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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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工作室忙完，乘公交车
往回赶。行至西门站，突然看到
路边站牌旁一个小伙子正在
推搡一位白发老大娘，地上，还
躺着一位白发老大爷，显然是
被这位小伙子弄倒的。

一位年轻人欺负两位白
发苍苍的老人，实在是让人
忍无可忍，公交车上的几个
人也都想下车教训教训这个
蛮横无德的小伙子，可是因
为车上人多，下不去。

短暂的停靠后，公交车继
续往前行驶。看到满车的人都
在议论和斥责刚才那个小伙
子，刚上车的一位女孩说话了。

女孩说：“我是全过程的
目击者，其实，这个事儿也不能
全怪那个小伙子。”她说出这
话，大家都愣了，她继续说，“因
为刚才等车的人比较多，在上
车的时候，小伙子可能是挤到
了老大娘，老大爷不愿意了，他
们就争吵起来，可等车发动起
来，要开走的时候，老大爷一把
将小伙子从车上抓了下来，不
让他走。老大爷将小伙子抓到
路边后，一只手抓住他，怕他跑
了，另一只手拿出手机打电话，
叫人来打他。在老大爷打着手
机的时候，那位白发的老大娘
就在小伙子的背后拼命地用
拳头打他的脑袋，小伙子没有
还手，可他的女朋友心疼啊，就

上前拉老大娘。不拉还好点，这
一拉，老大娘和老大爷两个人
就拼命地追着小伙子的女朋
友打。小伙子急了，一把将老大
爷推倒，又去推正在打他女朋
友的老大娘……”

原来如此，我们只看到
了小伙子的蛮横无德，却没
想到老大爷和老大娘是有错
在先，这就有点为老不尊了。

就这件事儿讲，小伙子和
老人孰对孰错？都不对，还是那
位目击全过程的女孩说得好：

“两位老人都这么大年纪了，不
该火气那么大，万一气出毛病
来或让小伙子推搡出个三长
两短，还是自己遭罪，平平和和
让小伙子一步，多好！”

一起做饭

妻子下午下班较晚，做晚饭的
任务就落到我头上。今天妻子意外
开恩，打电话来说，今天晚饭咱俩一
起做，你先和面、调馅、擀皮、包饺子，
等我回到家，由我烧水、下饺子……

——— @曲征

各办各事儿

周末按公司惯例只要不是太
忙，我们科室就只留一人值班。科
长询问这个周末谁来值班，结果大
家家里都有事。我对科长说：“小李
家里装修，周末要办房事儿；老于
母亲驾鹤西游，正在家里办白事
儿；张姐的狗狗病了，得抽空办点
狗事儿；还是我来值班吧，我在公
司办点人事儿！”

——— @云飞扬 2012 重出江湖

电话壮胆

妻子胆小，很少自己走夜路，走
夜路的时候必须有个人陪她。这天
晚上，妻子从店里回到家很晚了，我
问谁送她回来的，她说自己回来的。
当时我很纳闷：怎么太阳从西边出
来了，胆子变大了？妻子把手放在嘴
上，“嘘”了一声，说：“我边走边拿着
手机，一直在说话，嘴里说着‘老公，
我一分钟就到’。”老婆聪明。

——— @我是张庆金

最安全的地方

昨天母亲下楼倒垃圾，还没走
出单元楼，就听到“咣”的一声响，楼
上不知谁家的一个铝合金纱窗掉了
下来，不偏不倚砸到了王老师的汽
车上，接着，王老师和他妻子从家里
跑了出来。看到车被划了一大道，王
老师很是心疼，说：本以为放在自家
窗前最安全，到头来还是没逃过！

——— @济南雪樱

新妈妈的话题

跟新妈妈谈话，不管以啥问题
开头儿，最后都能谈到屎：1 .“楠楠
挺好的？”“还行，就是屎拉得不成
形。”2 .“养九爷一点都不费心哈？”

“是啊，前几天屎还是喷射状，这几
天有固体了。”3 .“茜茜真可爱！”

