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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舒 天

宁哥是我的侄女，宁是名
字，冠以“哥”的尊称是因为她透
着一股女汉子气。

宁哥马上就要高考了，标准
的“高三狗”一枚。她的日常作息
还算规律，没有起五更爬半夜
的，因为人家学习上一直是个自
觉自律的孩子，所以家里也没有
督促叮嘱唠叨等高压态势。但不
得不说，这一打上“高考”的柔
光，气氛就是那么与众不同。

早在几个月前家人就达成
了共识，“高三狗”至上，上至爷
爷奶奶，下至读5年级的弟弟，高
考前一律以无限温暖无限包容
的胸怀与宁哥相处，无条件和颜
悦色地示之。

众所周知，“高三狗”们有个
百日誓师大会，宁哥的学校也是
相当的重视，活动搞得如雷贯
耳、感激涕零、斗志昂扬，列席参
加的我哥也就是她爸被庄重的

气氛所感染，率先垂范，激动地
宣布同步百日忌酒，目前来看，
坚持得还算不错，宁哥表示相当
满意。

5年级的弟弟正是活力四射
的年纪，姐弟俩免不了小小的交
锋。一次，两人起争执，我出面调
停，一面笑容可掬地给宁哥说

“大人不计小人过”，转脸给弟弟
说“好男不和女斗”，弟弟一时忘
形，做着鬼脸补刀：姑姑早说了，
给你攒着呢，等你考完了算总
账！我忙拉起弟弟，用宁哥钟爱
的宫廷剧中的做派补救：皇上，
您歇息吧，臣等告退！宁哥立即
笑逐颜开。

宁哥的情绪还是有些波
动。主要是危机意识过强，自信
心不足。她的成绩一直在年级里
名列前茅，正常发挥的话考个一
本妥妥的。但她有时会过于悲
观，略带忧虑地跟我讨论，若啥
也考不上，会是怎样的人生？我
就跟她振臂一呼：条条大路通

罗马，谁知道哪块云彩会下
雨！她哭笑不得，转而以逗比
的姿态接招：姑姑，你知不知
道，有人就生在罗马！

看宁哥伏案奋笔，看她揉
着惺忪的睡眼，看那满满当当
的书卷和“两点一线”的匆匆
步履，甚是欣慰，紧张的节奏
下，宁哥淡定地说：只有生活
才会告诉你怎样生活吧。看她
忙里偷闲地瞅瞅电视剧、瞄瞄
娱乐节目，恋恋不舍又心虚讪
讪的神情，特别搞笑，宁哥自
我解嘲：我的青春我做主都是
骗人的，青春总有些无奈。好
吧，懂得辩证看问题的宁哥，
你赢了。

宁哥，何以解忧，唯有姑
姑。彪悍的高三无需解释，作
为永远的闺蜜，老姑不给你营
养鸡汤，不给你醍醐灌顶，就
给你当下的快乐与开心，陪你
共同度过这段难忘时光———
爱你，加油！

文/董国宾

我家有本慎言簿，每月最后
一个星期天，四世同堂的我们家，
都会组织所有家庭成员，进行每
月一次的集中学习和讨论。家庭
会议上，每个人都把自己有关慎
言的学习心得和体会，写在我家
的慎言簿上，然后大家相互来监
督。

我家的慎言学习活动，每
次都开展得有声有色。爷爷年
近九十，耳朵虽然有点聋，但说
话还是大嗓门。一说起慎言来，
他情绪就有些控制不住。那次
三弟在外和别人打架，还出口
伤人，有时他还在人群里说些
不和谐的话，弄得一些不明真
相的人，也跟着乱起哄。爷爷气
得直跺脚，高着嗓门喊了一句，
狠狠“处理”。结果三弟被父亲
体罚了一顿，还关了一周的“禁
闭”。从此，我们家就有了有关
慎言的集中学习和讨论。爷爷
常在学习日上摆着手讲，每个
家庭管理好了，国家也就好了。
奶奶也抢着说，咱要宣传正能
量。

父亲去书店买了一本《慎言
集训》，里面有明代敖英的慎言名
句，我家的集中学习会上，父亲一
边大声宣读，一边一字一句作解
释。每读到要害处，父亲都会朝三
弟狠狠瞪上几眼。父亲读“戒轻
言，戒杂言，戒戏言”，还读“戒恶
言，戒谗言，戒轻诺之言，戒卑屈
之言”，接着就立规矩似的向我们
解释道：“说话万不可不知轻重，
更不能无礼中伤，在背后说别人
坏话攻击别人。也不可低三下四，
做事和说话有失尊严。”父亲还
说：“这些慎言警句，是古人留给
我们的一笔财富，现在虽是信息
时代，可这些东西不能丢呀。”父
亲讲完，全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学习活动快结束时，每个人都在
我家的慎言簿上，写下了自己的
心得和感受。大哥写道：“和谐路
上须慎言。”三弟写道：“乱言是
祸，要三思。”慎言簿上，每个人的
字迹都很工整，都是一笔一画写
上去的。

又一次学习会上，当我们
学到“言贵和气，言贵养心，言
贵诚实”时，大哥按捺不住了，
一本正经地说：“慎言谨行乃处

事之本，与人交往，贵在和。现
在全国上下都致力于经济建
设，每个家庭，每个人都应心力
合一，传递正能量。”大哥刚一
说完，就博得一片掌声。母亲插
话说：“说得好啊，今后我们家
就对照着去做，说到做到。”大
家发完言，小侄子也在我家的
慎言簿上，歪歪斜斜地写下了
自己的心得体会，第二天就拿
出积攒的压岁钱，买了一个漂
亮的拐杖，送给了邻家老奶奶，
于是我们家漾起一片喝彩声。

