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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方式变奏曲
□作者：王阿丽

家 事

“读报家风”乐融融
□作者：魏益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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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蔬一饭总关情
□作者：刘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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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记得真切，也是这样一个秋水
不染尘的季节，我望着窗外发呆，却不知被
老师提问到。当一双双眼睛齐刷刷聚集到
我身上时，这才霍然回过神，又慌慌的不知
所以。

老师笑眯眯地走到我面前，亲切地把
粉笔递给我，他正讲到修辞，要我到讲台上
写一个句子描述我刚才的游离。

桂子开花，十里飘香。我走上讲台，忐
忑地写下了这八个字，也实事求是地写出
了我刚才课堂上的分神缘由。教室外面有
棵桂花树，我坐在窗边，看到细细碎碎的桂
花热闹地吐露芬芳。

老师笑了，他也望向窗外，深深地嗅了
嗅，说，果真好香。大家学着老师的样子也
开始深深嗅，有人探着身子往外看，有人干
脆跑到了门口去。安静的教室突然热闹起
来，也像一棵盛开的花树。

那时的老师风华正茂，带着我们到桂
花树下讲课。摊开书本在膝头，秋日的风
清清凉凉，有桂花时不时飘落到书上，花香

和书香交叠的时光真是让人难忘。
这般的好时光后来也有过一段，那是

大学的时候，虽选了不喜欢的专业，但学校
在郊外，环境好。最重要的是出宿舍门不
多远有一座图书馆，足以明朗了我内心所
有的黯淡。图书馆旁边有一片小小的桂花
林，桂花树长得好，有桂枝在二楼的窗户边
静静舒展。我常常早去，占了窗边的位置，
坐在那里读书写字，觉得甚是美好。

桂花盛开的时候，我就没心思看书了，
趴在窗户上看桂花一点点开，再一点点飘
落。书可留作以后看，而桂花一年也就开
一次，香一个季节，太短暂了。这就像那时
的心思，太喜欢这种安静的书香时光，怕它
如桂花一样不能长久地留下。

宴席总要散，天长地久终会有时尽。
这样伴着桂花香的静好读书时光在岁月深
深里渐渐成为回忆里最清宁温润的风景，
格外怀念。

尤其是清澈的秋日，天好，云好，阳光
好，会不由自主抬头望辽阔长天，心里呈现

的却是旧日光景，默默念叨，桂花该开了
吧。

最近总是在听一首歌，只因歌词里有
一句“似去年隔窗桂枝香”。窗外的桂枝香
又岂是去年？多年了呢，离开校园后，我就
再也不曾见过桂花树。

午后胡同里散步，我走得很慢，很慢。
悠长的胡同，我差不多每天都来过，每一步
路，每一棵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可是，
依旧会期待有一天突然冒出一棵桂花树，
我循着桂花香与它撞个满怀，那该是多大
的惊喜！

而惊喜却在书香。我找来一本本诗
词，翻到写桂花处，竟觉字字如桂花，芳香
精妙。你看，李清照笔下桂花这样开:暗淡
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何须浅碧
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朱淑真的桂花
这样开:一枝淡贮书窗下，人与花心各自香。

浅碧深红是俗了的，桂花是云外天香，
花中第一。我的桂花呢，原来它是开在心
窗下。心上诗书，窗外桂花。

人与花心各自香
□作者：耿艳菊

上周周末，我们一家三口外出旅游。出发前，
先生提醒我再检查一下“伸手要钱”，即出门必带
四件宝：身份证、手机、钥匙、现金。我回答：“都带
了，钱带了两千元呢！”女儿说：“现在早就是手机
扫码支付的时代了，哪用得着带现金？”先生接过
话：“以备不时之需！”孰料，旅游结束，两千元现金
原封不动地躺在钱包中。我不由得想起了以前购
物支付的方式。

上世纪60年代末出生的我，经历了计划经济
年代。那时几乎所有商品都要凭票供应，有粮票、
肉票、布票等，票是按家庭或家中人头“限量”定期
分发。我们家的布票都攒着到年底买布料做新
衣，票少人多，往往是爸爸妈妈几年也穿不上一件
新衣服，我们兄妹仨是三年一个轮回做新衣，妈妈
总会让裁缝把我们的新衣做大一号，如此，一件新
衣能穿上两三年。那时的支付方式除了凭票购物
外，还可以物物交换。翻箱倒柜找出家中空牙膏
壳、塑料薄膜、废铜烂铁等废品，可以在“货郎担”
那里换些针头线脑、糖果、铅笔等。

我们长大后，去外地求学，每次临行的前一天
晚上，妈妈总会在我们的裤腰里缝个口袋，把学费
缝在口袋里，生怕途中有个闪失。我们每个月的
生活费，有时有老乡出差路过我们上学的城市时，
爸爸会委托出差人捎带给我们，如此，能省下邮局
汇款费。

