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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瑞桓

结婚还有专门的商店，这在商品极
大丰富的网络购物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济南的历山路上
就出现了一家专门经营结婚用品的商
店。虽然店面不大，外观也无特殊之处，
但就凭铺面上硕大的“结婚用品”几个
字，就使得这家店几乎成为了当时无人
不晓的知名商店。在当时，它的知名度
甚至不亚于泉城路上的百货大楼；小纬
二路上的大观园；纬四路上百货一零。
一个既不以历史悠久见长，也不以商品
全而购物见方便的商店，之所以能在百
年前就开埠的具有上千年历史的泉城
凌空出世，其根本原因就在“结婚”这两
个字上。

结婚是人生大事，对个体而言它能
关乎一辈子的幸与不幸；对家族而言它
能直接影响到一个种姓的繁衍，这样重
大的事，自然离不开以物质为依托的隆
重仪式——— 婚礼。男女双方要结合在一
起，古代社会光交换帖子不行，现代社
会光领证也不行，一定要热热闹闹地举
办个仪式，而这个仪式又要有约定俗成
的标配物。上世纪六十年代，结婚流行
的标配是要凑够“72条腿”或“36条腿”，
这些腿代指的是婚床、衣柜、桌椅等木
质家具。随着工业革命时代的到来，七
十年代结婚的大件变成“三转一响”，
即：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那
个年代谁结婚要能有块“上海牌”手表，

“蜜蜂牌”缝纫机、“永久”牌自行车，会
傲娇得头都低不下。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中国改革开放
的步子越迈越大、越迈越快，商品一天
天以超出人们想象的速度丰盛起来。

“几条腿”“几大件”已经满足不了新婚
之人的需求，电视、空调、冰箱、洗衣机
等家用电器也随之成为结婚的必需品。
物品的丰富一方面使人们可以有更多
的选择，但同时却也失去了结婚物品如
何才算达标的标准。于是，在结婚这样
的大事上找到新的“标准”，成了那个年
代的年轻人一种潜在需求。

结婚用品商店的经理韩恺——— 我
的老同学说：那时有时候一天的营业额
就能到十几万元（那时济南平均工资也
就二百元左右），由于当时还没有百元
大钞，也没有电子支付，会计得用大编
织袋提着现金去银行办理存款，可见那
时人们对结婚用品的需求之旺。

不管什么时代能抓住机遇成为时
代弄潮儿的毕竟是少数。从1981年成立
到90年代初也曾经历过低谷，甚至一度
亏损到难以为继。当时只有二十几岁的
经理韩恺为改变经营现状，带领他的团
队做了个大胆的改革：即“引进名优产
品，突出经营特色”，把具有异域风情的

高档家具纳入了主营业务。
当年结婚用品商店给我留下的最

深印象的一件家具是一套白色与粉色
相间的儿童床，床上方还有二扇做配套
装饰的窗子。驻足这样别致的儿童床
前，很容易将人带入消费场景中。面对
这套高档家具，我的脑海中闪现出了白
雪公主和六个小矮人。那一刻，我突然
意识到，家具不仅是“几条腿”，它可以
有故事、有文化。正是因为及时抓住了
年轻人结婚消费的痛点，结婚用品商店
很快扭亏为盈。韩恺说，那时有很多外
地客人慕名而来，甚至不乏消费眼观超
前的北京人。

结婚用品商店正是抓住了时代给
予它的机遇，不仅让济南人领略到结婚
的物品也要随时代的发展而与时俱进，
还以其独有的经营理念，向全国各地传
播了济南，让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向往济
南这座古老城市的这家可以买到高端
前沿的结婚用品的商店。

如今韩恺早已离开商场，他的结婚
用品商店也已拆除。这个店的拆除，虽
然有要在此地盖综合超市的个性化原
因，但其实也是城市建设提升的必然；
商品经济发展越来越快的必然。

物质社会形态的不断向前发展，是
历史的规律也是科学，物质的极大丰
富，使结婚用品也变得越来越难以“标
配”，所以结婚用品商店这个时代的产
物也随着社会的发展淡出了大众的视
线。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济南商业史
上能出现一家专门为结婚用品开设的
商店，成为婚姻用品在某个社会阶段特
殊诉求的一种见证，把省吃俭用的钱多
置办一件结婚用品，淳朴中带着对美好
未来的永恒希冀。

当年意气风发，21岁就接管了结婚
用品商店的韩恺经理如今早已闲居在
家，在泉城一条最古老也最繁华的巷子
深处静观云卷云舒、看商海的潮起潮
落。他那闹中取静的小院，也是我们济
南一中同学的民间“校友会”，闲暇时
光，诗酒相会，总有聊不完的话题。韩恺
的小院里有块小黑板，上面用粉笔工工
整整地抄录着唐诗宋词。我印象在这块
黑板上逗留时间最长的是苏轼的《定风
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
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
平生”。这首词所展示出的历经风雨仍
可笑对苍茫的精神气度，不也正是那个
时代的年轻人，在百废待兴的历史机遇
中，敢于义无反顾地向前冲的群体精神
吗？

