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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生活百味

看人间烟火

  英国有句谚语：“邻人之妻美而贤。”
  话说春秋时期，齐国有个人已结婚生子，可
他总觉得“老婆是别人的好，孩子是自己的好”。
  隔壁老王有两个媳妇，皆长得如花似玉。
此人平时便有事没事往老王家跑，与两个媳妇
没话找话说。
  老王的大娘子安静贞洁，为人本分，对于
此人的流里流气，十分反感，不理不睬。而小
娘子水性杨花，举止轻佻。此人便与小娘子眉
来眼去，打情骂俏。
  不久，老王忽然“挂”了，撇下两个老婆。
  又不久，此人的老婆也“挂”了。
  这时有人上门说媒，劝他娶了老王的遗
孀。此人爽快地答应了，但补充道：“只要一
个啊！”左邻右舍一听，都明白了：他想娶小
娘子，因为大娘子总给他冷脸看。然而，结果
出乎众人意料，此人娶的是大娘子！
  这件事，说怪也怪，说不怪也不怪。
  隔壁老王没死时，此人“吃着碗里的，望
着锅里的”，勾引老王的两个娘子。小娘子热
情浪漫，与其串通，最为合适。而当有人让他
把小娘子娶来做老婆时，他却不干了。因为他
知道，她会给老王戴绿帽子，也会给自己戴绿
帽子。而大娘子，既漂亮又贤惠，守贞节、懂
规矩，这才是当家过日子的理想人选。
  话说唐太宗特别欣赏大将尉迟敬
德。有一次，他对尉迟敬德说：“我想
把女儿嫁给你，不知你愿意不愿意？”
尉迟敬德一听，赶快跪下磕头：“报告
皇上，我的老妻虽然粗俗丑陋，但我俩
的感情还是十分恩爱。古人说：‘富贵
不另娶妻子，这是仁德的表现。’臣下打心眼
里仰慕这种高尚的品德。因此，希望圣上停止
赐妻的恩泽。”唐太宗不愧为一代明君，听了
之后，非但没有恼羞成怒，反而称赞尉迟敬德
的态度和做法，打消了把女儿嫁给他的想法。
  唐太宗为女儿选夫婿，肯定要千里挑优，
万里选佳。选来选去，看中了尉迟敬德。若论

起年龄来，这尉迟敬德比唐太宗还大十几岁。
尉迟敬德如果娶了这位公主，那真是红透了
顶。不但坐拥娇妻，而且抱着金山，尽享荣华
富贵。这件事，唐太宗不主动提起，尉迟敬德
不敢奢望。万万没有料到，多少人做梦都不敢
想的事，居然让老尉迟给碰上了，然而他却认
定“富不易妻”的死理，生生驳了皇上的面
子，拒绝了唐太宗的要求。
  婚姻这个事，复杂而丰富，深奥且神秘。所
谓门当户对、郎才女貌，其实都是旁观者言，根
本不清楚当事人的所思所想。说到底，无非是
帽子的颜色与地位的高低。对于齐人来说，娶
老王的大娘子为妻，可能要比娶小娘子保险系
数大些，最起码可以避免戴绿帽子；而对尉迟敬
德而言，娶公主为妻，虽然红帽子戴得牢，但未
必幸福指数爆棚，因为如果伺候不好，把公主给
惹恼了，可比拥有老妻恐怖多了。
  我一向对托尔斯泰那句“幸福的家庭都是
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持怀疑态
度。因为幸福的家庭无疑包括婚姻，而婚姻的
幸福却是千差万别。“跳水皇后”郭晶晶当年
与香港巨富霍震霆之子霍启刚恋爱，许多人都
说郭晶晶“高攀”。但在霍启刚和郭晶晶的婚
礼上，霍震霆直言：“郭晶晶能下嫁到我们霍
家，是我们整个霍家的福气！”一句话，浇灭

了多少流言蜚语，堵住了多少妄断臆测。

  去年母亲生日的前一天，儿子打来电话
问：“奶奶喜欢吃什么？”那时儿子刚上班，
领了生平第一份薪酬，满心欢喜地想为奶奶祝
寿。我自然非常欣慰，儿子是母亲一手带大
的，他心疼奶奶，也算母亲没有白疼他。
  母亲爱吃什么呢，我思索着。小时候，日
子穷，没啥好吃的，有点好吃的，母亲也是留
给我们。在那扒谷、咸菜度日的年代，家里很
少炒菜，有时炒菜放点零星的肉丝，母亲也会
挑出来，匀给我们吃。记得偶尔吃次鱼，都是
父亲吃鱼头，母亲吃鱼尾。有时，父亲把鱼头
夹给母亲，母亲会马上夹回去，笑一笑：“你
是一家之主嘛，这鱼头该你吃。”我们知道，
母亲是觉得鱼头比鱼尾肉要多一些。看我们停
了筷子，母亲又笑吟吟地道：“这鱼尾好啊，
是鱼儿活动最多的地方，所以鱼尾上的肉才是
最好吃的。”但我们却分明看到那鱼尾上没有
多少鱼肉。就连吃青菜，母亲也是专吃我们挑
剩的，那时冬天吃的最多的是炖白菜，我们都
去争抢青色或嫩黄的菜叶，唯有母亲总是挑拣
着老硬的白菜帮子……
  “奶奶爱吃什么呢？”儿子在电话的那头
追问，莫名其妙地，我忽然脱口而出：“你奶
奶爱吃鱼尾巴！”话一出口，我忽觉鼻子一
酸，怔在了那里。
  是啊，母亲到底喜欢吃什么呢？我突然非
常愧疚，这么多年了，我居然都不知道自己的
母亲到底喜欢吃什么。
  我开始留意起母亲的喜好，一段时间，我
变着花样给母亲买好吃的，但不论啥好东西，
母亲都吃得很少。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问
母亲，母亲笑笑，说：“啥都好吃！”

