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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想录随想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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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个人羡慕别人成功，抱怨自己

平庸，却没看到在你偷懒玩耍时别人的
不懈努力、久久用功。

◇一个人既可以摧残自己，也可以
璀璨自己；既可以摧毁自己，也可以催生
自己！只要不言放弃，就会出现奇迹。

◇一个人成功与否不一定是优越条

件和卓越才能决定的，但是，肯定是坚定
意志和顽强奋争作用的。

◇人的一生往往是借口托辞和负面
情绪阻挡了前行的脚步。保持乐观，放
下悲观；积极进取，放下退缩，下真功夫、
下实功夫、下深功夫、下苦功夫，必然赢
得成功！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笑到最后才
是最好！

二
◇曾经拥有的，不要忘记；已经得到

的，更加珍惜；属于自己的，不要放弃；已经
失去的，留作回忆；想要得到的，务必努力。

三
◇累了，把心靠岸；选择了，就不要

后悔；苦了，才懂得满足；痛了，才享受生
活；伤了，才明白坚强。

◇人生短短几个秋，走到终老尽头
归尘土，什么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

◇人生五大阶段，稚嫩的幼年、天真
的童年、激情的青年、享乐的中年、天伦
的老年，加在一起不过30000多天儿。

◇人生不论是幅什么长卷，不外乎
过去的昨天、在过的今天和没过的明天，
只要是笑逐颜开就是美好的一天；人生
不管有多么丰富的感情，不外乎就是亲
情、友情和爱情，能永远珍惜真情，就是
好心情。

◇人生每一个场面都是实时在线，
每一个场景都是现场直播。只有抓住用
好每次出场的机会，人生就能熠熠生辉，
头顶的天空才是阳光灿烂！！

把心靠岸
□水淼

年轻，并非人生旅程的一段时光，
也并非粉颊红唇和体魄的矫健。它是
心灵中的一种状态，是头脑中的一个意
念，是理性思维中的创造潜力，是情感
活动的一股勃勃的朝气，是人生春色深
处的一缕东风。

年轻，意味着甘愿放弃温馨浪漫的
爱情去闯荡生活，意味着超越羞涩、怯
懦和欲望的胆识与气质。

而 60岁的男人可能比 20岁的小伙
子更多地拥有这种胆识与气质。没有

人仅仅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变得衰老，只
是随着理想的毁灭，人类才出现了所谓
的老人。

岁月可以在皮肤上留下皱纹，却无
法为灵魂刻上一丝痕迹。忧虑、恐惧、
缺乏自信才使人佝偻于时间尘埃之中。

无论是 60岁还是 16岁，每个人都
会被未来所吸引，都会对人生竞争中的
欢乐怀着孩子般无穷无尽的渴望。

在你我心灵的深处，同样有一个无
线电台，只要它不停地从人群中，从无
限的时间中接收美好、希望、欢欣、勇气
和力量的信息，你我就永远年轻。

一旦这无线电台坍塌，你的心便会
被玩世不恭和悲观失望的寒冷酷雪所
覆盖，你便衰老了——即使你只有 20
岁。

但如果这无线电台始终矗立在你
心中，捕捉着每个乐观向上的电波，你
便有希望超过年迈的 90岁。

所以只要勇于有梦，敢于追梦，勤
于圆梦，我们就永远年轻！

千万不要动不动就说自己老了，错
误引导自己！年轻就是力量，有梦就有
未来！

（摘自网络）

心灵电台
□乌尔曼

娘跟爹风风雨雨过了几十年。如
今，二老已年过古稀，含饴弄孙，颐养天
年。娘常跟我们姊妹说，“当初，我跟你
爹的亲事能成，多亏了你老姥爷。正是
他老人家的一番话，才使我回心转意，
跟你爹结了婚，成了家。”

