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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慨人生

心窗
穿过川流不息的人海，

走进都市一隅的家门，总有

一些小事令你不能释怀，影

响着你的心情，把它记录下

来，让它成为岁月的书签。

同时，为了方便发稿

费，请在您的投稿后面附上

中国银行的卡号，谢谢对我

们工作的配合！

电话：0471-6635311

Email：

bfxbcyws@163.com

都市心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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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重现

给老爸“找事儿”
老爸搬来跟我一起住有两

个月了，我发现他不仅没有适应

城里的生活，反而越来越郁闷。

邻家有狗爱串门
我们单位家属院住了五十

来户人家，同事兼邻居老张养了

一只吉娃娃宠物狗叫豆豆。豆豆

乳白毛色，聪明乖巧，很讨人喜

欢。老张搞销售工作常年出差，

他老伴在北京看孙子，老张出差

的日子，豆豆就变成了留守狗。

阳春三月的天气乍暖还寒，

一天晚上我从亲戚家回来已经11

点左右。刚停好车，豆豆就跑到我

面前摇头摆尾汪汪直叫，它把我

带到老张车库门前，用爪子不停

地挠着车库门，这狗是回不了家

了，我恍然大悟。我刚把门拧开一

道缝，豆豆“嗖”的一下就窜进去

了。我心里想老张太不负责任了，

自己出差也得把狗安置一下吧。

直到上周日，我邂逅了豆豆

来家串门才知道这狗的本领。那

天上午，我在家辅导四年级的儿

子做作业。忽听得门口一阵犬

吠，我家住三楼，这是谁家的狗？

我正纳闷，儿子说“肯定是豆豆

来了”。他放下作业去开门，豆豆

跟在儿子屁股后头左顾右盼地

进来了。豆豆走到我面前摇着尾

巴给我“打招呼”，“豆豆真乖。”

