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感悟

世相百态

城市空间

万家灯火

人在途中

花季雨季

2014年9月19日 星期五
编辑 邱海泉 于 淼 校对 司建伟
电话 67655539 Email:zzrbbq＠163.com 13城市表情

ZHENGZHOU DAILY

认识父亲的人都说他很实在，不会
花言巧语，更不耍花招。为人实在，干工
作也实在。母亲说：“你们的父亲啊，有
些笨，有些傻。”

小时候，父亲在离家100多公里的外
地工作，家里靠母亲一人支撑。母亲要
操持家务、带孩子，还要照顾患病的奶
奶。父亲心里过意不去，想要表达一下
对母亲的感激之情。看到别的女职工手
指上下翻飞地织毛衣，父亲想到母亲还
从来没有穿过毛衣，他想给母亲织一
件。于是，他买来毛线，让女工手把手教
给他。拿惯了虎钳的手想要拿起毛衣针
来何其容易。不知经过了多少个不眠之
夜，父亲终于学会了最简单的平针编织
法。一开始，总是织得疏密不均，父亲织
了拆，拆了织，周围的同事都笑话父亲，
一个大男人捧着一件毛衣织来织去的，
太不爷们了。父亲笑笑，不作声。中午
别人睡觉的时候，父亲在织；周末，别人
去看电影，父亲还在织。两个多月的时
间，父亲大功告成。

当父亲手捧着这件薄厚不均的淡绿
色毛衣送给母亲时，母亲哭了，泪水肆意
流淌，是幸福的泪水，是激动的泪水。母
亲轻轻地捶打着父亲的肩膀，嗔怪道：

“你真傻，真笨！”
父亲去承德出差，他知道我爱喝承

德的特产杏仁露。于是，父亲乘火车、坐
汽车，倒公交车，肩扛手拎从承德带来三
箱杏仁露。看着父亲被勒得通红的手
指，我埋怨父亲：“爸，你把自己搞得这样
辛苦干嘛？门口超市里就有，一模一样
的。”父亲说：“傻丫头，超市里的能和爸
爸买的一样吗？爸爸买的，有爸爸的味
道，是爸爸的一片心意。”我一听，眼泪差
点掉下来。

我结婚时，父亲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给我做了一张饭桌。别人都说：“现在谁
还用自己做的饭桌呀？买的饭桌比这个
漂亮一千倍。”父亲说：“给孩子留个念
想。”婚后，我搬了很多次家，丢弃过很多
旧物，但是，这张饭桌一直跟随着我。看
到它，就像父亲仍一直在我身边一样。

秋天，天气渐凉，我一针一线地给儿
子织一件毛衣，闺蜜说：“商场里啥样的
毛衣没有呀？还费那个事干嘛？”我说：

“我织的毛衣是爱心牌的，商场买不到。”
去海南旅游，看到那里的芒果又大

又新鲜，想到先生最爱吃芒果，于是买
了整整一大箱。这一大箱水果，跟着我
乘火车，坐汽车，一路回到家里。先生
心疼地说：“傻丫头，你怎么这么笨
呀！”擦一把额头的汗水，我傻呵呵地
笑了。

我过生日时，上小学的儿子花一周

的时间给我折了500颗幸运星，他一脸童
真地说：“妈，我自己亲手做的，里面有我
的温度哟！”我笑了，原来笨拙的爱也是
有迹可循的。我要沿着父亲爱的痕迹，
去爱家人、爱朋友、爱社会。

我和老婆都是朝九晚五的工薪族，收入不算太高，
倒也稳定。看着周围的同事纷纷加入了有车族，我们
非常羡慕。我和老婆平时花钱都很随意，有时候一个
月下来都不知道钱是怎么花完的，因此结婚几年来，我
们一直没什么积蓄，自然更买不起私家车了。网上说
很多日本主妇都有一本家政簿，所谓家政簿就是记录
日常生活收支的账册，如今使用家政簿已成为日本主
妇的时尚。老婆决定效仿日本主妇，拿出一个笔记本
当家政簿，这样可以明晰家庭收支，做到心中有数。

