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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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交车上，非常拥挤，刚
上来的一位小伙子不小心碰
着了一位年轻妈妈举着的糖
画。

“哎哟!你说你烦人不，我举
得这么高，你都给我碰坏了！”
年轻妈妈很生气地说。

“对不起！对不起！”那位惹
了事儿的小伙子赶紧道歉。

“你说你烦人不！你对不起
就行了吗？你说怎么办吧？这可
是我孩子最心爱的东西，你说怎
么办吧？你看，把我孩子都惹哭
了！孩子，别哭！孩子，你别哭
啊！”年轻妈妈一边大声地吵嚷
着小伙子，一边心疼地给孩子

“擦眼泪”。
那个男孩子十岁左右，胖胖

的，戴着一副假面具，愣愣地抱

着车上的扶杆，没有哭。
“孩子，你别哭啊！把你心

爱的东西弄坏了，我知道你难
过，可你别哭啊，妈妈这就回公
园给你再买一个。”哄着孩子，
年轻妈妈又掉过头来朝着小伙
子大声嚷，“你说你烦人不！你
说怎么办吧，我得回去再买一
个，进公园还得买门票，你说怎
么办吧？”

小伙子肯定是个外地人，
被年轻妈妈的阵势给吓坏了，
一句话都不敢说。

“孩子你别哭啊，妈妈现在
就下车回去给你买，好不好？”
孩子没有哭，摇摇头，“你别这
样啊孩子，要不你爸爸下了班，
让他马上给你买去。孩子你千
万别哭啊，你这样，妈妈会更伤
心！”年轻妈妈说着，又回过头，
朝着小伙子呵斥，“你说你烦人

不，惹我孩子哭成这个样子，你
说怎么办吧？”

小伙子战战兢兢，不知道
该说什么。

“我说啊，你这样教育孩子
能行吗？就一个糖画值不了五块
钱，并且只是坏了那么一点点，
不也挺好看吗？小伙子已经道歉
了，你就不要这样了，你的孩子
根本就没哭，孩子也都已经表示
不用再买了，你这样说话，对孩
子影响多不好啊！”一位老大爷
看不下去，开口劝解。

“就是，人这么多，擦擦蹭蹭
很正常，要大度点，让孩子也学
会宽容！”又有乘客插话了。

见大家都“义愤填膺”，年
轻妈妈知道自己“寡不敌众”
了，到了站牌，又对着小伙子说
了句“你说你烦人不”，就赶紧
领着孩子下了车。

瘦身

去超市买饼干，看到某品牌饼
干净含量比以前少了许多，而价格
不降反升。我对老公说：你看这饼
干的“水分”多大呀。老公说：这有
什么？难道只兴你们女士减肥，就
不兴人家饼干瘦瘦身？

——— @清无鱼博主

谁选的

好友结婚，我跟朋友们去他家
庆贺。朋友们一边参观新房一边打
趣地问：“液晶电视谁选的？”“我老
婆。”“这套组合沙发谁挑的呢？”

“我老婆。”“冰箱谁买的呀？”“我老
婆。”一个朋友忍不住问：“这新房
里到底哪一样是你选的？”只听好
友得意地说：“我老婆！”

——— @高长广

坑爹

去丁家庄赶集。女儿要我买草
莓，来到一个摊位前，大的 8 元一
斤，小的 4 元一斤。摊主说都是这个
价。买了一斤 8 元的，又向前走，看
到另一家卖草莓的，一问，个头大的
才 5 . 5 元一斤。我对女儿说咱们上
当了，女儿说：“这真是‘坑爹’！”

——— @爱不释手 2002

卖废品

爷爷拾掇着卖废品，收废品的
人称了称，说 7 . 5 斤。爷爷瞥了一眼
秤，淡定地拿出一桶十斤标准重的
花生油，说：“称一称这个多重。”收
废品的人脸上立马不自然了，硬着
头皮称了称，竟然显示是 7 . 5 斤！他
没再多说，废品按十斤的钱给了。收
废品的人走之后，爷爷指着花生油
桶，自豪地说：“我这招杀手锏还行
吧！”

——— @SUN 婉清

反差

结婚纪念日，我和老婆在小区
门口的家常菜馆吃饭，我随便点了
两素一荤和两碗米饭。老婆不高兴
地敲敲盘子，撇撇嘴，俨然一副宋
丹丹的口吻说：“想当初，还没结婚
的时候，你天天带我去星级酒店吃
饭。今天好歹也是结婚纪念日，却
沦落到这地步了，唉，怎么反差这
么大呢！”

——— @王广超 1973

文／李宝莲

在群里跟朋友聊天。阿菲夸
阿华厉害，打出一行字：你越来
越椿了。

椿？我私下想，人家阿菲不
愧为文艺青年，创新性或接受新
生事物就是快，这不，又一网络
新语上场了。我刚想问她“椿”咋
解释，就见阿华自嘲地蹦出：椿？
现在是春天，香椿刚发芽，鸡蛋
炒香椿很好吃，我乐意奉献，给
大家送上美味。

还没顾上问对阿华的奉献
精神作何感想，阿菲“窜”上来
了：不好意思，我打错字了，是

“棒”。

“椿”字新解

文／李波

老爸退休前官居正局级，
虽是年过 60 的人了，还保养
得白白胖胖。最近退下来了，
老爸就要亲自去市场买菜。

我家原来是我买菜，一是
为了节约开支，二是为了吃得
健康，所以都是以素菜为主。

自老爸“夺权”后，情况就

发生了巨大变化，老爸每天都
要买些鱼啊肉啊鸡啊什么的
回来，中午的菜也从“三菜一
汤”升格为“五菜一汤”，晚上
还要有小菜佐酒。

全家人一饱口福，而我却
有点儿担心：“老爸，这样下
去家庭开支也太大了吧？”老
爸说：“开支大点儿没关系，
我 的 退 休 工 资 完 全 可 以 承

受，不要你们花钱。关键的问
题是，我才退下来，近期不能
瘦啊！”

