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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身定做立“家规”
□作者：唐文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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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一碗汤的温度
□作者：马亚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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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败岁月的书香
□作者：李秀芹

心 情

□责编：朱丽丽
□电子信箱：czrbjiating@163.com

小时候，母亲为了让我在做事前记住
她所讲的话，总是把那句擦拭了无数次的
话再重新擦拭几遍：“别把我说的话当耳旁
风，听到了没？要记在心里。”

犯了不该犯的错误，或者没有依照母
亲的话去做事时，她会左手抓着我的右胳
膊，把原本不高的身体拉拽得更低，然后俯
着身子，让她的右手“啪啪啪”地响在我的
身上，边打边重复着：“看你还敢不敢把我
的话当做耳旁风”。从那时起，才开始用心
琢磨无影无形的“耳旁风”的寓意，原来，它
是一种对说话人的态度，方领悟，重要的话
是应该放进心里的，而不应像风一样倏忽
即逝、不着边际。

仔细想来，久经时光淘洗仍能辨别最
初颜色的话也不过两类，要么如春风拂面，
使人心悦情怡；要么似寒冰刺骨，令人意断
梦绝。

曾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腹有才学的
男人，因性情怪异一直郁郁寡欢，人到中年
依然摸爬滚打在单位的最底层，妻子又不能
生育，所以他的脾气越发暴躁。为了让家里
多点生活的气息，他们几经思考后去孤儿院
领了个三岁的男孩做儿子。可他每当有了
烦心事就朝着男孩发火，男孩做事越发谨慎
乖巧，尽量把事情做到最好，从不惹男人生
气。男孩八岁那年的一个春天，他拖着一身
疲惫回到家里，看到男孩在院子里用锹挖
坑，弄得自己衣衫脏兮兮，搞得院落一片狼
藉。他窝了一肚子的火气像爆炸的气球顷
刻间破裂了，上去一把夺过比小男孩还高的
铁锹，然后狠命甩在地上，用手指着小男孩
大声问：“你这是在干什么？”小男孩哆嗦着
说：“爸爸，今天是您的生日，妈妈给您买了
一棵常青树。我没有钱给您买什么东西，想
挖个树坑给您做礼物吧。爸爸，您别生气，
等栽完树我一定把院子收拾干净！祝您生
日快乐！”男人的心一震，怔在那里好一会
儿，脸上淌满了泪水。

自此，男人变了。他开始跟小男孩做
游戏，开始帮着妻子做家务，开始读那些落
满尘埃的书籍，开始主动跟同事交流，工作
也有了好起色。是什么推开了他紧闭的
心门，释放出幽怨的思绪？是小男孩的礼
物，是小男孩那发自内心的美好祝福，是小
男孩对父亲深深的爱！而让爱从一颗心走
进另一颗心，并且就此安营扎寨、生根发芽
的是声音，这声音是小男孩对爱最好的表
达，是生活对男人最好的馈赠。

但并不是所有的美好都能用柔软的声
音来传递，有时，坚硬何尝不是另一种意蕴
涵深的爱。

有一次，拿破仑在河边散步，忽然听到
有呼救声，他回头一看，有个人掉进了河
里，正朝着他挣扎大喊。拿破仑刚想跳水
去救他，忽然想到自己不善水性，四下环
望，并无一人。他骤然间端起手枪，瞄准那
个呼救的人大声喊道：“如果你不上来，我
就开枪打死你！”那个人只得用力扑腾，最

后终于爬上了岸。
这世间，并不是所有的援助都能用紧

握的双手感受温度，也并不是所有向你伸
手的人都想帮你。而那一句“如果你不上
来，我就开枪打死你！”用在此刻恰到好
处。拿破仑用铿锵的声音告诉我们：最良
苦的相扶是逼迫受助者爆发内在的潜力，
最用心的相助是让落难者在绝人之境向心
而生。拿枪瞄准你的人未必真的想杀你。
其实，无形的“逼迫”往往胜于有形的帮助。

透过伤害的表象，在深入实质的救助
里，我们照见了人性本善的温暖与光芒，有
时，我们也会在人性的弱点里，不得不忍受
恶言的敲打，不得不在这敲打中锻造另一
个想要的自己。

