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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感悟世相百态

城市空间

心灵驿站

人在途中

万家灯火

我在城里读高中，父亲从乡下来看我，这个时候是我最幸
福的时刻。父亲会送些生活费，再给我买件新衣服，或者带我
去馆子里改善一顿。我问父亲，家里养的猪又卖啦？父亲总
是头一扬，爽快地回答，卖啦，卖了好几头呢，你就安心读书
吧！此刻会有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我深深体会到，父亲就
是一堵挡风的墙，尽管有时候我明明知道父亲说的不是真话。

父亲总爱管闲事，在乡下，左邻右舍的事没有他不管的。
有一次村里人打架，父亲好心去劝解，挨了一拳头，掉了两颗
牙，还惹得别人说拉偏架。全家人都埋怨父亲，有些事说不清
楚，不要再管闲事了。

父亲来到城里，领我去商场买衣服，我知道乡下人出力流
汗挣不了几个钱，但我又躲不过这种执着的父爱，否则父亲会
不高兴，好像自己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我只好跟在父亲后
面，挑选两件便宜的上衣或鞋子，穿在身上，我仍会感到格外
温暖。

我和父亲走在繁华的街道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和他们红
红绿绿的装束鲜活着街市的面貌。当我们经过一个拐角时，
见到一家超市门前人群拥挤，吵吵嚷嚷。父亲拉着我往前挤，
我警觉地拽住父亲，“快点走吧，我们还有事呢！”虽然我极力
劝阻，但无济于事。我知道父亲想做的事，别人是无法阻拦
的。

父亲挤了进去，我不情愿地跟在后面，看到超市的保安正
在呵斥一个小女孩，说她偷了超市的东西，非要让家长来领
她。这时，父亲一个箭步越了过去，表情严肃地大声说道：“我
就是这孩子的父亲，有事给我说，不要难为小孩子。”最后父亲
替小女孩还了钱。

中午，父亲在快餐店点了两个我喜欢吃的小菜，还要了半
斤白酒。父亲自斟自饮，甚是得意。我冷冷地对父亲说：“社
会上的事情太复杂，不要再管闲事了好不好？因为管闲事，吃
的亏还少吗？这世上的事多着呢，你一个人管得了吗？”父亲
抬起头来，瞪着我说：“世上的事再多，总得有人管。吃亏不要
紧，只要做事有原则。”

后来，我上班了，那年春节，我携老婆孩子回乡下过
年。回到乡下的第二天，家里突然来了一个陌生的客人，一
位年轻貌美的姑娘，带着厚重的礼物来看望父亲。父亲眨
巴着眼，打量了半天没认出来。这位姑娘说明了原委，原来
她就是在超市里被父亲“解救”的那个小女孩。她已经考上
了一所重点大学，成了一名大学生。她说：“当时如果不是
您出面相助，我会没脸见人的，将来面对的，或许会是另一
种人生。”

事隔多年，这件事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脑海里，强烈地震
撼着我的心灵。我彻底改变了对父亲的看法，心头的坚冰
融化在一抹温暖的阳光里。

善意的瞬间
卜庆萍

那年，我在城里谋到了一份待遇不
错、环境优雅的工作。全家喜气洋洋，摆
酒相贺，纷纷对我提出希望：“好好干，不
要平平庸庸地活着！”

于是，我把“拒绝平庸”刻在心里，时
时激励自己努力上进。不出一年，我便
掌握了工作要领，三项技术成果被公司
总部推广。领导欣喜，为我加薪。父母
欣慰，以我为荣。

正当我铆足干劲，更上一层楼时，不
曾预料的情形出现了：诽谤重重，谣言四
起，犹如瘟疫，将我围得水泄不通。那一
份羡慕的目光和赞美的话语，不复存在，
一道道妒忌和嘲讽的言辞，犹如毒箭，更
有难以名状的“痛恨”，时时袭扰。羡慕，
妒忌，恨，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纷至沓
来。我想摆脱，却是无力，焦头烂额。这
样的局面，持续了整整一年。

