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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页PPT能挽回爱情吗？
■武华民

老公的爱情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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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我拿出记账本，打算把家里这一年的账单

好好整理一番。

正当我按着计算器，在本子上写个不停时，老公

走过来，手里拿着一个记事本，对我说：“老婆，我看你

平时喜欢做生活账单，我也效仿你，就做了一份爱情

账单，把平时忘记做的事情记下来，时刻提醒自己去

做，你看怎么样？”我凑过去一看，上面写着：下班后，

和老婆一起做饭；老婆过生日时要有蛋糕和玫瑰，老

婆说这样才有仪式感；老婆洗衣服时，帮她一起洗；老

婆心情不好时，要陪她聊天，开导她，不能自顾自地玩

手机；天气好的时候，和老婆一起去郊游……看到这，

我“噗嗤”一笑，列得还真详细，就是不知道能否做到。

晚饭后，老公在书房里玩游戏，我去阳台洗衣服。洗

到中途，我发现有双鞋子还没洗，就冲老公喊：“帅哥，

快帮我把鞋柜里的脏鞋子拿过来！”书房里传来老公

的声音：“等一会儿，我这局游戏马上要结束了。”我正

想发火，没想到老公手里提着脏鞋子，出现在我面前，

笑着说：“老婆，你在洗衣服啊，我来帮你洗鞋子吧？”

怒气顷刻间消失，我纳闷地问：“你不是说要等会儿

吗？怎么这么快就过来了？”老公说：“我把爱情账单

贴在电脑屏幕前，刚回你话时，不自觉地扫了一眼账

单，看到上面写着要陪你洗衣服，就条件反射地扔下

游戏，去拿鞋子啦！”

有一次，我工作中犯了个错误，受到领导严厉批

评。下班回到家，我垂头丧气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一言不发，也没心情做饭。老公见了，走进厨房忙活

着。一会儿工夫，一碗热腾腾的面条端到我面前。老

公一边吃着面条，一边开导我，我的坏情绪很快消失

了。我不禁问老公：“上次没看到你的爱情账单上写，

要在我心情不好时，做饭给我吃啊！”谁知，老公神秘

地一笑说：“那是我后来想到的，就加了上去。我的爱

情账单，一直在增加新内容呢！你不信去看看。”

我拿来账单一瞧，上面果然增加了不少内容。看

着看着，我感到脸上火辣辣的，我想我也要列一张爱

情账单了。

为爱付出，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

周末健身时，朋友谈起了他发小夫妻俩的情感经历，
引起我的兴趣。发小和他的妻子经人介绍相识，经过一段
时间的熟悉后，两人携手进入了婚姻的殿堂。但是，婚后
不到两年，妻子就整天闷闷不乐，没多长时间，就有了离婚
的想法。可发小不想离婚。发小在网络上找到一家情感
挽回机构，支付了5800元后，机构给他安排一名情感老师
一对一帮助他。之后的两个月里，情感老师每天和发小通
话一小时，教如何制造浪漫，传授各种搭讪技巧，仅PPT教
案就有80多页。

不料，妻子还是坚持和发小离了婚，发小为此很郁闷。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朋友分析说，这位妻子如果在意她
的丈夫，8个字就能挽回；如果不在意，80万字也没用。他
很想看看这80页的PPT，都教会发小什么了？

解铃还须系铃人。发小妻子婚后一直想离婚，说明夫
妻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了，需要好好沟通，做出相应的调
整，而不是舍本逐末，搞什么华而不实的动作。妻子坚持
离婚，显然是对丈夫彻底失望了。

听着朋友的介绍，战友孩子方文的事浮现在眼前。方
文在某上市企业工作，待遇好，令人羡慕。经人介绍，方文
认识了在银行工作的朱丽。两人一见钟情，两年后登记结
了婚。小夫妻新婚燕尔，感情深厚，羡煞了旁人。

去年，方文被公司派到国外进修。丈夫出国后，朱丽
就不高兴，电话里甜言蜜语少了，争吵多了。前不久，朱丽
一纸诉状告上法庭，请求解除两人婚姻关系。

答辩状令承办法官感动。在诉前调解中，法官释明双
方分居时间短，未达到法定离婚条件，且答辩状至情至性，
足以看出双方感情基础较好，劝说朱丽能再给丈夫和自己
一次机会。

看到丈夫长长的答辩状，朱丽的心逐渐软下来。其实
她也不想结束这段婚姻，但是聚少离多，让独自支撑生活
的她看不到希望，才动了离婚的念头。如今丈夫愿意为爱
而改变，回到自己的身边，她也就选择了原谅。

