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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感悟世相百态

城市空间
心灵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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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馆。
满屋或浓或淡的紫色，梦幻般让人的

心归于安静。瑜伽垫是深紫，窗帘是浅
紫，纱幔飘飘，更显出室内的静谧祥和。
墙角立着一玻璃瓶，一大把竹子根须茂
然，清秀婀娜，让房间有了生命力的颜
色。如此美好幽雅的地方，正适合全身心
放松地练瑜伽。

教练关了灯，每人面前点燃一根蜡
烛。烛影摇红了十几个女人的脸。学员们
盘腿端坐，目光专注于面前一豆烛火。轻
柔古朴的印度乐曲传来，教练好听的声线
响起，如低低的耳语，让人马上忘却了烦
恼和压力，舒缓了紧张的神经。

“好，我们就盯着蜡烛最亮的地方
看。眼睛累了可以闭上再张开。非常好，
腰背挺直。你可以尽情地想，海阔天空地
冥想，想美好的事情，高兴的事情。我们
先来想健康，对，健康是人生的第一财
富，也是女人美丽的资本。你睡眠好了，
颈椎不疼了，心脏跳动有力了，你也就漂
亮了。嗯，不错。然后我们来想自信。腰

一定挺起来，对，自信是女人最好的化妆
品。你自信，你是最美的，工作是最出色
的，孩子老公也是最满意的。弱水三千，
只取一瓢，自信的你还懂得什么是你想要
的，什么是你不想要的。好，非常棒.再
想，你是快乐的，快乐是女人的保鲜剂，
在平淡的生活中保持快乐的心情很重要。
工作的事情咱不带回家，老人孩子咱无愧
于心就行。那么，你什么都可以想，你可
以想你不仅仅是一朵花，你还要活成一朵
花，每日绽放，让健康、自信和快乐充满
你的生活。好，深呼吸，双手合十，贴住
耳朵，举到头顶……”

那一晚，教练的一句活成一朵花，在
我脑海中挥之不去。雨果曾说，第一个把
女人比作鲜花的是天才，第二个把女人比
做鲜花的是庸才，第三个把女人比做鲜花
的是蠢材。如今，把女人比成花已经不新
鲜，甚至有些老土，但是，活成一朵每日
绽放的花，却不是每个女人都能做到的。

但我们的瑜伽教练做到了。这个小巧
玲珑、莺声燕语精致的女人，我一直认为

她只有三十岁。一次课后闲谈，她说已近
不惑。不能不说跟她常年瑜伽的教学有
关。她嫁得好，老公有自己的企业，她也
在文化馆上班。按说没必要办班挣钱。但
她说，她喜欢瑜伽，她不允许自己身材走
样，行为粗俗。她办班就可以逼着自己修
炼养心，和学员一起练，有动力。她那么
知性、优雅。她酷爱读书，她说读书的妙
处就是可以拉长青春可以美丽无限，读书
算是深度美容。对家庭，她的见解更是独
到：花男人的钱固然是一种快乐，但手心
是向上的。花自己的钱，理直气壮。经济
独立，更要思想独立，不能委屈自己，每
一日，都要全新。听她细声慢语，仿佛面
前是一株兰，蕙质兰心，日日，将自己绽
放得清雅脱俗。

还有学员们，也尽是每日将自己绽放得
璀璨的女子。我对面的花姐，四十八了，是
县城一中学的心理老师。学员们叫她“妖
精”。第一次见面，我就被她的张扬与灿烂
所迷倒。她穿燕莎的衣服，吃自己做代理商
的保健品。她是小城第一个拿下心理咨询师