师范毕业后，我直接分配到家乡所在
地的一所中学任教，与我一起参加工作的
还有我们乡党委书记的女儿刘鑫。当时学
校学生少，任务轻，所以工作不是那么紧
张，完成既定工作后，我就读一些文学书
籍，偶尔也把写的小散文偷偷地投给当地
的报社。有一次我正读得来劲时，刘鑫猛
地拿过我的手，哗啦啦翻看几页，然后又

“啪”地一下把书扔在我的桌上，斜睨着眼
睛说：“我当什么宝贝？原来是《呼兰河传》
啊，我中学时就读完了，小儿科！”我没有说
话，只觉得有团火在脸上燃烧。又过了些
时日，收发室张老师举着一份报纸大声喊

道，“春培，上面有你的文章，好好写，将来
错不了！”一位年长的语文老师紧跟着说：

“我现在就是懒得写，我要是写也准能发，
小报副刊标准低，能在大型期刊发表才叫
真本事。”这时刘鑫忙接过话茬说：“我小学
时就在《中学生博览》发表过诗歌，”

至今，我依然保持着阅读写作习惯，并
偶有作品在正规文学期刊发表。因为那些
赞美和贬斥的话语，祝福与讽刺的声音，一
直在鞭策我、鼓舞我，让我在岁月的风尘
中，始终保持热爱的温度。

琐碎的日常中，我被不一样的声音围
拢着，有的路过我的耳朵，让我听闻远方传
递的消息；有的经过我的眼睛，使我洞悉市
井百态中的一隅；有的拂过我的衣袖，教我
辨别往昔的指纹；而有的却不小心跌进了
我的心里，我不能把站在心尖上的它们抛
进风里远飏，也无法将落进心坎里的它们
埋入尘土遁迹。我舍不得。我只能安静地
把它们放在心窝里，时时想着把它们拿出
来，让温暖的阳光照见它们的光芒，让清冷
的月色看见它们的模样。

诚如母亲所言，别人的话，要往心里
去，不能当作耳旁风。愿我们都能善待所
有的声音，无论良言还是恶语，善待生命里
所有的遇见，无论是成全还是伤害。把那
些触及心灵的声音种在心窝里，让它繁茂
成荫，芬芳凝香。

种在心窝里的声音
□作者：史春培

父亲年轻的时候，吃饭从来不喝汤。他总说：
“好不容易能吃饱饭了，还灌一肚子汤干啥？再说
了，吃饭喝汤容易饿。”可如今父亲老了，胃也不大
好，医生建议他多喝点汤养养胃。

母亲开始学着煲汤，玉米排骨汤，冬瓜丸子
汤，金针菇鸡汤，还有她自创的各种汤菜，轮番登
上餐桌。母亲做菜还是有些天赋的，没多久，就能
把汤菜做得有滋有味。父亲尤其喜欢喝那些长时
间煲出来的汤，他常常一边“吸溜吸溜”地喝，一边
慢慢品咂：“没想到这汤比饭味道还好，越品越有
味，我都喝上瘾了。喝了汤胃里暖呼呼的，真是很
舒服。”

母亲见父亲满意，煲汤的兴致更高了。她研
究了不少汤菜，还买了不同的煲汤器具。而且她
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高，汤不仅要好喝，还要营养
丰富，最好有食疗的效果。我们都看得出来，母亲
如此用心，就是为了让父亲喝上一碗热汤。

那次，我看母亲煲了玉米排骨汤，却不停地用
勺子舀出一点来品尝。她仔细地抿了一口汤，可
能是因为烫，下意识躲了一下。过了一会儿，她又
去尝汤。我在一旁说：“妈，我都看你尝了三次了，
还没尝出咸淡吗？”母亲笑笑说：“汤已经煲好了，
不用尝咸淡，我是在试汤的温度。温度合适了，再
让你爸来喝。”我被母亲逗得笑起来：“妈，你把我
爸当三岁小孩子了吧？汤如果烫，他不会自己晾
晾再喝吗？”母亲笑呵呵地说：”你爸有个毛病，你
们都没看出来。他每次坐到餐桌上就要开吃，特
别着急。有时候饭菜烫，他宁愿被烫了嘴巴，也会
立马开吃。他这个毛病呀，可能是早年困难时期

