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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手记>>>

深夜接到一个女友的电话，她在电话
那头犹犹豫豫，吞吞吐吐，终于说出自己的
情感新动向：爱上了一个男人，不知如何定
夺。女友是人们眼中的优质剩女，高职高
薪，车房兼备，身材窈窕，风情万种，皆因自
身太过优秀，难以找到旗鼓相当的男人相
配，挑来选去，终成剩女。

我大喜，惊叹：“这男人该有多优秀，才
能俘获你的芳心啊。快说说，他是业界新
贵，还是青年才俊？”

她语气幽怨：“可不正是为这个纠结
吗？他既不是业界新贵，也不是青年才
俊，就是一个普通人，在一所中学做老师，
薪水一般，长相一般，家境一般……”我不
语，心知此男既然能吸引到她，自然有他
胜出的原因。果然，女友急急地说：“可是
他细心温柔，特别会照顾人，和他在一起
最放松，他还做得一手好菜，都是我爱吃
的……”

我问：“既然这样，你还纠结什么呢？”
女友迟疑着说：“你说，我这样挑来选

去，最终却选了这么普通的一个人，别人会
不会笑话我？”

我打断她的话，说：“你的日子是过给
自己的，还是过给别人看的？若是过给别
人看的，你早可以挑个有钱的嫁了，过鲜衣
美食的日子，何苦等到现在？”

女友不语。她自然明白，这日子幸不
幸福，和家境是否殷实，外貌是否英俊，名
气是否显赫，资产是否丰厚，没有必然的联
系。要紧的是，他是否把一颗心完完全全
地放在你的身上。日子是过给自己的，别
人眼里的般不般配，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表姐离婚后，一直没有再婚。前两天，
她来我家，忽然羞答答地问我：“你说，我要
是和你姐夫复婚，别人会怎么看啊？”不等
我回答，她又接着说，“其实我们俩当初离
婚，也没有什么大的矛盾，就是一点儿小
事，俩人都年轻气盛，谁也不肯认输……离
了婚才知道，想再找个合适的，还真不容
易。你姐夫这人就是脾气急点儿，人品还
是不错的，有责任心，也很能干，最重要的
是，他是孩子的亲爹，别人对孩子再好，也
敌不上他啊。”

我笑道：“既然这样，还有什么可犹豫
的？你管别人怎么看。你长夜漫漫的孤寂
无助别人知道吗？你独自带孩子的辛苦别
人知道吗？自己的日子舒不舒服只有自己
知道。”

是的，人越成熟，就越不会在意别人的
看法，而更尊重自己内心的感觉。一个人，
总要经过种种历练才能明白，日子是过给
自己的，而不是过给别人看的。外人眼中
花团锦簇、香车宝马的生活，未必是真的幸
福。同样，别人眼里布衣粗食、质朴无华的
日子，也未必就不幸福。

你和谁在一起过最舒服，谁的怀抱让
你最安心，和谁聊天最快乐，你受伤时谁
的心最疼，谁做的饭菜最合你的口味，谁
最能体味你的喜悦忧伤，谁最能安抚你内
心的伤痛……这些感觉，只有自己的内心
最清楚。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就不要
在乎他有没有与你相匹配的外貌和财富，
更不必纠结他的出身和你是否般配。好
好珍惜那个人，和他一起过的，就是最好
的日子。

日子
是过给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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饼如女人，女人似
饼。恰巴蒂则像是邻家
姑娘，质朴清纯，别有一
番滋味。

我们在多与少之间寻
找平衡，多些快乐，少些烦
恼，会更专注于梦想，丰富
我们的心灵。

为一个人做一辈子
自己不喜欢做的事，这里
面暗含着怎样令人感动
的执着。

在多和少这两种情形中，多比少更
易受人青睐。多数时候，对大多数事情
而言，总是多多益善，丰富总比贫乏要
好，充足总比缺少更让人安心。

但也有例外。在某些时候，东西多
了反不如少了有意思。儿时，暑假漫
长，不过一部《成语词典》，让我看得津
津有味，整个夏天都可以静静地消磨在
这样一种古典情怀中。等到书架满屋，
汲汲于买书、藏书、理书的繁忙中，却难
静下心来细细读一页书，这倒是多不如
少的一个例子了。

论起简约生活，古人早已深谙其理，
既有一琴一鹤的风流，也有半部论语治天
下的逸事。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需要的并
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多。那些过多的愿
望，有时是对生活过多的要求。如果我们
认真审视自身，或许可以发现我们到底需

要什么，或者说我们到底需要多少。
成全了美好时光的往往只是简单的

瞬间。想一想，一个美妙的下午只需一
杯茶，一个愉快的星期天只需一本书或
者陪着孩子一起去游乐园，一个值得期
待的假期只需心无旁骛的心境，一个美
好的梦想可以让我们勇往直前。如果有
太多梦想、太多方向，倒更不容易专心致
志，反而会为其所困。这也是多不及少
的一种情形。