逃荒路上，好心的房东给愁眉苦脸
的姥爷出主意，在当地给娘找一个好人
家，收一笔彩礼，以摆脱困境。姥爷当
时也实在没法子可想，为了一家人就听
从了。娘年龄毕竟还小，哭哭啼啼闹个
不停。姥爷好说歹说，娘以大局为重，
终算勉强同意了。姥爷的定亲条件是
男方一定要出 200元彩礼钱。因为有
了 200元彩礼钱，姥爷一家大小才能回
家生活。200 元钱可不是个小数目。
村里有意的人家纷纷上门提亲，但却因
一个外地姑娘索要高额的彩礼钱而告
吹了。房东忙活了好几天也没给娘找
到主，犯了愁；姥爷也因脱不了身，走不
了人，心急。

房东跟爷爷关系不错。他一急之
下，想到了爷爷。爷爷热心肠，乐于助
人，是远近闻名的义气人。在他心目
中，现在全村只有爷爷能行好，成全这
门亲事。当时，爹中学毕业，在家务农，
还没定亲。房东找到爷爷说明来意。
爷爷养育着六男二女，家庭条件也不宽
裕。爷爷想了想，二话没说，就答应
了。细心的奶奶多了个心眼，在一旁提
醒爷爷说：“外地的姑娘能靠得住吗？
他们收了彩礼钱，走了人，将来不认账，
这门亲事咋办？”爷爷笑了笑说：“眼下
救助人要紧，儿子的亲事还是次要的。
人谁都有走窄路的时候。人家大老远
来到咱们这里，遭了难，一家人生计无
着，又哭又叫，怪可怜的。我们能袖手
旁观吗？至于孩子的亲事能否成就，那
是以后的事了，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好
在爷爷人缘好，没过多久，没费多大周
折，就筹够了 200元钱。姥爷、姥姥千
恩万谢地接过彩礼钱，一再声称“过几
年等闺女大了，我们两口子一定把她送

来成亲。”两家定了亲就是亲戚了。姥
爷一家又在爷爷家好吃好喝待了半个
多月。临走时，爷爷索性把好事做到
底，另外又给了姥爷 30元路费。姥爷
一家人高高兴兴地上路了。

娘一回去，就反悔了。娘认为她跟
爹不般配。一是因为年岁不相当，爹比
娘大 4岁。二是因为濮阳、魏县两地距
离远，人生地不熟。娘对这门亲事越来
越不满意。姥爷也有悔婚之意，一再对
人说在河北办了一件糊涂事。姥姥通
情达理，常告诫娘要恪守婚约，不能忘
恩负义。正是由于姥姥的坚持，娘虽然
反感这门亲事，但也没在当地再找对
象。后来，三姥爷在安阳市给娘找了一
份临时工作。娘跟姥爷说好了，到安阳
工作以后就退婚。

姥爷一家一走四年毫无音讯。爷
爷觉察到这门亲事不妙。爹非要到河
南迎娶娘，爷爷拗不过，就嘱咐爹，姥爷
一家如果有良心，还认这门亲，就把娘
娶过来。如果翻脸不认账，那就算了，
彩礼钱也不要提了，权当当初办了件好
事，一个人回来就是了。

爹骑着自行车，一个人来到娘家。
娘对爹不理不睬，姥爷对爹不冷不热。
只有姥姥态度好，热情接待爹。爹成家
心切，忍辱负重，委曲求全。面对娘的
又哭又闹，爹不声不响，“嘿嘿”一笑了
之；面对姥爷的冷淡，爹不生气，毫不在
意。娘执意要退婚，姥姥不肯。

姥姥无奈之下，只得把病中的老姥
爷从城里请来了。老姥爷在洋学堂念
过书，又出过国，是一个见过大世面的
明白人。娘一向尊重老姥爷，特别听从
老人家的意见。老姥爷跟爹一接触，就
喜欢上了。老姥爷把娘叫到屋里，说：