月初我们工资到账，老婆开始记账。她在家政簿收
入一栏工工整整地填写好收入金额。每个月家里的支出
中老婆买化妆品和服饰占了很大比例，老婆每买一样化
妆品就会在家政簿支出栏上记上一笔，过了半个月，老婆
惊叫起来：“以前买化妆品不觉得花费大，现在一统计，半
个月我居然花了800元。”下半个月老婆不再购买化妆品，
连心仪的衣服也尽量不买。老婆不但严格要求自己，对
我的不合理消费也管得严。老婆一向反对我吸烟喝酒，
自从有了家政簿，老婆对我烟酒上的开支就更易于控制
了。我每次找老婆要钱买烟买酒，老婆就在家政簿上记
一笔，等烟酒开支累计到了400元的“警戒线”，老婆立刻
对我实施“管制”，拒绝再向我发放烟酒钱。

自从老婆用上家政簿，她人也变得细心了。前几天
我和老婆去逛街边的“五元店“，看到一款卡通塑料杯很
可爱，我打算买一个。老婆翻开家政簿说：“老公，上个
月你曾经花4元钱买了一个卡通塑料杯，现在还在抽屉
里睡大觉，你再买塑料杯不就是重复购物了？”看着老婆
的家政簿，我哑口无言。老婆又对我谆谆教导：“你不理
财，财不理你，理财要从一点一滴做起，从小处节约……”

在老婆的精心管理下，家里的消费支出更加科学
合理。

家政簿是记载我们生活的日记，如今它已成了老
婆形影不离的朋友。望着家政簿每月支出后所剩的余
额在逐月递增，老婆信心百倍，她说不久后，我们也会
实现自己的汽车梦。

老婆的家政簿
杨静华

周末，表弟李强和弟媳妇王丽带着孩子
来家里玩。我们说着、笑着，看着他们一家三
口的温馨和亲昵劲儿，那“斗智斗勇”的爱情
往事又浮现在眼前。

那一年，李强经人介绍认识了王丽，俩人
很快进入了热恋。但凡王丽说出的话，李强
都言听计从。有时，王丽未说透的意思，李强
往往也心领神会，王丽感到非常满意。

这天下班后，李强和王丽在街头散步。她
忽然惊奇地问：“这里什么时候新开了一家餐
馆？”李强马上请王丽进去饱餐了一顿。饭后，
经过一家水果店，她又说：“这进口的水果真漂
亮。”李强马上买了一堆，她欢喜得眉飞色舞。

走着走着，路过超市的停车场，王丽对一
辆法拉利跑车赞不绝口：“这是我见过的最漂
亮的车。”见李强没有反应，她将这话又说了
一次。这时李强开口了：“如果你喜欢，走，咱
回去，把这车再看一遍。”王丽顿时撅着小嘴
不出声了。

伴随爱情的甜蜜，没过多久，李强和王丽
结婚了。谁知，刚结婚不久，俩人就时常吵
架，为此王丽郁闷不已，经常来家中找我妻子
倾诉。

我妻子非常纳闷：“李强不是对你百依百
顺吗？”王丽说：“是呀，结婚前他对我可好
了。那时，‘吃什么有什么’，我只要想吃，他
就变着法子做，实在不会，就带我到饭店去
吃。而现在，他都懒得理我，直言‘有什么吃
什么’。变化太大了！”

我妻子又问：“结婚前，李强在朋友面前
一直说‘你是我心中的女菩萨，要好好供着、
养着’，现在怎么说？”王丽叹了口气：“如今他
理直气壮地回答，‘结婚后，我就不信神了’。
听了这话，我差点晕过去。”话音刚落，逗得满
屋人哈哈大笑。

时间没过多久，俩人有了爱的结晶。喜
得贵子，李强整日心里美滋滋的。这两天，他
发现王丽在教儿子说话，叫“爸爸，爸爸”，李
强更是乐开了花儿。他遇到我们高兴地说：

“别人都是先教会孩子喊妈妈，而王丽先教着
喊爸爸。还是媳妇对自己好。”

几天后，再见到李强却完全没了精神。
问他好久，李强才说：“这两天，每次到半夜，
儿子都会哭闹，嘴里喊着‘爸爸，爸爸’。王丽
推醒我说‘亲爱的，儿子叫你呢，你好好哄哄
他’，她则转过身去继续大睡。”李强郁闷不
已：“这回我捞不着睡觉了，整天困死啦。”