我拍拍它脑门。儿子从厨房拿出

来两根火腿，豆豆蹲在儿子面前

垂涎三尺地吐着舌头，不等剥完

皮它就迫不及待地把火腿抢到

嘴里狼吞虎咽起来，一边吃着，

那乌黑发亮的眼睛还一直盯着

另外一根火腿，好像生怕谁抢了

去，转眼功夫两根火腿就被豆豆

风卷残云地吃光了。儿子把火腿

皮缠成卷说：“去，扔到垃圾桶

里。”豆豆一口叼住跑到垃圾桶

前纵身一跃丢了进去。儿子继续

做作业，豆豆就懒洋洋地躺在儿

子旁边，初春煦暖的阳光从窗户

射进来照耀在它身上。看它那舒

服的样子，我想，这狗可真会享

受啊。豆豆眯了一会儿，站起来

伸个懒腰告辞而去。

豆豆串门走后我忽然若有

所思，我问儿子，“豆豆经常串门

吗？”“是啊，我们院里几乎所有

的小朋友家它都去过，不然它吃

什么？”儿子回答。“那豆豆怎么

不喝水啊？”我又问，“它家车库

里有奶，碗里的奶喝完后它会叫

人再倒上！”儿子说。我忽然明白

了老张为什么出差从不担忧豆

豆，原来主人出差的日子它吃的

是百家饭，生活更加惬意悠哉。

这真是邻家有狗爱串门，聪明豆

豆“讨生活”。 文/宋保周

灯光悠悠
晚上，全家人聚在一起看电

视，突然停电了，老公忙跑出去

买回了蜡烛，看着烛光自由地跳

动，一个个记忆深处的生动画面

也跳了出来。

童年的印象里，还不知道电

灯的概念。每天晚上，全家人围

坐在一盏煤油灯下，各干各的

活。母亲总是坐在灯下给我们缝

补衣服，父亲总是在那儿叮叮当

当，永远有修补不完的街坊邻居

的锅底，而我和弟弟妹妹凑在灯

下看小人书，或是用积攒起来的

糖纸、香烟盒制作各种各样的玩

具。灯灭前，母亲不忘用双手给

我们变出不同形状的动物来，在

墙壁上跳舞……我们就枕着那

些可爱的灯影入眠。

冬天上晚自习，我们都端着

小油灯去学校。一排排跳跃的火

苗冒着浓浓的黑烟，把我们都熏

得灰黑灰黑的，少不了个别男生

带着灯灰睡觉，第二天就一副花

脸上学，引得大伙笑得东倒西

歪。

油灯都是我们模仿大人自

制的，灯身是找来的空钢笔水玻

璃瓶，洗干净晾干，在瓶盖中间

拧一个小孔，上面再用一个圆铁

盘盖上，把小孔对齐，灯芯穿进

去，灯芯是用棉线搓成的麻绳，

绳子越细越省油，可我们为了比

赛谁的灯最明亮，故意让灯芯粗

点。倒上一瓶家里买的煤油，拧

好瓶盖。到了晚上，划根火柴，油

灯就开始忽闪它的灯头了。那时

感恩的心
人老了，记忆的空间越来越

窄。

那天，突然收到一名网友的

微信要加好友，看是陌生面孔陌

生号码我立即拒绝。一会儿那个

电话又来了：“段干事，我是炮团

电影组小纪。”

“噢，炮团战友呀！”我略思

片刻，还是没想起。

“大概您忘了，当年是您推

荐我到军部宣传处的，平台大

了，绘画技巧提高很快，转业回

到河北沧州不仅当了警察，我还

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画家。我一直

在找您，还没有谢您哪！”

“有这事？我不记得了。”

晚上，我翻来复去地还原这

件事的经过。终于想起来了。小

纪喜欢画画，为推荐他上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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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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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拼盘

如今他开口必定要牢骚一番：

“在楼房里住真憋屈，不如在乡

下自由。干脆我还是回去得了！”

看得出来，老爸很不喜欢现在的

生活状况，我真不知道该如何留

住他。

妻子对我说：“爸那么勤快

的人，突然闲下来，整天无所事

事，能不郁闷吗？咱们得想办法

让爸干点事，让他动起来，更重

要的是，让他觉得在这个家中

有存在感，这样他才能安心。”

