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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父母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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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日，我回乡下看
望年迈的父母，陪父母吃
了一顿地道的农家饭。

席间，老妈几次欲言
又止。妻子见状，再三追
问，老妈才吞吞吐吐地说：
“明天你们有空儿吗？你爸
过生日。”

老妈的话音很轻，但
却不亚于一个炸雷在我耳
边炸响：明天是老爸的生

日？我怎么居然给忘了？坦
白地说，不是“忘”，而是根
本就没记住。自从成家另
过搬到城里后，我就再也
没有给父母过过生日，时
间一长，居然连父母生日
的确切日期也给忘到脑后
了。

谈到过生日，我的脑
海里马上出现我给宝贝儿
子“办寿”的情形。生日的

前一周，我和妻子就开始
筹备了：预订价格不菲的
生日蛋糕，精心选购生日
礼物，开列生日宴会来宾
名单，预先订好饭店……

想到这儿，我心里很是
内疚，脸上火辣辣的，表情
极不自然。

老爸见我一脸窘态，忙
起身打圆场：“算了，孩子们
都挺忙的。这么大岁数了，

啥生日不生日的，过不过都
一样。”
“不，爸的生日一定要

过，而且我要亲手操办！”妻
子站起身，斩钉截铁地说。

第二天，我把在外地工
作的哥哥、姐姐及其家人，
爸爸的老部下，全部请到饭
店，给老爸举办了一个隆重
的生日宴会。宴会上，我当
众将刻有老爸老妈生日的

铜牌分发给哥哥姐姐。发牌
时，我看到哥哥姐姐都是一
脸的内疚。

这是到目前为止老爸
过得最为隆重、规模最大、
规格最高的一次生日，老爸
特别高兴。我心里酸得差点
落下泪来———多好的老人
啊！平时对儿女奉献得那么
多，而对儿女要求得却那么
少，儿女哪怕孝敬一点点，

他们就知足了，就幸福万分
了。天底下又有多少像我
这样整天忙忙碌碌但却记
不住父母生日的儿女啊！

回到家里，妻子将铜
牌端端正正地挂在卧室
里。我告诉妻子，不用挂
了，因为我已将父母的生
日深深地、牢牢地刻在了
心里，今生今世不会再忘！

文/钱国宏

男人越来越不能忍受女
人的唠叨。

怎么会有如此俗不可耐
的女人？都说一个女人相当
于500只鸭子，她一个女人，
比一所养鸭场还热闹。一件
事，她会没完没了把它拆分
组合，唠叨成一地鸡毛。其
实，所有的事，都再简单不
过。她唠叨的，无非是晚上熬
粥的时候放几粒大枣，鲤鱼
红烧还是清炖。她还会因为
他买东西不还价，唠叨一个
小半天。本来风平浪静的生
活，被她唠叨得千疮百孔的。

她的唠叨让他烦不胜
烦。如果她能闭上嘴巴，整个
世界都安静了。他开始怀疑
他的婚姻，他甚至想到了离
婚。如果不是当初听从了父
母之命，他一定会和那个可
心的“初恋”过着幸福的生
活。

那个初恋，是个温婉的
女人，话不多。“最是那一低
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
胜凉风的娇羞”，那时候，她
真的像水莲花一样，温柔沉
默。他记得，她总喜欢把自己
的眼眉修成细长的柳叶，看
上去有一种古典美。那次，她
把一只小巧的眉夹递到他手
里，让他为她修眉，他想起了

一句“画眉深浅入时无”。
她就是这样美好，用举手
投足传情达意，含情脉脉。
她从来不会喋喋不休，但
是她一个眼神，他就心领
神会。

如今，她在另一个城
市，过着怎样的生活？有一
天，他把手机关掉，上了通
往另一个城市的火车。按
照四处打听来的地址，他
敲开了“初恋”家的门。10
年了，不知她是不是还是那
样温婉可人。

打开门的一瞬间，他呆
住了。面前的这个女人，还是
他曾经的“水莲花”吗？她的
腰身已变得像水桶一样粗，
眼眉虽然还是柳叶状，但眼
神里早已不见一丝闪躲羞涩
的痕迹。她显然也很吃惊，接
着，她高声喊了一声“来客人
了”。说完，她爽朗地笑起来。
顿时，她的胖老公和胖儿子
从屋子里钻出来。她向家人
介绍他的时候，语调平淡，仿
佛他是一个经常来串门的邻
居。他看得出来，他们的过
去，早已彻底过去了。

他留下来吃饭。餐桌上，
女人做了干炸带鱼，醋溜排
骨，他们一家人甩开臂膀，热
火朝天地吃起来，看上去那

么满足。她围绕着饭菜的做
法、吃法，说个没完没了。她
说话有一个习惯，说完每句
话，都会加一个后缀———“是
吧，老公！”。她吃相贪婪的老
公，乐呵呵应着。

幸福的一家人！他们一
家人总是满脸堆笑，让他感
到有趣的是，这一家人的笑
容，如出一辙。果真是在一起
生活时间长了，连长相都会
特别像。

一顿饭，她的话真多啊，
但是她的老公每次都耐心听
着，还附和着加上一两句评
论。他看着两个人笑了，觉得
他们俩像说相声的，一个捧
哏，一个逗哏，又配合得那么
和谐默契。