证书的中学老师，她的心理咨询室比校长的
办公室大好几倍。她业余时间开了一家店，
所代理的品牌保健品在小城也是销量最好。

“妖精”口才极好，一张嘴就如滔滔黄河之
水，绵延不绝。她拉着我的手说：“妹妹
呀，女人可不能只生活在家的那个小天地
中，要走出来，才能四季花开啊。到我这个
岁数，心态要好。我从不认为我快五十了，
我觉得好像十八，还活在‘无龄’的神话中
呢！你就叫我花姐吧，单位的人都叫我花
姐，我儿媳妇来了，我也不让她叫妈，也叫
花姐。你知道不，我老公常年有病，要是别
人不得愁死，愁有用吗？我拼命挣钱，业余
就做保健品，我练瑜伽，回家教他再练，也
很有趣。”下课后，花姐到底送我一瓶精
油：“可不是让你买啊，送你的，一定要
用。别亏待自己！”她像风情的月季，季季
花开，洋洋洒洒。

女人要活成一朵花，让自己在平淡的
生活中美丽灿烂，让每一个日子，都是花开
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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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日子都是花开的季节
熊亮芬

在我们固有的观念里，母爱都是无私
的、伟大的。确实如此，如果说，这个世界上
有什么感情是牢不可破的话，那么，一定是
母亲对于子女的爱。没有什么感情，能够超
越母子。

可是，母爱也有其相反的一面。在俄罗
斯女摄影师 Anna Radchenko 的镜头下，“母
爱的反面”，以其令人惊愕的面目，呈现在我
们面前。其中的几张照片，给我的印象特别
深刻。

一张照片，是一位肥胖的母亲，坐在椅
子上，一只手上拿着一只汉堡，微笑地扭头
看着站在她身边的女孩。她穿着睡衣和拖
鞋，头发上还卷着几只固定发型的发夹，很
悠闲很自在的样子。瘦瘦的女孩，则一身白
色的芭蕾舞裙，双脚并拢，双手下垂，笔直地
站在她的身边，眼神忧郁。

这位肥胖的母亲，一定怀揣过一个美丽
动人的舞蹈梦，可惜，这个梦想，她再也无力
实现了。她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身边
这个女孩，她的女儿身上。

我见过太多类似的场景，在少年宫，在
琴房外，在星期天，在夜晚，在各种各样的舞
蹈班、音乐班、美术班、兴趣班、特长班的门
口，母亲、父亲、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们，等
待着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孩子不是在弹琴，
就是在学画；不是在唱歌，就是在跳舞；不是
在补英语，就是在补数学。

我相信每个人曾经都是有梦想的，当他
们自己无法实现的时候，他们就会将这个梦
想的火把，交给自己的孩子。他们认为，这
就是爱。

另一张照片的场景是这样的，在一堵墙
前，站着两个小男孩，在一起看着一本什么
书。在他们的身后，是两个母亲，手里各拿
着一只遥控器，对着孩子，在操控着或遥控
着什么。

看到这个场景时，我哑然失笑。我不知
道，这两位母亲，是在操纵孩子看的书呢，还
是在操纵他们翻书的手指？她们是想遥控
住孩子的选择，还是希望遥控住孩子的思
想？从小到大，孩子听到最多的，是母亲的
或者父亲的反复叮咛，这个不能做，那个不
可以；这个不放心，那个不安全。父母就像
影子，紧紧地跟随孩子，盯着孩子，左右着孩
子，以爱的名义，控制着孩子。

有一张照片，让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
来。一位一身黑衣的母亲，坐着，双手并拢，
紧紧地将她的孩子抱在怀中。这本来是个
很温馨的场面，可是，母亲的双手戴着的，是
一双布满钢针的手套，像个刺猬一样，似乎
随时做好出击的准备。母亲的脸板着，很严
肃，被牢牢地揽在怀里的孩子，表情茫然，无
奈。

是这位母亲，感觉到了有什么危险逼
近？还是她受了太多的伤，开始对这个社会
充满了恐惧？无从知道。所能感受到的是，
她的本应柔软温暖的双手和她的心，都忽然
戴上了尖刺。

很多母亲，为了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宁
愿把自己变成了刺猬。很多时候，爱就像
刺一样，扎伤了别人，也常常不小心扎伤了
自己。

