
说道。

得到这条有价值的线索后，马
千里也回队加紧搜索这名“用尸体
作画的画家”。

我和雨默的“影子游戏”还在
继续着。这两天来值得一提的是，
我终于赢了雨默一次，我在她的小
鼻子上贴了一张小纸条。她对我笑

了笑，因为她已经赢
了太多次。

我走出女病号
楼时是下午四点钟，
天已经下起了毛毛
雨。于是我不禁开始
回味萧白这个医生，
我想用一个词来形容
他，但我在脑袋里搜
索了半天，竟找不出
一个恰当的词。如果
你跟着他查房一圈，
你就会发现这家伙是
个演技非常好的演
员，见人说人话，见

鬼说鬼话。
迎面走来一个病人问：“中央

是不是要派人下来复查我的事？”
萧医生一脸严肃地回道：“中

央的事，不方便在这里说。你先回
房，等我一会儿和你单独谈谈。”

另一名病人看见他走来，笔直
地敬了个军礼。萧医生也一挺身
子，两眼爆射出一股威严的气势：

“我命令你马上回房休息！正步——
走！”

病 人 表 情 严 峻 地 回 一 声 ：
“是！”然后踏着正步回到病房。

他这一路走来，要扮演很多
人，除了医生还有领导、军官、儿
子、慈父、教练、专家……

反正病人说什么，做什么，他
都一一回应，而且反应极快，马上
进入病人需要的角色。看着很有
趣，但如果换了你每天都在不同的
病人面前变换角色，你早就疯了。
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是真的，什
么时候是假的。一个正常人
在这待久了也会变得失常，
他又是怎么保留他的正常的？

万家灯火

世相百态

人在途中我不是一个善言的人，先生常常
说我不会说话。与我的笨嘴拙舌相
比，我家先生却是“能说会道”，同样一
句话，从先生嘴里说出来，让人听着就
是顺畅，心里舒坦。特别是先生的甜
言蜜语，更是“哄”得我心花怒放，暗自
陶醉。

男人们都认为“老婆是别人的
好”，而我家先生却说“老婆是自己的
好”。“我就觉得我老婆最好！”这是先
生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在这个美
女如云、各种诱惑层出不穷、而男人的
抵抗力又弱不禁风的时代，先生始终
把我当做他心目中最美的一枝花。先
生不止一次地说：“我就喜欢我老婆这
样的，文静、典雅、有内涵。”

男人们是很有些大男子主义的，
有时喜欢“摆点儿谱”，以不干家务为
荣，特别是当着外人的面，是很羞于承
认在家帮老婆干家务的。我家先生却
很乐意帮我做家务，而且把能帮我做
家务当做一件很荣耀、很值得骄傲的
事情。先生说：“我从不觉得为老婆洗

衣做饭有多么没面子，能为心爱的老
婆做这做那，我觉着无比地自豪与光
荣。只要你高兴，我乐意做任何事情，
我要做的就是让你永远幸福和快乐！”

女人都是很在意自己的年龄的。
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我忽然对镜子产
生了一种恐惧心理，我变得心虚，不再
自信，镜子让我觉得自己是真的老
了。一次，先生陪我去买衣服，我在试
衣镜前一件又一件地试着自己中意的
衣服，可越试我的情绪越低落。想想
自己以前无论穿什么衣服都好看，可
现在看着这些漂亮的衣裳却和自己已
不再年轻的脸是那么不相配，真是“伤
心欲绝”。我沮丧地对先生说：“我自
己都不想看自己的脸了！”而先生却对
我说：“你在我心中永远年轻，永远都

是十八岁！再说，不同年龄段的女人
有不同的美，无论什么时候你在我眼
里都是最美！”

先生因工作关系经常出差，每次
回来，总要给我和女儿带些礼物。每
当先生从旅行包里往外掏东西时，女
儿就会眼巴巴热切望着先生从包里往
外拿东西的手，可每次先生拿出来的
却总是给我的礼物，让我“过目”之后，
才往外拿女儿的礼物。急不可耐的女
儿便会气呼呼地嘟着小嘴抗议说：“你
老是光想着妈妈！”当我嗔怪先生冷落
了女儿时，先生就会伏在我耳边说：

“我也不知怎么回事，一见到你就觉得
你是我最亲的亲人，比我爸我妈还有
咱们的女儿都亲！”

