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昙花，秋夜里的精灵
               □刘固霞

15

投稿邮箱：
wanbaofukan
@163.com
请在主题中标
注“ 生 活 札
记”。

2023

年10
月25
日 

星
期
三 

 

值
班
主
任

陈
晨 

编
辑

石
风
华 

美
编

王
蓓 

校
对

曾
艳

欢迎您的来稿

有阴晴圆缺

有悲欢离合

记生活百味

看人间烟火

  前几天，同事晓晓回了趟老家，人还没回来，就先从手机上给
我发来了一段她老爸催婚的视频。
  视频中，只见晓晓的老爸在幻想女儿有了男朋友的场景，假装
人家第一次登门拜访：老爸热情地上前开门：“哎呀，来了？来来
来！来就来吧，怎么还拎这么多东西？”说着，弯下腰，模仿不断
往屋里拎礼物的动作，然后又假装把对方让到沙发上坐下：“来到
家别客气！我这有好酒给你尝尝！你不要叫我叔，直接叫爸！”这
真是令人爆笑的另类催婚方式。
  其实，晓晓不算大，参加工作才两年多，可能因为她是独生女
的缘故，老爸一心盼着女儿有个小家，临近退休的他也能抱上外
孙，这才频频上演花样催婚的情景剧。这位老爸的幽默倒是让我想
起另一位年轻朋友的趣事，他是学英语专业的，大学毕业后从事相
关培训工作。他妈妈恰巧是一位英语老师。有一天，母子俩挑战英
语单词接龙，没想到无论他说出什么词语，他老妈最后都能绕到
“女朋友”这个词上面。他嗔怪老妈耍赖，他老妈则半笑不笑地
说：“我说了好几遍有什么用，你到现在不还连女朋友的影子都没
有！”他只好绕开话题，他老妈却穷追不舍：“你有时间玩这无聊
的游戏，却没时间找女朋友……”他被怼得哑口无言，只好落荒
而逃。
  有一天一家人吃饭时，我无意中提起了这件事，我家儿子忽然
停下筷子，问：“话说，我还真有一点奇怪呢！你为啥一直不催婚
呢？”说来也是，儿子大学毕业三年多了，他的几个同学都结婚
了，身边亲友家和他差不多大的孩子也有结婚的，他却还没有女
朋友。
  我不急着催婚，其实是有缘故的。邻居家有一个女孩，个头不
高，微胖，相貌平平。刚过24岁，她母亲就开始四处张罗着为她相
亲。女孩对相亲对象没有感觉，回家就会挨母亲一顿数落，说她眼
光过高，再这样挑剔下去肯定嫁不出去。不知道是第几次相亲时，
遇到一个家里条件相当不错的男孩，女孩对人家还是无感，但禁不
住母亲的反复劝说和催促，女孩真的把自己嫁了。婚后因为感情不
合过得并不如意，不到一年就离了。不过，离婚后她没有住回娘
家，而是自己在外面租了套房子，说是遇不到真心喜欢的人，宁愿
一直单着，不想再遭受二次催婚的痛苦。
  在茫茫人海中找到真心喜欢的人很不容易，这事绝对急不得。
这也是我不想用催婚逼迫儿子找对象的重要原因。我很欣赏一位老
同学对儿子婚姻大事的心态，她跟儿子说，你在找对象之前，要先
让自己变得优秀，如果自己不优秀，凭什么找到好女孩？就算好女
孩跟了你，那也是委屈了人家！
  我跟儿子坦白自己不会当催婚老妈的缘故，他笑着说：“您倒
是没有催婚，只是变相催着我多学习，早点让自己变得闪闪发
光……”“算你小子聪明！”我不由也乐了。