“可爱什么啊，你吃饭她拉屎放
屁。”4 .“轩轩眉毛长得太像妈妈
了。”“要是每天能拉屎就好了。”

——— @文怡

文／邓红玲

父亲是退休工人，也是
一个爱炫耀的高调老头儿。

早年父亲种几亩薄田，拿
微薄的工资。论家境，上有老下
有小的父亲实在没什么可炫
耀的，他最常说的是：“俺儿子，
村里第一个大学生；俺闺女，单
位竞聘上岗总成绩排第一。”

父亲爱面子。
哥结婚时买房，父亲连

一万块钱也拿不出来，那天，
父亲很郁闷地坐在村口的地
头上使劲吸他的旱烟袋，彻
底失去了往日的威风。

母亲常责怪父亲在经济
上帮不上儿女们一点儿忙，
向来脾气火爆的父亲面对母
亲的唠叨，只管闷着头忙手
中的活，一声也不吭。

父亲也发过财。有一年铝
业发展迅猛，父亲挖了一堆石

头，卖了他自称“一辈子都花不
完的钱”。但那些钱在他兜里还
没焐热，就被后来的合伙人卷
走了。母亲骂他笨，父亲就安慰
母亲说：“早年供孩子们上学欠
下的债都还完了，咱住上了新
房，买了新家具，我还有退休
金，要那么多钱干啥？”

母亲先后两次住院做手
术，我和哥陪母亲飞往上海
治病，父亲揪着心，却宽慰关
心母亲的乡里乡亲：“老伴儿
多牛气！村里头号‘飞行员’，
有福着哩！”

父亲爱玩，打牌钓鱼访友
赶庙会，骑着一辆崭新的雅马
哈风风火火寻开心。但出人意
料的是，母亲脊椎动手术后需
要卧床休养三个月，父亲却极
力打发我和哥回单位上班。粗
手粗脚的父亲，一个人做饭洗
衣端屎倒尿，硬是把母亲侍候
到生活完全自理。母亲脸色渐

渐红润，很多次不由自主流露
出她的小幸福：“不容易啊！一
辈子被侍候的人，能老老实实
在家守三个月，谁能想到呢？”

过节了，哥给父亲塞了个
大红包，我负责买年货，另给父
亲办了张超市购物卡。父亲逢
人便炫耀：“我的退休金都用不
上，现在花儿女的钱过年。”我
嗔怪父亲太张扬，父亲说：“怕
啥？孩子们争气，我高兴。”

奋斗这些年，我和哥相继
在城里买了房，父亲带母亲进
城来看，母亲说：“得！这一回去
又要炫耀了。”父亲这屋转转，
那屋看看，对母亲说：“懂啥？你
看村里有多少当爹妈的，黄土
埋到脖子根儿还得为儿女们
操劳。孩子们日子过不好，当爹
妈的哪还有心思炫耀？我这是
高兴！”

父亲的炫耀，原来是一
种知足。

父亲爱炫耀

文／王俊霞

上个周末，老公的几个多年不
见的大学同学登门造访，老公非常
高兴，盛情款待他们。老公在酒桌
上多喝了几杯，结果不胜酒力的老
公烂醉如泥、痛苦不堪，吐得到处
都是。最后，他整整酣睡了一天一
夜，酒劲才算逐渐减轻，头脑也慢
慢清醒过来。

看他那难受的样子，我警告他
说：“你不能喝酒，为什么还硬充好
汉呢？以后是不是应该吸取教训
了？”

本以为老公会表示“痛改前
非”，没想到他却对我说：“老婆，你说
得对，我一定吸取教训。看来我的酒
量的确不行，我今后一定要加强锻
炼，争取把酒量练得大一些。”

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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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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替谁相亲
文／崔琳洁