  但母亲对我们爱吃的食物却记得一清二
楚，我们姐弟四人，大姐爱吃土豆丝，大哥爱
吃肉丸子，我爱吃酥带鱼，小弟爱吃炖排骨，
母亲常常掰着手指算。后来，我们都成了家，
母亲对她女婿、儿媳们的喜好很快也了如指
掌。再后来，我们都有了孩子，母亲对孙辈更
是疼爱，变着法地为孩子们做好吃的。饭桌
上，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菜。只是
母亲很少动筷子，多半时间都是乐呵呵地看着
我们狼吞虎咽。我们催促她吃，母亲笑道：
“看你们吃得香，我心里比啥都香呢！”
  我们常常觉得心中不忍，母亲一大把年纪
了，还在一心想着我们的喜好和口味，却失去
了自己的幸福和欢喜。
  有一段时间，妻子有事情忙，我负责做
饭。原来，做饭也是一件需要责任感的事情！
第一顿饭，我参照手机上的炒菜视频，使出了
浑身解数。饭菜上桌，我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家
人的表情，看他们脸上没有露出难吃的神色，
才重重地舒了一口气。我开始留意家人的喜
好，揣摩他们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慢
慢地，我做的饭菜越来越合他们的口味，就连
吃饭一向沉默的儿子也开始称赞起我。我看到
大家吃得开心，感到无比幸福，见我很少动筷
子，他们催我快吃，我道：“看你们吃得香，
我这心里比啥都香！”话一出口，我忽然想
到，这不是母亲常挂在嘴边的话吗！
  我一下子理解了母亲。我想，在母亲的心
里也肯定不曾感到过委屈，因为她心里盛满了
爱，母亲的心底充盈着对家人的深情！母亲幸
福着至亲之人的幸福，喜欢着至亲之人的喜
欢，原来，这才是母亲的喜好啊。

婚姻的奥秘
                     □孙贵颂

母亲的喜好
                         □肖刚

和女儿同游书海
        □范振巧

  女儿上幼儿园时，每天晚饭后都会
选好一小摞绘本端坐在床上等我们读给
她听。往往我讲得口干舌燥了，她还眨
巴着求知的眼睛，期待我再讲几本，这
时我便请求老公来讲，她百听不厌，忽
闪的大眼睛认真地看着书上的绘画，小
脑袋努力地汲取着未知世界的知识。
  女儿上小学时，开始独立遨游书
海，我们便渐渐退出她每晚的阅读时
光。但她看到有趣的故事会和我分享，
遇到不认识的字也会让我给她解释。
  一次女儿看完《活了100万次的猫》
后，问我：“做自己是不是很重要的一
件事？”我抬头看着她歪着小小的脑袋
等我回答，说：“当然了！为什么这样
问呢？”她说：“这本书里讲的这只虎
斑猫，它是国王的猫、水手的猫、魔术
师的猫、小偷的猫、老奶奶的猫、小女
孩的猫时，是一只不畏惧死亡的猫，但
也是一只不开心的猫。最后它是一只野
猫时，它才很开心，因为那时它不属于
任何人。所以，我觉得只有做自己才是
最开心的，不然即使做国王的猫都不开
心。”小小年纪，能做出这样的推理，
让我不由为女儿点赞。
  女儿在书海里茁壮成长，我时常招
架不了她脑袋里的奇思妙想，便在网上
买回来几本育儿书籍，摩拳擦掌准备苦
读一番，可惜买回来后，放在枕边落了
灰，还是沉浸在手机的各种短视频里。
  女儿看我总刷手机便开始督促我读
书，我时常以看手机也是工作为由搪
塞。女儿急了，说：“你书买回来不
看，不是浪费了？”我心虚地敷衍：
“妈妈太忙了，等我有空时再看吧。”
  女儿终于忍不住了，翻看起我买的
育儿书，看到一些重点内容时，折起
来，用一副大人口吻对我说：“书折起
来的地方，你记得看，那些对教育我有
用。”我被惊到了，当即放下手机，翻
开她帮我折起来的书页，果然都是重
点，那一刻我看着眼前这个认真看书的
小人儿，已被书香浸润得越发灵气，不
再是那个任我敷衍的小屁孩了。
  我下定决心重拾书本，给女儿做个
榜样。我说：“这样吧，你监督妈妈看
书，要是哪天妈妈不看书，你就罚我再
多看一本书。”女儿开心地答应了。
  当晚，我拿起金一南教授的《为什
么是中国》，看得入迷，一口气看到深
夜，第二天眼圈红肿。女儿问我怎么
了，我说书太精彩，昨夜一看就忘了时
间。女儿说：“妈妈你是不是也在书的
海洋里遨游啦！”我说：“是啊，我们
一起遨游在书海里，看谁游得快吧。”
  闲暇时光，我和女儿在惬意的午
后，各执一本书，摆上点心，温一杯牛
奶。她不时呵呵地笑出声来，我便也笑
意爬上脸颊。遇到有趣的，互相讲给对
方听。我们在书海里遨游，洗涤心灵的
同时也丰富了灵魂。陪女儿一起读
书，让我们共同成长，收获多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