饿怕了留下的‘后遗症’，生怕有东西吃不到嘴
里。这些年，你们都不知道他被烫了多少次嘴
巴。我知道他这个毛病，每次都是尝着饭菜的温
度合适了，再让他来吃饭。”

原来如此，母亲这样一说，我倒想起来，父亲
吃饭确实很着急。我感动于母亲对父亲的关照如
此细致，便打趣说：“妈，我爸有你这么照顾，是不
是太幸福了？”母亲笑笑说：“其实你爸也是个细致
的人，还记得那年我住院吗？那次我做了手术，你
们工作都忙，不能天天陪着我。都是你爸照顾我，
喂我吃饭。他都是尝着饭菜温度合适了才喂我。
同病室的人都说，看着那么粗枝大叶的一个人，没
想到心这么细！”母亲淡淡地说着，语气平缓，我的
心中却涌起了阵阵暖流。

要吃饭了，母亲招呼父亲坐在餐桌前。父亲
端起碗，“咕咚”喝了一口汤，然后品咂回味着说：

“好喝！”我问：“爸，你怎么也不尝尝汤是不是烫嘴
就喝？”父亲哈哈一笑说：“我知道，每次喝的汤，温
度都是刚刚好。我不喜欢喝温吞的，你妈就把汤
晾到稍微烫一点，喝起来正合适！你妈这人心细，
我喝完小半碗，她还会为我加汤增温呢。”父亲说
着，脸上露出得意和幸福的表情。

我原本以为，夫妻老了，彼此之间的爱也会消
失，只剩下陪伴。其实，爱永远不会消失，反而会
历久弥深。爱会在多年的相濡以沫中变得更加细
致，更加醇厚。爱是什么？爱是知你懂你，爱是疼
你爱你，彼此懂得，彼此疼爱，爱就是一碗汤的温
度。一汤一饭的体贴，三餐四季的相守，就是世上
最绵长最深厚的爱。

前些日子网购了一本书，收到
才发现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我都看
过了。正好要去同学家做客，便心
血来潮，在书的扉页上写上几句祝
福的话儿，当正式礼品外附属的礼
物赠予同学。

到了同学家，礼品放下，我从包
里掏出这本书递给同学，同学看到
后非常高兴，感慨道，这个礼物她喜
欢，她有很多年没收到过朋友送的
书了。

谈起书，同学打开了话匣子，她
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诗集，告诉我，这
本书还是她刚认识老王时，老王送
她的，说起来这里面还有个误会，当
初介绍人给他俩介绍时，要拿同学
一张照片给老王先看看，同学给了
介绍人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她坐在
紫藤架下，手里捧着一本诗集，其实
只是为了照相装装样子，她根本不
喜欢诗歌，谁知道老王看了照片，见
她诗集不离手，拍照都拿着，以为她
酷爱诗歌，便买了一本诗集送她。
后来和老王熟悉了后，同学把这事
儿告诉老王，老王说，不看也没事，
留着以后再拍照时当道具用吧。

因为这是爱情信物，结婚后，那
本诗集没事时她便拿起来翻几页，后
来有了孩子，便给孩子们读诗歌听，

没想到几年下来，那本诗集里的诗歌
她竟然都能全部背诵下来。现在那
本诗集还摆在同学家的书架上，虽然
纸张早已泛黄，但里面的诗歌隔段时
间再读一遍，还有新的收获。

同学书架上的书，还有好多都
是别人送的，每一本书背后都有一
段友情和故事，睹书思人，岁月一晃
而过，很多人都失去了联系，但当年
维系友情的书籍还在，书里的光阴
永远年轻。

同学说，她刚参加工作时，家里
遇到变故，心情低落。和她对桌办
公的张姐看到后，送给她好几本书，
那段时间她下了班就躲进宿舍看
书，一个月后，心情渐渐好转，都说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她知道书中也有知己、好友和导师。

现在同学每天都拿出半小时来
读书，不求快，只求细，捧起书心情
一下就放松了，而且专注读书，别的
烦心事也暂抛脑后了。

同学笑道，现在有人问她年龄，
她都会自豪地说自己七十岁了，因
为这个数字的背后是一摞又一摞的
书籍堆积起来的。胸藏文墨虚若
谷，腹有诗书气自华，用书香打败岁
月，越老越有见识越有阅历和知识，
这样的老人谁不喜欢呢。

