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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把幸幸福福还还给给母母亲亲
母亲是位农村妇女，没有

念过书，不认识字，五十岁前，
她甚至不知道城市是什么样
子。

可我有了儿子后，就央求
母亲到城里来，理由只有一个，
帮我带孩子。

城市里满眼都是高楼、汽车
和纵横交叉的马路，对母亲来
说，是一种痛苦。她说，城里人住
的房子像火柴匣子，一户挨着一
户。有一天做饭，家中恰巧没有
盐了，母亲说，我到对面那家去
借点盐，那家姓啥啊？我怎么不
见对门邻居来串过门啊？我赶紧
说，我也不知道。放下盐勺，母亲
的脸上满是惊讶和失望。

母亲到城里帮我带孩子，
我知道母亲是孤独的。这种孤
独，来自于邻居之间不能串门，
来自于她和父亲短暂的分离，

还有老家的那些乡亲以及地里
的庄稼和她的小菜园。

在我家里，母亲与外界唯
一能接触的，就是我家客厅里
的那部电话机。每次电话响起，
母亲都会精神一振，当然电话
基本上都是找我和妻子的，因
为打我家电话的人，除了老家
的父亲，没有人认识我母亲。有
时候，电话响了两三声，我故意
慢腾腾的，这个时候，母亲就会
迟疑地走过去，拿起电话，如果
不是父亲，她往往也是应上一
句后，便把话筒传到我或妻子
的手上。我与人通话时，母亲总
习惯于呆呆地立在一旁，好奇
地看，听我绘声绘色地讲着，这
个时候，我发现母亲的眼里常
是一片久远的空白。

母亲在我家住了一段时间
后，有一次打完电话，我突然像

明白了什么，对母亲说：“刚才是
邻居打来的电话，她夸您老身体
好呢。”其实，邻居根本没说这
些，我只是想让母亲知道有人惦
记她。没想到，我发现母亲的眸
子亮亮的，脸上的皱纹一下子舒
展开来。那一刻，我终于懂得母
亲在希冀什么，虽然我家房子装
修得富丽堂皇，可对母亲来说，
没有了邻居的来往，没有了泥土
的芬芳，这房子也只能算是一个
精致的鸟笼，如果不是为了帮我
带孩子，母亲一定不会答应来到
城市，她心中一定在渴望能够早
日回到农村老家去。

在办公室，我把我母亲的
故事说给同事听。同事告诉我，
她的妈妈和我的母亲差不多，
也在帮她带孩子，虽然妈妈每
天总是装出一副快乐的样子，
但很明显，她脸上的笑容像是

挤出来的。说完，同事的眼眶里
居然有了泪水。

知道母亲不愿呆在城市
里，可又要帮我带孩子，我只能
发动老家那些亲戚，请他们晚
上轮流往我家打电话，和母亲
叙叙旧。那天晚上，我家电话铃
声骤然响起，我接过一听是舅
舅，便急切地叫道：“妈，您的电
话，有人找你！”

母亲似乎不太相信，她的
眼里满是惊喜和疑惑。当我再
次告诉她，电话是找她的，她才
半信半疑走过来，把听筒靠近
耳边，我发现，她拿听筒的手，
在微微地颤抖。

那一刻，我一个人走到阳
台上，面对家乡的方向 ,泪流满
面。我决定，从明天起，我要自
己带好小孩，让母亲早日回到
老家去，我要把幸福还给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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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自出生至今，吃喝
拉撒玩，都是我一个人的事。
偏偏他又是个调皮捣蛋鬼，
让我没一刻省心。整日侍候
着捣蛋儿子，就是脾气再好
也会有牢骚满腹的时候。

一天我又跟老公说起儿
子的淘气。“我忙！再说咱儿
子有你这当老师的妈，我放
心！”他一句搪塞的话就叫我
把所有怨言都吞进了肚。

那天，受《爸爸去哪儿》
节目的影响，我向他提议让
他也带一天儿子，还引经据
典地告诉他：多与爸爸相处
的孩子更自信且智商更高。
不知是我的游说起效，还是
那天他心情大好，他竟一口
应允了。虽说儿子已六岁了，
但把他交给从未单独带过孩
子的老公，我实在放不下心。

