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广记开微博了！

快来关注我吧！

短文要求：

“青未了微生活”主张以幽默

小段的形式，用百余字对生活原

生态进行即情、即景、即时的原创

性场景描述。栏目参考：市井百态、

童言童趣、啼笑皆非、街头陷阱、

小民有难、家长里短、我的大学、

夫妻兵法等。

投稿方式：登录新浪微博，发

送私信。稿件见报后，请作者与编辑

联系，电话 0531-85193163，或发送私

信 至 h t t p : / / w e i b o . c o m /

shenghuoguangji，告知姓名、地址、

邮编，以便邮寄稿费。

文／杨福成

老马刚退休，在职时威
风八面，朋友遍天下，酒场不
断，可现在，一个朋友都没
了。天天闷在家里，老马空虚
得受不了，于是，他就想给人
打电话，可给谁打呢？

给老朋友张三打？
张三，人家是大厂长，腰

缠万贯，在职时，能给人家办
事，天天在一起花天酒地，可自
从退了休，老张可是一个电话
都没给他打过。现在，主动给他
打电话，他会怎么想呢？唉，别
管那么多了，打通聊聊再说吧。

“嘟嘟……嘟嘟……”电
话拨过去好久，无人接听。再
拨，还是无人接听。

唉！以前这电话一拨就
通，可现在……还是算了吧。

还是给同事老王打吧。

摸起电话，刚要拨，老马
就想，以前和老王相处虽然还
可以，可他在自己手下当兵多
年，也没少折磨了他，老王也曾
在背后多次骂过他。现在，自己
退休了，和他聊什么呢？他听到
我的声音可能就烦。

算了，还是给对桌小丽打
吧，小丽这姑娘挺爱聊的。

“喂，小丽呀。”
“你是谁？”
“几天不见，就听不出来

了？我是老马呀，在家里没
事，我还怪想你呢。”

“流氓！”
小丽啪的一声把电话给

扣了。
“嘀嘀……嘀嘀……”一

声声忙音，抓挠着老马的心。
别人不搭理，那就给自

己的儿子打吧。
“喂，儿子呀……”

“噢，老爸呀，有事吗？”
“ 没 事 ，好 久 没 见 你

了……”
“噢，没事就挂了吧，我

正忙着呢。”
“嘀嘀……嘀嘀……”
没等老马说完，儿子就挂

断了。放下电话，老马感觉很
“杯具”，胡乱地翻着报纸。翻着
翻着，他一眼瞅见了报纸右下
角的那个广告：“繁忙喧嚣的都
市生活令人窒息……生活中
的你需要倾诉，需要聆听者，本
人小梅，时尚娇女，愿提供电话
陪聊服务，有意者请……”

跟她聊聊肯定不错，她
是干这个的。

摸起电话，老马刚要拨，
他又看到了最后那行文字：
每分钟资费两元。于是，他放
下了电话，叹了口气说：“唉，
太贵了，还是算了吧。”

雨刮器

小李走进办公室：“唉，我车上
的雨刮器不仅能刮雨水，还能刮钱
呢。”同屋的小丽好奇地问道：“雨
刮器怎么能刮钱？说出来让我也学
学。”小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
给小丽说：“你想学吗？这是从我的
汽车雨刮器上拿下来的 200 元交
通违法罚单。”

——— @融陈新

愿望

和儿子一起出门，在满足了他
N 个愿望后，儿子不依不饶，指着路
边的小吃对我说：“我想要铁板鱿
鱼。”我接口道：“我想要一个不乱要
东西的听话的好孩子。”儿子嘻皮笑
脸地看着我说：“你给我买了铁板鱿
鱼，就会有一个好孩子的。”

——— @左三金

怀孕

同事在家生病发烧，又头疼又
呕吐，很难受。11 岁的女儿问她：

“妈妈，你怀孕了吗？电视上都是这
样演的。”

——— @叮咚小卷

教育

儿子最近不太听话，老婆气哼
哼地斥责我道：“你这老爸怎么当
的？还干老师的呢，都把自己的孩子
教育成大爷了！”我哈哈大笑：“平时
你们总是宠着孩子，他简直就是咱
家的小祖宗。我现在把祖宗教育成
大爷，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下一步我
继续努力，争取把大爷教育成儿
子。”老婆一听，扑哧一声乐了！