我相信，全天下的母亲（包括父亲），都
是爱自己的子女的，我也相信，母亲（包括父
亲）为子女所做的一切，也一定是出于对他
们的爱，为他们好。但是，不是所有的爱，都
是能够接受的，也不是所有的爱，是都可以
承受的。当母爱走向极端，也就走向了它自
己的对立面。母爱过了头，有时候，反而让
人窒息。

最大的误解是，母爱的反面就是不爱。
不，母爱的反面，也仍然是爱，至少是以爱的
名义。可怕的也正在于这一点。所有的期
冀、寄托、溺爱、束缚、控制和操纵，都有了最
好的借口和名义，让人无法摆脱。

我不想指责任何一位母亲，以及她们发
自肺腑的真爱，事实上，母爱是我们这辈子
所能获得的，最温暖的爱，只是，亲爱的妈
妈，别让爱束缚了你的孩子，永远。

她在邮局工作，每天都要接待许多寄包裹的人。寒冬的一
天，一个阳光大男孩来寄东西。她照例进行检查，打开精致的
包装盒，里面躺着一双粉红色的手套，小巧别致。她疑惑地问
他：“就寄一双手套？”“是啊。”“你是在校大学生吧？”“是啊。”

她知道学生钱少，就善意地提醒他：“大老远只寄一双手
套，有点划不来啊。普通邮寄，13 元。加急，37 元。”“我要加
急。”“是给女朋友寄的吧？”

帅气的大学生羞涩地笑了笑，点点头：“是的。下雪了，我
怕她没手套戴，把手冻坏了。”

下班回家，她将这件事细细地讲给老公听。羡慕地评价说，
看看人家，多浪漫。老公说，这有什么浪漫的？一双手套而已。
她说，你懂什么？我仔细看了一下，他寄的那双手套，针织的，不
贵，买一双最多也就5元钱。可是他寄加急，37元钱呢。她总结
道，浪漫就在这里。寄的东西还没邮费贵，才能看出人家的真心
和爱啊！老公不语。她很认真地问老公：“如果有一天我去了外
地，你会不会也肯花这个钱，千里迢迢寄双手套给我啊？”

老公不以为然地说：“我才没那么傻呢。有这闲钱，买只卤
鸡吃吃多好。还有，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去了外地，也应该是你
给我寄手套才对嘛！再说，你又不是小孩子，天冷了，自己买双
手套戴还不知道啊？你自理能力也太差了吧？”

她听了，一言不发，气红了脸。老公说：“开个玩笑，你别当
真。”她勉强一笑，那笑真的比哭还难看。

事情过去了，可这件事却让她想了许多。渐渐的，她觉得老公
真的很俗气，一天到晚只想着吃什么饭，周末到哪里玩。婚前的那
点浪漫，早成了久远的回忆。生活越过越乏味，有一天她提出离
婚。他要她给一个理由。她说，我不想跟一个俗人过一辈子。

分手后，他去了南方。那年冬天，雪下得很大。一天傍晚，
她收到一个包裹，打开来，是一双精致的手套。粉红色的，厚实
而美丽。那天是她的生日，手套是前夫寄来的。

她这才明白，于一个心中有爱的男人而言，爱一个人，具体
体现在行动上。原来，不善言语表达的他，一直是那么的爱
她。她的生日，本来很孤单。可因为这一双寄自南方的手套，
从而变得温暖起来。

母爱
孙道荣

花季雨季

在这样一个下着雨的早晨，我静静
地坐在窗的一角往下张望，楼下的那棵
树在雨水的滋润下，显得格外清新。这
样一个有着雨的早晨，通常情况下，我
会接到他的电话，电话中，他告诉我下
雨了，阳台上的花在雨水的滋润下开得格
外好。

那时，总是嫌他没事老给我电话，
电话中我对他说：“爸，你要是没事，不
要总给我打电话，我都忙得要死，哪有
时间在电话里和你闲聊。”听完我的话，
他在电话里不好意思地说：“行，以后，我少
打，你忙吧。”

