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市心情

13

2017 年 3 月 25 日 责任编辑：韩伟丽 版式策划：戴喜龙 责任校对：续理行

本版邮箱

更改了！

由于投稿量过多，本版

的邮箱不堪重负“光荣下

岗”了，为了方便读者投稿，

特 别 更 换 了 新 的 邮 箱

bfxbcyws@163.com， 望 周

知，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

◎城市动画

◎往日情怀

◎生活拼盘

◎昨日重现

吃春

春风轻轻吹，阳光暖暖照，

春天已悄悄地来到我们身边。

家有一老一小

女儿上学需要接送，而我和

老公工作又忙，老妈便义不容辞

赶来帮忙。 老妈不仅接送孩子，

还帮我做饭、收拾屋子，让我轻

松了许多。

开始的时候，日子过得和和

美美。渐渐的，我发现老妈对女

儿几乎百依百顺， 过于溺爱了，

弄得我教育孩子很被动。 那天，

老妈接女儿放学，顺路又从超市

给女儿买了一大堆零食。 我一

看，很不高兴，对老妈说：“妈，小

孩子光吃零食不好。” 老妈说：

“妞妞爱吃，你瞧这些巧克力、沙

琪玛，都是她爱吃的。”我说：“吃

了这些东西能好好吃饭吗？再说

了，她的牙都不好了，应该少吃

甜食， 你可倒好， 买的都是甜

食！”

