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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来无事，去逛早市。人声鼎沸、活
色生香的氛围总给人强烈的生活质感。
我兜兜转转，不但发现风光无限，还有
高人辈出。

远远地看见红绿搭配鲜亮抢眼的
辣椒们排排坐着，姿势十分喜人。我挪
不开眼睛，走上前和胖胖的女老板寒
暄：“你这辣椒辣不辣啊？”女老板笑容
可掬，用和她身材极为匹配的大嗓门招
呼我：“说吧，你想要辣的还是不辣的？”
原本只是被漂亮外观吸引的我略一犹
豫：“那就，辣的吧。”“我这个辣椒，你拿
回去，想让它辣它就辣，不想让它辣它
就不辣。”“大嗓门”超自信。“这么神奇？”

“这还不简单？觉得辣得够呛，是你吃辣
还欠点；觉得辣得不够，那就是你还真
能吃辣！哈哈哈哈！”“大嗓门”自己已是
乐不可支。这逻辑推理，敢情辣不辣责
任全在我。收获了辣椒和知识的我满意
地离开，“大嗓门”的神告白还响彻耳
畔：“我说，辣你就当佐料，少放；不辣你
就当主菜，炒它一盘！”哇，好有哲学功
底！

又见一清瘦而矍铄的老人卖鸡蛋、
鹅蛋，一看就是自家产的，摆几个小箱
子，数量不多，脏兮兮的却透着天然。几
位女同志挤着争先恐后地挑拣，我看挺
热闹的也凑在跟前儿。一位看上去极为
端庄的女子，扯下一旁的袋子小心翼翼
地往里放鸡蛋，老人一边手舞足蹈地给
另一个买家介绍他的鹅蛋如何如何，一
边骄傲地说，“鸡蛋7毛一个，这可是满
院子跑的鸡下的”。端庄女子很快挑完
鸡蛋，嘟囔着说：“这袋子这么小啊，呶，
20个，收钱吧。”老人眼睛不眨地快活收

钱。小本买卖好粗放啊，我在一旁好奇：
“您不再点点数吗，这可是自己拾自己
数的啊。”老人消瘦的脸堆起满满笑纹，

“都图新鲜买不了多少，随来随买，自己
数准了就行。”说话间老人又将头转向
询问鹅蛋的买家。端庄女子并未起身，
迅速又拿了几个鸡蛋放进袋子，迎着我
的好奇注视莞尔一笑：“我看袋子里还
能再放几个。”旋即起身优雅地走了，我
心生诧异：她不是付完钱了吗，还能再
放几个这啥意思……这什么人啊，郁
闷！还是以实际行动支持下蒙在鼓里的
老人吧，我让老人家帮我捡鸡蛋。突然，
只听见“砰”的声响，循声望去，远处端
庄女子正沮丧地看着坠落在地的鸡蛋。
心中突感轻松，一回头发现老人嘴角有
意味深长的笑意，难不成老人有所觉
察？我决定一探究竟。“人这么多，您事
先清点好了一堆一堆放这儿多好，又快
又不容易出错。”老人摇头：“不行，大家
就喜欢自己挑拣。”“你就不怕有人多拿
您几个啊。”老人挠挠脑袋：“哪个多拿
我还是有数的。”我小声问：“有玄机是
吧。”见我又诚恳又热切，老人也一吐为
快，“好吧，告诉你吧，大家都喜欢现吃
现买，一周的量20个居多，所以我备的这
袋子放20个以内恰好，要多一些的，我会
再拿别的袋子装。所以，这个袋子如果
放多了……”老人不再言语，眯起的眼
睛望向刚才发出响声的方向。我秒懂。
那么，问题来了，是用“狡黠”还是“聪
慧”二字作为这位老人的前缀呢？

一路走来一路看，眼界大开、心情
大好，暗叹：果不其然，大隐隐于市，高
手在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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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问妈妈