“别把我看扁了！”老公
不屑地说。

于是，向他列了 N 条不
准、N 条准许后，我回娘家
了。按照约定，一天内，我不
主动给他打电话，他若万不
得已也不得给我电话，总之，
对他得放手和放心。可刚到
娘家，我就开始担心了：现在
他爷俩在哪儿？在干什么？老
公会不会因为儿子的调皮而
大发脾气？一天的菜我已买
好，他爷俩会不会弄？

“都三十好几的人了，有
什么不放心的！”母亲笑我太
多虑。想想也是，他爷俩不一
直没给我电话吗，或许他们
此时正在游乐场玩耍，或许
在图书馆静静阅读，也或许
正在体育场大汗淋漓地运动
呢……我又何苦杞人忧天。

终于熬到天黑，在娘家
匆匆吃完晚饭，我立马赶回
自己家，为的是快点见到他
爷俩。可当我打开家门时，屋
里黑乎乎、静悄悄的，这爷俩
还没回来！“该不会出什么事
吧？”想到这，我心里咯噔一
下，立即给老公打电话。

“妈妈，我们正和伯伯、
小哥哥在饭店吃饭呢！”是儿
子愉悦的声音。不错，知道带
儿子和同龄孩子玩，看来真
是我多虑了。

走进客厅，开灯一看，只
见地上凌乱地丢满孩子的玩
具，桌上是喝完的牛奶瓶、饼
干纸、水果皮！敢情是玩了、吃
了、喝了，都没收拾！再看厨
房，一副我离开前的洁净，难
道老公做完饭也懂洗刷？打开
冰箱一看，我买的菜还乖乖地
等着我这女主人呢！这家伙还
真会享受！不是常说饭店里
的饭菜不卫生、不安全，尽量
少在外就餐之类的话吗？怎
我一走，竟顿顿在饭店解决？

进房一看，更加气人！房
间里的电脑竟然开着！轻点
鼠标，“泡泡堂双人游戏”正
等着选择是否继续！说过多
少次，不能让儿子玩网络游
戏，没想到，让他带一天孩
子，不仅不制止，还一起玩起
来了！正在怒火直冒的时候，
门口传来爷俩的笑声。儿子
一进门便兴高采烈地向我汇
报一天的活动：玩了游戏，在
肯德基吃午餐，下午到老爸
朋友家，和小哥哥上网玩游
戏，老爸他们在打麻将，最后
到饭店吃晚饭。天，说到底，
他爷俩一天里就没做一件靠
谱的事！

见我横眉冷对，正欲河
东狮吼，老公连忙弯腰赔笑，
说带孩子真不容易，他体会
了我的辛苦，还说：“你不是
说爸爸带出的孩子更自信
吗？所以一整天我都尊重儿
子，给他决定的权力，儿子说
去哪儿，我就跟着去哪儿！”

晕！“像你这样带孩子，
不用几天，孩子就会被你毁
了 ！再 也 不 敢 让 你 带 儿 子
了。”我无奈。

“不，爸爸比妈妈好，以
后我还要跟爸爸一起！”

无语呀！他对儿子一天
的放任，竟把我在儿子心中
的位置都给替代了。

【我家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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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今天天你你做做主主
□杨丽平

【健康厨房】

加水少 乱放料

煲汤有禁忌
□王黎洋

寒冷的冬日里喝一碗
热汤，不仅有助驱走严寒，
还能补充多种营养。要想煲
出一锅美味的汤可不是一
件容易事儿，煲汤时有几个
最常犯的错误。

第一，加水少。水是煲
汤的关键，它既是传热的介
质，更是食物的溶剂。人们
在煲汤时容易犯的第一个
错误是加水不够，导致中途
加水，影响汤的风味。一般
情况下，煲汤时的加水量应
至少为食材重量的 3 倍。如
果中途确实需要加水，应以
热水为好，不要加冷水，这
样做对汤的风味影响最小。

