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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爱情是用来过日子的
□作者：钱国宏

家 议

恰 好
□作者：耿艳菊

态 度

回
家

苗

青/

摄

在阳台种花观鸟
□作者：李云贵

家 事

□责编：朱丽丽
□电子信箱：czrbjiating@163.com

儿子很小就会背诵“锄禾日当午，汗滴
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但吃
饭时常常不是剩饭粒，就是把不喜欢的菜
从碗里挑出去丢掉。尽管我总会反复要求
他“把碗里的饭吃干净”“不可以浪费食
物”，但儿子始终没有彻底改掉剩饭剩菜的
习惯。

我反复思考其原因，觉得一方面是我
总以命令、说教的方式来要求儿子爱惜食
物，容易让孩子产生抵触情绪；另一方面，
如今的孩子大多从未下田劳动过，更没有
缺吃少喝的体验，所以对食物来之不易的
认知往往只停留在诗句上，并没有深刻的
理解，自然就缺乏节约意识。

去年暑假，我带着儿子回乡下的娘家，
家里还有自留地，种着些瓜果蔬菜。盛夏的
傍晚，太阳的炙热尚未消退，我带着儿子给
地里的紫茄浇水。他跟着我穿梭在田垄间，
用小瓢从水桶中舀水浇灌，不一会儿，汗水
就浸湿了他的小衫，带着毛刺的紫茄茎划过
他的胳膊，痛得儿子直喊，我虽然心疼，却觉
得必须趁机让他懂得，这就叫劳动的艰辛。

“你看啊，这汗流的，这胳膊划的，累
吧，疼吧？农民们一年到头在田里劳动，就
像我们现在这样，甚至比我们更加辛苦，我
们吃的粮食、蔬菜、水果，都是靠他们的辛
勤劳动换来的，浪费食物就是浪费农民们
的心血啊！”儿子听了若有所悟，一脸认真
地继续浇起水来。果然，当天吃晚饭时，儿
子不但没有挑三拣四，更将碗中的饭吃得
一粒不剩。

过了几天，回到家中，我便在院子里开
辟出一小块菜地，带着儿子一起种起菜来，
挖土、播种、浇水、施肥、掐苗等等，所有的
环节儿子都参与了。其间，他稚嫩的小手
因挖土而磨出了泡，腿脚因长时间蹲着除
草而酸麻难耐，但看着自己的辛勤劳动换
来了菜园的勃勃生机，沉醉于成就感里的
儿子丝毫没有叫苦叫累。

开学后，儿子放学回家，有时书包还来
不及放下，就会钻进菜园里忙活起来。当
他摘下自己亲手种的鲜嫩嫩的蔬菜时，别
提有多高兴了。他有滋有味地品尝着自己
的劳动果实，把碗里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

这天，儿子放学回家跟我说，他们班同
学在学校吃午饭时将饭粒撒得满桌都是，
还有同学倒了好多剩饭剩菜，这些行为都
受到了老师的批评。我向儿子提议：“要
不，周末你请几个同学到家里来玩，咱们可
以一起给菜园松松土、浇浇水。”那个周末，
我们家的院子成了孩子们的“开心农场”，
儿子带着同学们浇水、松土，采摘蔬菜瓜
果，我们又一起动手做了午餐。劳动过后，
孩子们都吃得很香，我还设计了一个“光盘
小达人”的评选环节，对“光盘”的孩子予以
鼓励，借此引导他们养成爱惜粮食、勤俭节
约的美德。前几天，儿子骄傲地告诉我，他
们班被评为“节约示范班”，他还成了班里
的“就餐监督员”。

带着孩子种菜，不失为引导孩子养成
从小爱劳动的好方法。在收获的喜悦中给
孩子带来成就感，在潜移默化中让“光盘”
照进孩子的心中，更让孩子懂得了“一粥一
饭，当思来之不易”的真正内涵，培养孩子
爱惜粮食、践行勤俭节约的美德，这样做远
比空洞的说教更有效。

在劳动中懂得
“一粥一饭来之不易”

□作者：王阿丽

黄昏，微微风，一楼人家的小小
院子里石榴花朵朵明艳。院子里扯
着晾衣绳，几件衣裳在微风里调皮
地柔和地荡着秋千。一个老妇人坐
在院子里的石桌前，有时慢悠悠地
摘着一把青菜，有时什么都不做，静
静地看着荡秋千的衣裳，静静地看
着她的石榴花，一脸安详。

我每天下班一进小区大门口，
映入眼底的就是这一幕静好的风
景。石榴花的明艳葳蕤，老妇人的
祥和静谧，相搭起来，十分熨帖相
宜，各有各的美。盛放的花朵没有
凌人的盛气，暮年的老妇人没有黯
淡的暮气。

这一幕风景定格在我的心里，
我一点点描摹着，把它画成心里的
一幅画。我想为这幅画取一个美丽
的名字，却一直没想到满意的。

几天好想，一天中午无意中看
到一个词语：恰好。又惊又喜，就是
你了，来做这幅画的名字。看着这
两个字，我不由自主笑出声来，它们
似乎也微微含笑，像是特意等我
来。真是恰好。

