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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山航

美文·心经

□肖复兴

那天等公交车，站台上，我
前面站着两个姑娘，看装束模
样，像打工妹。寒风中，车好久
没有来，两人跺着脚，东扯葫芦
西扯瓢地聊了起来，聊得挺带
劲儿，时不时忍不住咯咯笑。听
她们的言谈话语，才知道已经
不是姑娘了，都刚结婚不久，嘴
里的“老公”跟蹦豆儿似的，叫
得亲得很。

其中一个系着红头巾的女
人，对戴着黑白相间毛线帽的女
人说起自己和老公的一次吵架，
说得兴味盎然。我听得真真的，
是去年夏天，她和老公吵架，一
气之下，跑出了家门，一走走了
老远，走到天快黑了，想起回家，
坐上公交车，才发现自己穿的连
衣裙没有兜，自然没带一分钱。
她对戴毛线帽的女人说：你知道
我和我老公结婚后租的房子挺
偏的，得倒两回车，没钱买票，心
想这可怎么办？我就对售票员说
我忘了带钱，你让我坐车吧。人
家还就真的没跟我要钱。倒下一
趟车的时候，我又说我忘了带
钱，你让我坐车吧，人家又没跟
我要钱。我都到家了，我老公还
在外面瞎找我呢，等他回来天都
黑了，他进门看我在家里，问我
是不是打车回来的。我笑他，没
带一分钱，还打车呢。说着，两个
女人都像得了喜帖似的笑了起
来。售票员的善意，让小夫妻之
间不愉快的吵架也变得有了滋
味。

毛线帽对红头巾说：北京
公交车售票员，小丫头片子的
眼睛长得比眉毛都高，没刁难
你，让你白坐车，算是让你碰上
了！

红头巾对毛线帽说：要不
待会儿来车了，你也试试？你就
说没带钱，看看是不是和我一
样，也能碰上好人？

毛线帽拨浪鼓似的连连摇
头：我可不敢，让人家连卷带损
地数落一顿，别找那不自在！

红头巾却一个劲儿地怂
恿，边说边推了一把毛线帽：没
事，你试验一次嘛！

毛线帽回推了一把红头
巾：要试你试！

红头巾撇撇嘴：胆子这么
小，我试就我试，给你看看！

正说着，公交车已经进站，
停在她们的前面，车门吱的一声
开了。两人脚跟着脚地上了车。
车上的人不算多，有个空座位，
两人让给了我，好像故意让我坐
下来好好看她们接下来的表演。

红头巾走到售票员的前
面，毛线帽拽着吊环扶手没动，
眼瞅着她怎么张开口。售票员

是位四十多岁的大嫂，眼睛一
直盯着向自己走过来的红头
巾，以为是来买票的，没想到红
头巾说：阿姨，我忘了带钱了，
您看看能不能让我坐车呀？售
票员面无表情，抬起手，一根细
长的食指毫不客气地指指后面
的毛线帽说：你没带钱，她也没
带钱怎么着？

得，今天遇到的售票员不
是个善茬儿，试验刚开始，就卡
壳了。幸亏红头巾反应快，回过
头也指了指毛线帽说：我们不
是一起的。毛线帽只好配合着
赶紧点头又摆手。谁知售票员
久经沧海，眼睛里不揉沙子，对
她们两人说：行啦，进站时我早
看见了，你们俩推推搡搡连打
带闹的，还说不是一起的！

像一只气球，还没飞起来，
就被一针无情扎破，满怀信心
想试验一把，让夏天那美好的
回忆重现，没想到演砸了。红头
巾一下子尴尬起来，瘪茄子似
的耷拉着头，不知如何是好。售
票员步步紧逼，嘴里不停地说：
快点吧，麻利儿地赶紧掏钱买
票，一块钱一张票都舍不得花？
说得满车厢的人的目光都落在
红头巾的身上，毛线帽赶紧走
上前去，掏钱替红头巾买了票。
红头巾才像沉底的鱼又浮上水
面一样缓过了神儿，对售票员
解释：阿姨，不是我不想买票，
我是想试验一下，看看……售
票员撕下票塞在她的手里打断
她：行啦，试验什么呀？像你这
样逃票的，我见得多了！