  凉亭边的那棵昙花，不受外界的任何干扰，挺拔茁壮，花
梢高过了亭沿，叶片青葱油亮，今年竟花开四度。“昙花四
现”，在我业余养花史上是个奇迹！
  昙花来自老家高密——— 家里莳养的那棵昙花，最多时一次
开放27朵，观赏者踏破门槛，擗叶扦插者遍及半个村庄，被奉
为“昙花之母”。2018年，我乔迁新居，老母亲从“昙花之
母”上擗下叶片，扦插成活后送我。当时，半个叶片像弱不禁
风的婴孩，没想到五年的时光竟出落成两米多高的“威武汉
子”。“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一方花”。它是用家乡
的泥土——— “老娘土”扦插成活的，昙花淡淡芬芳里有浓浓的
乡味乡愁。闻香思乡，想起娘有故事的小院和娘深情的目光。
  昙花不喜欢大水大肥，也不喜欢正午直晒的阳光。它喜欢
半阴半阳之地，更喜欢凉爽通风之处。我为它选择了凉亭一
角，是上好之所。
  我天天观察它的长势，今天一个叶，明天两个叶。几天不
见，都会有惊喜。今年四次开花，的确出乎我的意料。前两回
开花，我错过了观赏机会，留下了些许遗憾。最近两次开花，
由于时间相接，花期又长，有道不尽的欢悦。“昙花一现，只
为韦陀”，那只是美丽传说；昙花四现，为我而开，却是真实
存在。我辛苦，我幸福，不觉有些飘飘然。
  回想那天清晨，拉开窗帘，映入眼帘的是小院里的大白
菜、生菜、菠菜和刚冒芽的大蒜苗，满眼翡翠。忽而，有一种
异于桂花的清香扑鼻而来。向远一望，原是凉亭旁的昙花开
了。三朵昙花，大如碗口，素洁庄严，还透着一点说不清的神
秘。昙花观我，我观昙花，两情相悦。奶白色的昙花，像一袭
白裙的舞蹈女神：花蕊，如婀娜多姿的千手观音；花形，似匠
心雕琢的欧式喇叭；独有花萼紫红，在晨曦里尽展妩媚。
  惊喜连连，晚上又接续开了两朵。傍晚，我有意观察昙花
开放的过程，不断变换角度，左看右观，横拍竖摄，生怕漏掉
了任何一个美好瞬间。一直抓拍到凌晨，方肯作罢。
  按照常理，昙花在夜间就会萎败。但翌日起床，昙花形色
依旧，愈觉气象绚丽。持续至上午九十点，昙花仙子终于乏
了，羞涩地渐渐翕合。昙花四显，惊鸿几瞥。它把终生迸发的
最美至美，献给了美好人间！
  昙花，秋夜里的精灵，黑夜里明亮的眼晴——— 那是娘深情
的目光，它给暗夜里前行的人送去温暖，送去光明……

古希腊有一位大学
者，名叫苏格拉底。一

天，他带领几个弟子来到一块
麦地边，地里长满沉甸甸的麦穗。

苏格拉底对弟子们说：“你们每个人
都去挑一株最大的麦穗，只许进不许退，

我在麦地的尽头等你们。”
  弟子们按照老师的要求走进麦地，埋头向

前走，仔细看看这一株，摇摇头；看看那一
株，又摇摇头。弟子们认为，眼前所看到的，肯

定不是最大的那一穗。于是，继续一边往前走，一
边全神贯注地挑选……

  突然，大家听到了苏格拉底洪钟一般的声音：
“你们已经到头了！”这时，弟子们却个个两手空
空。苏格拉底让弟子们去寻找麦穗，当然是醉翁之意
不在酒，而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哲理：人的一生，仿佛在
麦地中行走，有的人见到了一株颗粒饱满的，不失时机
地摘下了它；有的人则犹豫不决，以为最大的麦穗还在
后面，错失良机，导致最后一无所获。
  寻觅并想得到那株最大、最金黄、最饱满的麦穗，
无疑没有错，是值得鼓励的。这就像爱情一样——— 这个
故事讲的就是爱情，只不过我们的课本编写者将它改编
了。谁的心目中都有一个白马王子或白雪公主，我们
常形容般配的夫妻是“郎才女貌”，其实这是不了解
男女心态的瞎猜。实际上，女人不但喜欢男人有
才，也钟情于其英俊与美貌。最好是宋玉那样的，
既貌美如花，又能说会道；既是一级作家，又有
高官厚禄。男人更不用说，女人青春靓丽是基本
条件，但如果再加上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不
是更求之不得吗？唐玄宗宠幸杨玉环，年轻

貌美是一个因素，
杨玉环会跳舞又是一个因
素。极有可能，她还聪明伶
俐，会填词、会作曲。要不然，杨
玉环不会让李隆基父子那么神魂颠
倒，你争我夺。所以郎才女貌其实不是找
对象的最高标准，充其量只是一个中等偏上
的尺度罢了。
  工作何尝不是如此。什么是最好的工作？
有的人找了一家又一家，这山望着那山高，稍有
不如意就“跳槽”，工资八千想一万，一万又想加
五千；朝九晚五太拘束，弹性工作才理想。可是现
实中，哪有这等十全十美的好事？更多的，是“宝剑
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是“千淘万漉虽辛
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是“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
无涯苦作舟”……
  生活也是一样的。有的人，嗜好高消费，吃要豪华
大餐，穿要世界名牌，住要超级别墅；一个老婆消受还
不够，还要在外面金屋藏娇。而其实，豪华大餐下了
肚，也要经过消化道排出体外；穿在身上的，不冷不热
才是标配；超级别墅住里面，睡觉时也只能占到三尺
宽。其他的，要么是无用，要么是显摆。
  回到找麦穗上来。也许地里根本就没有一株最
大、最金黄的麦穗，相对而言，只有又大又黄或较大
较黄或大而不黄或黄而不大的麦穗。如果要我来选
择的话，满足其中之一就可以了。
  俗话说得好：“见好就收。”俗话又说：
“适可而止。”一味地得寸进尺，贪得无厌，其
结果，非但可能过犹不及，而且可能得不
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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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当催婚老妈  
     □张军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