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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扎着马尾辫，一双大
大的眼睛，透着清纯和善良，
宛如漂亮的小梅花鹿，走起
路腰板挺直，颇像气质高雅
的丹顶鹤。言行举止，能感觉
到她严格自律。其实她只是
一个孩子，一个刚满十岁的
女孩，姓辛，单名一个“月”
字。

且不说辛月读书成绩多
么优秀，也不说特长多么突
出，单说生活中的点滴琐事，
你就能感受到她的与众不
同，领略到人间明月有多美。

辛月刚上一年级时，父
母带她跟旅游团旅游。旅游
团里有很多老人，吃的果壳
等垃圾，随手就扔在地上。辛
月忙坏了，跑前跑后捡拾垃
圾。可毕竟人多，她一个人实
在捡不完，就跟导游要了一
些垃圾袋，给老爷爷老奶奶
分发。她边发袋子边说，爷爷
奶奶，请爱护我们的环境，不
要乱扔垃圾，不然人家会说
我们没素质。老人们听了她
的话很不好意思，没有人再
继续乱扔垃圾了。那几天，在
她的督促下，整个旅游团的
人自觉将垃圾放进袋子里。
导游说，她带了多年旅游团，

第一次看到一个孩子这样督
促大家，让她很感动。

父母给辛月报了特长
班，其中的一个特长班，别的
家长不仅交学费，而且请老
师吃饭，给老师送烟酒等礼
物。可是一个女孩家庭条件
不好，老师同情她，收的钱很
少，但特长班的阿姨对女孩
冷眼相待。有一次阿姨带孩
子们去吃饭。回去的路上，
阿姨买了橘子，分给每个小
朋友两个，却没有给这个女
孩。女孩一言不发地低着头
走在前面，辛月看到她情绪
低落，急忙跑上前说，姐姐，
给你一个橘子。女孩坚决不
要。辛月看橘子一直送不出
去，说你看阿姨给我两个，可
能阿姨就是让我给你一个
呢。女孩知道辛月在说谎，她
看着辛月美丽的眼睛，不忍
拒绝她的善意，将橘子接了
过去。

老师选辛月任班里举旗
的路队长。有一次，姥姥在校
门口接她，发现一个小姑娘
夺了辛月的小旗，趾高气扬
地举着。辛月没有与她争夺，
依旧腰板挺直继续往前走。
直到队伍解散，那女孩才把

小旗还给了辛月。姥姥问辛
月，别人夺你的小旗，你怎么
不要？不生气吗？辛月说，她
拿去就拿去吧，她不是老师
指定的举旗手，即使夺去，也
一定会还给我。辛月似乎感
觉到姥姥生气了，安慰姥姥
说，姥姥，你不要生气，其实
举着旗挺累的，正好她帮我
举着，我还可以歇一歇。听着
孩子有理有据的话，看着她
淡定自若的神情，姥姥觉得
辛月将来一定不同凡响。

相信孩子一定会的。因
为父母给予优越的学习条
件，辛月回家与父母都是英
语对话，交流；因为父母给予
宽松的学习环境，辛月所有
特长都是自己爱好、自己选
择，比如古筝、绘画、主持。父
母没有强迫孩子去学，这是
现在一些孩子家长做不到
的。

心若芬芳，自会迎来春
暖花开；心若洁白，自会见证
精彩人生。辛月是一枚月亮，
晶莹纯洁，如水明月不染尘，
映照出生命的唯美，透出内
心的洁白，映衬出俗世中的
尘埃，照亮了前行的一条美
好之路。

□木茜

童心如月

【【成成长长故故事事】】

【快乐人家】

□晓梦

朋友搬了新家，喊我去
小坐，特意提前交代，别见
笑，不过是蜗居。

这是一个老小区，没有
电梯。爬到五楼，本已气喘吁
吁，却遇见门口处的彩条地
垫绚烂而惹眼，所有的心情
走到这里一下子就敞亮了。
推开门，一股子扑鼻的炖肉
香，八角、茴香、肉蔻一起熬
煮，都是些暖人心扉的味道。
她笑笑：“一会儿就在这儿
吃，很简单，土豆炖肉下饭。”
我猛吸鼻翼，再没有比这美
味更能满足口欲了。

迫不及待地四处参观，
房子不大，只有两居室，没有
落地阳台，窗外也无山色海
景；装修没风格，也不豪华，
只不过简单地粉刷修饰，添
置了必要的家居用品，可每
一个细节、每一个角落无不
饱含着主人热爱生活的小心
思，处处溢满温馨。