我心里在想，售票员应该
把红头巾的话听完，就明白了
红头巾坚持试验的一点小小的
愿望，兴许就是另一种结局。但
也说不好，即使知道了红头巾
试验的愿望，没准照样是这种
结局。如今很多事情，结尾常南
辕北辙，美好芬芳的愿望如旷
世的童话，早已经被现实磨得
成了一双臭袜子被随手丢弃。

车开了两站，我到了，车门
打开，刚下车，发现那两个女人
也下了车，落荒而逃似的从我身
旁跑走，只是一边跑一边咯咯地
笑。过了很多天，脑子里还总是
出现这个场面。有一天，忽然莫
名其妙地想起美国诗人庞德曾
经写过一首叫《在一个地铁车
站》的诗，很短，只有两句：“人群
中这些面孔像幽灵一般显现，湿
漉漉的枝条上的许多花瓣。”庞
德解释这首诗时说，他是在巴黎
一个地铁车站，走出车厢的时
候，看见了一个美丽的儿童的面
孔、一个美丽的女人的面孔。我
很难想象，如果庞德看到这两个
落荒而逃的女人的面孔，会觉得
还像美丽的花瓣吗？

□苏米

看电视里常有不孝顺父母
的事情发生，也常听到有人抱
怨自己的姐妹或者兄嫂不孝顺
父母，这时候我常常劝他们说，
谁有能力谁多照顾，如果你觉
得其他兄弟姐妹照顾得不好，
你可以多照顾一些，各人孝顺
各人的，尽心尽力就好，不必苛
求他人。

这时候往往就有人说，我
们条件不行啊，负担不了啊。

我就奇怪了，有些人每年
送 到 美 容 院 里 美 脸 的 钱 都 上
万，有的出去旅游的钱也上万，
买件衣服动辄好几千，怎么就
没有钱给父母花了呢？

老人，吃不动了，穿不了多
少了，只要身体好，真的花不了
多少钱，只要他们心情好，他们
还真不生病，真给你省钱。为什
么不尽自己所能让老人过一个
健康快乐的晚年呢？

有 一 位 在 外 地 工 作 的 朋
友，只过年才能回家看父母，回
来后就挑剔这个妹妹对父母不
尽心，指责那个嫂嫂对父母照
顾不周到，他痛心得好像父母
在家里受虐待，弄得父母姊妹
都不高兴，对他颇有微词。这样
他又不高兴了，委屈得不得了，
好像他的孝心没人理解。我觉
得他做得的确不妥当，如果你
孝顺，你觉得父母在家里受委
屈，你完全可以接父母到你身
边，你亲自来照顾，如果父母不
愿意跟你去，或者，你没有时间
照顾父母，那你就多拿些钱出
来给父母，至少在物质上让父
母无忧，然后，对姊妹兄弟好
点，对他们在家里照顾父母心
存感激。你自己首先做出榜样，
再说其他。