现金支付方式陪伴了我20多年的时间。直到
1991年，我认识了一个从事金融工作的小伙子，开
始和他谈恋爱。那天，我和他逛商场，他掏出信用

卡刷卡消费，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购物还可以“先透
支，再还款”。后来，婚前我们去上海购买结婚用
品，他说：“我们买东西就刷我的信用卡，少带些现
金，安全些。”在上海一商场，我们看中了一套西装
和一套裙子，用信用卡付款时，收费员告知我们休
息日不刷信用卡，我们傻眼了，身上的现金不够
啊！无奈之下，他只好向在上海上学的妹妹“求
救”，他妹妹发动宿舍的所有女生，凑了两千元现
金，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近十年来，支付方式的变化是最大的。女儿
去外地上大学，我们把学费打在她的银行卡上，她
报名时，在银行设点的校园收费处刷一下pos机就
行。后来，随着手机刷卡时代的来临，女儿每月的
生活费，我们以微信、QQ、支付宝或是银行转账的
方式转给她，方便快捷。

还有，如今在手机上轻松一点，就能购得火车
票；在网上下单，心仪的商品就能送货上门，女儿的

“无现金”生活也引起了八旬婆婆的好奇。前不久，
婆婆第一次用微信支付购得超市水果时，风趣地来
了一句：“太神奇了，才几十年的时间啊，票没有了，
现金也不带了，看样子，我这钱包也该‘下岗’了！”

支付方式从“凭票供应”到“手机支付”，体现
的是人民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科学技术的高速
发展，改变的是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提高
的是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我相信，今后
这种便捷、多元而又智能的支付方式会惠及到每
一名消费者，包括婆婆和我这样的退休族，也会慢
慢喜欢上这种支付方式的变化。

受老父亲的影响，我们一家老少三代都
是报纸迷，每天的报纸来了，一家人争相阅
读，其乐融融。

父亲早些年从事新闻宣传报道，家里的报纸
堆成了山。这其中有刊登父亲稿子的报纸，当然
多数是父亲收集的拟要投稿的报纸，党报、晚报、
商报以及许多五花八门的行业报纸。每天，父亲
翻阅着那些报纸，将一篇又一篇的稿子投给各地
媒体，醉心于阅读，热心于写作。

让我们一家真正热衷于订阅报纸的缘于女
儿。女儿读小学时，对作文一直排斥，写出的作
文往往风马牛不相及，惹出许多笑话。好几次家
长会，老师谈及女儿的作文，弄得我好没面子。
后来我问父亲，怎么提高女儿的作文水平。父亲
说，这有什么难的，订几种作文报，看别人的，写
自己的，用不了多长时间作文水平就上去了。

这招还真管用，收到报纸后，引导女儿读了
几期，就让她模仿着写出一篇。父亲稍加润色修
改，投给报社，居然刊用，还寄来了稿费。这下女
儿的热情来了，每回收到报纸，就迫不及待地专
心读起来，读过后就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我也
写这样一篇。

后来，我再参加学校的家长会，老师竟拿出
女儿的作文，作为范文当场读起来，听得我心里
美滋滋的。

过后我喜不自禁地告诉父亲，父亲说，订报
的受用是很大的，你分管着农业工作，也应多订
几种有关农业和农村工作方面的报纸，好好研
读，这对你的工作一定会帮助不小。

是啊，公费订阅的报纸毕竟有限。我欣然采
纳了父亲的建议，挑选了几种相关的行业报刊。

那次参加全市美丽乡村发展论坛，我刚巧前

一天在报上读了一篇有关美丽乡村建设的剖析
文章，我把文章里的观点与前瞻，结合我们当地
实际情况，尽情发挥，居然博得领导好评和阵阵
喝彩，让我大大地风光了一回。

从此，我订报的积极性更大，读报的热情更
高了。订报读报用报，成了我为官从政、提高工
作效率的一个法宝。

看我们订报读报的劲头那样高，爱人说，“我
订点什么看啊。”我说，“你呀，喜欢烹饪，订点这
方面的报刊就行。”果真，爱人订了，报刊上那些
五花八门的烹饪名吃，经爱人翻新创新，成为我
们家的特色菜，我们吃得津津有味，爱人就特有
成就感。

现在，我们家每天都有埋头读报的镜头，寻
找着乐趣，汲取着营养。这，或许就是另一种家
风的传承吧！

父与子 潘晓平/摄

心 情

周末的上午，老公买菜回来，我看到一块
猪肝，一包鸡杂，便问他是不是有客人要来。
他却笑着说，没有客人，这是为我俩准备的菜，
等一下露一手，做一个爆炒猪肝，一个酸辣鸡
杂。听说他要下厨房，我当然欢喜，可是，这两
个菜都不是他爱吃的。见我疑惑，他笑着说：

