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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换算，换算爱
■俏 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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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天空

新年要到了，收到文友的新年贺卡。

贺卡上的祝福语赫然写着：读你的每一句话，仿

佛就是在欣赏一朵花。新年快乐，祝愿妙笔生花，文

字之树常青。

捧着文友的贺卡，心里十分惶恐，这个祝福，让我

“压力山大”。

我与文友相交并不多，我们都是2020年度的省

作协新会员，2021年春天参加省作协新会员培训，同

桌、同吃、同住三天时间，加了微信。回到各自工作岗

位后，再无联系，各人忙各人的工作、家庭和生活，且

居一南一北，除了文字，其他再无交集。偶在朋友圈

发点文字，心仪、同频的就点个赞，也不是常点，仅此

而已。

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天交往，也是“一见钟情”，彼

此都是性情中人，都是属于那种平平安安生活、勤勤

恳恳工作、本本分分做人、安安静静写文字的人，朴实

的文字，土得和脚下的泥土一个颜色。但我们都有一

个共同的愿望，泥土乃万物生长之基，我们努力让每

一个落在泥土里的文字都能够开出一朵花来，让经过

的人，即便是不认识也不要紧，不停留也不要紧，但是

如果驻足，如果能看到，希望他们在忽然间心有所动、

有所思、有所悟，然后充满信心继续前行。

记得小时候，能品尝到一样好吃的食品，穿到一

件新衣服，那就觉得太快乐幸福了；现在，人长大了，

感到能做一件正确的事，让别人从中得到快乐，那也

是太快乐和幸福了。

一直喜欢文字和摄影，因为这两件事，都需要文

字背后和镜头背后的那颗心灵里有爱，那只瞳孔里有

光，从心灵里倾泻出来的文字有温度、有爱。通过那

只眼睛对焦后呈现出来的图片展现美、展现光。一直

尝试往这方向去努力，做着这样的修炼。

一句话，如果能是一朵花，那一篇文字，就是一片

花园了；一本书，就是一片大海，生活美、人性美之大

海。

去看妈妈，跟她说话，说我出差学习的事儿。出差
去的城市，恰巧是我从前最要好的同学玲子所嫁的地
方。妈妈知道玲子，年轻的时候我俩好得像一双筷子，
缺一不可。

我细细致致地给妈妈讲：“我从车站出来，下了一天
的大雨，打电话给玲子，接了电话后，她冒着雨开了车，
从城市的最西边跑到最东边的车站来接我。玲子带着
我去喝咖啡，吃炸虾、烤鱼、火锅……”我又颇为惊叹地
给妈妈说：“那城市里的虾跟我们这市场上差不多大，却
要三十块钱一只，三十块，我们这里的市场上可以买上
一斤了！”我说得眉飞色舞，妈妈听得喜笑颜开，她一个
劲夸玲子对我真大方，有情有义！我接着给妈妈絮叨，
玲子邀请我去她家里了，见着了她的一儿一女，女儿九
岁，儿子才一岁，都是初见，我给两个粉雕玉琢的孩子准
备了见面礼，女儿是一个跟读机，儿子给了一个红包。
妈妈听后赶紧问我：“你花了多少钱？”我说：“不多，也就
千把块钱吧！”妈妈爱换算的毛病立刻就上来了，我知道
她心里有只算盘，此刻那算盘正敲得噼里啪啦响。果
然，她精明地来了一句：“那玲子请你吃的喝的玩的那
些，可不是你自己花的钱？”

我一听，笑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当年家里贫困，
妈妈为了扭转家陷穷坑的状况，曾做过卖鱼的小生意，
养成了精明计算的性格。她这样的性格固然有些银货
两讫的好处，但那换算说出来，让人感觉有些刺耳和伤
心。

我渐渐习惯了妈妈的换算，也不再为她的话感到心
伤和羞愧。只是心里明白，很多时候我们不假他人之
手，自己可以做到许多事，比如在陌生城市里一个人去
喝咖啡、吃虾、吃烤鱼……但因为有了玲子，她的约请和
陪伴，使那虾、烤鱼的滋味更美味，我的心里洋溢着友谊
给予的快乐。妈妈养的鸡鸭、种的蔬菜，我当然可以去
市场买来，但妈妈送来的那些餐饭食材里饱含她的爱，
也让我欣慰自己是有妈妈疼爱的孩子。

