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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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韩伟丽
Email：
yy9256@126.com

老姨的幸福生活

前些天老姨来了。“老姨”

“老妹儿”都是东北话，是说排行

最小的那个。 老姨不算太老，七

十多岁，看上去像不到六十的样

子。说话不紧不慢的，底气很足，

抽着烟。 老姨是来看她的姐

姐———我婆婆的。老姐俩儿走在

一块儿，谁见了都说“长得像”，

其实， 老姨可能更粗糙一些。她

的孩子们都成家立业了，在城里

打工， 家里也置办了砖瓦房，养

着几只鸡。 老姨和婆婆在一起

的时候， 多数都是婆婆在说话。

婆婆到城里来了二十多年了，怎

么着也与时俱进，说话和院里的

大妈们没什么差别，是个城里的

老太太。婆婆就领着老姨转展销

会， 给老姨买了好几件衣服，老

姨也一下子迈进“城市化”行列

了。 我觉得老姨在姐姐的面前

总有些局促， 是一种不适应，还

是别的什么，说不清楚。正好是

女人节，我和家里几个姐妹儿吃

饭，就带上老姨。在饭桌上，我们

给老姨敬酒，跟她开玩笑，聊天。

气氛热热闹闹的。老姨脸色开朗

起来， 仿佛一下子年轻了10岁，

眼角也有了笑意，竟给我们讲起

了做姑娘时的事儿———那时自

己才17岁， 就给19岁的外甥做

媒，“啊———呵呵，” 老姨满脸回

忆，眯着眼儿笑着，像是在讲民

间故事，“从前， 有一个好青

年———”就这样开头了。老姨年

轻的时候已经解放了，可基本上

还是包办婚姻。老姨的外甥是一

个在镇上念书的学生， 有文化，

人又长得帅，村里的姑娘们都偷

偷地瞄他。 村长看上了这个青

年， 想把自己的姑娘嫁给他。可

没有人跟他说这个事———怕人

家念书人笑话。 村长不愧是村

长，就把这个重任交给老姨———

因为老姨既是村妇女主任，又是

这个文化青年的老姨！ 老姨说：

“可把我愁坏啦！ 自己还是个姑

娘呐，咋张口说啊？”老姨足足一

宿没睡好。 第二天到地里干活，

老姨自己又足足憋了一天没说

话。到了快收工的时候，老姨先

跟村长的女儿说：“嫁给他，你同

意吗？”那姑娘就笑啊笑的，一看

就知道心花怒放。于是，她到镇

上找到外甥， 说把谁谁嫁给你，

你愿意吗？外甥两只手按着老姨

的肩膀，一跳老高！“哎呀妈呀，”

老姨说，“我哪儿经得住他这么

按啊！” 老姨满脸洋溢着幸福，

“两天后就结婚啦———看人家那

两个人，情投意合的，那是啥样

啊……” 老姨这样说的时候，我

好像在看电影《小二黑结婚》。

“老姨，您自己呢，也是自主

婚姻吗？” 我追问。 老姨的脸色

黯然了。“村长给介绍的，转业军

人。 两家大人都同意。”“您自己

不愿意吗？”“哪有那么多的好事

啊。哎，嗨！说这干啥。” 我在想，

那是个已经婚姻自由的年代了，

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自己给自

己做主。那时已经是妇女主任的

老姨，有勇气去成全别人的美满

婚姻， 却没有找到自己的幸福

爱情。可能，不仅仅是缺少追求

的勇气。 在那个闭塞的乡村，

“转业军人”已经是能代表“外

面世界”的人物了，老姨的接受

大概是一种无奈中的“择优录

取”吧？ 我问老姨：“你遗憾吗？”

“嗨，遗憾啥？儿孙满堂的啦，你老

姨夫就是身体不好， 干不了农

活———他也有文化。 每天都打电

话追着让我回去……”“清粼粼的水

来蓝个荧荧的天， 小芹我洗衣来到

小河边———” 老姨哼唱着， 有些醉

了———“那时候我圆盘大脸的，长得

俊！ 演节目都是我唱主角……我

个儿大，都说我长得美……”