少而精，少而专，少而浓。我们针
对单一的工作付诸努力，倒更容易成
功，这就是专心的好处了。因为少，所
以精力不易分散，目标更加专注，行动
更加有力。

我们在多与少之间寻找平衡，多些
快乐，少些烦恼，会更专注于梦想，丰富
我们的心灵。

我去巴基斯坦卡拉奇旅游时，顿觉
眼前一亮，原来当地人个个都是红太狼
啊！他们的饮食文化不像中国这般博
大精深，做饭只有一个招式——乱炖，
而且几乎全用平底锅，类似红太狼教训
灰太狼的武器。

在当地玩了几天，给我的感觉就是
一个字——挤。巴基斯坦国土面积不
大，人口却接近2亿。人多了挤，他们的
平底锅里更挤，因为他们想吃什么，就
把食物扔到平底锅里一通乱炖，比如羊
肉、牛肉、土豆、辣椒等。当地人喜欢吃
辣椒，尽管平底锅里很挤，你总能看到
辣椒。

巴基斯坦的咖喱闻名世界，但我最
喜欢吃一种叫恰巴蒂的面饼。面饼多
由粗粮制成，一般是玉米面，所以恰巴
蒂通常是黄色的，嚼着特别筋道。我在
国内吃面饼也算是个老江湖了，什么香

酱饼、卷饼、油饼吃过无数，但还是特别
爱吃恰巴蒂，尽管它没有多少调料，却
更有一种天然的味道。

饼如女人，女人似饼。加了过多调
料的饼是妖艳的女人，浓妆艳抹，自有
人赞之美丽，而恰巴蒂则像是邻家姑
娘，质朴清纯，别有一番滋味。

我在街边一家小店要了两张恰巴
蒂，又要了一盘羊肉，刚把饼送到嘴边，
忽然发现几个食客都盯着我看。我心
里一阵紧张，怎么当地人也喜欢围观

“老外”啊？我正要吃饼，发现他们死死
盯着我手中的面饼。

我心里一惊，忽然想起出国前朋友交
代的话：巴基斯坦人喜欢用右手抓饭吃，
不用左手，因为他们觉得左手是不干净
的。想到这儿，我赶紧换了右手抓饼。吃
饭有风险，出手需谨慎，看来，到了人家的
一亩三分地，还是要入乡随俗啊。

邻家的陈婆婆病重时，拉着陈爷爷
的手絮叨：“死老头子，我这辈子是欠你
的，现在还完了，下辈子投胎再也不嫁
给你了。我不喜欢你家那块坟地，这事
儿在我心里装了半辈子，把我埋在那山
顶上，风呼呼地刮着，我冷死啦！可嫁
到你家了，不想去也得去。老头子，你
得答应我，我死了，买两件厚实的棉袄
给我穿上，你可记住啦！”

陈爷爷连连点头。陈婆婆接着说：
“还有啊，我做姑娘时，最不爱做饭，可
摊上你嘴刁，我就费尽心思给你做了一
辈子饭，你看，惯得你现在连饺子都不
会包。要是真吃不饱，你就早早地来找
我，我在那边等你，记下啦？”

眼见着陈爷爷答应，陈婆婆才不舍
地闭上了眼。

这一番话，令所有人动容。陈氏宗族
的祖坟在山顶上，陈婆婆的确很多年前就
对此耿耿于怀，曾一次次地在陈爷爷与儿
孙面前说起死后的去处，说过把骨灰撒进

海里或进娘家坟地，也说过把骨灰随便扔
了，只是不要上山顶就好。陈爷爷犯了
难，儿孙们也为这事儿犯愁，不进祖坟，葬
在哪儿？现在，她老人家终于给了自己一
个交代，也给了后人一个安心。

陈婆婆的性格像男人，喜欢在外头
打拼，的确不擅长厨房之事。可是陈爷
爷不会做饭，嘴巴又挑剔，为了让陈爷爷
吃好，陈婆婆只好委屈自己而学习烹炸
煎炒。也难为她老人家，本就没有做饭
的天分，还要操心一日三餐。陈爷爷爱
吃啥，不爱吃啥，她全放在心上，连她自
己的口味，也随了陈爷爷。她日复一日
地守着厨房，嫁到陈家50年，粗略算算，
已经为陈家做了54000多顿饭。无法想
象，这背后是怎样烟熏火燎的日子。

为一个人做一辈子自己不喜欢做
的事，这里面暗含着怎样令人感动的执
着。透过这朴实而寻常的坚守，让我们
感受到令人落泪的温柔和不离不弃的
缠绵。

不离不弃的缠绵

多和少

巴基斯坦人都是红太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