我最欣赏的有两位朋友，
一位的母亲已经瘫痪7年了，这7

年里她不仅要照顾母亲，还要
上班照顾孩子，白天上班的时
候她就找了位保姆照顾，下班
后就全是她一人了，给母亲翻
身擦身子换尿布洗尿布，晚上
也不能睡一个囫囵觉，但从来
没见她有半句抱怨。她总是乐
观开朗，还总是说找的保姆如
何好，7年里老人没有长一点褥
疮，没有一点其他的感染，去她
家里，也没有任何病人的味道，
也不见任何悲悯的气氛。我就
喜欢跟这样的人交往，你会觉
得生活真的没有什么过不去，
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还有一位朋友，姊妹兄弟
五六个，但她总是每月给父母
足够的生活费，其他兄弟姊妹
给 不 给 都 不 会 影 响 父 母 的 生
活。她并不是最有钱的，有的兄
弟比她有钱多了，但她觉得她
有多大能力尽多大能力，孝顺
父母和其他人无关。即使父母
跟她抱怨其他孩子不好，她也
会劝父母说：“你们需要什么跟
我说，不要和他们计较。”很多
时候她是自己省吃俭用省出钱
来给父母买这买那，她说，这样
她才觉得对得起辛苦养育自己
的父母。当然，她对公婆也是一
样。她觉得公婆辛辛苦苦把儿
子养大了，然后挣钱来给她花，
她觉得对公婆应该更加好。

不 孝 顺 的 人 各 有 各 的 不
孝，但孝顺的人都是一样的，那
就是尽心尽力。

孝 顺 父 母 的 方 式 有 许 多
种，只要尽心尽力就好。

说说孝顺

那些事儿

□董兆林

几年前去台湾还要在香
港转机。那年去台湾参加一个
期刊展，我就在香港逗留了两
天。

在香港，朋友接了我到几
处名胜游玩。泊车不便，朋友
打发司机回去了，我们二人搭
地铁、坐叮当车、乘轮渡转了
大半个香港，偶尔走路。这样
感受香港是很真切的。

走在香港的街道上，朋友
步履匆匆。我环顾四周，见街
上的行人也大多行色匆忙的
样子。游走了大半日，我有些
吃力，渐渐跟不上趟了，忍不
住苦笑道，“阮兄，平时也是这
么急行军吗？咱们景点少看点

也无妨。”阮兄笑笑，停住脚
步，一句话“习惯了”。香港人
生活工作节奏快，从他们的走
路上我算是领教了。

原以为只有香港如此，前
年出差去南方参加一个研讨
会，会议的议程之一是参观一
著名经济开发区。在接待处，
工作人员几乎都是一溜小跑
着忙前忙后，弄得我们一行数
人的行动也跟着紧凑起来，感
受了一番快节奏的工作状态，
只是苦了几位年长者，颇有些
吃不消。其实这些年也能感觉
得到，“最近比较忙”几乎成为
朋友、同事的常态。

但生活真的需要总是这
么匆忙吗？灵魂跟得上我们急
促的脚步吗？

每个人都习惯了自己的
日常作息，按部就班，晨出暮
归，每天都会忙忙碌碌。看着
相似的风景，按照相同的轨
迹，重复着每日的功课。天长
日久，周而复始，就像齿轮上
的齿槽，必须相互咬合着才能
进行运转，而我们芸芸众生差
不多也就是一个个齿槽。只不
过运转得或润滑，或有些生涩
而已。陀螺无所依靠，在寂寞
的一个点上旋转，单调的风
景，重复的动作，不知所终的
归宿，它的内心一定充满着孤
独和茫然。一旦将麻木看得习
以为常，那么离庸庸碌碌也就
不远了。然而，谁又能轻易逃
脱这个窠臼呢？

改变，可能仅仅需要变换

一下思维的角度，就能达到焕
然一新的彼岸。试着踏上一条
陌生之路，做一次不太完美的
抵达，也许你会多绕两个弯
道，多一些你未曾知晓的荆
棘，但同时，你肯定会看到不
一样的风景。有时候，你仅仅
需要放慢自己的脚步，安步当
车，或稍作停留，让自己的内
心不再浮躁。

我们行走得太急，身后的
影子总是依恋着过去，被我们
落得很远。步履匆匆，城市的
街景，乡村的风情，晨曦微露，
落日余晖，不经意间风景就在
你身边走过。让自己的脚步慢
下来，低头嗅嗅花草的清香，
或许你也能成为风景的一部
分。

慢慢赏赏风风景景

公公交交车车落落下下的的花花瓣瓣
碎碎念

名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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