文/马晓华

总有一款适合你

表弟这几年日子一直过得

不顺， 先是做服装生意亏了钱，

接着与人合伙办养殖公司被骗。

后来， 好不容易从阵痛中走出

来，开了家鲜花店，结果又因销

路不畅，最后被迫关门。

我去看表弟，想必几经磨难

中的他一定很痛苦。可第一眼见

到他时，表弟坦然地竟像这一切

都没发生似的。我以为表弟受了

这么多的打击，一定是变得麻木

了。对于一个常人来说，一次致

命的打击足以令人伤悲的了，何

况这么多的磨难接踵而至呢？可

当我有意提及他这一系列变故，

且准备劝他重新振作起来的时

候，表弟却丝毫没有回避这些话

题。他在理性地与我分析这一系

列失败的原因后，自信满满地对

我说：“失败并不可怕。这就好比

穿衣，要量体裁衣，穿出去的衣

服才能合体。 而在众多的款式

中，总有一款会适合你。”表弟话

锋一转：“所以，不用担心没有合

适的款式，怕的是在一次次的尝

试和选择中，失去了坚持下去的

耐心和决心。”听表弟这么一说，

我不由伸出大拇指，为他的豁达

和开朗感到由衷的敬佩。

不久，表弟在认真总结这么

多年屡战屡败的经验教训后，敏

锐地捕捉到国家关于大力发展

互联网+政策。于是，在几经反复

思考和赴外地参观取经后，表弟

的鲜花店又重新开张了。只不过

这一次服务的对象除了一些本

地客户外，大头全是一些大中城

市的年轻一族。表弟收购当地花

农的鲜花，然后，通过互联网把

鲜花送到全国各地。由于当地气

候适宜，很适合种植玫瑰，外地

客户需求量又比较大，表弟便把

信息及时反馈给当地花农，让他

们扩大种植量。这样，既满足了

客户的需求，又最终实现了当地

花农和表弟双赢的局面。 如今，

重振旗鼓的表弟，通过互联网销

售当地特色鲜花，干得是风生水

起。

其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每

时每刻都会面临一些选择。衣食

住行要选择， 婚嫁论娶要选择，

人生目标更要有所选择。面对五

光十色的大千世界，我们唯有认

清自己的优势、劣势所在，才能

减少选择过程中的盲目性，使自

己的优势与所选择的目标达成

默契，并最终促成目标的顺利实

现。假使在选择的过程中，我们

一直没有找到称心如意的目标，

不要紧，慢慢来，用心找，就如穿

衣一样，总有一款适合你。

文/刘小兵

辛酸学车记

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

学车，同样是这个道理。由于各

种原因，人到四十来学车，显然

晚了。

现在驾考难度增大，更加严

格，学车费用也水涨船高。到了

我这个年龄，体力、精力都不比

年轻人。更何况，还有家庭、工作

等事情的牵扯，学个车的确不容

易。虽然，老话说“四十不学艺”，

可为了那张证，只得硬着头皮来

学。

千挑万选，最终，选了一所

离家较近的驾校。这样，少去了

往返驾校的时间。由于工作的原

因，学车也只能是在周日，或者

平时休息时。科目一理论对我这

个经常参加各种考试的人来说，

早已是家常便饭，因此，很轻松

过关。

我学的自动挡， 学车前，有

朋友说自动挡车就如同傻瓜相

机，简单的不得了。可是，当从来

没有摸过车的我，上车时，瞬间

傻眼了。 脚要踩着刹车控制车

速，手还要操作换挡，眼睛还要

盯着前方，加上教练像个黑脸包

公似的，紧张加慌张，弄得我手

忙脚乱。

教练讲了一遍操作要领，就

让我实操。他说得那么快，我哪

能那么短的时间完全接收。何

况，倒库又是科目二中公认比较

难的项目。没有车感，方向感不

强，因此，倒车时，车子像喝醉了

酒似的“东倒西歪”，总是方向盘

打迟了，轮子压线。回正时，又不

记得方向盘转了多少圈。 不过，

也是有收获的，那就是知道了新

名词“打死”。

第一天的倒库练习，就给我

泼了盆冷水。看来，学车没那么

简单。虽然，自信心受到了打击，

可转念想想，学车的人不都是从

“小白”开始练过来的，怕什么！

接着练就是了。于是，我重拾心