沙发巾是朋友出差云南
带回的土布，色彩艳丽的几
何图案恰如门口地垫的延
伸，好心情顺着你的目光停
在沙发上。客厅墙上三幅工
艺画，都是她和女儿共同完
成的手工作业，树叶标本画、
贴布画、铅笔屑画，生动有

趣，浑然天成，镶在框子里，
就是打开童真的窗口。

阳台更是别出心裁，顶
部的吊顶镶嵌着几大块水银
玻璃，有墙的那面挂着参差
不齐的多肉盆栽和吊兰、绿
萝，阳台一角是张木几和一
把摇椅。仰头望去，不知道是
人在镜里，还是镜在脚底。

趁着饭菜没熟，我窝在她
家宽宽的沙发上看书，因为电
视的背景墙就是一面书柜，电
视无非是其中的一本大书。

午饭是白饭配土豆炖
肉、韭菜炒豆腐干，她拆开一
瓶西红柿辣酱，端了一小碟
芹菜煮花生，全部是手工独
家制作，再没有比这可口了。

她和丈夫都是工薪阶
层，尚没有能力买车，生活并
无名牌，女儿上的不是名校。
可是他们之间随时会心的微
笑、干净舒适的小家，时时刻
刻透着一种小日子的甜美。
她说：“饥能食，冷有衣，睡有
屋，就是幸福了。何况我们还
有稳定的工作，家人能相互
体谅关怀，小日子足矣。”

小区门口有家菜店，老
板是一对外地来的年轻夫
妻，男主人清晨就去进菜，女
主人要照顾两个孩子，紧张

而忙碌。可是这家不像其他
店铺，一股子烂菜叶的味道，
人一多就无从下脚，而总是
保持干净整洁。菜店明确划
分开蔬菜区、肉蛋小菜区、调
料区，货物摆放疏密有致、有
条不紊，便于挑选。一大早进
菜回来俩人就迅速开始分
拣，不但烂叶、泥土全部清
掉，而且小葱、韭菜等菜品还
要择掉外皮，茄子、西红柿、
西葫芦都被仔细擦拭，所有
蔬菜光鲜亮丽地躺在蔬菜筐
里，由不得你不喜欢。

去买菜，人不多的话，小
两口就会和你有一搭没一搭
说几句。情人节那天去买菜，
我看见收银的桌边放着一枝
玫瑰，不禁问道：“大妹子收
到玫瑰了啊！”女老板的脸顿
时飞上了红云，羞涩地笑了：

“咱也浪漫一回。起初我说买
玫瑰，他差点要送我一朵西
兰花。”

所有买菜的人都跟着笑
起来，忽然觉得这日子格外
细腻快乐。

其实，人生最快活之事，
不在于惊天动地，不在于波
澜壮阔，平常之人，莫过于过
着自己舒心安逸的小日子，
安安静静，自在淡然。

小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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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一直认为母亲是偏心的。
我们家三个孩子，我是老二，上

有姐姐下有弟弟。家里好看的衣服先
给姐姐，好吃的东西也先济着弟弟，
我总觉得自己是母亲最不疼爱、不
牵挂、不喜欢的孩子。因此，找工作
时我自作主张没有回老家，而是选
择了远离。即使姐姐在电话里说起
母亲对我的牵挂，我也不是很相信，
只觉得母亲有些虚情假意。假期回
老家，我赌气似的把东西塞满了车，
仿佛要告诉母亲：即便你不疼我，我
也对你好。

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老
了，种不动地了，自然是指望孩子。我
们三个虽然没有明说每个月给父母
多少赡养费，但是，每个人都是尽心
尽力地给，在保证父母衣食无忧外，
还会有结余，让两位老人心里踏实。
姐姐每天都会在晚饭后溜达着回父
母家坐一会儿，陪父亲说说话，听母
亲唠叨唠叨。家里的青菜肉蛋之类，
都是她顺便带回去。弟弟呢，虽回去
得不那么频繁，但家里的一些大事全
靠他，每年取暖用的煤，他按时送过
去，那些老亲戚的走动也是他的事。
我虽是工作、生活在省城，但我这个
靠工资吃饭的人，在经济条件上却不
如县城里的姐姐和弟弟。可是在对待
父母的赡养问题上，我却没有丝毫的
马虎，总觉得父母平时由姐弟照顾，
我当然要在钱财上尽量超过他俩，图
个心理平衡。