——— @俺叫冯波

学烙饼

每个喜欢做饭的女人，都有一
个在背后默默鼓励她的男人，否则
总听无休止的抱怨，谁都会厌恶做
饭这事儿的。想当年我刚结婚时，
学习做饭，老公是西北人喜欢吃面
食，我就在家练习烙饼，却总掌握
不好火候。有次做葱花饼特硬，但
人家全吃了，一边吃一边说：“挺好
的，上次的饼像鞋底儿，这次至少
像鞋垫儿了。”

——— @文怡

文／池月荷风

老公回来看到我又把窗
户开得很大，顾不上换拖鞋，气
冲冲地跑过去关上了。一边走
一边说：“我说过多少次了，窗
户别开这么大，外面灰尘太多，
你就是不听，你就知道跟我作
对！”

我一声不吭，去厨房做饭
了。

这事要是搁到我俩年轻
的时候，准又得干一仗。

窗户是我家的导火索。我
喜欢把窗户敞开，微风徐徐，我
的心就在微风中荡漾，感觉特
别舒畅。而他不喜欢开窗，说外
面灰尘太多，弄得桌上地上一
层土。我们住在干燥的北方，空
气中灰尘多，倒是真的。但一层
土两层土跟他一点关系没有，
因为擦桌子拖地都是我的活，
可他愣不让我开窗。

想当初，“窗户战”让我很

气愤。我们俩互不相让，从早
上一睁眼就开始论战，各讲
各的理。有时由这件事，又牵
扯到别的事，战火很快就烧
起来了。后来，幸亏听说了女
友家的“洗脸刷牙战”，才息了
跟他离婚的心。

一女友和她的老公每天
起床后，就先刷牙还是先洗脸
的问题，论战不休。女友认为，
起床后应该先洗脸洗手，再去
刷牙，这样手上没细菌，去拿牙
刷符合卫生原则。而她老公认
为，要是那样，刷完牙后，手上
都是牙膏沫，还得再去洗手，不
符合统筹原则。因为这事，他们
俩也是一睁眼就开始论战。

听了这个故事，我哈哈大
笑。这才多大点事呀，各人认为
各人有理，就按照自己的方式
去做不就行了，何必勉强别人
呢？我们的“窗户战”好歹还高
一个层次呢，一个窗户不能同
时既开着又关上吧？不过，转念

一想，状态上无法兼顾，时间上
总可以照顾双方吧？

于是，我和他打起了“游击
战”。他上班走了以后我开窗，
等他下班回来之前我关上。今
儿是上网着迷给忘了，白挨了
一顿“狗血喷头”。

后来留心观察亲朋好友，
发现婚姻中这种“针尖对麦芒”
的事还真不少，而且版本也不
断升级。比如煮饺子开锅后是
该添点凉水还是把火拧小即
可？拖地是横着拖好还是竖着
拖好？筷子该头朝上还是头朝
下？出去旅游是该跟团走还是
自助游？装修房子到底选欧式
古典风格还是现代简约风格？
当爱情的烈火慢慢降温之后，
婚姻的文火才刚刚开始点燃，
火引子就是这些“针尖对麦芒”
的小事。如何应对这些小事，决
定了你的婚姻是烧得焦头烂
额，还是百炼成金。秘诀其实就
俩字：宽容。

针尖对麦芒

文／董春华

我准备评高级职称，需要有两
篇以上在国家级刊物公开发表的论
文。幸亏我平时注意学习和积累，写
几篇论文不在话下。

很快，我完成了四篇论文，感觉
不错，于是满怀信心地投给了几个
国家级刊物。没想到三个月过去了，
毫无音讯，看来我真高估了自己。

一次和同事阿珍吃饭，我忍不
住向她诉苦。阿珍安慰我道：“论文
不是散文，不是靠写得好就能发表
的，这得靠关系！这样吧，我有个朋
友是专门搞这个的，我让他帮你操
作一下！”