第二，煲太久。有些人
总怕汤熬的时间太短不进
味儿。其实，如果是煲肉汤，
时间以半个小时至一个小
时为最佳，这样既能保证口
感，也能保证营养。时间过
长会增加汤中嘌呤的含量，
进而增加痛风的风险，同时
食物中的营养也会慢慢流
失。如果是炖骨头汤或猪蹄
汤，时间可适当延长，但也
不要超过 3 个小时。

第三，乱加“料”。不少
人希望通过喝汤进补，因而
在煲汤时会加入一些中药
材。但不同的中药材特点各
不相同，煲汤前，必须通晓
中药的寒、热、温、凉等属
性。比如，西洋参性微凉，人
参、当归、党参性温，枸杞性
平。另外，要根据个人身体
状况选择中药材。比如，身
体寒气过盛的人，应选择当
归、党参等性温的中药材，
但体质热的人吃后可能会
上火。因此，在煲汤时如果
想要加中药材，最好根据自
己的体质来。

第四，早加盐。盐是煲
汤时最主要的调料之一。有
些人认为早点加盐可以让
盐完全溶入食材和汤中，提
高汤的口感，这其实是一种
误解。因为盐放太早会使肉
中的蛋白质凝固，不易溶
解，也会使汤色发暗，浓度
不够。盐放得晚并不会影响
汤的味道，反而能使肉质保
持鲜嫩。所以最好在快出锅
时再加盐。

第五，汤大沸。煲汤时，
应该先用大火将汤煮开，然
后转为文火煲汤。因为大火
会使肉中的水分流失过快，
导致其口感变差。控制火候
以汤微微沸腾为好。

第六，调料杂。“多放调
料提味儿”也是煲汤中的一
大误区。调料太多太杂可能
会串味儿，影响汤原有的鲜
味，也会影响肉本来的口
感。一般来说，一种肉配合
2 — 4 种调料就比较完美，
比如煲鸡汤时只需放入姜
片、月桂叶和花椒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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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欢乐乐家家庭庭】

□甘霖

圣诞礼物

平安夜晚上七点，闺蜜打
过电话来，她压低声音神秘兮
兮地告诉我：“我女儿给你儿子
准备了圣诞礼物，她说一会儿
悄悄地放在你家门外，要给小
哥哥一个惊喜。因为要有惊喜
的效果，所以女儿不让我给你
们说，今天晚上你们自己注意
听着点儿哈。”

放下电话后，因为儿子忙
着写作业，我和老公便主动承
担起了查收圣诞礼物的重任。
我们静静地坐在客厅的沙发
上，啥也不敢干，竖着耳朵听着
门外的动静，稍有声响就满怀
希望地打开门看看，可每次门
外都是空空如也。

直到临睡前，老公第 N 次
去门外查看，回来时依旧是两
手空空。老公疑惑地问：“你能
确定今天是平安夜，而不是愚
人节吗？”

别字老公
□王艳玲

听老公说他上小学时，很
好学地追着老师问：“老师，破
腚百出是什么意思？”结果吃了
老师的白眼。婚后，我亲自见证
了他对文字的不敏感。他买了
三瓶咸菜，跟我说：“咱们先吃
什棉的吧。”我无奈：“这是什
锦，好吧？”

有一回女儿请他帮忙听写
生字，他念道：“烟硬。”闺女不
解，他赶紧纠正：“哦，验硬。”我
们还是不懂，他立刻说：“噢，眼
应啊？”我忍无可忍，夺过课本
一看，原来是“掩映”。

知心大哥哥
□金文艺

儿子指着一份刊物说：
“爸，这上面有‘知心姐姐’信
箱，那我可不可以开通一个‘知
心大哥哥’信箱呀？”

我扑哧笑了，说：“那可是
要给人答疑解惑的，你能做到
吗？”

“怎么不能？昨天我就解答
过。楼下林林说他妈妈双休日
总要给他布置一大堆卷子做，
我就安慰他：‘这不算什么，忍
着吧，等上了初中你就知道了，
大头儿在后面呢！’林林听完，
当时就服服帖帖地不吱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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