“闺女，这小伙子人不错，是个实在人。
你们在一块过时光没问题。”“姥爷，我
们俩不般配。我要退婚，到安阳去工
作。”娘哭着说。见娘这般执拗，老姥爷
语重心长地说：“孩子，做人要有良心，
知恩图报。想当初，你们全家落难魏
县，陷入困境。正是人家出手相助，慷
慨解囊，你们才脱身，渡过难关。这就
好比一个人拉车过山坡，车行到半山
坡，人再也拉不动了。人如果随车摔下
去，后果就不堪设想。正在危难之际，
恰巧有一位好心人过来推了一把，这个
人才得以越过山坡，继续赶路。你如果
认为姥爷我说的对，有道理，就过去跟
人家成亲。”娘低下头来，想了好一阵
子，才点头说：“姥爷，你老人家说得对，
我明天就过去跟人家成亲。”

老姥爷的一番话，改变了娘的命
运，娘跟爹结成了夫妻，这才有了我们
一大家人。老姥爷虽然已过世多年，但
娘常念叨老姥爷的恩情，教导我们如何
做人。 （摘自网络）

爹娘的亲事
□刘卫民

六是我的好哥们之一，接触六的
时候,真的很不了解他。胖胖的身材，
大大的脸，小小的眼睛，一脸阶级斗
争。那严肃的表情，让人看着就发
怵！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们接触逐渐
多了起来，彼此之间了解也增多了。
发现他这个人并不像人们说的那样，
是个不易接近的人。在我的印象中，
他应该属于外表冷漠、内心狂热、坏坏
的、又极其“稳重”的那种。

相面的说：小眼睛、大脸庞，心眼
都很小。应了那句话：别看六儿块头
大，心思却特别的细。一次下班的途
中，我说，嗓子很痛，谁知，我们路过泰
华药店时，他一遛烟进去了，我还以为
他自己买什么呢！一会儿工夫，他拿
着几板药递了过来：你吃这个吧，这个
药好使，是中药。当时我不知说什么
好！心里这个热乎。我是个比较懒惰
的人，家里装修后，一些小点的活自己
不愿意干，知道他干活细致，于是把他
拽来，帮我贴鞋柜，由于他身体胖，蹲
在那一会儿就汗流满面，我有些于心
不忍，于是让他去休息一会儿，我接着
干，可是当我一转身，却发现他撅着屁
股，趴在那里正在擦电视柜下面地角
线上的油漆。我真的有点不好意思

了，一个大男人的细心劲让我真的佩
服！

我们在一个单位工作，人们常说：
同一单位里很难交上一个真心朋友，
但我却很庆幸，我们成了相知相惜的
好朋友。于是他的办公室也就成了我
经常光顾的地方。工作上我得力于他
的帮助。他个性较敬业，为了单位的
事，他总是早出晚归，即使是星期天也
要到单位转转，让人很放心，对他的工
作，我基本上很少过问，有这个兄弟，
我真的省了很多心。我不会开车，许
多时候他都默默地承担我的司机角
色，即使他不是司机，只要我吱声，他
总会放下手中的活，给予支援。我们
总有许多的默契。刚子曾经开玩笑
说：他啊，就像我肚子里的蛔虫，我心
里想的是什么他都知道！

圈子里的人清楚，六在家里绝对是
个好男人。对家庭的关爱，用无微不致
一词一点都不为过。为了女儿的学业，
他总是很早就起床，为女儿做上一顿可
口的饭菜，晚上风雨无阻，必须接补习
的女儿回来，如果孩子不回来，他们是
绝对不吃饭的。我们两家是前后楼，相
对能够望见，由于近，他家的饺子我们
没少吃，连家里老爷子也常叨咕他家的
饺子！他这样笑话过我：“五点这头我
在做饭，那头是你家嫂子做饭，怎么从
来没看见过你做饭呢？”我说：娶老婆做
啥的！其实，这两口子为了孩子什么都
能付出，我们自愧不如。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之间的友
谊也在升温，很多时候，他和刚子（我
的另外一个哥们）就像我的左右手，在
我累的时候，串联一起，搓上一顿；在
我心情压抑的时候，陪我坐上一坐；多
少次，因为喝多了，一直在默默地保护
着我，即使我酒后耍闹，也无怨无悔地
做着兄弟应该做的事；我真不知道上
天为什么对我这么垂怜，让我今生遇
到几个好兄弟！ （摘自网络）