还有一幕平常的风景，对我的
触动很大。用“恰好”定义它也再恰
好不过。

那是一个清朗的早晨，我背着
包急匆匆去上班，路过一家简陋的
小院，而一院子的月季花开得十分
好看，浅粉、深红、明黄、奶白，它们
是热闹的，又是安静的。着淡蓝中
式衣裳的中年女子立在花丛里，时
而弯腰为月季花清除杂草，面容恬
静。有邻人路过，微笑着打招呼，声

音亲切舒缓。
我立即想起一首诗，米沃什的

《美好的一天》：“多美好的一天啊！
花园里干活儿，晨雾已消散，蜂鸟飞
上忍冬的花瓣，世界上没有任何东
西我想占为己有，也没有任何人值
得我深深地怨。那身受的种种不幸
我早已忘却，依然故我的思想也纵
使我难堪，不再考虑身上的创痛，我
挺起身来，前面是蓝色的大海，点点
白帆。”

着淡蓝衣裳的中年女子当如这
诗人的心思一样简净清莹吧，放下
了尘世中的我执，懂得在生活里如
何才能收获幸福。

《美好的一天》又叫《礼物》，这
两个题目都很好，因为每一天的太
阳都会重新升起，每一天都是新的、
美好的，每一天都恰好的等量，连缀
成我们的生活，这是世界送给每个
人的礼物。

恰好，还是人生最好的一种状
态。好状态是什么样子呢？当然不
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平步青云，花
团锦簇，春风得意……得意里有虚
荣骄气，看不清自己。有得意就有
失意，到底是意难平。

佛家言：“日日是好日。”是的，
每一个日子都有它的闪光点。“春有
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
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心
无挂碍，便会觉得周围的世界处处
都是恰恰好的喜悦。

人生最好的状态是恰恰好的平
静，平静是平心静气，心平了，气顺
了，才容易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我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多年，早在6年前我的
手指就出现了疼痛、肿胀和僵硬，感觉疲劳乏力。
看了不少医生，也吃了不少的药，效果都不佳。我
感到非常苦恼，心情也特别不好。

为了摆脱类风湿性关节炎给自己带来的痛苦
和烦恼，我就学着在阳台上种养花草。因为我家的
阳台是开放式的没有封闭，这有利于我家种植花
草。我家的阳台上放有花盆、肥料，备有各式剪子、
铲子、钳子，有枝剪、长柄剪和小剪刀等，工具十分
齐全。

近年来，我们家阳台上种养有月季花、桂花、海
棠花、金钱桔、杜鹃花、茶花，还有葡萄等。这些花
草树木都像是我的宝贝，给它们阳光、土壤、水分及
更多的关爱，让它们健康茁壮成长。这也跟父母养
育孩子一样，就是希望孩子快乐成长。在我的精心
培养和护理下，葡萄熟了，引来了各种小鸟，鲜花盛
开了，吸引来了很多蝴蝶、蜜蜂等。我家阳台成了
鸟儿们的乐园。

2015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我走到阳台，发现阳
台的桂花树上，有两只斑鸠“叽叽咕咕”地叫着，我
探头一看，发现两只斑鸠正在做窝，一只斑鸠不停
地从远处衔来细软的树枝，另一只斑鸠用一双巧嘴
在精心编织着。我非常喜欢斑鸠，欢迎它们来到我
家阳台上安家落户。看到它们的窝快做成功了，我
乐不可支地在阳台上放上一大盘水，还特地从米店
买回几斤小米撒些在阳台上，让这对斑鸠夫妻吃。

这几年这对斑鸠在我家阳台生活得非常好，我
们看着它们从下蛋到孵化儿女，看见它们的儿女“长
大成人”，看见它们展翅飞翔别提多高兴了。的确，
这对斑鸠也讲情谊，每当我和爱人给它们喂小米时，
一些麻雀、八哥等小鸟也飞来争抢食吃，而这对斑鸠
和它们的儿女们不与麻雀、八哥等小鸟抢食，而是先
让它们吃了，自己再去吃。每天我们一走到阳台，这
对斑鸠看见我们就会飞到我们面前，高兴地“咕咕
……咕”叫几声，友好地和我们打招呼。

据有关资料记载，斑鸠为传统吉祥鸟，象征着
情谊深厚、真诚永恒；寓意着天赋吉运、富贵久长，
民间常用“鹊笑鸠舞”作喜庆祝辞，动物对于风水的
敏感程度远远高于人类，斑鸠愿在我家阳台上安家
落户，说明我家居住的这个环境是很好的。

为了使阳台栽种的花草生长得好，我经常走上
阳台为花草施肥和浇水，每次来回地走动，既活动
了筋骨，同时也锻炼了自己的身体。阳台的花草不
仅净化了空气，美化了环境，而且更重要的是增添