老妈听出我生气了，不服气

地说：“就你瞎讲究，孩子爱吃就

行，多少钱买个喜欢。又没让你

花钱！” 我更来气了：“这是花钱

的事吗？ 你这是在纵容孩子，亏

你还识文断字，这叫溺爱！”我和

老妈越说越多，女儿在一旁大喊

一声：“别说了！我就知道，妈妈

不喜欢我，我想做什么她偏不让

我做，每次都这样。只有姥姥喜

欢我，我也最喜欢姥姥。”很快，

家里这一老一小成了一伙的，把

我孤立起来。我瞥见老妈脸上露

出胜利者的表情，心里更不舒服

了。不过，都说“隔辈亲”，这也是

人之常情，我也就没再计较。

谁知，老妈对女儿的溺爱愈

演愈烈。周末，女儿要玩电脑，我

同意了。 可她玩起来就没完没

了，一连两个小时蹲在电脑前没

挪窝。我“啪”地把电脑关掉，训

斥她：“你怎么就没有一点自制

力呢，玩一会儿可以，你这么玩，

眼睛受得了吗？不难受吗？”老妈

听到我的声音，立即跑来护住女

儿。女儿见救星来了，哇哇大哭

起来。老妈冲我吼道：“好不容易

过个周末，你让孩子痛痛快快玩

会儿怎么了！”我明白，我再说什

么都没用，祖孙俩现在是“同仇

敌忾”。

静下心来， 我仔细想想，其

实家里有不和谐因素的主要原

因是老妈的教育观念问题，她总

以为顺着孩子就是爱。 这样下

去，我对孩子的教育也起不到作

用了。 为了让老妈转变观念，我

买了好几本教育孩子方面的书。

我把书推荐给老妈看，有空的时

候， 还和她探讨书中的观点。我

父亲买牛

1981年， 我考上了大学，家

里为了筹集我读书的经费，不得

不把牛卖了。

次年暑假， 我回到老家，父

亲说，没有牛真不方便呵，老家

的田小地窄，不宜于机耕，因此

不得不用牛来犁。 土地下户后，

牛不再是集体财产，归一家一户

所有。我说，那就再买头牛吧。

父亲腰里捆着根绳子，和我

一起步行二十里，来到毗邻的大

邑县陈家场。这是当地最大的牛

市，很出名的。只要缝场，远远近

近的人们，就会赶几百头牛来交

易。

父亲是老把式了，在市场上

转了几圈，我被牛屎熏得差点呕

吐，他一点也不急，看看这头牛

的牙口，再看看那头牛的腿。

农村最喜欢的是牯牛，就是

公牛，公牛力大，出力的年头多，

可以上十年，衰老得慢。母牛就

不行了，只能及到公牛一半的时

间，力气也小很多。如果只耕田，

母牛也行，但耕山上的地，母牛

就很吃力。 父亲在向我传授牛

经， 可是我读的是师范学院，毕

业后教书，这牛经对我没有用。

牛市散得早，在中午一点钟

前，全部交易就会结束，但父亲

还是只看，不出手。有头漂亮的

牯牛，角锃亮，尖而短，四腿粗且

壮。卖主开价五百，那时的五百

已是很高的价了。小麦才卖一角

多钱一斤呵。 很多人望了望，摆

摆头走了。

父亲背过脸对我说，这牛有

病。

我问为什么？父亲说，这牛

的眼仁泛黄，胆有毛病。

我相信父亲的眼力，真毒。

还有头母牛， 一岁的小牛，

白开水生活

一直很羡慕李姐靠窗的位

置，时常有阳光照射进来，一开

窗就是清新的空气和极目远眺

的风景， 而且窗台上还可以摆

放几盆花花草草，闲时浇浇水、

摆弄摆弄花草， 多诗意多优雅

呀！

没想到，听了我的话，李姐

突然笑了起来， 嘴里的一口水

发现，这招还真不错，老妈也说：

“人家书上说的就是有道理。”

不久后，我发现老妈对女儿

的态度转变了。我教育孩子的时

候，她还帮着我说。那次去逛街，

我给女儿买了一个洋娃娃，可她

还想再要一只小熊。女儿有贪心

的毛病，得让她学会节制。女儿

见我不同意， 立即嚷起来：“姥

姥，妈妈真小气！”老妈笑呵呵地

说：“听妈妈的，咱们下次再买小

熊。”后来，每当我教育女儿的时

候，老妈都从中协调。

如今，我与家里的一老一小

相处融洽。老妈更慈爱了，女儿

更懂事了。

我们中年人上有老， 下有

小，夹在中间，因为老人容易溺

爱孩子，有时候会让我们感到左

右为难。不过，一老一小都是我

们最亲的人， 只要稍稍用点心，

就能让一家人其乐融融。

文/马亚伟

一身的黄毛， 油光光的极漂亮。

卖主开价三百。

父亲说， 这牛力气不会大。

原来，父亲从一岁的牛腿，算出

了成年牛的腿会长到多大。父亲

说，这牛耕我们的山地，拉不动

犁。

父亲太有经验了。

但是，跑这么远，如果不买

到牛，下一场又得来，何况家里

的地还等着牛来耕。

父亲像看懂了我的心思，对

我轻轻说，别急，还有一个钟头

才散场呢。

果然，父亲在场边的一棵青

木树旁，发现了一头牛，蔫蔫的，

块头也不大，而且是杂毛，有黄

有白，怪难看的。

可父亲却像发现宝贝一样，

仔细地看， 仔细地摸， 牛头、牛

尾、牙口、蹄子……还让卖牛的

大爷给这牛喂草。

父亲给大爷敬上叶子烟，然

后交谈起来。 大爷是秦家山人，

他儿子今年考上了外省的大学，

要交二百块钱学费， 才来卖牛。

我听着，再不浮躁了，农民，只有

没有办法时，才会卖和他们生死

相依的牛。

这次， 父亲居然没有还价，

大爷说二百， 父亲就还了二百，

而且按风俗，解下牛绳，给大爷

带回家， 换上他捆在腰上的绳

子，然后牵着牛往家走。我们父

子和一头牛， 悠悠地走在山路

上。

上了小路，他就讲了为什么

要买这头牛。父亲说，这个卖主

不是牛贩子，连牛的毛都没有梳

理。这头牛有点病，是胃的问题，

消化不是很好，可能是奶牛时留

下的问题，只需几副中药，牛就

会痊愈的， 就会长得膘肥体壮。

我恍然大悟，原来父亲也知道这

牛有病呵。

父亲接着说， 卖主急着用

钱，就同去年的我们家，为了送

你读书，万不得已才卖牛哟。

我的眼眶发热，父亲，你不

仅仅是个好农民， 更是一个好

人：古道热肠，为人所急，替人作

想！

跟父亲去买牛，超过了学校

一堂德育课、一本哲学书所学的

东西！

文/马卫

差点喷出来。李姐告诉我，她经

常被阳光刺得睁不开眼睛，冬

天还好， 夏天拉上窗帘也无济

于事，不仅刺眼，而且燥热。有

时办公室需要通风换气， 打开

窗户后， 肆意的小风把办公桌

上的文件吹得乱七八糟， 李姐

的脸也被刮得干燥无比。

“要不咱俩换换？” 李姐一

边笑一边说，“我觊觎你的位置

很久了，又安静又隐蔽，偶尔开

个小差也没人发现，多好呀。”