如今的社会，结婚用品已经没有标
配，但那个通过结婚用品凝聚男女双方
共赴美好未来的时代，却不可磨灭地记
录在历史的年轮中。

(本文作者系济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升米恩，斗米仇

【【人人生生笔笔记记】】

□鲍海英

侄子今年上大学后，哥哥
一家商定，每月给孩子2000元生
活费。后来一打听，侄子所在的
城市消费并不高，别人家孩子生
活费每月1500元就够了。侄子平
时贪玩，哥嫂担心钱给多了，孩
子在外学坏，便把孩子的生活
费从每月2000元降到了1500元。

侄子从小娇生惯养，脚上
平时穿的都是上千元的鞋子，
衣服也要买名牌。哥嫂俩的工
资并不高，但对孩子的需求总
是要啥给啥。可侄子并不知足，
更不懂得感恩，这一次更是气
得一连好多天不给家里打电
话，就像是父母每月欠了他500
元似的。为此，侄子还赌气说，
今年春节放假不回家。

哥嫂一筹莫展，问我，这可
怎么办？是不是再给他补上这
500元？总是这么僵持着，也不
是办法。

看样子，对孩子一味地给
予，过分溺爱，肯定不是好事。

早些年，在我们小区我家
是买车比较早的。我有个闺蜜，
是个生意人，她那时还没有买
车。如果我假日有空，她生意需
要外出，就会请我开车接送她。
刚开始，她很感恩，每次我接送
她，事后她也会请我吃饭，表示
感谢，弄得我很过意不去，我们
的感情也随之加深。

后来，闺蜜说手头紧，我就
借了10万元帮她渡难关。但钱
借出去始终有去无回，我儿子
上大学那年，我终于忍不住再

次问她可否把钱还我。结果，闺
蜜拖了又拖，直到开学前几天，
她终于还了我2万元。她还特地
向我解释说，学费1万多元就够
了，孩子可不能惯着，不能一次
给他那么多钱。至于剩下的欠
款，生意一好转，她就还，绝不
会少我一分钱。

那时，我家正要买房，钱不
够，只能贷款，当时老公为此气
得几天不和我说话。再后来，我
这个闺蜜生意被骗，还欠了银
行贷款。现在的她是债多不愁，
仍是吃喝玩乐不还钱。老公甚
至不顾我的阻拦，要找律师和
她打官司。几番周折下来，我和
闺蜜的感情，就像绳索被打了
一个死结，越拧越紧，再也没法
回到当初。相互间不仅少了往
来，而且还积下了一肚子怨气。

生活中，我们常说，“赠人
玫瑰，手有余香”，当别人希望
我们给予帮助时，给予力所能
及的帮助，受赠者会心怀感恩。
但这种帮助如果过重，却可能
演化成常说的“升米恩，斗米
仇”了。

“升米恩，斗米仇”，这是人
性使然。懂得这个道理，我们才
能懂得生活。因此在生活中，当
别人需要我们给予时，我们切
记不可给予过多。无论是对孩
子，还是身边的朋友，道理都一
样。就像我那索取惯了的侄子，
还有不还钱的闺蜜，如果你的
给予过多，反而会演变成为彼
此间的伤害。

(本文作者现供职于安徽省
某市卫生院)

【城市记忆】

□陈振林

那时我还在读中学，每周
六下午回家，周日下午再赶往
学校。

学校离家十多里路，我每周
都是走着回来。快要接近村子了，
我能远远地看到母亲的身影。

母亲的个子不高，她总是
穿着藏青色或灰黑色的衣服。
她似乎能更远地看到我，因为
我看得到她慢慢挥动的胳臂。
那是在向我示意，欢迎着我回
来。见了她，我的脚步也就加快
了一些，十多里路徒步的疲劳
顿时荡然无存。走近了，母亲会
迎上来，接过我的书包，背在她
并不宽大的肩膀上。她的身边，
是家中的黑狗。见到我，便欢快
地摇着尾巴，蹿上蹿下。我们
仨，黑狗在前，我在中间，母亲
在后头，慢慢地走回家。厨房的
餐桌上，已经摆好我喜欢吃的
几个菜了。

这个镜头，像电影一样，一
直在我心头播放着。

七年以后，我参加工作，忽
然想起，其实我每次回家，都能
在村口看到等我的母亲。有时

为着赶做作业，我回家会迟一
点，能看到她站在村口等我。有
两次在路上和伙伴玩，天快黑
时才回家，她也仍站在村口等
我。有一个星期三的下午，学校
因为运动会放假，我突然回到
家，居然，她也在村口等我。

为什么每次回家，都能看
到母亲在村口等我呢？难道母
亲知道我每次回家的具体时间
吗？一次村口小卖部的老板生哥
告诉了我答案：你的母亲啊，只
要是不下地的日子，其实每天都
在傍晚的时候到村口站一会儿，
看看你是不是在这一天回家。

后来我出差到一座城，因
为雷雨天气飞机晚点，一个多
年的朋友等候近三个小时终于
在机场接到了我。我向他说着
感谢的话语，他轻轻地说了一
句：“为着一个人，等候一次算
不了什么的。难的是，为着这个
人，天天等候着。”

我终于懂了。其实很简单
啊，那个在意你的人，会随时等
你、天天等你，就像母亲。

（本文作者系中国作家协
会会员、冰心儿童图书奖获得
者）

每每次次都都看看到到

【【念念念念亲亲情情】】

历山路上的结婚用品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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