了我的生活情趣，陶冶了情操。阳台上花儿的芬芳
和美丽的风景，也为我们全家增添了不少的乐趣，
让我们一家人时刻都能欣赏到花的美丽，种花养草
给我们全家带来了许多欢乐。我每天清晨一睁开
眼，绿色就从窗户映入眼帘，闻到的是花草清香，听
到的是鸟儿欢快的歌唱。天天心情感到十分舒
畅。如今，我的关节疼痛减少了，肿胀和僵硬的情
况没有了，类风湿性关节炎疾病明显好转了。

我家阳台上美丽的鲜花盛开时，整个阳台非常
漂亮。来往有不少的人都会在花前驻足观赏，并纷
纷点头称赞！我家的左右邻居看到后，也十分羡
慕，他们有的还跑到我家阳台上观看鲜花，并且要
求我为他们介绍种养花草的一些经验。我也非常
乐意为他们提供服务和帮助。有一位叫孙少明的
邻居特别喜欢月季花，于是，我就免费送给了他两
盆月季花，并热情耐心地教他种养月季花的一些方
法。在我的指导下，孙少明细心呵护着那两盆月季
花，给它按时浇水、科学施肥。月季长势喜人，在他
家的阳台上开得娇艳无比。

我所居住的小区，喜欢养花的邻居多，邻居遇
上养花难题都会找到我，我也乐意为他们种花养草
当“顾问”。与此同时，近几年来，我先后免费赠送
邻居们各种花草共30多盆，邻居们种养的花草也
都生长得非常好。通过种花养草，邻居之间都互相
尊重、团结友爱、和睦相处。我们和邻居们一起分
享着养花的快乐。

如今，我家的阳台真可谓是鸟语花香，也算得
上是一个小花园了。

早晨去公园晨练，经过一处早市。早市上有
买有卖，生意居然很是兴隆——晨练归来，谁都想
顺手给家里捎些青菜什么。看久了，我发现早市
有一个特点：买卖双方几乎都是老年人，而且从他
们的谈话中，你能听到赶早市的深层次原因。

“老张，买菜呀？”
“哟，老李呀！退休也有一年多了吧？身体还

好吧？今儿顺便给老伴买几把茴香，她最爱吃茴
香炒豌豆啦！你买点啥菜呀？”

“我买点鸡蛋，老伴最近身子骨老出毛病，我
给她补一补。”

望着两位白发苍苍老者离去的背影，我一时
竟忘了来公园的任务——晨练。

也许在别人听来，两位老者上述一番对话不
过是老友间的闲聊、寒暄，但我却听出了其中另一
层含义：感情，老年夫妻的爱情。

在很多年轻人看来，老年夫妻似乎缺乏爱
情的浪漫色彩：在绝大多数场合下，见不到老年
夫妇恩恩爱爱、卿卿我我的镜头。就连我也一
直怀疑我的父母不懂爱情。也许是岁月苍老了
彼此的感情腺，也许是时间麻木了彼此爱的神
经。总之，在生活中，我看不到年过八旬的父母
有过任何亲昵的举动，甚至连一句火辣辣的情
话都没有。

但事实证明，老年夫妇依然有爱，依然有火
热、厚重的爱！他们已将爱情细化或融化在生活

的具体细节中，那种隐藏极深、表现极为平淡的生
活情节中。就像早市上的那两位老者，他们与老
伴的爱情肯定谈不到“花前月下”“海誓山盟”；但
那种深沉的爱已融入到了彼此的血液中——是
故，他熟悉她的爱好，她了解他的禀性，他晓得她
最想吃什么，她清楚他最想乐什么。就像我的父
母，一对年过八旬的老人，平时根本不说一句亲热
的话，但彼此之间却是心有灵犀：临近中午，母亲
准会打开收音机，收听单田芳的评书——父亲最
爱听评书；吃过午饭，母亲会扔到炕头一个枕头
——父亲有饭后眯一觉的习惯；母亲刷碗时，父亲
会倒些淘米水，因为淘米水既不伤手，去污效果还
好；吃饭时，父亲会剥两头蒜放在桌上，因为母亲
吃饭有吃蒜的习惯……

这些看似鸡毛蒜皮的生活细节在很多年轻人
看来，与爱情根本不贴边：他们眼中，只有生日送
花，当众跪地求婚，见面拥抱，分别亲吻……才算
得上是爱情。也许这就是坊间所说的“代沟”之一
种吧！但这种闪恋、闪婚的爱情，却常常因缺乏必
要的感情积淀而致“闪离”。

老妈说得好：日子是用来过的，不是用来炫耀
的。是的，老年人的爱情就像是松树皮，虽然看上
去有些斑驳、苍老，但皮下包裹的树干却是一顶一
的砥柱！而那种“闪系”的爱情，却如一场牡丹花
事，看似轰轰烈烈，美轮美奂，但却无法抗拒一场
大风的摧折！

岁月静好 肖 明/摄

亲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