┬高 寒

我和父母生活在济南，姥姥在淄博。每个假期，我都和妈
妈尽可能地赶回去看望姥姥。姥姥见到我们很高兴，张罗着
买水果，又忙着做好吃的。每当这时，妈妈总是搀着姥姥的胳
膊说,妈，你别忙活了，让我来。这个周末，我和妈妈又回去看
望姥姥，妈妈照例不让姥姥忙活，可姥姥叹气说：“唉，老了不
中用了，孩子们回来看我，我什么都不能帮孩子们做了！”看
着姥姥闷闷不乐的样子，我和妈妈都沉默了。

第二天一大早，姥姥就起来忙活了，她要给我做打卤面
吃。妈妈见状，赶紧进厨房帮忙。姥姥戴着老花镜，弓着身子
站在案板前切豆角。姥姥忙活一会儿，就直起身子休息一下，
擦擦汗，然后再继续切菜。看到这儿，我赶紧上前搀住姥姥，
让姥姥回客厅休息。我说，姥姥，你不用“亲自”动手了，你可
以指导我和妈妈干活啊，我特地把“亲自”二字加重了语气。
姥姥听后点了点头。“妈，只炒豆角吗，还放一个西红柿吗？”

“姥姥，咱们吃龙须面还是荞麦面？”我和妈妈轮番上阵“咨
询”姥姥，姥姥也乐呵呵地一一回答。在姥姥的指导下，这次
的西红柿豆角打卤面做得特别好吃，我吃了满满一大碗，姥
姥表现出很高兴的样子。

我和妈妈终于找到了让姥姥高兴的“诀窍”，于是不论大
事小情，我们都要回家问姥姥，姥姥总是认真地回答。看着姥
姥认真的样子，我的心里也乐开了花儿……

这个五一，我打算和几个好朋友一起去长白山游玩。回
家兴奋地同妈妈聊起了旅游攻略。听我说完，妈妈只淡淡地
说了一句，“在你上幼儿园时，妈妈就带你去过。”一时语塞，
从未听妈妈谈起，记忆里也是一片空白。妈妈说那年你四岁，
小姨要去长春探亲，妈妈就带你一起去了。到长春以后，你天
天闹着出去玩，妈妈就带你去看长白山瀑布和大峡谷了。你
嫌累不愿走路，妈妈一直背着你玩，后背和肩膀痛了好几天。

我静静地听妈妈说完，不知道为什么，一种异样的感觉
涌上心头。我和最最亲爱的妈妈之间，竟然潜伏着无数盲点。
不知道从何时起，我总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与妈妈的共同语
言越来越少。每当妈妈同我谈起小时候的事情，我总是不耐
烦地打断妈妈：“妈妈，别烦了，我都听你讲过N遍了……”我
急切地想投身外面的世界，要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我想得
到领导的肯定、同事的认可、朋友的信任……我急于想要证
明自己，在意外人对我的看法，却恰恰忘了，无论我做什么，
背后总有一双关切的眼睛——— 那是妈妈的眼睛啊！

还好，一切还来得及，让我们赶快跑回家，去问妈妈……
“妈妈，带我和姥姥一起去看长白山好不好？”四岁的儿

子拉着我的手，热切地等着我的回答。我忙不迭地点头，湿了
眼眶……

网上淘来一个家插图/巴巴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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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小刘几乎每天一上班就数落
她的极品婆婆，闻者只能随声点头表
示理解。其实，只要婚姻不解体，婆媳
关系就还得继续，外人自然是少掺和
人家的家务事为妙。要是说小刘不对，
小刘肯定不高兴；要是和她站在一条
战线说她婆婆不好，这无异于火上浇
油，做人不能不厚道。

同科室的王哥见小刘每天上班必
然先说她婆婆一顿，终于打破了沉默，
很委婉地讲了他是如何处理他家婆媳
矛盾的事情。

原来王哥的母亲脾气火暴，王哥
的妻子也是直肠子，一家人住一起，不
可能不发生摩擦。一次，婆媳之间因为
一点小事翻脸，婆婆说了儿媳几句，没
想到儿媳也不示弱，和婆婆争吵了起
来。

