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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生活百味

看人间烟火

  最近我读到一则有趣的小故事：一位老木匠砍下一
棵树，做了三只木桶，分别用来装水、酒和粪便。水桶
让众人受益，酒桶让众人欣赏，而粪桶则让众人避之
不及。
　　读完这则故事，我开始思考，我们每个人都像这位
木匠手中的三只木桶一样，虽出自同一个源头，却因之
后的选择不同而有不同的命运。酒桶貌似是最高级的，
水桶是普通的，粪桶是令人嫌弃的。这让我有些不安，
因为我并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种桶。不过，我想每个人
的经历和人生不同，如果能充分发挥自己所长的话，即
便是作为粪桶也是有价值的。毕竟，粪桶在生活中也是
必不可少的。
　　朋友听到我如此说，笑道：“谁愿意做粪桶呀？看
不出来，你还蛮想得开的。”想得开其实并不难。我们
常常因为一些小事把自己弄得很不开心，但如果能够用
正确的心态来处理这些事情，就会更加快乐。
　　首先，我们要接受现实。有时候，我们对某些事情
有着过高或不切实际的期望，谁都希望成为酒桶，但当
事情不如我们所愿时，就会失望或沮丧。如果我们在一
开始就知道自己无法成为酒桶并接受这个现实，就会释
然很多。
　　其次，我们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有时候我们
会把自己的情绪和态度放在别人身上，如果我们学
会放下这种错误的认知，就会感到轻松和
快乐。
　　最后，我们要学会自我调节。有
时，我们会因周围的环境而变得沮
丧或不开心，但如果我们能意
识到这一点并学会控制自己
的情绪，就会感到快乐
和有成就感。
　　这则小故事

还让我想到，会不会还有更差劲的状况呢？即我只是那
些被废弃的边角料，甚至没有资格做一只完整的桶呢？
这样想着，心里又感到十分沮丧。但是随后我又想通
了，这些被忽略的边角料仍然有其价值，它们可以修修
补补，可以做柴火为他人取暖，甚至可以成为一件艺
术品。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传统职业已经有了丰富
的延伸和拓展，任何人只要发挥自己的特长，
只要努力，都能够有所成绩。即使我们无法
成为一只完整的木桶，也可以成为有用
的木片。
　　想得开，关键是要心态积极
乐观，并在日常生活中找到
适合自己的方式。只要我
们能遵循这些基本原
则，就会有更加
快乐的生活。
　　

 老妈年
纪 大 了 ， 但

思想很前卫，对
一些新潮的词和事很

是感兴趣。“给力”“潜
水”“正能量”“驴友”“闪

客”“草根”“达人”“无厘
头”……这些新潮的词，她都知道。

老妈还非常关心国家大事，“中国梦”
“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都能讲出些

见解和感受来。兴致高的时候，还能哼上几句时
下流行的新歌，朋友们都说我有个时尚的老妈。
  那天老妈突发奇想，说要学上网。老爸说，都这把
年纪了，还混到年轻人里面，跟着凑热闹。不过，老爸
和我仍然为老妈高兴。老妈文化底子薄，硬是凭着顽强
的毅力，学会上网，还学会了微信聊天呢，虽然半天才
打出一句话，但能用表情包表达心声，有时乐得开怀大
笑。看着老妈高兴的样子，我索性把新买的新款笔记本
电脑送给了她。
  后来，有人告诉我，说老妈要做一名慈善义工，已
经去慈善机构报名啦。记得老妈曾问我，啥叫义工？这
个词是她在网上看到的。我随口告诉她：“义工就是无
偿做公益做好事的人。”没想到，老妈不仅要学新潮的
词，还要做新潮的事。
  老妈常去附近一家敬老院，还煞有介事地带着笔记