秋天来了，我回到了乡下老家，将自
己的遭遇告诉了父亲。父亲不语，于晚
饭后，领我来到了村南的旷野里。

父亲指着天，让我看星星。我抬头，
但见星光满天，璀璨夺目。父亲说，很多
星星本无光，之所以发亮，那是沾了太阳
的光。太阳的光度和热度，超出了星星
千倍万倍，星星们望尘莫及，连妒忌的资
本都没有。所以，星星永远不会妒忌太

阳。相反，星星们
永远对太阳心存感
恩，顶礼膜拜。

父 亲 一 席 话 ，
使我茅塞顿开，同
时也进行了一番深
入的思考：当太阳
还是星星的时候，
大概也会受到其他
星星的妒忌罢？因
为，妒忌永远是星
星们玩的把式。所
以，太阳努力进取，
超凡脱俗，终成正
果。一句话，如果你被人妒忌，那么，你
还很“低级”。因为，你只是一颗平庸的
小星。

父亲还告诉我，太阳的优势就在于，
不但让自己的光热发挥到极致，而且无
私地撒向了浩浩宇宙，芸芸众生。若没
有这一点，万千星星也仅仅对太阳抱以
佩服和欣赏的份了。

那年的春节，父亲为我上了一课。
回城后，我信心满满地来到了工作岗位，
以更加勤奋的态度，面对工作。同时，我
以太阳为师，抛却自私，拆除壁垒，将自
己的技术成果毫不保留地传给了同事。

很快，同事们一个个都取得了不少的进
步，相继获得了公司嘉奖。进而，同事们
将我当成了朋友，以我为师，向我学习。
我们组成了一个攻坚团队，完成了一个
个急难险重的任务，成果赫赫，声名远
播，无数企业发来了高薪聘书。于是，妒
忌，消失了。猜忌，消失了。打击，消失
了。我，成功了。

是啊，在奋斗的过程中，想要不被妒
忌，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强、更
亮，同时，还需要一份无私的情怀，毫不
保留地奉献出自己的光热。这，就是“太
阳精神”。

给婆婆整理房间，又看到那块静静躺
在枕边的男士手表，它的下面铺着一方洁
白的手帕，仔细看，还有斑驳的泪痕。昨
晚，婆婆一定又摸着手表哭了良久……

这块男士手表很普通，圆圆的表盘，老
式的带松紧的表链，表面是养眼的绿色，表
上的白色数字很大，让人一目了然。这块
手表是婆婆的稀罕物，因为它是公公生前
佩戴的。看到它，心里不免涌上淡淡的悲
伤，想起去世三年多的公公……

公公一生节俭，生长在农村，成年后入
伍当兵，后来提干当了指导员，部队磨炼了
他的意志，培养了他勤俭节约、吃苦耐劳的
品质。婚后，公公省吃俭用养家，上有老下
有小，他从不顾及自己，婆婆做啥他吃啥，
买啥他穿啥。记忆中，公公有块手表，那是
搬到城里后，婆婆给他买的，老上海牌，需
要上弦的那种，老物件年头久远了，就如人
上了年纪一样好生病，三天两头犯卡、偷
停，拿到修理铺擦洗、上油，折腾一番，能服
帖地走一段，然后又得进修理铺。婆婆张
罗给公公买手表，他却不舍得，大声嚷嚷

着：“买什么啊，
收拾收拾，还能
对付着用，在家
看时钟，出外才
看看表，不打紧
不打紧！”公公
虽然嘴上这样
说，出门却让他感到很不方便，表停了，时
间消失了，这让一向很守时的他心里患得
患失的。

婆婆看在眼里，开始琢磨着哪天背着
公公给他买一块手表。正好，那天公公去
退休办听党课，婆婆约上前楼的婶子去看
表。

表，买回来了。婆婆把表举到公公面
前时，公公免不了埋怨一番，嗔怪为自己多
花了钱。婆婆笑着不言语，只管举着表。
公公只好接过表，仔细端详，美滋滋地说：

“这表不错，字大，我这老花眼看得清清楚
楚的，表链也不错，松紧的这种戴着方便。
老伴，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种式样的表？”
婆婆假装嗔怒地说：“和你过一辈子了，我