情准备第二天的练习。

就这样， 在一次次的练习

中，慢慢理解。经过一个星期的

时间， 基本掌握了倒库要领，剩

下的就是熟能生巧了。 刚啃下

“倒库”这只拦路虎，又来一条“S

弯”狼。没学之前，听学过的人

说，S弯是最简单的，闭着眼睛都

能过。可学起来，我的妈哟！按着

教练教的方法， 找到参照物，照

着内圈线走就是了。可是，他说

得轻松， 可轮到我实操起来，却

是另外一回事。不是压线，就是

幅度调大了，反正第一次练习在

稀里糊涂、云里雾里中结束了。

接着又练了几次，还是没掌

握方法。教练也很郁闷，嘴里嘟

囔着“咋就教不会呢？S弯学不会

的人，都是头脑不会转弯。”难怪

有学员说，被教练说得自己都怀

疑人生了。

教练虽然脾气暴了点，但

是，还是很负责的。针对我的情

况， 他采取了慢动作分解式法，

将整个步骤一层层分解讲述。这

方式一变，没想到，我一下子就

吸收了， 连续几次都成功了。这

时，我听到了教练的声音“这不

是做得挺好吗？你也不笨呀！”终

于听到了肯定之声，这让我心情

一下子大好。方法掌握了，练起

来就容易多了。

学车，也让原有的生活节奏

被打乱。以前，晚上追剧，现在还

得做练车笔记， 总结练车得失。

没办法， 光练不思考也是白练。

周末的外出休闲也暂时取消，这

也引起了女儿的不满。学车也是

种精神煎熬，怪不得，有的学员

受不了各种打击与煎熬，中途放

弃了。 总想着， 尽快熬出头，因

此，心里挺着急。可学车又不是

急的事。学车就像炖锅，要慢慢

炖，到了一定的火候，自然水到

渠成。

现在想来，学车虽是一把辛

酸泪， 可也是一种人生体验。或

许， 它更能让你体味到人情冷

暖，增强你的抗压力。

文/张帮俊

欠着，你才会去拼！

谁也不想欠着谁的什么，金

钱也好，人情也好，欠着的就是

债。但有时欠着一份债，让你背

负压力，能让你跳起来去摘桃。

我有一堂兄，大学一毕业就

选择在外地工作，由于专业知识

过硬，很快加薪提干。工作不到

几年，存款已有六位数。但他没

有满足，在所在城市三环线内买

了房子。借了钱加上自己的存款

付了首付， 过着每月按揭的生

活，成了房奴一族。当我们都为

他着急时， 他好像从未焦虑过，

他说：“没什么可急的， 平时努力

工作，多到外出出差跑跑业务，不

到十年就还完了。正是成了房奴，

欠着银行的钱， 我才有压力和动

力。” 堂兄每月都有自己的计划，

缩小开支，能省则省。白天上班，

晚上还做兼职，每月还了按揭，手

上还有一笔钱寄给老家。

我一朋友的儿子，去年大学

毕业，按照朋友的规划回家乡工

作。 朋友为他买了房子和车子，

就等着他谈个朋友结个婚了。可

是，朋友的儿子很消极，没有长

远目标，没有生活压力，一天一

天混日子。年纪轻轻的，却像一

个小老头儿，对生活对工作已经

没有了激情，就像一只温水里的

青蛙，得过且过。我们都提醒朋

友，朋友也意识到危机，说以后

一定要让孩子欠点债， 没有压

力，什么事也干不了。

其实， 最难还的是人情债。

我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并期待

有一天能还别人一个人情。我将

欠下的人情记在本子上，如邻居

大婶照顾了我生病住院的母亲，

一年四季帮我们从老家带菜的

黑秃哥，陪我去参加面试的发小

等等，那都是想起来就觉得温暖

的人情。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我

总是想方设法用自己的努力去

还那份欠下的人情，去为邻居大

婶购买生活用品，为黑秃大哥找

份临时工作，陪发小去相亲……

有时还蛮拼的， 为的是还那份

情。随着走动越来越多，人情味

也越来越浓了。

生活不会一劳永逸的，欠

着，你才会拼命去挣，去还！

文/赵自力

◎生活拼盘

◎感慨人生

◎城市动画

◎人生絮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