“这是你爱吃的呀，特意给你买来尝尝，我虽然
不吃，但我应该会做。”说完，转身进了厨房，开
始忙活起来。

我惊讶极了，结婚十多年，他出去买菜，可
从来没有买过这类菜啊，怎么就突然改变了呢？

结婚时，老公就告诉我，他不爱吃动物内
脏，这辈子打死都不会吃，叫我千万别买。我

告诉他我不爱喝墨鱼汤，闻到那味儿胃里就翻
江倒海，别想在家里喝到这个汤。很长一段时
间里，我们似乎都达成了默契，从不买这些
菜。好在，偶尔聚会，碰上这几个菜也能大快
朵颐，犒赏自己的胃，因而也就没觉得有什么
不妥。

爆炒猪肝和酸辣鸡杂很快就端上了桌，我
尝了尝，味道鲜美，是我爱吃的味儿。我一个
人把这两盘菜承包了，吃得满嘴油光，我夹了
一小片放在他碗里，他赶紧扒拉出来，连尝都
不肯尝，果真是超级不喜欢。但看我吃得心满
意足，他笑嘻嘻地说，看来我偶尔还是要买点
这类菜，不要太委屈你了。听他这样说，我有

些惭愧，要知道，我可从来没有想过给他做他
爱喝的墨鱼汤呀。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了菜市场，买了一
大包墨鱼和排骨，中午，他吃上了心心念念的
墨鱼汤，直夸好吃。其实我真闻不惯墨鱼的味
儿，做菜的时候戴着口罩，但当他看到墨鱼汤
时满眼放光的样子，当他喝上墨鱼汤时那幸福
的样子，我觉得，我的付出是值得的，我还觉
得，这么多年，我错失掉很多表达爱的机会。

一蔬一饭，柴米油盐，是生活里的琐碎，是
爱意的表达。相爱两不厌的情深意笃，是中年
婚姻最美的样子，一蔬一饭的人间烟火，是平凡
家庭的生活琐碎，也是抚慰心灵的灵丹妙药。

学会和世界相处
□作者：赵自力

亲 子
我们从来到这个世界那一刻起，

就得学会与世界相处。
搬到县城后，我每天送女儿上

学，经常碰到邻居。女儿总是匆匆路
过，什么表情也没有。在我热情地跟
邻居们打招呼时，女儿还经常催我快
点。持续了一段时间，我觉得女儿不
能这样。有天晚上，我问女儿为什么
不喜欢跟邻居打招呼。女儿说：“我
跟他们又不熟，再说打招呼有什么
用，又不是什么亲戚朋友。”“不是说
是否有用，既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小
区，就是一个群体，我们得适应这个
群体。”我告诉女儿，“邻里之间守望
相助，和睦相处，该是多么美好。”“你
是说要学着和他们相处吗”女儿迷惑
地问。“对呀，这也是一种学习，不是
有句话这样说嘛，人缘好的人运气不
会太差。”女儿点了点头，开始在我的
影响下学会主动跟人打招呼，她也收
获了一堆小朋友。

有一天，女儿说她有点不高兴，
原因是刚换了座位，同桌是一个男
孩。这个男孩不仅不爱交作业，还经
常欺负她，比方说借了她的橡皮擦故
意赖着不还，还把她的作业本弄得脏
兮兮的。“那你是不是跟老师打小报
告了，然后从此不再理他”“是啊，你

怎么知道的”“老师批评了那位男同
学，但他依然不改是吧”“嗯嗯，爸爸
你怎么全知道”我望着女儿疑惑的表
情，告诉她别忘了我也曾是老师。“爸
爸，你说我该怎么办是不是我的运气
不太好”女儿问。“傻孩子，不是你的
运气不好，是你还没学会跟他相处。”

“什么？这样的同桌我还要跟他相
处”见我肯定的表情，女儿表示无
语。“他身上不是也有优点吗，记得你
说过他喜欢帮助同学，那你可以帮助
他学习，前提是要他慢慢改掉坏习
惯。”女儿在我的建议下，试着改变了
和同桌的敌对关系，尽管偶尔还有矛
盾，但比以前关系融洽多了。“关系不
紧张了，心情就好，在帮助他的同时，
你自己也有收获吧”“嗯嗯，是的呢。”
女儿抿嘴一笑。看来，她已经开始学
会如何与同学打交道了。

我们经常带孩子出去玩，也常常
有意地培养孩子与别人打交道的能
力，比如问路或者帮助行动不便的路
人。女儿在探知这个世界时，也慢慢
学会了怎样跟人打交道。

孩子若不懂得如何与世界相处，
所有的教育都是徒劳的。所以，教会
孩子和世界相处的能力，这是对他最
大的帮助和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