能不懂你要什么吗？”老伴，老伴，老来伴，
世上最懂公公的永远是婆婆。从此，手表
成了公公的随身之物，因为它有防水功能，
所以洗澡时公公也不摘。

然而，世事难料，花开花落终有期，人的
生命也是如此。公公七十三岁那年，却不得
不摘下这块手表，突发脑出血夺走了他的生
命，也使婆婆失去了伴侣。睹物思人，婆婆
守着空旷的房间，静静地抚摸着这块手表，
熬过了无数个漫长而又孤单的夜晚。

“哒哒哒”，手表一圈圈不停地转动着，
它在公婆的房间里，床上，枕边，时间永不
停止，往日的温馨仿佛还在，婆婆常喃喃地
说：“手表上的温度还在……”这块表，会一
直珍藏在婆婆心里。

最近，我对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为了让自己有所提高，我不仅大量地阅读
诗集，还加入了一个诗歌微信群，诗友们
在群里交流经验，发出自己的新作让人指
点评论，好不热闹。其中我发现一个叫

“芷若”的人，她每天八点准时发一首新作
供大家评点，她的诗优美自然，明快流畅，
又多是情诗，字里行间流露着她对生活的
热爱，对爱情的执着，被诗友们称为最勤
快的诗人，我常常想，这样一位热情似火
的诗人，肯定是个青春靓丽的少女吧？

我很欣赏这样勤奋努力的人，有一次
禁不住好奇，加了“芷若”为友。我们聊
诗，聊生活，渐渐地熟悉起来。那一次，我
问道：“美女，你结婚没？”没过多久，对方
发了一张照片过来。一个约莫七十岁的
老人，站在一棵大树下，笑容可掬。他说：

“你弄错了，这才是我，我今年七十有三
了。”我惊讶极了，我实在无法将这张照片
上的老人，和先前那些优美动情的诗联系
起来，真的无法想象，“芷若”竟然是这样
的一个人，那些优美的情诗竟然出自一个
七十多岁的老人之手。

他跟我说，这一辈子他痴爱诗。自从
16岁拿起笔写第一首诗开始，他就深深地
被诗歌的美所吸引，诗歌就是他的伴侣，
诗歌是他的精神支柱，诗歌也是他最好的
情人。这几年，他每天坚持写一首诗，乐
此不疲。他总共写了好几万首诗，我建议
他找个机会出版，他却笑了，说：“我写诗
既不图名，也不图利，图的就是它带给我
的快乐，出书，真没想过。”

“芷若”说，他喜欢和年轻人待在一
起，年轻人，能带给他新鲜的生活气息，他
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各个圈子里的都有。
因为他有一颗诗心，又喜欢运动，对什么
事都热情似火，大家都称呼他为“不老”的
少年。

和“不老”的少年交朋友，真是一件很
幸福的事儿。他喜欢新鲜事物，前不久突
然迷上了游泳，每天都去游泳馆练习，不
久后就能独自畅游了，后来又迷上公众号，
他给自己建了一个，每天都更新动态，实在
是勤奋至极。再后来，他又痴迷上骑车，加
入了当地的一个骑行队，每个周末都参加
活动，“不老”的少年，依然坚持每天写一首
诗发在群里，偶尔还会在群里甩出几个红
包，引来一阵惊呼，他的人缘极好，大家对
他的评价都很高，都说与他相处，能看到自
己的不足，他的热情也感染了很多人，在他
的带动下，骑行的骑行，写诗的写诗，建公
众号的建公众号，渐渐的让人感到，因为
有了爱好，生活处处充满阳光。

“不老”的少年，像一盏灯塔，指引我
努力向前，让我不由得加快脚步去追梦。

周日，阳光晴好，我在家里晒着衣被，
好友来电话，约我一起逛街，说家里的事让
老公做。我拿着手机瞅了老公一眼，他正
窝在沙发上看碟，一副很享受的样子！

我心疼老公明天又要去上班，于是有
些迟疑，好友顿时不满，教导我说：“你呀，
什么都揽在自己身上，你不要太单纯了！”

我顿时一愣，却笑了。婚姻在许多人
眼里，真的是越来越复杂了，也越来越多的
人弄不清楚，婚姻到底怎样才会幸福，才会
长久。

同事玫子姐结婚二十年，孩子都上大
学了，才悟出一个真谛，不计较的婚姻才会
有幸福。玫子姐回忆这么多年的婚姻，她
和老公吵过闹过，为了过生日离家出走过，
为了私房钱甚至写过离婚协议，最后勉强