王哥下班回家发现家里火药味十
足，问母亲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王哥
先安慰母亲，他故作生气状，替妻子承
认了错误，承诺一会儿回房间一定狠
狠地批评教育她，希望老妈不要和儿
媳一般见识。王哥这么一说，母亲气消
了不少，还叮嘱儿子，别跟自己媳妇吵
架，有话好好说。

王哥回到自己房间，看到妻子还
在生气，就语重心长地说，老妈年龄大
了，人老了，思维就和孩子一样，你不
要生老人的气。又夸奖自己妻子有文
化，素质高，娶了她真是自己上辈子修
来的福气。刚才他把道理跟母亲一讲，
母亲立马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想过来
给儿媳道歉，他没让母亲来，他知道自
己妻子不会度量那么小……

妻子听完笑着骂他：就是你那张
嘴，编吧，不过也难为你了。

王哥说，其实，母亲和妻子都知道
他在两头买好，但家庭矛盾没必要非
得上纲上线，弄出个孰是孰非来。婆媳
矛盾最忌讳让外人当裁判，家务事最
好是关起门来自己解决。

大家听完，都赞同王哥的做法。婆
媳矛盾激化，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夹在
她们之间的这个男人不会处理事情，
婆婆和儿媳之间的是非，最想得到儿
子的裁判，如果儿子不能很好地化解
矛盾，必然导致两个女人到外面诉苦，
以得到他人的同情甚至支招。而外人
的支招，因为不了解内情，只听情绪化
的一面之词，多半可能让矛盾越“说”
越尖锐，婆媳关系越处越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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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华

好不容易买了房，可手头的钱却越来越紧，装修的事
有些难办。我和老公工作都忙，哪里有时间监工、逛街、砍
价？总不能因为装修把工作辞了吧，那房贷还得供呢。“老
婆，这点小事，你做主就行了啊！”老公干嚎了一声夺门而
去，上班挣“银子”去了。

装修是小事吗？可那人早已溜之大吉，我只有打开电
脑，搜一下别人的装修经验，或许能找出什么办法来。真没
想到，这一搜吓我一大跳，没想到地板现在都可以在网上
买啊，其他的什么灯具和壁纸就更不用说了。

晚上和老公商量了一下，觉得在网上淘东西最好，我
们可以晚上淘，白天只需要收货，然后交给装修工人。当
晚，我们便在网上淘了许多东西，第二天周末，正好请工人
到新房开工，刮防瓷和墙漆，再铺上地板，装上厨房和洗手
间，装修基本就算结束了。

至于想像中豪华气派的电视背景墙不做了，在网上
买了芦苇帘子回来一挂，既环保又有野趣。玄关处，本来想
做成拱形的，再装上彩灯，摆上艺术品。可现在不要了，请
网上的一个店家给我寄来漂亮而剔透的珠帘，咱家也有
一帘幽梦啊！至于墙上的装饰画是必不可少的，但那是我
从网上买来十字绣亲自绣的，既有油画风格，又有绣品的
精致！

最喜欢的要算是卧室了，床头那面墙的墙纸是从网
上精挑细选的，尤其那榻榻米式的床，不但时尚大方，而且
老公再也不担心睡觉不老实的我会滚到床下去了。还有
床边的那个小秋千椅，老公在网上淘了一个上午专门给
我买的，半躺在上面，抱个笔记本写稿，灵感便如潮水般滚
滚而来。

儿童房更不必说了，那简直就是个恐龙的世界，有密
林，有小恐龙，还有吊床，当然，也是从网上淘的。

当我们这个小家终于完工的时候，朋友们过来聚餐，
个个瞠目结舌，之后又惊喜万分。“你们不天天上班的吗？
什么时候去买来这么多东东？”他们一边惊叹一边疑惑道。
我和老公得意地说：“现在什么时代啊？手指网上一点便可
淘回一个家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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