“这些年你们漂泊在外，忙于生意和工作，平
时难得一个不少地聚集在我和你妈的身边，今天
我生日，才有了这场期盼已久的聚会，趁此机会我
要召开一个家庭会议，向你们四个家庭成员宣布
几条为你们量身定做的新家规，你们乐意接受
吗？”生日晚宴刚过，宾客散尽，慈祥的父亲在这次
特殊的家庭会议上发表了他酝酿已久的开场白。

“无规矩不成方圆，爸爸，你说吧！你宣布的任何
家规，我们都乐意接受，共同遵守。”作为长子，我
率先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妻子阿华和弟弟、弟媳
也点头同意。

“文胜，针对你以诗文谋生处世的特长，为父
特为你制定了‘不准为了金钱与名利，胡编乱造歪
理学说误人子弟；不准唯利是图，抄袭他人文章，
沦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败坏国法和文风；不准
骄傲自满，自我标榜，追名逐利，满脑子虚荣名利’
的家规，希望你认真对待。”父亲见大家都没意见，
按照长幼有序的原则，首先向我这个长子宣布了
他为我私人定制的家规。“知子莫若父，老爸，你的
这条家规不仅说出了我写诗作文多年的心声，而
且也鞭策激励着我洁身自好，自律自强，我自当铭
记一生，不敢违背。你就放心吧！儿子明白你的
苦心。”“明白就好！”父亲端正了一下坐姿，又把目
光投向了三天前刚从外地一家私立医院赶回来为
他贺寿的大儿媳妇阿华。“阿华，你是我们家的大
儿媳妇，也是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为了你在今
后的行医生涯中能够成为一名有良心有爱心，既
讲职业道德，又医术精良的好医生，我也给你量身
定制，立下一条新家规，可以吗？”“好呀！老爸，你
说吧！我谨遵教诲。”妻子阿华伸手扯了扯有些皱
了的衣裳，满口应承着。“医者父母心，我真心希望
你严格遵循‘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千年古
训，遵医则守医德，内强医术外树形象，以济世救
人为己任，不为金钱物质和名利所诱惑，循规蹈矩
行医，严于律己做人，不污蔑我们唐家的家风，不
给我们唐家丢人，反之我则不认你这个儿媳妇。
但愿你不会让我们失望！”“规矩我懂，医德、家规
我守，既为唐家人，则为唐家增光添彩。老爸，你
就放心吧，我不会为唐家抹黑的。” 父亲一见大
儿媳妇阿华信誓旦旦地表示了决心，侧身面向了
小儿子阿洪和小儿媳妇玉华。

“洪儿、玉华，你们都是开店卖服装的生意人，

我给你们量身定制的家规就是“凭良心行商，靠诚
实做人，不以次充好，不欺行霸市，远离无商不奸
的那一套唯利是图的嘴脸，用诚实守信打造自己
的品牌，用发家致富的本领光耀唐家的门庭，反之
则是败坏了我们唐家的家风，我们全家以你们为
耻。这样的家规，你们同意接受吗？”老爸表情严
肃地向弟弟和弟媳妇宣布了为他们私人定制的新
家规。“诚实守信是行商之本，以次充好、欺行霸市
是行商之大忌。老爸的新家规真是让我和玉华感
触颇深，我们定当终生奉为座佑铭，言传身教，以
此传家立世，绝不负爹娘的厚望。亲爱的爸爸妈
妈，你们就看我们今后的行动吧！”洪弟感慨万千
地表达了自己的心声。

“既然我和你妈协商后为你们制定的这三条
新家规，你们都没反对，那么就看你们今后的行动
了。以后每年的春季，我和你妈都会召开一次这
样的家规总结表彰大会，对没惹人非议，量身定制
的家规执行得好的个人和家庭，我们将给予五千
元大奖以示鼓励；对阳奉阴违，屡教不改，执行不
力者予以一万元的处罚。你们意下如何？”父亲意
味深长地扫视了我们一眼说。“好的，一切都按这
次家庭会议的意思办，我们没有异议。”我们异口
同心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苦心没有白费，家庭会议的目的达到了，新家
规得到了全家人的拥护，这一切无疑都是令人十
分欣慰的，父亲古铜色的脸上情不自禁地露出了
一抹灿烂的微笑。

怡情于乐 潘晓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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