本电脑，像是去办什么重要的事。敬老院里，老妈与其
他年迈的老人聊天说笑，把自己学到的新潮词和事说给
他们听。“‘嫦娥一号’成功登上月球啦，将来地球人
还要到月球上生活呢。”“现在的年轻人特别喜欢飙车
哦。”“英国有个90岁的老人，还从飞机上跳伞呢！”
“社会和谐啦，还要科学发展呢，我们要实现中国
梦”……
  “啥叫飙车？”“啥叫中国梦？”“外面还有哪些
新鲜事？”敬老院的老人们好奇又向往，问个不停。老
妈一边作答，一边拿出笔记本电脑，把国内外的新鲜事
找出来读给他们听，还找来一些漂亮的风景图片给老人
们看：庐山风光、三亚风景、美丽的青海湖、香港浅水
湾以及现代都市风貌……老人们一个个啧啧称赞，看得
心驰神往。老妈还与天南海北的老人聊微信，向他们问
好，为他们祝福。一边聊天，一边指着屏幕，对敬老院
的老人们说：“这人是云南的，退休了还不闲着，自家
办了个幼儿园。”“那人是福建的，年老了还组团骑自
行车去北京，宣传低碳环保呢！”“看看人家那个云南
的和福建的，我们也该想远些，不能服老呀！”
  老妈每次来敬老院，老人们都惊讶地听着、看着，
眼神也一个个亮起来，老妈的话题像奔跑的马驹，总是
跑得很远很远，很有趣。
  老妈三天两头往敬老院跑，天晚了就住下来。老人
们见老妈来了，立刻围过来，兴奋地问这问那。老妈用
这种特别的方式做了一名慈善义工，向老人们传达新鲜
事物，老人们乐了，老妈也乐了。
  老妈年纪大了，像一口锈迹斑斑的碗，可碗里盛的
是新鲜的奶，温润着自己，滋养着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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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 然
停电现在很

少见了，况且，
停的还是偌大的一

个小区。
  夜色很暗，房间里漆

黑一团，三岁的小孙女吓得蜷
缩到我怀里。我掏出手机，给物

业发消息，对方回复说停电原因尚不
明确，来电怕是还要等上一段时间。抚摸

着有些惊恐的小孙女，我忽然萌发了童心，
想做一盏油灯来哄哄她。

 我打开手机上的小灯，很快寻到了一只空墨水瓶
和一个空易拉罐。我把易拉罐剪开，裁出一溜长条儿，

卷成细管，插入捻好的抽纸作灯芯，因为墨水瓶盖实在是
太难打孔，只好用一个铝质的酒瓶盖替代。很快，一个简
易的油灯便做成了。
  油灯点燃了，暖暖的灯光在室内弥漫开来。家中自然
没有现成的煤油，用来填缺的是上好的大豆油，油质看起
来不错，光亮比我小时候用的煤油要强上许多，不熏不
呛，甚至还散发出一股淡雅的清香。望着灯火前小孙女闪
闪发亮的眼睛，我不由地想起了我小时候的煤油灯。
  那时，我家只有一盏煤油灯。吃罢晚饭，煤油灯
会被从饭桌请到那张老式的三抽桌上去。母亲用
缝衣针挑一下灯头，把烧糊的灯芯抿去，豆
大的灯火往上一蹿，屋子里霎时就明亮了
一些。我们姐弟几个像挤在窝里的雏
燕排坐在一起，做起各自的作
业，母亲则在一旁做针线活。
灯光将我们的影子拖在地
上，又映到了墙上，
父亲就蹲在我们身
后的暗影里抽
烟 ， 红 红

的 烟
头一明一

灭 ， 燃 烧 着
他悠闲的时光。

  做完了作业，我
们会缠着母亲讲故事。

母亲讲故事前，总习惯把缝
衣针在头发上摩擦几下，她这

个惯常的动作仿佛是要在自己的头
脑里翻寻一下，看看要先挑出哪个故

事来讲。这时灯头又暗淡了下去，微弱的
火苗像一粒泡发过的黄豆粒又小又虚弱，母亲

却舍不得再去挑那灯芯，毕竟，那时候的煤油是
定量供应，要处处算计，节省着用。

  母亲翻来覆去讲的故事让我们百听不厌，到后来大
部分故事我们都滚瓜烂熟了，有时侯母亲漏掉一句，我们
就会争抢着去指正。父亲也来凑趣，搞得好像不是在听母
亲讲故事，而是在共同复习一篇课文。
  小小的灯火将孙女的影子投到墙上，孙女望着自己的
影子，兴高采烈地舞动着，一会儿把两只小手举到脑袋上
变小白兔，一会儿又弯腰驼背地扮成小狗，嘴里还不停地
模仿着小动物的叫声，玩得不亦乐乎。
  我拍了一个短视频，配了文案，发到微信朋友圈。不
一会儿，朋友圈里多了一条留言：很怀念点煤油灯的年
代，那个时候一盏小小的油灯就能把一家人聚到一
起，围灯而坐，感觉非常温暖。灯光虽然暗淡，
但在那种暗淡里好像还有什么东西没有失
去……我看着这条留言沉思了良久。是
啊，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文化生活
的丰富，有一些东西正在悄悄消
失。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依
然都有一盏灯，只要挑一
下灯芯，就能看到一
些我们平常因为
忙碌而忽略的
东西……

老妈做义工
       □董国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