人情便是，看清了这些换算，仍然愿意一如既往、心
甘情愿地付出或索取，成全和延续对互相的爱。

缘分，往往在心中所想之时会不经意来临。在那大集体年代，

有强劳力，争的工分多，分的粮食也多。那时，我只希望找一个能吃

苦耐劳的对象。

别人给我介绍的对象有好几个，总是不如意。第一次准备给我

介绍的对象，是我初中同学。一日，叔父对我说，村里某干部家有一

个女孩，他帮我问问。叔父那时是村支书，后来问了女孩父亲，人家

因为我家太贫困，没有同意，也许女孩父亲从没对他女儿讲过这事。

后来，介绍过一位小学老师，而且是同校学友，后来成为同事，

想来应该可以成婚的，而且在老师的撮合下，还写过愿意成婚条

约。怎奈我兄弟姐妹多，家庭贫寒，一无所有。加之其他原因误解，

未能成果。

我的初中老师，还将自家小姨子介绍给我，他小姨子是一名幼

师。那日上午8点多到她家，原本打算见下面，然后回家。可是，女

孩竟然去县城看电影去了。无法，一个字：等！这一等，让我既来火

又失望。记得她家那时收了一堆山芋，没有去杂分类，我与师母一

起弄了一天山芋。直到太阳落山，她才回家。我想，这样的女孩，不

懂得为父母分忧，不是我心中所想的对象。后来，师母多次问及，我

都没有松口。

与妻相识，不觉已39个年头。回想39年前，初遇在敬老院，那

日我去敬老院找学生，偶然见到她在与她姐姐磨豆腐。后经其姐姐

与我舅舅撮合，那匆匆一面，竟成良缘。许是前世修的福分，许是今

生无悔约定。初次相识，虽无一见钟情、相见恨晚之感，但我对她印

象特好。

她任凭家人反对，历经千辛万苦，有情人终成眷属。我们相识

两年后，我终于执伊之手，步入洞房，细思不觉已过37年。37年，没

有海誓山盟，唯有默默相守；37年，患难与共，风雨同舟；37年，肝胆

相照，一往情深；37年，妻心有我，我心有妻；37年，相濡以沫，相敬

如宾。

做老师的妻子，实为艰辛。想当年，我身为代课教师，在岗多年，月薪几

十元，难以养家糊口。收入虽微，但做名老师，乃我之梦想；待遇不高，工作量

大，还要精心工作。家中之事，柴米油盐；收割种管，养猪喂鸡；抚育儿女，照顾

双亲；一家重担，全落妻身。万家灯火，我尚看书备课，少了多少卿卿我我；春

光烂漫，忙于教育教学，无暇邀妻结伴同游。可是，爱人无怨无悔，任劳任怨。

我常深思，此生亏欠家人的特多，亏欠爱人的更多。

孩子大了，夫妻相聚倒少。孩子上中学时爱人去陪读，几载岁月；平时抽

空回家，抢做农活。忙完农活，再匆匆去县城，照顾孩子。人在县城，心在家

中。我虽不喜欢表达，然心存感激。孩子大了，有了自己的孩子，需要人带。

带孙子，又成为妻子的重任。

回想自己的婚姻之路，真的是缘在心之所想中。成婚之后，私下认为，夫

妻生活，平平淡淡最好。平淡中相守，情才会更浓；默默厮守，缘分才会永恒。

古今文
2018年春末夏初正值逢五港集的一天上午，我因大忙季节即

将来临，而家里却无一把好用称心的镰刀，故早饭后立即骑车匆匆

赶往五港街的农贸市场。八时许，市场里就人头攒动、摊点无数，货

主的叫卖声与购物者的说笑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但这一切市场

繁华景象，我皆无暇欣赏。此刻，我加快脚步，两眼不住地向四处张

望，一心想早点找到卖镰刀的货主。没多久就发现一位卖镰刀的老

妪，此刻有不少人在围观，争相购买，并且有位曾经买过此摊点镰刀

的人眉飞色舞地在啧啧称赞：“这大妈所卖的镰刀，是五港以东10

多里的罗冲村一位姓罗的师傅打造，你们瞧这刀，刀口的右上方还

有一个‘罗’字。这镰刀非比寻常、锋利无比，大妈不轻易来五港卖，

不可错过良机。”闻听此言，我不由寻思：此镰刀想必锋利好用，于是

花了16元钱买了一把长25厘米、宽3.2厘米的特殊镰刀。回到家

里，我磨都未磨，连忙拿到圩边割草，果然锋利无比，我不由欣喜若

狂。从此，我对这把镰刀情有独钟，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自从买了罗家这把特殊的镰刀之

后，平时割田间、田埂杂草或大忙季节投入割油菜籽、割豆子等农

活，那真是如同武士上阵喜得宝刀，大大提高了收割进度。

时光的车轮来到了2022年10月下旬一个晴朗的上午，我手拿

心爱的镰刀到屋后刚收完豆子的地里割草。割完草后忽地发现圩

边一棵长有一人多高的槐树的头斜向地里。为了使其不影响将来

油菜的生长，当时我未想太多，立即伸刀去割，由于用力太猛，足有

大拇指粗的树干被我一刀拦腰割断。谁知为此也付出了代价，我心

爱的镰刀在离刀尖大约一厘米处的刀口竟然有蚕豆大一块被崩掉。此刻，我

才猛然想起在买此刀时卖刀大妈的善意提醒：“这刀由于火‘硬’，割硬东西时

切记要斜割，不要朝面前硬拉，以免刀口受损。”面对此情，我不由跺脚捶胸、心

痛不已。

即便如此，我对此刀的喜爱之情丝毫未减，仍不舍抛弃，立即将它拿到隔

壁孙长苏家请他帮助弄好。孙老弟知情后，立马利用自家的小型切割机对受

损处作了精心处理，立竿见影，既让受损处不见，又仍能保持刀的形状。他还

将镰刀蘸水帮我放在砂轮上磨了一阵。这么一来，虽然刀的长度较之前略有

减短，但锋利依旧，使用起来没有大碍。

情 驿站

■
蔡
述
杰

亲 依依

■
周
祝
君

缘文化2022年12月23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朱云毕 美编：于腾龙 3版

﹃﹃
家
家
有
本
难
念
的
经

家
家
有
本
难
念
的
经
﹄﹄
这
句
话
还
不

这
句
话
还
不

透
彻
透
彻
。。
一
针
见
血
的
讲
法

一
针
见
血
的
讲
法
，，应
该
说

应
该
说
﹃﹃
人
人
有

人
人
有

本
难
念
的
经

本
难
念
的
经
﹄
。
﹄
。
难
念
的
经
都
是
从
因
缘
来

难
念
的
经
都
是
从
因
缘
来
。。

—
—

国
学
大
师

南
怀
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