李强和王丽的“智斗”，流淌着浓浓的爱，
充盈着生活的味道。在一天天的“斗智斗勇”
中，俩人的爱情更接地气、愈加成熟，脚步迈
得稳健而踏实。

爱情“智斗”
姜炳炎

谁都知道，生孩子的痛只有生过
孩子的人才能体会，但是，带孩子的
累又何尝不是只有带过孩子的人才
明白。

千辛万苦中，儿子长大了。爸爸
给他买玩具，他会自己玩了；奶奶做
熟的饭菜，他会自己端起碗吃了；爷
爷没有空逗他玩，他会自己开电视看
动画片了。我是他妈妈，感觉女人这
一生经历的最大痛与最大累都过去
了，解脱了，心里无比的轻松与高
兴。作为一个女人，我以为我很幸
福，很伟大，直到那天同事带着女儿
来家里玩时，我才发现，我错了。

两个孩子在一起玩，唱歌、跳舞、
做游戏。同事的女儿提议说：“我们
来一起唱‘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歌
吧。”儿子嘟起小嘴：“我才不唱呢，妈
妈一点都不好。”

我没有尴尬，而是心里五味杂
陈，一阵针刺般的痛涌上心头。我做
错什么了？难不成我自以为是的所
谓解脱其实是我与儿子的疏远？我
在儿子面前蹲下，疑惑地问他：“妈妈
哪里不好了？”儿子说：“爸爸给我买
衣服，爷爷陪我玩，奶奶做饭给我吃，
妈妈什么都不做，就是不好。”

儿子稚嫩的话一下子警醒了我，
儿子的生活，什么都有，唯一缺席的是母

爱，我的解脱，让“妈妈”这个温暖的词变得
仅仅只是一个名称。这几年，我早出晚归，

辛辛苦苦为了这个家而努力，家人的
幸福生活曾是我一度的骄傲。殊不
知，儿子独自吃饭，是我不再喂他，或
者不给他夹菜，儿子独自玩乐，是我
不抽时间陪他，儿子一个人看动画
片，是累了一天的我顾着休息，不给
他讲故事。我们之间的母子之爱渐
行渐远。

我想，我真的错了。如果继续下去，
我能给予儿子物质上的满足，但儿子所
失去的将是金钱所不能衡量的母爱。

以后的日子，我辞掉兼职，一日三
餐陪儿子，给他夹一点菜，喂他喝一口
汤；陪他满街地跑，买一样心爱的玩
具；教他唱儿歌、学画画。接着，我兴
奋地发现，儿子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食欲明显增进，抵抗力强了，感冒都
是极少有的事；他常常要玩具，但最后
买到的只是一个几元钱的小物品，我
知道他要的是我陪他手牵手逛街的那
种快乐；他看动画片，很少笑，可在与
我一起唱歌时，手舞足蹈。

很奇怪的是，我以前吃了晚饭，一
身疲惫，总想早早休息，现在陪儿子唱
唱跳跳、跑进跑出，一点都不觉得累。
我很庆幸能及时弥补缺席的母爱，不
仅让儿子在快乐的时光里成长，而且，
这愉快的亲子时光，对每一个人来说，

又何尝不是珍贵万分。

母爱不缺席
汪永丽

那年，他追她，可谓使出了浑身解数。
尽管她的态度总是不冷不热，他却

一直热情似火，经常主动来家里，进门就
扎上围裙，帮母亲在厨房里做饭，还时不
时露一露红烧肉之类的绝活儿；吃完饭
他主动洗碗，然后陪着父亲一起听戏，没
完没了地下象棋，每次都想办法输得不
露痕迹；弟弟喜欢的电子游戏，他陪着打
得不亦乐乎；妹妹钟情的芭比娃娃，他变
着花样买来。

于是，她每天回到家，耳边听到的，
都是家人关于他的好话，父母欢喜自然
不必说，连处于青春期的小弟也警告她：

“这样的好男人，错过了你会后悔的！”
他还会去她的单位，出差归来给每

个人送上一包带回来的新茶；下雨天为
她送伞，顺便多带了几把给另外的同事；

为她买喜欢的小零食，总是搞得像批发
一样，拎回重重的一包，因为办公室的女
孩们，要人手一份嘛。

于是，她每天上班时，耳边听到的，也
常常是同事们对他的称赞，劝她最好别再
犹豫。最后，连邻居看到她都会说，你男朋
友人真好呀，下楼时总帮我们带垃圾……

他对所有的人都那么好。
所有的人都说他好。
那么，不如就嫁了吧？何况自己年

龄也不小了，再找来找去，很容易就跨入
了剩女的行列。

于是，就真的嫁了。婚后的日子，她
也曾努力，想做个好妻子，柴米油盐的日
子，就算有过浪漫的花前月下，刻骨铭心
的思念，尚且抵不过平淡日子的琐碎，更
何况，和他之间，从头到尾，竟从未曾有