我听得一头雾水，问老
爸：“此话怎讲？”老爸见我不
解，便笑了笑，说：“这还不明
白？要是近期瘦了，人家就会
说：‘看看，这老家伙没的公款
吃喝，就变成瘦猴了’——— 人
言可畏啊！”

近期不能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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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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嘛吃”派上了用场
文／陈瑞泰

那天，千佛山山会已近尾
声，但游客依然熙熙攘攘。

拾级而上，路边有几位年
轻的画师就地摆摊为过往游
客画素描。当我走到此处时，
正有数位外国友人路过此地，
其中一位十五六岁的小姑娘
正在请其中的一位画师为她
画像。

小姑娘漂亮极了，棕褐色
的皮肤，瓜子儿脸上镶嵌着一
对水汪汪的大眼睛，坚挺的鼻
梁下，两片厚薄均匀的嘴唇，嘴
角微微上翘，时时面带微笑，加
上婀娜的身姿，得体的服饰，给
人一种纯真无瑕、清澈亮丽的
感觉。

画师坐在矮凳上，手拿碳
素笔在画纸上描描画画，很快

一位漂亮的少女形象跃然纸
上。也许是少女太美了，坐在
画师左侧的另一位画师也同
时拿起画笔画了起来。

眼前的情景吸引了我，我
绕到画师的背后，看姑娘的美
丽，也看画师的功底。

很快两幅作品就完成了，
第一位画师将画像展示给一
位外国成年男子，看来他是小
姑娘的父亲。他认可地点了点
头，并很快付了画费。

这时，另一位画师也将画
像展示给姑娘的父亲，并说：

“您要吗？”不知道外国人是否
听 懂 了 ，说 了 一 句 ：“ H o w
much？”画师没听懂，又问了一
句：“您要吗？”外国人又说了一
句：“How much？”画师还是没
听懂，又问了一句：“您要吗？”

看到这情形，我不由自主

地说出了一句：“他问你多少
钱？”画师听懂了，伸出三根手
指，并说“ 30 ”，外国人也明白
了，随手递上三十元钱。

我曾经学过英语，但多年
未用，都已还给老师了，只留
下 了“ 古 德 拜 ”。而“ H o w
much”这一句是跟着著名相声
艺术家姜昆学的。前几天，在
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重看了
姜昆和戴志诚的相声，其中一
段的大体意思是：姜昆因出
国 ，学 了 一 句 英 语“ H o w
much”，出国后忘记了，记成了

“嘛好吃”、“吃嘛好”、“吃好
嘛”，结果闹出了笑话。

这段笑料令人捧腹，在欢
乐的同时，也使我记住了“多少
钱”翻译成英语是“How much”，
没想到，这一句“好嘛吃”在现实
生活中却派上了用场。

青未了微生活 V

http://weibo.com/shenghuoguangji

“你说你烦人不”

生病的原因

文／孙建文

儿子从小身体不好，一旦生
病，少则十天八天，多则半月二
十日的，一家人为此伤透了脑
筋。为了找出孩子生病的根本原
因，减少致病因素，每次孩子生
病之后，全家人都要认真作一番
分析。

老爸熟悉易经，对中国传统
文化感兴趣。孩子的名字就是他
查阅了一些书籍后起的，说是五
行缺水，于是在孩子的名字中加
了水。老爸还认为，缺水的人必然
火大，于是，老爸跑到市场专门买
了鱼缸和金鱼，放到我家阳台上。

可是，孩子的病还是照生。
虽然有老爸照顾，但是不知什么
原因，养的鱼也是死了一茬又一
茬。

而我认为，孩子生病与饮食
有很大关系。每次生病前，不是
肉吃多了，蔬菜吃少了，就是老
婆带着孩子到外面乱吃，水又跟
不上。老婆当然对这些理由不屑
一顾，她认为根源在我，因为我
小时候就爱生病，孩子随我，也
爱生病。每当此时，都会把我说
得哑口无言。

好在老妈替我解了围，老妈
讪笑着说，家里连鱼都养不活，
人还会不生病！

文／刘凌

在我印象里，自从女儿升入
初中后，学校好像没有开过家长
会。为这事问女儿，她笑道：“爸，
您是不是在机关开会上瘾啦？老
师说了，该开的时候一定会开，
您就等着吧！”

正琢磨这事，第二天，学校
真的通知去参加家长会。会上就
一个议题，讨论夏季校服的事，
说是要“听证”。几乎全由老师
讲，展示了式样，说明了价格。估
计这事已经定得八九不离十了，
有哪个家长会那么傻提否定意
见呀？最后一致通过，当场就把
服装费收走了。

隔几周，我又去参加家长
会。扯完别的事，老师这才含蓄
地点了主题，以后学校的任何收
费将出示收费卡，这样做是为了
公开透明，也是上面的要求。

月末考试结束后，再次去学
校与会。我想，肯定是要公布学
生的考分，总结经验，再接再厉。
果不其然，学生按考分的高低排
了名。没承想，女儿一下子倒退
了十几名。我心里正着急呢，老
师挺善解人意，热情地推荐道：

“我们将给予成绩下降得厉害的
同学更多的关注，进行个别辅
导。另外，本校与外单位搞了个
培优班，辅导内容与学校同步。
当然要收点费，采取自愿原则。
有此意向的家长，可以现场报
名……”

另类家长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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