一世的朋友
□倪杰

从坡地里剜回苦菜后，爱吃苦菜
的母亲就择出一些好的来，洗净蘸酱
吃，有时还调上黄豆面蒸着吃，剩下的
喂猪、喂兔子。我那时只爱剜苦菜，并
不爱吃苦菜，觉得它的味太苦了，难以
下咽。常常看着祖母、母亲捏起一根
根苦菜卷起来蘸酱吃，吃得津津有味；
看着她俩吃着一大筷子、一大筷子蒸
的苦菜，嚼着是香甜。心想，这苦菜这
么苦怎么吃得下？我曾试着问过母
亲：“妈，这苦菜子不苦吗？”母亲说：

“苦菜子不苦就不叫苦菜子了，就爱吃
这个苦味，吃惯了就不觉得苦了。”

婆婆丁的学名叫蒲公英，而我老
家人都习惯叫它婆婆丁，那我也按老
家人的习惯姑且叫它婆婆丁吧，这样
能唤醒我儿时的记忆，启发我的思维
和想象。婆婆丁和苦菜一如孪生姊
妹，很难分清，并常常爱跟苦菜挨在一
起长，婆婆丁不如苦菜的苦味重，吃起
来也很好吃，人畜都喜欢吃。所以，儿
时除了爱剜苦菜，就爱剜婆婆丁了，常
常把它和苦菜放到一起。

前天，我见妻从娘家菜园里剜了
满满一兜子婆婆丁，准备择洗干净调
上豆面蒸着吃，我忙对她说：“你择洗
干净后，留一部分不要蒸，就那么蘸酱
吃。”妻便留了很多蘸酱吃的。近两天
里，妻蒸着吃，吃起来看着很香的样
子，我蘸酱吃，还把叶、花分开吃，用手
捏着、欣赏着，如同观赏一件件艺术品
一样，慢慢品尝，遇到婆婆丁花骨朵的
时候，我还仔细端详着，慢慢回忆和想
象着它当年飘飞的样子，我的思绪随
婆婆丁花骨朵飘荡，真不忍心把它一
口吃下去。我和妻吃着蒸的、鲜的婆
婆丁，房间里飘荡起浓浓的婆婆丁味，
如我过去一样不爱吃野菜的女儿说：

“怎么咱家里野菜味这么浓？”我说：
“这叫野菜飘香。”是啊，我此时的味觉

与女儿大不同，我闻出的分明是野菜
的香味，这是婆婆丁独有的香味。我
大概有几十年没闻过这么浓的婆婆丁
香味了吧？

车前子，也叫车前草，我儿时叫它
车车子，感觉是那么顺口，现在不知道
叫什么了。这是一味药，记得老父亲
前些年治疗前列腺炎时，就是从老家
的坡地里剜些车前子，晒干泡水喝，效
果不是一般的好，从那时起，我就对它
刮目相看了，改叫它车前子，注重起它
的药用价值来了。

写到这里，我忽然觉得车前子的
价值远不止这些，还有很多、很多，文
明的、乡土的说法都有。不妨听一段
作家李汉荣的说法：“直到深冬，大地
僵冻，老练的物种们纷纷归隐或沉沉
冬眠，知趣的花草们也随北风遁去，而
在生活和历史必经的路上，车前草，依
然身着夏天的衣衫，缄默地守在路边
道旁，等待着路过的各种车轮，要对它
们说点什么。”

现在的我似乎有些许忏悔，因为，
在儿时的时光里，我曾在路边、野径上
剜过车前子，用它来喂过猪，在贫穷落
后的年代里葬送了它的药用价值，真
是可惜它了；我也曾推着小推车、骑着
自行车、摩托车碾压过路边的车前子，
那时并没觉出什么，使这为人治病的
药草肢体不全，伤痕累累。

忏悔过后便是仰视，过去看似不
起眼的车前子在我眼前变得高大起
来，我须仰视。我敬佩车前子那坚贞
不屈的抗争精神，一辆辆车呼啦啦从
它身上碾过去了，可它并没被碾压死，
似乎只是受了皮毛伤，仍在继续经受
着一辆辆呼啦啦的车碾压的考验，正
是这种永不屈服的抗争精神为它正了
名。