过心动的感觉。
日子渐渐过得索然无味。
她问他：“你为什么对所有的人都那么好？”
他深深地叹息：“我以为，对所有的人好，

就可以换来你对我的好。”
可是，对一个人好，和爱一个人，终

究是有区别的吧。她可以对他好，为他
洗手做羹汤，为他搭配每天要穿的衣服，
节假日及时带着礼物去看望他的父母，
还要怎么样才更好呢？内心深处，却终
始没有爱的涟漪呀。

这段在外人看来很般配的婚姻，最
终只能无奈地画上了句号。

分手时，她真诚地对他说：“以后再
恋爱，你只需要对一个人好就够了。”

他说：“你下次要嫁人，记得别人怎
么说好都没有用，关键是你要爱他……”

小时候，学校门口有一个油条铺。炸油
条的是个清秀姑娘，不时用一双长竹筷翻动
着。偶尔她也会抬头擦把汗，那鲜嫩的皮
肤，从白帽子里露出来的栗色头发，那纯洁、
专注的目光，都是一个青葱少年眼里无法用
言语形容的成熟美。

那个年代，资讯很不发达。我不知道张
曼玉，也不知道林志玲，见过的美女仅有《天
鹅湖》中飘逸的奥薇丽塔和《索尔维格之歌》
中韵致十足的少女。但她们显得那么遥远、
那么飘渺，虽美却又可望而不可及。

只有这个炸油条的姑娘，是活生生可以
感觉和捕捉的美丽。这让我空荡荡的头脑
骤然满当起来。虽然我不是个女生，但我决
意向着她那样子美好地生长。当我学着她
的样子，将两条辫子紧紧扎在脑后，就觉得
缩短了我和美丽的距离。

后来，我们搬了家。再遇到她，已是多年

之后。或许是经过了岁月的磨砺吧，她的栗
色头发已经剪短，白帽子上油迹斑斑。她没
有了往日的欢快，已经发胖的身体失去了曾
经的灵巧。她满不在乎地看着买油条的顾
客，嘴里咀嚼着什么。这个咀嚼让我觉得，一
筐的油条好像都被她咬过，骤然没了食欲。

已经成年的我面对更加成年的她，不由
得怀疑自己少年时代的审美标准。匆匆走
过时，我不由加快了脚步，好像特别怕人识
破我的心事：我曾经那么纯真、那么专注地
崇拜过这样一个邋遢妇女。

又一年过去，她依旧守着那个小店。目
光涣散，不时打着哈欠，脸上没有热情，也没
有不安和焦躁。她的生意也并不好。我莫
名生出一种欲望，想要告诉这个打着哈欠的
女人，曾经我对她是多么的崇拜。

我说：“小时候我经常来你这里买油
条。”她冷冷地回答：“卖油条是小本生意，不

讲价。”我说：“我只是想告诉你，那个时候你
梳着两条又粗又长的辫子，穿着白凉鞋，我
觉得你是最好看的人，我曾经学着你的样子
打扮自己。”

或许是很久没有听到人们的赞美了吧，
她的表情很意外。

再一次见到她，又过去了一年。坐在车
里，从她的门前经过，看到她的帽子又变得
雪白，栗色的鬓发使她的脸增加了活泼和妩
媚。她的身材虽然还是发胖，但在竭力再现
从前的灵巧，那是一种更加成熟的灵巧。

老婆很纳闷：这个女人怎么变化这么大？
我忽然找到了那个下午我对她唐突表白的动
机。或许正是因为我敢于向那个曾经启发了
我少年美感的女性表示感谢和赞美，为了这份
陌生的赞美，才重新唤起了她爱美的心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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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美的力量
崔琳洁

笨拙地去爱
田秀娟

和不爱的人结了婚
张军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