走过来了，但却处处是伤。儿子上了大学，
玫子姐的生活轻闲下来，担子没了，也就不
计较了，不再过问老公的工作，也不再查看
他的手机，甚至工资卡都由他拿着，却不想
两人的感情却渐渐升温，每天一起跑步，一
起研究食谱，周末一起参加周边游，生活得
极为惬意。

玫子姐这才发现，如果年轻的时候自
己也这样去做，是不是那些鸡毛蒜皮的矛
盾便不会再有，是不是会更幸福一些？

至此，玫子姐才明白“少年夫妻老来
伴”的意思，少年时有爱，因此生活哪儿都
是甜，而老年明白了许多事情，因此可以陪
伴。而中年的我们，却因为想得太复杂，总
是很轻易地就将幸福弄丢了，将婚姻折腾
得满目疮痍。

“当初，我也想着我得给自己留条后
路，万一他变心了怎么办。”玫子姐说完，又
笑着摇头，私房钱是存了，可是却因此大闹一
场。感情受了伤，便是世界上最难补的缺。

玫子姐的事并不是个例，我们经常会
听到女人说，千万别弄到自己被抛弃的时
候一无所有。也会有男人道，对女人不能
太宠，宠坏遭罪。

其实婚姻没有我们想得那么复杂，只
要我们当初选择的那个人，没有变成另外
一个人，人品还在，便不需要留那么多的退
路，不需要过于强调付出和收获，不需要怕
宠坏谁……所有伤害婚姻的事都不要去
做，更不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让婚姻单纯
一些，幸福才能够更长久。谁比谁傻呢？
真心，才能换来幸福和地久天长。

结婚后，母亲便将我以前住的房间上
了锁。我很是不解，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母亲说：“给你留一间房，以后，回来还有个
落脚点。 ”听她这样一说，心里还觉得有
些不好受，嫁都嫁了，还回来做什么？

婚后我便一心都放在了自己的小家庭
上，不仅很少回娘家看看，即便休息的时
候，母亲打来电话让我回去，我都不愿意往
回跑。我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自己有家
了，谁还总往娘家跑。

母亲给我留房，这倒让哥哥很是不舒
服。他说：“小妹嫁都嫁了，那房腾出来，还
可以放点东西，有必要给她留吗？”母亲听
后说：“怎么没有必要留，她也是家里的一
分子。”

原以为结了婚便和这个家有了稳定的
关系，可谁知我却没有料到，两个人在一起
生活，矛盾是难免的，争吵也是难免的。当
他口不择言地对我说：“这是我的家，要滚
你滚。”一时间，我竟不知该往哪去。

在外面逛了一个下午，母亲打来了电
话，她说：“打你家的电话没人接，打手机也
不接，你要急死人啊。”回到家回到自己曾
经住过的房间，再一看，房间里的一切都是
原样，就连书桌上也整齐地摆放着我曾经
喜欢看的书。

母亲说：“这间房永远都留给你，累了，
倦了，受委屈了，都可以回来住段日子。两
个人感情再好，也难免会有矛盾，彼此退让
一步，没有解不开的疙瘩。”话虽如此，一想

到他说过的那些绝情话，就让我的心痛得
无以言喻。

几天来，我仿佛又回到了从前，而与他
之间的矛盾，也因母亲的原因而化解。一
想到这些天所经历的事情，便让我很是感
激母亲，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母亲向我伸出
了援手。如今，母亲时常为我打扫那间属
于我的房间，而我也总是喜欢在没事的时
候回去坐坐，并且陪母亲说说话。

母亲给我留的这间房，让我时常会记
得父母曾经所给予我的一切，同时也让我
懂得，没事的时候，常回去看看。当然，母
亲最为担忧的还是怕我年少不懂事，不会
很好地经营婚姻，留一间房，也给我留了一
条退路。

不老的“少年”
刘亚华

让婚姻更单纯一些
蔡源霞

父亲的防妒秘诀
江志强

母亲为我留间房
朱凌

婆婆枕边的手表
刘洪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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