话虽这样说，可他的电话总是没有
少过，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个下着雨
的早上，他打来电话，询问我是否在
家。当得知我在家时，一个小时之后，
他居然站在了门外，手上拎着的是母亲
才煲好的汤。

父母的疼爱，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说，
似乎都是天经地义，至少当时的我是这
样认为。在我看来，父母不疼爱子女，还
能疼爱谁。在这样的一份疼爱与呵护
中，我很少去想过他们，甚至于，认为他
们并不需要我的关心。

我是那样的粗心，粗心到了很少去

顾及父母的感受。还以为，他们并不需
要我去做些什么，却不知，天下的父母，
有哪一个不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想到自
己，能够多陪自己说说话。

意外来时竟是那样的突然，让人没有
一点心理准备。他就这样走了，匆忙得连
一句话都没有交代，那时的我，似乎除了
哭，再也不知该做些什么。那一年的雨水
特别多，再也不会在下着雨的早上，接听
到他的电话了。这在当时再平常不过的
举动，此时想想竟是一种奢望。

或许经历了生离生别，方才让我有
所感悟，人这一生，总会在不经意间失
去些什么，也只有失去之后，方才明
白，有些人，有些事，对于我们来说是
多么的重要。就像此时，我所拥有的一
切，注定在某天，也会离我远去，而我
唯有珍惜，方才能在失去的时候，不至于
深深地后悔。

每天下班后，他会风雨无阻地送她回
家。12 路公交车始发站，也是他们每天
爱情的终点站。送她到那里，他就该踏
上返程的班车，回到公司的宿舍。

年轻人的情话似乎永远也说不完。
可无论谈兴多浓，怎样的柔情蜜意，每
天晚上的九点四十分，她一定会理智地
抽身走开。借口有很多，或说与女友约
好打牌，或说老妈等她回去吃夜宵……
却没有一条说到他的心里去。

在他之外，难道还会有另外一个
人，在每晚的九点四十分以后期待她的
降临？要不，她为何总在每晚的九点四
十分借口走开？心中明明有一团迷雾，
他却从来不愿意开口去向她求证。两颗
因爱生疑的心却渐渐远了。再送她回
家，他先是借口还有事，就省略了站牌

下的卿卿我我，再后来，干脆连送她也
懒得去了。看着她眼里慢慢扩大的疑
问，他的心里有一种报复般的快感。

最终的分手似乎只是水到渠成般的
天经地义。是他最先提出来的：我很
穷，养不起咱们的爱情，还是各寻出路
吧！她努力昂着头，眼泪还是不争气地
泻下来：好的，祝你幸福！

半年后，他结婚了。一年后，她也
找到了自己新的爱情。不出他所料，她
的身边，是一位有钱的年轻帅哥。曾几
次在 12 路始发站看到过他们，他温柔地
替她拉开车门，将一只手搭在她的头顶，
轻轻地扶她坐进车里。

以为过往的爱情，会是云淡风轻，但
那温馨的一幕还是深深地刺痛了他的
心。他落荒而逃，再不愿意回头。只是，

逃开的他，仍然在心里恨着她。恨她的
嫌贫爱富，恨她的水性杨花，恨这个变
异的世界，爱情总是难逃物质的羁绊。
他甚至以为自己已找到了昔日她“九点
四十分”离开他的所有理由。

但是，有一份爱的真相，他却永远
也不可能再知道。

九点五十分，是12路车一天的末班
车，她在九点四十分离开，是不想让他
错过那趟班车，再破费去打车。知道他
囊中羞涩，更知道他把一份自尊看得比
什么都重。所以，她选择沉默无言。那
样的沉默，他却没有心领神会。