我年幼时，父亲为了养活一家人，除了脸朝黄土背朝天去土里刨

食，他还常常去建筑工地上打零工，干抬石子、挑砖头、拌沙灰的体力

活来赚钱贴补家用。母亲心疼父亲做苦累活，总想让他早饭吃好一

点。煮米饭，不合父亲的口味，他嫌一大清早吃米饭，太干。那年头，

自家没有保温水杯，工地上也找不来水喝。光熬点稀粥给父亲，又没

有咬嚼，不消一时三刻，腹中空空。母亲一心想让父亲吃上有稀有

稠、有一把力气好使的早饭。

家里几只面粉口袋里装的就是母亲的主意。面粉袋子里分门别

类装着小麦面、碎米面、糯米面，做面饼子耗面粉又忙人，若非逢年过

节或者来亲到客，谁家主妇也舍不得做面饼吃。母亲有她的灵窍，她

从碎米面口袋里舀了半碗碎米面，加些水，倒上一勺豆油，用筷子搅

拌成黏稠的糊状备用，她打算在粥锅里下豆油面疙瘩。

灶下添柴火把粥锅烧滚开了，用小勺子去舀面糊，勺头上沾上一

道面就好，把这勺头上的面团揣到沸粥里去，面团就变成了疙瘩跌落

到粥锅里。不一会儿，面疙瘩就像一群活泼的小鱼儿上下游窜在粥

锅里，接着使大火继续熬粥，粥锅又一次咕嘟着沸腾开来，粥和面疙

瘩都好了。母亲连粥带疙瘩盛上一碗给父亲凉着，等他刷完牙洗完

脸来吃，不冷不热，正好。

隔日，母亲会换了一种面来做面疙瘩，换成小麦面，一样是面疙

瘩，但口味与先前吃过的碎米面疙瘩分明是两样的，碎米面疙瘩吃在

嘴里有粗粝感，亏得有豆油香作底子，才显得有滋味。小麦面疙瘩则滑爽柔韧

有筋道，有咬嚼，吃起来比吃馒头还爽口厚实。

母亲还会舀了糯米面来给父亲做早饭吃食，糯米面不做疙瘩，是做油糍来

吃。我不能确定这吃食名字的正确写法，只是从母亲嘴里听得这样念，问她这

“糍”字怎么写？不识字的她如何能回答我？查《现代汉语词典》，我发现“糍”

字词典上也没解释，只组一个词语，糍粑，解释为把糯米蒸熟捣碎后做成的食

品。母亲做的油糍，是用糯米面粉来制作的，与词典上说把糯米蒸熟后做糍粑

不是一回事。后来，我翻袁枚的《随园食单》看到脂油糕一则，倒是糯米粉做

成，但脂油糕的做法也不同于油糍，脂油糕是用纯糯米粉拌脂油，放盘中蒸熟，

加冰糖捶碎，入粉中，蒸好用刀切开。

母亲做油糍，把大铁锅烧热，倒入菜籽油浇锅，用菜籽油把锅里整个涂抹

一遍，把盆里一大团的糯米面放进锅心里，用铲子压着它们往边上散开去，形

成大大的一块。灶下使小火开始摊煎，直到煎成底面变黄变脆，再用铲子翻个

面，另一面接着煎，等到两面的面饼都变成了金黄色，铲子戳上去又硬又脆，就

可以装盘了。油糍的口感是脆甜软黏，对喜欢吃黏食的人来说油糍是既方便

又可口的吃食。

许多年后，我母亲有了一点钱，又有了时间，早饭配粥吃的点心，她不再做

最简单方便的面疙瘩和油糍，她会煮南瓜，做南瓜饼；挑荠菜，切猪肉做猪肉馅

的荠菜大圆子；割韭菜、切牛肉丁，做牛肉韭菜馅的春卷……每每母亲问我们：

“好吃不好吃？”我们大快朵颐地连连点头，她的喜悦里又含了一些惆怅，她说：

“你们爸爸吃不到了，他没福啊！”

父亲没来得及吃上一口好的，就去世了，他这一辈子只吃过简单的早饭！

四月下旬，我曾三次打电话给李春碧老师，可始终无人接听。我

心中纳闷，平常只要一打电话，他都会立马接电话。“难道是他生病

了？”这是我最初的疑问。6月6日，我在图书馆见到胡女士，当我提

及李春碧老师时，她说李老师已在4月16日走了。听此噩耗，我心

里一阵酸楚，恍惚间走出图书馆，一路上，脑中满是李老师的身影。

知道李老师的大名是从报刊发表他的文章开始的。起初我以为

是女性，直到有一次到县广播电台，从播音员那儿得知其是在教育局

工作的男性公务员。2001年在一次县举办的征文颁奖会上，我们终

于见面相识。经过交谈，原来他从师范毕业后就开始了教师生涯，直

至升任县教育局成教办主任。我还了解到，他在中学时期就钟爱文

学，正是这种爱好，伴随了他的一生。几十年来，他笔耕不止，以渊博

学识，写就了数千篇文稿，在国家、省、市、县级报刊发表，获奖无数，

其中《试论乡镇成人教育中心学校的性质作用和发展趋势》等三篇论

文获省、市二等奖，散文《老牛》获全国超短文学创作优秀奖。

自此以后，我关注并留意起李老师。他写的文章，大多短小精

悍，既有浓厚乡土特色，又有行云流水隽秀之美。1997年李老师退

休后，仍然坚持看书和写作。他说，这不是为了名和利，而是多年来

养成的一种习惯、一种精神生活的乐趣。

图书馆电子阅览室于2018年开放，李老师最早报名参加电脑学

习，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为日后写作和发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020年的一

天，在图书馆遇见李老师，他手提装着文稿和学习资料的手提袋，准备到电子

阅览室去。坐在电脑桌前，他一边娴熟操作，一边告诉我电脑的好多用处，几

分钟时间，他将已写好的文章，轻击键盘，很快发出去了。他嘿嘿一笑，“这东

西到底比我们过去寄信方便多了，又快又省时。”

每次与李老师交谈，都是围绕写作的体会和感想。他说过，写文章贵在

真，特别是结尾处，首尾贯穿，最体现作者驾驭文字和高度凝练之水准。读他

的文章，既是学习又是一种享受。

去年12月中旬，我打电话问候李老师，他说等一会我们图书馆见。在见

面的那一刻，我发现他咳嗽不止，他说老毛病了，吃点药就好了（其实那时李老

师旧病复发，这是后来我与其女儿交谈时得知的）。他这样对我说：“唯有读

书、写作，才是我人生的最大乐趣。人到老年，不求‘书中自有黄金屋’，只求读

书添乐心不老！”不承想，这番话竟成了李老师留给我的最后遗言。时隔四个

多月，他就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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