妻子说的很有道理，但是老爸

能干什么呢？家里没有粗活，细

活他根本不习惯干。他一向认

为，买菜做饭、收拾家务不是男

人该干的事，可家里除了这些

事，还真没什么可做的。看来，

给老爸“找事儿”，真得费一番

脑筋。

可巧的是，第二天厨房的下

水管堵住了。以往出现这种情

况，都是我修。如今正好有机会

让老爸“显一下身手”。我做出

无奈的样子，说：“老爸，管子堵

住了，以前都是找人来修，每次

都得花个一二百块钱。这次不

如你帮忙修修吧。”老爸看了下

管道情况，大手一挥说：“这点

小事还用找人修？花那冤枉钱

干啥？放心吧，我一会儿就修好

了！”说着，老爸挽起袖子，开始

鼓捣。

管道里的污物很脏，老爸丝

毫不在意，一边清理一边说：“这

种事儿也就是我能做！在老家的

时候，什么脏活儿累活儿能难倒

我？”我赶紧附和道：“可不是嘛！

老爸你是出了名的能干。”老爸

叹口气说：“可来到城里，真觉得

没了用武之地，整天转来转去，

除了闲着还是闲着。”老爸终于

说出了心里话，我因势利导，对

他说：“其实我们很需要你，我俩

工作都很忙，孩子又小，每天都

过得急急忙忙的。以后你可以帮

着买买菜，这样我们会轻松很

多。”老爸没吭声，继续忙。

一会儿功夫，老爸把水管

疏通了，他脸上露出愉悦的表

情。妻子说：“爸，您真行！有您

在，我们省心多了。”父亲笑眯

眯的，一脸的成就感。后来的几

天，我继续给老爸“找事儿”。家

里的纱窗一层尘土，老爸用浇

花的喷壶一块块喷了个遍，显

得非常干净了。阳台上的花好

久不打理了，乱糟糟的，老爸又

当了回花匠，给一些花换了花

盆，还给花儿们来了次大修整，

剪枯叶，去繁枝，花儿们一下子

清爽了许多。

老爸有了事干，精神状态好

了很多。妻子为了让老爸开心，

“恭维”他说：“爸，您真了不起。

这些事我俩都干不了，对您来说

就是小菜一碟！”老爸听了哈哈

大笑。我趁势说：“老爸，其实你

平时可以帮忙买买菜，做做饭，

这些事我原来也不会，现在都学

会了。如今社会男女平等，谁说

家务事天生就是女人做的。社会

发展了，以后根本没什么重体力

活儿了，做点家务事也是一种锻

炼。”老爸呵呵地笑了，说：“我不

是不想干家务活儿，其实我看你

们这么忙，很想帮着做。就是怕

自个儿粗手大脚做不好。”“您肯

定能做好的！”我和妻子竟然异

口同声地说。

后来的日子，老爸真的忙碌

了起来，买菜，拖地，做饭时帮我

们打打下手，再也没看到他“无

所事事”的样子了。妻子悄悄对

我说：“咱让爸做这些家务，会不

会累到老人？”我说：“不会的。咱

们给他放假，周六、周日什么都

不许做，只管找小区的老伙伴下

棋去。”妻子点点头。

如今，老爸每天都乐呵呵

的，再也没说过要回乡下去。

文/王国梁

候，记着老师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好好读书，不许挑灯头！

到了高中，虽说教室里都安

装了灯管，可停电总比有电的时

候多，于是我们的课桌下面就多

出几根蜡烛。蜡烛的身体细长干

净，亭亭玉立，比起冒着浓烟的

小油灯，就多了些时尚和浪漫。

到了晚上，一般都是同桌共用一

根蜡烛，有的同学点红蜡烛、也

有的点白蜡烛，我们埋头在悠悠

烛光下，再也顾不上一个劲地挑

灯头了。那一片片烛光摇动着，

摇出了一个个老师们的身影，趴

在桌子上为我们解开一道道的

难题和疑惑；摇响了一个个掷地

有声的公理和名句。记忆深处那

句励志的话语，一直激励到现

在：人生能有几次搏，拼他个淋

漓尽致才不白活！老师的话一直

萦绕在耳畔，励志又亲切。

到了现在，每个房间都有大

灯，不但外观漂亮，而且明如白

昼；大街上灯火通明，流光溢彩；

公路上，一盏盏路灯、红绿灯、远

光灯、近光灯如天上的繁星眨巴

着眼睛，照耀着千家万户，温馨

又祥和。它们各自尽守着自己的

职责，执行着自己的使命。我在

想：在这万家灯火中，有多少盏

灯正照耀着一个个温馨和谐的

画面，又有多少盏灯在默默陪伴

着人们：拼他个淋漓尽致、过一

个酣畅无悔的人生！

不管是童年的小油灯，记忆

深处的红白蜡烛，还是现在的节

能灯、白炽灯，它们都有无尽的

光源源发出，燃烧不尽，它们都

有悠悠光亮伴着我们，我们也将

不会迷失，将一如既往地享受美

好的人生。 文/贾美芳

还挨了股长的“
!

”。举手之劳，

早已忘却。三十多年寻找，就为

一句“感谢”。

这位兄弟的深情话语令我

感动不已。中国是礼义之邦。饮

水思源、知恩图报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所以有了滴水之恩，

涌泉相报的至理名言。

上个纪世90年代，我采访了

一位老首长，他曾经是爱民模范

谢臣班的班长。他讲了一件事让

我很有感触。30年前，已经服役5

年的他被团里批准退伍。在熙熙

攘攘返乡火车的站台上，前来送

行的时任205师的老师长李来柱

认出了退伍兵队列里的他。李师

长二话没说摘下他胸前的红花，

要他留在部队，提了干部。

一次偶然的邂逅，一次改变

命运的挽留。或许当年李师长没

让他退伍初衷是为部队保留先

进模范骨干。而对于我这位老首

长来说是人生的重要转折点，是

知遇之恩啊。春节，他买了好烟

好酒登门致谢老师长。谁知师长

非但没收礼，还严厉地训斥了

他。

此后我这位老首长把对师

长的感谢化作努力工作的动力，

兢兢业业，勤奋上进，从战士一

直干至正师职。

人与人之间需要相互帮助，

但没有义务必须帮助。这份恩情

是慰籍我们心灵的良药，它是发

自内心的爱的奉献；它是人性善

良的本质体现。老百姓说：不讲

感恩就不配做人。

当你接受别人的一次相助、

一次恩赐、甚至一次鼓励，一句

暖语，或许他是不经意的，或许

他是举手之劳，我们都应该当作

涌泉之恩铭记在心，终身不忘。

感恩无须大礼，报恩寸心即可。

只要你做到了，就是一个真实的

人，善良的人，可以信赖，值得交

往一生的人。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王晓

棠说：“对于帮助过你的人，你就

是竭尽全力也只是滴滴相报”。

回望人生，往事如烟。岁月

可以删去昔日的苦难和辉煌，惟

不能冲淡我们内心感恩的留存，

感谢那些曾帮助过我们的人！

文/段美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