过去，老家坡地里的车前子很多，
漫山遍野，到处都是，也就没人对它重
视过；而今因各种除草剂的侵袭，车前
子似乎少了许多，“物以稀为贵”，加之
人们渐渐认识了它的药用价值，对它
也逐渐重视起来。我也是这样，对车
前子从不爱惜到渐渐怜惜起来，以至
于妻子剜回了许多车前子，我劝妻子
慢慢食用它。一来，考虑它是药草，不
可多用；二来，也是更重要的，我要慢
慢来享用它，我在慢慢品尝着它的时
候，也要慢慢品味着我与它的过去，体
验着我与它的现在，遐想着我与它的
将来…… （摘自网络）

野菜三味
□江北乔木

县一中小升初的录取通知书，几经
辗转，快开学一个星期，才送到家里。
投递员是同村的叔伯，看着我长大的，
站在门口，亲切抚摸我头，赞许说，难得
呀，农村娃能去市里读书了！

父亲急忙放下肩头的犁耙，在衣角
上擦拭手指间残存的泥土，生怕弄脏崭
新的信封。天晚，光线很昏暗，父亲拉
着叔伯屋里坐，小心翼翼拆着信封。通
知书是A4对开的，满是墨香，有期待已
久的校园照，我的名字跃然于上。短短
几行字，父亲看了许久，笑容一直溢流
眼角，依旧抚平不了父亲鬓发下那几道
深深的皱痕。父亲微笑着把通知书给
我，叮嘱我保管好，说报到时和我一起
去县城。

第二天，父亲起得很早。我还在床
上，就听院子里母亲责备“长得好好的
一棵树，砍了它做什么！”父亲似乎没听
见，埋头忙着用力拉锯，衣领敞开着，额
头汗水豆大的。我起床一看，大树已锯
成几截了，菜园西北的角落，长了十几
年的苦苓树不见了，剩下满地木屑。看
着几截圆圆树筒，心头阵阵伤感。苦苓
树是我孩提玩耍的乐园，每年花开，浅

蓝的花瓣，迎风飘舞，铺满院落，淡淡的
苦香味，弥漫空中。秋冬，果实渐黄，串
串欲坠，引来群鸟。我们爬上爬下，摇
打果子，作子弹，用来玩野战游戏。

堂哥的手扶拖拉机开了过来，父亲
见我站着发呆，便吩咐一起抬木头上
车，说是运到镇上切割成板。木板运回
来，父亲忙搬到太阳底下暴晒，乐呵呵
说：“这板材平整，少疖瘤，做书箱好！”

一听说做书箱，我才明白，父亲忍
痛砍了苦苓树，原来是做书箱用的。心
突然降到冰点，原以为，考上重点中学，
父亲会奖励我一个红皮箱。刚燃起的
希望，就这样给浇灭了。我泪眼潸潸回
房去了。

父亲花了四个晚上，做成了个箱
子，不过，手刨出几个茧。箱子没上漆，
打磨很光滑，十分的土，四平八整，两侧
装了耳型手柄，前面钉的绿铁皮锁扣，
挂了把重重的锁。

开学那天，父亲用麻绳捆紧，一头
是木箱，一头是刚碾的大米，挑着送我
到学校。在空旷校园，木箱十分刺眼笨
拙，相比同学的皮箱，亮闪闪的，还带密
码锁，甚是羡慕。怕别人嘲笑箱子的异
样，趁人不注意，我用后脚跟，迅速推动
木箱，塞进床底去了。父亲很少过问我
学习，那天，训导几句后，塞给我一百元
生活费，又匆匆赶回家忙农活了。

父亲很忙，许是父亲很信任我，从
初中到高中，无论开家长会，还是我的
毕业典礼，父亲从未到过场。六年里，
我也习惯了木箱的陪伴，把箱子放在了
显眼的位置，每次打开，感觉满箱子都
是父亲的期望与爱！高中毕业后，我又
把木箱扛回了家。 （摘自网络）

一箱情
□黄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