我是一个不善交际、不会应酬的

人，在人际关系上有些木讷，特别是不
善于和领导沟通，不会投其所好，总也
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从来都是在领导
的视野之外。看到别的女同事在男领
导那里很“受宠”，很风光，做事都是事
半功倍，而我常常是事倍功半，心里便
很有些失衡，很有些愤愤然。先生劝
我说：“人和人的追求是不一样的，你
不是那样的人就不要和她们比。我喜
欢的就是你的与众不同，就是你的心
如止水，就是你的清纯脱俗。再说有
我来宠你就足够了，有老公宠的女人
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女人都喜欢甜言蜜语，我也是。
时常被先生的甜言蜜语包围着，我感
到无比的陶醉和幸福。其实，先生做
得最好的便是言行一致，他并不只是
嘴上说几句哄我开心的话，他更多的
是行动：比如乐此不疲地陪我逛街，快
乐无比地做家务，出其不意地给我送
鲜花……而他的“甜言蜜语”也是他真
情的自然流露，这也是先生最让我感
动的地方。

先生的甜言蜜语先生的甜言蜜语

电话铃声响，我刚拿起电
话便听见那边欢快地叫：“是玄
玄妈妈吗？我是巍巍妈啊！明
天有空吗？我们一起带孩子去
吃饭好不好？”

我急忙答应道：“好啊好啊，
明天几点去呢？”

巍巍妈妈知道我的名字，
我也知道她的名字，可我们互
相从来不称呼对方的名字，只
用我们的孩子名代替。我们本
来没有任何关系，只因为同上
一个幼儿园的两个孩子是好朋
友，我们因此而认识，也因此
越走越近，成了无话不谈的好
友。

除了孩子在幼儿园时代的

好朋友妈妈，在他的小学时代
我也分别认识了他好几个同学
的家长，关系也非常亲密。现
在孩子上了初中，家长们建立
了QQ群，大家在一起谈孩子、
聊天，我又结识了好多志同道
合的朋友。

女人一生，似乎只有极少
数的一段时间内有完全属于自
己的友谊。

做女孩的时候，我们最好
的朋友通常是跟父母有关系的
同事朋友的孩子，差不多的家
庭情况，相似的文化背景，父母
之间经常的走动，让我们之间
的友谊也越发深厚。

后来读书求学，有了同学，

上班之后接触了更多的同事，
总算可以有脱离别人影响的友
谊了。不过这段日子很短，友
谊也很不牢固，同学分别久了，
同事因为工作调转离开，这样
的友谊通常很快就会疏远。

随着恋爱结婚，女人最亲
密的朋友慢慢就便成了丈夫同
事好友的妻子，男人之间来往
频繁，女人自然也跟着就熟悉
亲切了。能够成为“通家之好”
的经常也是因了男人的关系。

等女人有了孩子，交往的
朋友越来越多的是孩子同学朋
友的妈妈了。面对孩子成长过
程中遇到的种种困惑和问题，
我们有着说不完的话题，有着
不约而同的心灵共鸣。

这是女人的友情，她们的
朋友似乎总是在变，随着她们
的父亲、丈夫和孩子在变，很少
能有相交一辈子的女友。

古人要求女人“未嫁从父，
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这古训
至今看来仍有余韵。就比如女
人的友情，未嫁随父，既嫁随
夫，随着孩子的成长，就要“子
长随子”了。

这一辈子，女人的友情，始
终在围着亲人（主要是男人）
转，父亲、丈夫、儿子，不是她们
天生缺乏自我，而是她们心中
始终把自己最爱的人放在最重
要的位置，心甘情愿地以他们
的是非为是非，以他们的喜好
为喜好。这是女人的遗憾，这
也是女人最温暖的幸福。

乔迁新居后，我和妻子把在农村
老家的父母接到城里，和我们生活在
一起。

我工作较忙，经常外出活动和参
加应酬，午饭多在酒店用；妻子的单位
离家较远，她中午一般在单位食堂用
餐；儿子入了全托，中午也不回家。这
样，经常是我和妻子在家吃了早饭就
去上班，下午下班后才回家。

只有父母两人整天在家。他们都
闲不住，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把家
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可我
发现，父母每天中午都不愿做饭，他们
有时泡两包方便面吃，有时就热热早
晨的剩汤剩饭，简单地对付一顿。父
母毕竟年纪大了，身体也不是很好，应
该改善生活、享享清福才是，这样长期
下去怎么行？