父母是闲不住的人，在院子里种
了不少东西。夏天的黄瓜、茄子、豆
角，秋天的扁豆，冬天的芹菜、白菜，
这些菜自家吃不了，再带到集市上卖
个十块八块的，图个开心。每年收入
最多的，当是春天的小苗，茄子苗、辣
椒苗，这两年还增加了黄瓜苗、苦瓜
苗。每年那几平方米的地都能卖两三
千块钱。假期我们带着孩子回去，母
亲都会从枕头下掏出一百两百元塞
给孩子们。

前年，我回老家，父亲带着孩子
出去买零食。母亲悄悄把我拉进卧
室，小声问我有没有钱花，她有钱，要
送给我。我连忙拒绝，说我的钱够花。
可母亲还是一边神秘地笑着，一边解
下腰带。她的腰带是一块宽宽的红
布。她把腰带平铺到床上，用那只能
动的手把腰带的一端打开，然后提起
腰带的一头，抖擞了一下，里面哗啦
掉出一卷一卷的钱来。她说怕丢了，
就把钱放在腰带里，天天绑在腰间。
母亲很兴奋地说，一卷一千元，一共
攒了十卷。这些钱用橡皮筋紧紧地捆
扎着，真不知道母亲用一只手是怎么
做到的。我双手颤抖着，把一卷一卷
钱打开。那些钱因为天天被母亲拴在
腰里，变得很潮、很软，有的都粘在一
起。面值最大的是一百元，最小的是
五元。我知道那是过节时我们给她
的，她仰仗父亲对家里的钱没概念，
就把一部分悄悄藏了起来。

看到那些潮湿的纸币，我很心
酸，眼里一直是潮潮的，守着母亲我
没让眼泪掉出来，并装作轻松的样子
与母亲打趣。母亲嘱咐我，这些钱对
谁都不能说，包括姐姐和弟弟。我想
当年她给姐姐买衣服时，也是这样骗
我的吧。为了让母亲开心，我收下了
那些钱。晚上去姐姐家睡觉时，我还
是把钱交给了姐姐，让姐姐替母亲存
着。

以前，每次放假前夕，母亲都会
打电话问我回不回家，我说不一定，
我怕我万一回不去，她会很失望。去
年的一个节日，我因有事未能回去，
母亲在姐姐面前念叨，姐姐看她失
望的样子就劝慰她，说我现在正是
操心孩子的时候，很累，要母亲体谅
我。本是劝慰的话，母亲当了真。自
此以后，母亲从未提过让我回家的
话，每次在电话里还对我说，她和父
亲在家里挺好的，如果我忙的话就
不用回去了。

□郑云霞

偏心的母亲

【家事直播】

【围城春秋】

舌尖上的善良
□郑春柳

父亲与母亲相识相爱
三十多年，我们生活于他们
温暖的屋檐下，，却未曾深
深地体味他们相依相守的
情感。

小时候，因为兄弟姐妹
年龄靠近，一起上小学又一
起上中学、大学，所以真是
钱到用时方恨少，一家人只
能勒紧裤腰带度着岁月。很
长一段时间，我们的餐桌上
除了青菜还是青菜，偶尔母
亲做出点新花样，父亲都赞
不绝口，有时候是鸡蛋配上
青菜，经过油炸后成为另一
种食物，有时候是面粉青
稞，现在忆起来，那种味道
不能说难吃，但也称不上好
吃。虽然父亲是个对吃要求
极高的人，但我从来没见父
亲摇过头。

1999 年，父亲生意失
利，家中条件更加困难，虽
然此前日子过得并不优越，
但至少没有外债，而今却背
负了一身债务。母亲不言不
语，矮个子的她渐渐学会了
各种家务活，一直到现在，
我看见母亲那伸不直的双
手时总是忍不住流下眼泪。
那时候她从来不抱怨父亲
的失利，也不抱怨生活的变
故，只是越发努力，听到父
亲自责时，她甚至还开导
他：“谁的生活能一帆风顺
呢？”

后来我们渐渐长大，到
大城市读书工作，吃过无数
的山珍海味、美味佳肴，任
何一种口味都比母亲煮的
菜要好，我甚至好奇地问过
父亲这个问题，他只是笑
笑，什么也不说。直到我们
都有了自己的家庭，为了柴
米油盐或者丁点小事开始
唇枪舌剑时，才知道，爱情
的持久有时候只要保留着
舌尖上的善良便足矣。

父亲对母亲并不高超
的厨艺赞不绝口，保留舌尖
上的善良，是为让母亲在那
样的年月里还能认真地把
日子过得富有激情；而无论
父亲在事业上遇到什么样
的困难，给家庭带来什么样
的困境，母亲依旧保留着舌
尖上的善良，让父亲没有后
顾之忧，勇敢地带着我们一
起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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