看着李姐一脸认真的样

子，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想起

一句话“有一种东西永远是最

好的， 那就是别人的东西”。我

们总是羡慕别人的东西， 觉得

它们光鲜亮丽， 充满了美好和

诱惑， 而对自己拥有的东西却

横挑鼻子竖挑眼，百般不满意。

其实， 我们不满意的那些东西

又何尝不是别人眼里“最好”的

东西呢？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

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

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

梦。”其实，任何一件东西拥有

的时间久了， 都会本能地忽视

优点，而放大其缺点。所以，与

其一味羡慕或者费尽心力地想

着与别人调换， 倒不如近水楼

台先得月， 试着重新发现自己

拥有的美呢！

突然想起前段时间， 我带

女儿去公园里游玩。 玩累了，我

们坐在草地上休息，我拿出随身

携带的白开水给女儿喝。在我们

不远的地方，别的孩子在喝父母

买来的饮料，橙汁、奶茶、汽水，

花花绿绿的很好看。于是，我便

问女儿：“想不想喝饮料？像其他

小朋友的那样。”“不想。” 没想

到， 女儿竟然毫不犹豫地回答，

“那些饮料不如我的白开水，我

这白开水才解渴。”

女儿的回答让我在意外的

同时也很开心。是的，生活不就

像一杯白开水吗？ 但千万不要

以为这是抱怨或者叹息，相反，

这是一种安慰和庆幸。 我们每

天都在喝白开水， 但完全不必

去羡慕别人手中五颜六色的饮

料， 因为那些未必有你的白开

水解渴。 如果我们能拥有这样

的眼光和心态，那么，生活就会

处处充满了阳光和快乐。

文/张君燕

在这春意融融的季节， 因为心

情好，自然胃口大开，也正是吃

春的时光。

在天气晴朗的日子，带上篮

子、 小铲子脚步轻快地来到野

外，踩着松软的土地，寻找地里

的野菜。 能吃的野菜多着呢：婆

婆丁、荠荠菜、猫耳朵、灰灰菜、

小根蒜，柳蒿芽等等，一片片、一

丛丛、一簇簇，遇到什么菜就用

小铲子挖出来放进篮子里，用不

了多长时间，就能满载而归。

记得小时候，一到春天，我

们几个小伙伴就去地里挖野

菜，一去就是大半天。其实并不

是都在挖菜， 我们是边挖菜边

玩耍，或摘野花，或做柳哨，然

后边吹柳哨边互相追逐打闹，

在美好的春日里尽情宣泄着心

中的快乐。

女孩天生爱美， 而且个个

心灵手巧，折几枝柳条，摘一捧

野花，编成花环戴在头上，仿佛

成了春天的花仙子， 感觉身轻

似燕，走路也一跳一蹦的，似乎

要飞起来。太阳渐渐西下，我们

也嬉戏累了，赶紧开始挖野菜，

仅一会功夫就挖满篮子， 满载

而归地回家了。

回到家， 母亲把野菜分好

类，清洗干净。婆婆丁、柳蒿芽、

小根蒜、荠荠菜，鲜灵灵、脆生

生， 阵阵清香诱惑着我们的味

蕾，或是蘸酱，或是做汤，或是

包饺子， 那鲜嫩劲儿是别的蔬

菜无法比的。 但我最喜欢的还

是荠荠菜饺子。 母亲把荠菜洗

干净剁成馅（有人喜欢把荠菜

烫一下，但是母亲不烫，说烫的

荠菜就没有鲜味了），把水挤掉

拌上肉馅，包成饺子，我们吃多

少也吃不够。再就是婆婆丁、柳

蒿芽、小根蒜蘸酱，吃着别有一

种风味。 柳蒿芽也可以用来炒

肉、做汤，放一点土豆，好吃得

让我放不下碗，撑得肚子溜圆。

整个春天， 野菜成了我家

饭桌上的主菜。 母亲说春天的

菜鲜嫩败火， 吃了对身体有好

处。只要有空，母亲就和我们或

邻居去挖野菜， 野菜的美味和

清香总是让我们吃不够。 自从

搬进城后，很难挖到野菜了，虽

然市场有卖的， 吃着总没有自

己挖的有味道， 也许是心情原

因吧。如今又是春天，让我们再

去吃春， 让春天的美味在舌尖

绽开，让春天的希望充满心怀。

文/尹成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