一天，我对父母说：“现在我们生
活条件好了，今后你俩在家里要把午
饭做精做好，多炒几个新鲜菜吃，给身
体增加些营养，再也不能随便将就着
吃点就算了。”

可父母不以为然，说：“你和媳妇、
孙子中午都不回家吃，我们炒那么多
菜干什么？吃不了还不是浪费了！”

母亲说：“我们在这里比在农村吃
得好多了，你不用担心我们。”

可我和妻子想让父母每天都能舒
舒服服、有滋有味地吃上一顿丰盛的
午饭。我和妻子商量，想出了一个好

主意。
以后每天中午11点左右，我或妻

子就会给父母打电话：“妈，今天中午
我回家吃饭，你和爸多炒几个菜吧！”

“爸，今天我回家吃午饭，你和妈

早点准备呀！”
父母每当接到电话，就会兴高采

烈地说：“好好，早点回来，路上小心
呀，保证你一进家就能吃上热乎乎、香
喷喷的饭菜。”然后他们就一起动手，
洗菜、切菜、烹调、出锅，忙得不可开
交，但乐在其中。

近12点时，父母把饭做得差不多
了，就又会接到我或妻子的电话：“妈，
今天真不巧，单位来人了，局长让我作
陪，中午不能回家吃饭了。”

“爸，领导临时安排有点急事要
办，中午我不能回家陪您们吃饭了。”

父母听后，就会很失望地在电话
里唉声叹气：“咋那么忙呢……好吧，
你忙你的。早知道你不回家吃，我们
炒这么多菜干啥，我们又吃不了！”说
归说，父母怕浪费，只能自己吃了。

每天午饭前，我和妻子会轮流往
家里打这样的电话。后来父母发现是
我们在善意地欺骗他们，就苦笑着对
我和妻子说：“以后你俩不用再打电话
了，放心吧，午饭我们一定会做好的，
也一定会吃饱喝足。”

我发现，父母和妻子的眼里都噙
着泪花……

善意的谎言善意的谎言善意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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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我们兄弟姐妹六
家人相约回老家。二十几口
人，一路上热热闹闹向老家赶
去。老家离县城十几里地，那
里住着我们年过七十的母亲。

母亲自从来到我们家，就
没有一天闲着。父亲年轻时在
离家五十多里的煤矿上工作，
平时很少回家，家里的衣食、地
里的庄稼都靠母亲一人操劳。
后来，父亲由于身体差，五十多
岁就退休了，可回家不到十年，
又因病去世。这时，哥哥姐姐
都已成家，最小的我也参加了
工作。本该是父母安享晚年的
时候，可父亲却走了，这给了母
亲不小地打击。为了照顾母
亲，我们把她接到县城。再后
来，我结了婚，母亲就在我们兄
弟三家轮流住，可时间长了，难

免会和儿媳们闹一些矛盾。母
亲怕我们左右为难，就主动提
出回老家住。我们拗不过她，
只好答应了。

一晃三年过去了，我们也
多次想把母亲接来，可她总是
说：“我还能自己顾住自己，等
哪一天我不能动了，再让你们
照顾。平时，你们逢年过节只
要回去看看就行了。”

我们在大屋里坐下，母亲
看着一屋子人，吃惊地问：“今
天是什么日子，你们咋都回来
了？”

大哥说：“快到感恩节了。
以前的挂历上没印，我们也不
知道。今年才印上，我说回来
看看，弟妹们一听，就都回来了。”

“啥节？”母亲好像没听清。
“感恩节！”大哥又大声重

复一遍。
“ 我 咋 没 听 说 过 这 个 节

日？”
上高中的侄子说：“奶奶，

这个节日是美国传过来的。
1941 年，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
令，把感恩节定在每年十一月
的第四个星期四。这天，美国
举国上下热闹非凡，人们按照
习俗前往教堂感恩祈祷，分开
了一年的亲人会从天南海北回
来，一家人团团圆圆，品尝美味
的感恩节火鸡。我们没有火
鸡，就用烧鸡代替。”

侄子最后一句话引得大家
都笑起来。

“咋还有这个节日？”母亲
说，“都是一家人，还用感恩？
只要全家团团圆圆就行！”

母亲的话让我陷入了沉
思。是啊，母亲的节日里没有
感恩节，有的只是清明节、中秋
节和春节，这些节日不是饱含
对故去亲人的思念，就是对一
家人能够团圆的期盼。母亲的
节日里唯独没有自己！

母亲的节日母亲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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