家庭学习讨论会，就这样如
期进行着。可突然有一天，我们家
好像又出了点问题，一个陌生人
急匆匆找上门来。父亲一把揪出
三弟，正要问明原因，那人开口说
话了。他感动地说：“那天我的老
爸突然在半路上晕倒，幸亏这位
小弟及时送去医院，还帮着给交
了押金。”那人看了一眼父亲，又
说：“当时我们都不在，你家小弟
在医院陪护了我老爸一整天，我
们才从外地赶过来。现在我家老
人得以康复，我代表全家向您表
示感谢！”父亲眼前一亮，瞧着三
弟，嘴角上露出一丝笑容。

我家有本慎言簿

熊样子
四岁的儿子都是他妈妈送去幼儿园。这天早上，儿

子却让我去送他。
我不解地问：你又想买什么？
儿子抬头说：爸爸，不买什么。我们老师昨天说，想

看看你是个啥熊样子，能生出这么个淘气的儿子！
——— 李兰弟

好办法
我在一家公司当销售员，最近这些日子忙得不行。
昨天，我又跑了一整天，回家后，我边照镜子边对老

公抱怨：“整天这样跑，我都要长皱纹了，很快就老了！”
这时，一旁的儿子对我说：“妈妈，那你就让奶奶去

跑吧，反正她已经老了！”
——— 扶 贝

咋这么黑
小妹年近三十，还未出嫁。她本人不急，家里人却

急，发动所有亲戚朋友给她介绍对象。
邻居张大妈给小妹介绍了个男孩子，说无论学历、

相貌、职业，和小妹都挺相配。我们听了很高兴，希望小
妹这次相亲能够成功。

见面发现，小伙子各方面都不错，就是长得有点
黑。小妹脱口而出：“咋长得这么黑呢？”

没想到那男孩却说：“因为我不想白活一辈
子……”小妹扑哧一声笑了。

——— 魏咏柏

我爸是“省长”
儿子洋洋四岁，读幼儿园中班，活泼机灵，常常干

出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上周末，老婆多年不见的闺蜜从外地来，我们到饭

店为她接风。畅谈中，闺蜜问道：“洋洋的爸爸做什么工
作？”正在大口吃肉的儿子，突然大声说道：“我爸爸是省
长。”此言一出，大家一愣。我有点不知所措，想不明白儿
子怎么弄了这么一词安我头上。

还是老婆镇定，她悄悄地问：“宝贝，为什么说爸爸
是省长？”儿子忽闪着大眼睛，想了想说：“妈妈，我上幼
儿园小班的时候，我爸爸不给我买玩具，能省就省，大
家都说他是最省钱的家长，后来就叫成了省长。”

——— 董 旺

文/苗君甫

单位响起萨克斯乐曲《回家》时，我也开始收拾东
西准备下班。同事约我去吃饭，我说不去了，我要回老
家。同事惊讶地说：“你都没提前打电话，回啥家啊！”

在同事看来，回家提前打电话是种惯例，和父母不
在一个城市的他，甚至提前半月就把回家的日子告诉
父母，大概几点到，大概在家呆几天，都会提前告知。而
我不同，我和父母距离很近，回家不过半个小时的事
儿，从来不用提前打电话。

记得以前，我也是提前预约的。只要我回家，父母
会张罗一大桌子菜，我爱吃的菜一个都不少。我不知道
患关节炎的母亲花了多少精力在厨房里忙碌，我也不
知道高度近视的父亲花了多少时间去准备食材，我只
知道到家之后，像个客人一样，只管享受美食，却从来
不用考虑做菜的过程。更不安的是，一顿饭后，总要剩
下很多菜，对一辈子节俭的父母来说，倒掉饭菜是绝对
不可能的。我能猜到的是，他们把饭菜放在冰箱里，一
顿又一顿地热了吃，甚至连续吃一个星期的剩饭剩菜。

自从那次回家，发现父母还在吃上次的剩菜开始，
以后回家我再也不提前打电话了，我总是在我想回家
的时候直接回去。乡下的老家没有城市里的防盗门那
么冰冷，村庄总是不用落锁的，即便父母不在家，家门
也是开着的，他们并没有走远，也许在西头的大娘家拉
家常，也许在坡下的大伯家下象棋。我并不去找他们，
只管自己做自己的，等他们回来，通常我已经把粥熬
好，把菜做好，虽然不丰盛，但肯定合他们的口味。

更美妙的场景是，父母到家看我不打招呼地回来，
一边“数落”我不提前说，一边起身去加菜。父亲去后院
摘几个辣椒，母亲在门前菜地里摘一把生菜，三人一起
在厨房里洗菜，顺便说说生活中的琐事、工作中的烦
恼。我不再是来娘家做客的客人，我依然是小时候的样
子，可以撒娇，可以放肆，我总觉得那时候的场景是最
美好的。时间走了，而爱依然在；母亲老了，但呵护依然
在；父亲老了，但疼爱依然在。

吃什么菜都不重要，关键是我知道，无论什么时
候，我都可以像个孩子般在他们跟前撒娇，享受疼爱和
呵护，享受温暖和怜惜。我想，回家别预约，家才更有温
度，才更能触及幸福。

回家别预约

【我爱我家】

【家事段子】

【我家家风】

万千宠爱“高三狗”

【家事直播】

插 图/巴巴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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