女儿到了该嫁的年龄，
最着急的总是妈妈。特别是
爸爸去世后，老妈和我相依
为命，她最大的“事业”就是
找一个乘龙快婿。

从我过了 2 4 岁生日开
始，老妈就发动七大姑八大
姨给我介绍对象。他们介绍
的人，都会被老妈先“相”一
遍。只有她看中的人，才会再

介绍给我。
这次，老妈看中的是一个

海归。据说，他名校毕业，德才
兼备，有房有车，是所有女孩子
梦寐以求的结婚对象。更难得
的是，他对本姑娘还特别满意。
但是，我坚信那句话，爱情要自
己去寻找。所以，见了几次面，
我对他无论如何都不来电。

一看这架势，老妈恨不得
替我去约会。前脚，我刚拒绝

“海龟男”的邀请，后脚，老妈就

亲自打车过去给人家解释是
我工作太忙，走不开。几个回合
下来，“海龟男”彻底没了脾气，
发短信问我的真实态度。

于是，我给“海龟男”回
短信：“其实，看上你的是我
妈。如果你愿意，我不介意你
当我后爸。”

“海龟男”一时摸不着头
脑，回短信：“你们娘俩到底
谁在替谁约会？”从此，他再
也没有联系过我。

青未了微生活 V

http://weibo.com/shenghuoguangji

让一步多好

修鞋

文／李笙清

妻的新皮鞋坏了，又不好退换，
因为这双鞋是我到外地出差时买回
来的，花了 698 元。因为售货小姐说
是名牌，于是我去了一家修鞋店，经
过店老板的一番摆弄，鞋就修好了。
掏钱付账时，老板笑眯眯地说这双
鞋是名牌，要了我 50 元钱。妻笑着
说：“这是名牌鞋，花 50 元，值。”

可是过了没多久，鞋又坏了，妻
很生气，拉着我去那家修鞋店理论。
店老板听明来意，满脸的笑容马上
散去了，拉长脸说：“看来您这是买
了冒牌货，修不好怎么能怪我呢？”
话说完，任凭我们怎么交涉，店老板
都摆出一副不理不睬的模样。

无奈之下，只好拉着妻出来。等
公交车时，忽然看到路边树阴下有
个老人在摆摊修鞋。于是我指着修
鞋摊对妻说：死马当活马医吧，不如
到那儿修修。

老人接过皮鞋，递过两只小凳，
一张嘴就是一口外地方言：“坐一
下，很快的。”说着就自顾自地埋头
修起来。转眼间，十多分钟过去了，
老人用绒布将皮鞋擦得干干净净，
然后递给我。我仔细检查了一遍，修
得确实不错，简直看不出一点修理
过的痕迹。妻穿上鞋来回走了几步，
脸上露出满意的神情。我掏出钱夹，
问老人要多少修鞋费，听到老人的
方言好像说的是 10 块钱，觉得挺便
宜的，于是就拿出一张 10 元纸币，
放在老人的小木箱里。

还没走出几步，老人在身后叫。
妻说，是不是钱给少了。我刚才就在
纳闷儿，修了这么长时间，却比修鞋
店便宜很多。就在这时，老人赶了上
来，伸手拉住我的衣襟说道：“这位
先生，找你钱。”老人将 6 元钱递给
我，伸出 4 根手指比划着。哦！原来
是我听错了，他说的是修鞋费只要
4 块钱。

见误会了老人，我有些难为情，
对老人说不用找了，这鞋是名牌。听
了我的话，老人满脸的皱纹都笑开
了，说道：“我修了一辈子的鞋，什么
鞋到我这儿都是一样的，哪里有什
么名牌不名牌的啊！”

文／谷永庆

我在朋友开的小公司里打工，
一开始他给我开的工资还算过得
去。可三四年过去了，我的工资还维
持在这个数目，就显得有些低了。这
天下午，我找了个机会，找到朋友，
说到了当前的国际金价以及菜蛋肉
价的飙升。最后，我吞吞吐吐地说：

“现在，我每个月拿着这些钱回家，
你弟妹都不给我好脸色看。你看，这
工资是不是应该……”朋友恍然大
悟似的说：“啊呀，好几年了，这工资
是应该涨一涨了。”他顿了一下，说：

“你等着，这两天我和你嫂子商量一
下……”

各有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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