第二天，阿珍的朋友就主动联
系我，让我把论文发给他。果然，不
到半个月，他就给我打电话，说有两
篇论文已经被国家级杂志留用，下
个月就刊发！我顿时欣喜不已。

“不过，您应该知道，发表论文
是需要钱的……”他不好意思地说。

“哦，你是说版面费吧，我明白，多少
钱？”事到如今，我也只能接受这样
的潜规则了。

“不用给我钱，我只是想征求一
下你的意见，我手上还有你的两篇
论文，而我的客户正好需要，你看能
不能把论文卖给我，稿酬就抵版面
费了。还有，以后咱们可以继续合
作，你的论文写得非常好，我会支付
你高额稿酬的……”

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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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广记”记录日常生活中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记录小人物的生存

状态、悲欢离合。

稿件要求：语言老辣犀利，故事富有戏剧性和讽刺性，使读者莞尔一笑

后，能感悟到生活的苦辣酸甜。

投稿信箱： jwqp@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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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马的“杯具”

习惯

文／陈驿右

我是个家庭主妇，也是个电视
迷，白天无所事事，晚上就喜欢看电
视。那几天看一个连续剧看得上了
瘾，晚上九点多钟，正当我随电视剧
里的主人公一起喜怒哀乐时，辛苦
了一天的先生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用被子蒙住头都无法入眠。他叫我
关掉电视，我没有理他，他叫我把音
量调小点，我还是没有理他。

开始几天，先生明显没睡好
觉。早上起床后，面容憔悴，呵欠
连天，熊猫眼清晰可见。慢慢地，
先生习以为常了。晚上电视声音
开得再大，他也充耳不闻，一会儿
就打起了呼噜。这样挺好，我看电
视他睡觉，彼此相安无事。

前天气温骤降，由于没有及时
增添衣服，我感冒了。晚上喝了两袋
感冒冲剂，我昏昏欲睡，没劲看电
视，干脆上床睡觉。过了一会儿，先
生也上床睡觉了。可是他辗转反侧
难以入眠，后来他干脆起身打开电
视，把音量开得大大的，又埋头而
睡。我奇怪地问他：“不看电视，打开
电视干什么？”先生没好气地说：“电
视不打开我怎么睡觉？”电视里嘈杂
的声音让我头昏脑涨，刚要对先生
发火，却听到轻微的呼噜声，扭头一
看，先生已经酣然入梦了。

天天受表扬
文／郭展

去年，老婆退休了，她在家
闲不住，就报名上了老年大学。

开始，老婆学拉二胡，拉了
三个月，还吱吱嘎嘎地像杀鸡一
样。她垂头丧气地说：“看来，我

不是拉二胡的料。”老婆丢下二
胡，又参加了合唱团，唱了三次，
就郁闷地说：“我唱歌老跑调。”
我提议：“你去学舞蹈吧，既锻炼
身体，又愉悦心情。”老婆担心地
问：“我从没跳过舞，能行吗？”我
鼓励道：“你去试试嘛。”

老婆硬着头皮参加了舞蹈
班，我原以为她跳一次就会败
下阵来，没想到，她越跳越起
劲。老婆乐呵呵地说：“舞蹈班
都是六十多岁的老人，腿脚没
我灵活，接受能力也没我强，老
师天天表扬我，感觉太好了。”

文／刘卫

快下班时，大伙儿又在一起闲
扯，说着说着，就跟“重点”扯上关系
了。

蔡姐吹嘘道：“我儿子一直是
优等生。每次考试都排在学校头几
名。去年高考，考上了全国重点大
学！”

大罗好不容易把儿子弄进了一
所重点中学，虽然是“买”进去的，但
不知情的人觉得他的儿子很为他长
脸。

小莉找关系把六岁的女儿送进
了市直机关幼儿园。条件好，收费
低，还有几名外教，说起来也是很自
豪的样子。

最后轮到老主任。他品了口茶，
慢慢悠悠地说：“上月我突发心脏病
住进了重症病房，我是医生和护士
观察的‘重点’病人啊！”

“重点”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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