九点五十分的班车，他每次都轻
轻 松 松 跳 上 去 ， 九 点 五 十 分 的 班 车
曾 是 一 辆 满 载 着 爱 的 班 车 ， 却 终 与
他错失。

我是在一则征婚启事上得
知胡诚的现状的：妻子病逝，留下

一个三岁的孩子在他身边，他需要
重新建立一个家庭。

这则简短的征婚启事如巨石投
井，激起我心中的波澜。

我与胡诚在高中时曾倾心相恋，
毕业晚会上他悄悄送给我一张相片，
我视如珍宝收藏至今。但是，由于当
时双方家庭的阻力，我们未能结成秦晋
之好，遗憾地分手了。

现在，至今未婚的我心中重新燃
起当年的爱情之火，就写信告诉他，
我的父母去年双双去世，不存在家庭
阻力了：“我情依旧，我心依旧，愿
这小巧如白鸽的信笺，能重新架起
鹊桥……”

仿佛犹豫了好久，胡诚才给我
回信。他在信中提出了一个严峻

的问题：“我的儿子小虎快三
岁了，你好好考虑一下吧。你

一个姑娘家，愿意刚当新娘
就当后妈吗？你能接受这

个残酷的现实吗？”
胡 诚 信 中 还

说，他的妻子
去世后，小

虎天天

在家要妈妈，他只能哄儿
子说，妈妈出差去了。

双手捧着胡诚的信，
我像捧着冰块似的浑身发
冷。我的几位好友都劝告
我：后妈不是好当的，弄
不好，不是伤了他们父子
感情，就是被人戳脊梁骨：

“后娘后娘，心狠如狼！”
那些天，我痛苦得夜不能寐。其

实，我不相信当了后妈的女人会变成
冷血的狼，一个人只要有一颗仁爱之
心，什么情况下他（她）都是天使。

一天，我看了一篇题为《后妈》的
小说，受到强烈感染，得到了启示。我
与胡诚在公园见面详细地谈了我的打算
后，胡诚竟感动得流泪了。

此后，我就以小虎妈妈的身份和
口气，每个星期给小虎打一次电话：

“妈妈在出差，妈妈快回来了。”每个
月，我给小虎寄一份礼物，让小虎感
到妈妈的存在，感到妈妈的温暖。

没想到这个办法，让小虎重新快乐
起来，小虎天天缠着胡诚说：“妈妈比
你好，你让妈妈快点回来！”

整整一年时间了，小虎收到了“出
差的妈妈”寄回的许多礼物。每一件礼
物都聚着深深的母爱，每一件礼物都成

了母子亲情的黏合剂，以至于小虎一接
到“妈妈”的电话，就快乐地嚷：“妈妈，我
想你，你快回来吧！”

时机终于成熟了，一年后的一天，
我穿着小虎妈妈生前喜欢穿的衣服，高
高兴兴地“回家”了。

小虎看到我时愣住了。我掌握
好时机，拿出包裹里的小口琴，亲
切地喊道：“虎儿，不想妈妈
了？”小虎放下手中的玩具，

“哇”的一声扑了过来，抱
住 我 的 脖 子 ， 哭 喊 着 ：

“妈妈，我好想你！”
不用说了，我

自然当了新娘，
做了后妈。

爱的末班车
陈 勇

当时只道是平常
付朝旭

我当后妈
陈广玲

万家灯火一双手套的浪漫
夏爱华

周六回老家看爸妈，下午妻子、孩子和我要返回县城。
我们收拾好行李刚要走，女儿忽然蹦跳着跑过来提醒我

说：“爸爸，手机别忘记带。”女儿对我倒是挺了解的，知道我有
丢三落四的毛病。我摸摸口袋，笑着对女儿说：“早就装好了，
放心吧！”女儿眨巴眨巴明亮的大眼睛又问：“充电器带了吗？”
哦，女儿不提醒我倒是真的给忘了，回来的时候手机快没电
了，所以把充电器一起带来了，结果忘记了装。我自豪地对妻
子说：“看看咱们的女儿，不但懂事而且细心，要不是她的提醒
我就麻烦了！”

妻子还没说话，女儿已经凑到我的跟前小声对我说：“爸
爸，回去后叫我用你的手机玩一局《植物大战僵尸》呗！”

原来女儿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她的真正目的不在手机，而
在手机上的游戏。

女儿的提醒
石海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