他明白了，所有的女人，
一旦落入烟火生活中，便会
把柴米油盐当作天，把吃喝

拉撒当作地，她们的世界，简
单而丰富。家，就是她们的全
部。她们的唠叨，像蚕吐丝一
样，把生活的喜怒哀乐一点
一点吐出来，织成了幸福的
锦缎。这就是她们的生活状
态。

想到这里，他开了手机。
刚刚打开手机，老婆的电话
就打来了。还没等他说话，她
的话又连珠炮一样来了：“给
你们单位打电话，说你出差
了，怎么回事……”她终于说
完了。他只说了3个字：“想你
了！”电话那头，他听到了她
的哽咽声。

他终于明白了，幸福，有
时候就像风景一样，人总以
为风景在远方，其实兜兜转
转一圈回来，才发现，最美的
风景就在自己身边。幸福也
一样，近在咫尺。文/马亚伟

一碗乡愁
母亲用微信发来几张照片，我细细地

看着，存在手机里，舍不得删掉。
照片中，一个小竹篮里，大大小小的蘑

菇挤成堆，它们或鲜红或暗紫，圆头圆脑的
水灵灵的，长着一幅既好看又好吃的模样。
看着这些照片，我不禁想起儿时捡蘑菇的
情景。

进入秋天，在大人们忙着收割时，我们
却特别期待一场秋雨。秋雨过后，由于气温
还很高，非常适合蘑菇生长，几乎一夜间那
些蘑菇就偷偷地钻出来了，躲在草丛里等
着我们去采摘。雨还没停，大人们拗不过我
们的软磨硬泡，带着我们去山上采蘑菇了。

听大人们说，那些松树底下的蘑菇，都
是大自然的精灵，听见动静就隐藏得深深
的。我们常常跟在大人的后面，轻手轻脚地
仔细寻找着蘑菇，像侦察兵一样对小山林
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印象中我们从未空着
手回家，或多或少都能捡到一些。偶尔发现
大蘑菇，或者是一窝蘑菇，我们都会忍不住
欢呼雀跃起来，此起彼伏的欢叫声，把浅浅
的山谷映衬得格外生动。每采摘一朵蘑菇，
都是一次心灵的愉悦，拿在手上，喜上心
头。

母亲把采摘的蘑菇洗净，掰成条状，用
猪油爆炒后，慢慢炖成汤，撒上韭菜末和辣
椒粉，就是人间美味。喝一口蘑菇汤，那种
独有的鲜味席卷舌尖，简直是一场盛宴。也
可以用辣椒伴着蘑菇小炒，清香四溢，很出
味道，不断刺激着味蕾。我想至今对蘑菇印
象深刻念念不忘，一定是源于它鲜美的味
道吧。

母亲发来的几张照片，像饵料一样吸
引着我们这些一年四季在外游泳的鱼。很
快，一个周末，我们放下手头的一切驱车回
家，和母亲一起上山采摘蘑菇。母亲的嘱咐
声，女儿的尖叫声，我们的谈笑声，再次让
山谷生动了起来，一时间似乎又回到儿时。

采摘回的蘑菇，是我们的劳动果实，女
儿仔细端详着，拿几朵就舍不得放下。母亲
累了，坐在院子里和女儿聊着天。妻子在炒
菜，我则帮她打下手，不断往土灶里添柴。
炊烟袅袅中，一碗蘑菇冒着热气飘着清香
被端上了饭桌。

我端着那碗蘑菇，使劲嗅了嗅，夹一筷
子含在嘴里，慢慢嚼着，嚼出了儿时的味
道。

一碗蘑菇，就是一碗乡愁。
文/赵自力

不知从何时起，共享二
字闯进了我的视野，也记不
清究竟从哪一天开始，城市
的街头出现了共享单车。那
一抹或蓝、或红、或黄、或
绿的颜色，从静止的一点，
到流动的一条线，再到整
齐的一片。仿佛告诉你我，
共享时代就这样悄无声息
又风驰电掣般地来到了我
们身边。

我骑着单车涌进早晚
高峰的人潮中，轻松地往返
于家与单位之间，一段遥远

的路途，借助单车，既省力
又省时。每天两次20分钟的
骑行，不仅收获了健康，也
为低碳环保贡献了一己之
力，心里十分自豪。

每当在路上不断地与
骑行者擦肩而过，看着各色
单车穿行于城市的大街小
巷，内心就会对这个时代充
满感激，感谢共享时代，让
我们每个人受益。

去年到北京探亲，事先
商量好家人到车站迎接，需
要手机保持畅通以便随时

联系。下车后发现手机电量
已不足10%，正急得团团转
时，发现车站大厅内配备了
共享充电装置。一根充电桩
上输出几条不同接口的数
据线，以满足不同机型充电
需求。见与自己机型吻合的
数据线正被一位年轻女孩
使用，我只好排队等候，但
焦急掩盖不住，我频频探头
张望，女孩意识到我着急，
便爽快地让给了我，我自然
礼貌地答谢。

当今社会，我们不一定

是物质的拥有者，可以仅仅
是一名使用者，却因为资源
共享，而有满满的获得感。

如今，共享产品不仅仅
局限于单车、充电装置，还
有汽车、房子等等，未来可
能还有许多产品可以共享。
它们就像一个个音符，跳跃
在你我身边，愿我们每个人
用爱来演奏，共同谱写一支
快乐和谐的生活交响曲。正
所谓共享的是资源，分享的
是快乐！

文/屠 森

共享时代

幸福近在咫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