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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后，我和孩子一起去附近
的超市买蒜臼。

货架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蒜
臼，孩子一眼便看中了一个青花瓷
蒜臼，做工精细，纹理清晰，很漂亮，
像一个艺术品。我俩高高兴兴地拎
着它回家了。

可是没想到，这个蒜臼不好用，
它不但里外都很光滑，捣起蒜来蒜
瓣儿乱跑，而且声音清脆，让我总担
心把它捣烂。没过几天，蒜臼被孩
子不小心碰到地板上摔碎了，破碎
的声音和捣蒜时一样清脆刺耳。

我叹了一口气，将蒜臼的碎片
扫到垃圾篓里。倒垃圾的时候，亮
晶晶的碎片引起了隔壁王大爷的注
意：“这是啥啊？”“这是刚买的蒜臼，
摔碎了。”我郁闷地回答。王大爷很
吃惊：“这哪儿是蒜臼啊，一看就不
耐用。买蒜臼，得注意四点：口小，
肚大，底厚，里糙。口小蒜瓣儿不乱
跑，肚大容量大，底厚耐用，里糙摩
擦力大。对了，别去超市买，就去街
上的土杂店买吧。”

我来到土杂店，店主听说我要买
蒜臼，扭身去旮旯儿里扒拉。半天，
他拿出一个落满灰尘、粗糙笨重的蒜
臼，用抹布一擦，递给我：“两块钱。”

这个笨重厚实的蒜臼，模样儿
虽然难看，但用着真不赖。看来，物
品的好坏，与外观的美丑、价格的高
低不一定成正比。咱老百姓买东西
就得图实惠、好用。

下午5点，我从洛阳站乘103路
电车回涧西。当车行驶到八一路
站时，上来一个留着披肩长发的
中年妇女。她刚坐下手机就响
了，她从包里拿出手机，接听了
一分钟后，说：“你准备吧，我打电
话叫她。”

接着，她拨打电话，接通电话后
问：“做饭了没有？没做就好，你一
个人也不值得做，晚上咱们一块儿
去饭店吃吧!”

不知对方回答了一句什么，只
听她说：“我刚刚问你做饭没有，你
像怕我回去吃似的，说没做；我让你
去饭店吃饭，你又说饭做好了，你这
不是说假话吗？你还是老教育工作
者呢，平时总教育我，说老实话办老
实事。这样下去，看你今后还有没
有资格教育我。”

说到这里她停了下来，似乎在
听对方解释。过了一会儿，她接着
说：“你一个孤老婆子，自己有退休
工资总不舍得花，整天就知道省。
我给你说实话吧，今儿晚上吃饭，用
的是前两次吃饭时饭店给的优惠
券，今天不用就作废啦。”

对方又嘟囔了一句什么，她生
气地说：“你那黄面汤，留到明天

早上喝，坏不了。你听我的，赶快
换上我给你买的新衣服，等着鹏
哥开车接你。不然的话我可要生
气啦，星期天也不回去看你，看你
想我不想。”

她合上手机长长地吁了一口

气，白皙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她又拨打电话，接通后说：“姐，老妈
被我狠狠地‘训’了一通，终于同意
和咱们一块儿去饭店吃饭啦，你让
鹏哥开车去接她吧，待会儿咱们在
饭店门口见。”

绘制绘制 仁伟仁伟

宋姐做批发生意，因为人缘好，
所以生意也好。她从批发商发展到
品牌代理商，盆满钵满，家产丰厚，
还有一个帅气的儿子帮忙打理生
意，过着富足的生活。

一天，我闲来无事，找宋姐玩
儿。我进门没有看到她，店员说她
在二楼整理仓库。我来到二楼，光
线很暗，只见宋姐扛着比自己身体
还要大的一箱鞋，往货箱上摆放。
我赶紧上前帮着她把箱子摞到一人
多高的货箱上面。我忍不住问她：

“你儿子都大了，这些重活儿为什么
不让他来干呢？”宋姐无奈地说：“他
说帮着打理生意，可天天不愿意来，
根本指望不上。”

这件事儿让我想起春节出游时
侄女说的那句话。那天，鼓浪屿天
气晴好，气温偏高，12岁的侄女琳
琳背着重重的背包，额头上已渗出
了密密的汗珠。她妈妈想帮她拿，
她说什么也不肯。我知道她是不
想让她妈妈辛苦，于是就说：“要
不，姑姑帮你拿一会儿吧？”可她还

是不肯。我问：“你为什么不让我
们帮你拿呢？”她说：“不是我不让
你们拿，是因为太重了，我不能让
你们拿！”

当听到这话的时候，我的眼泪
涌满眼眶。不是我泪点低，是因为
我也是一个母亲，这句话牵动了所
有母亲内心最柔软的部分。

现在父母对孩子总是疼爱有
加，但是也别忽视了让孩子拥有
一颗体谅父母的心，孩子也应该
有担当。

我嗜好喝酒，闲暇时喜欢邀上几
个好友，不讲环境优劣，不计菜肴丰
俭，坐在一起边喝小酒边聊天，一会
儿聊伊朗、叙利亚，一会儿聊白菜、萝
卜价，瞎聊一通，烦心事儿没了，只剩
下舒心、惬意、快活、自在。

这一日，我酒瘾发作，和几个朋
友聚在一起，边喝酒边天南地北地
聊，一时兴起，五魁六顺地划起拳
来。我是酒疯子，划起拳来声大指
直。突然，一个朋友冲着我的鼻子挥
舞拳头，我好生不快，便说：“你咋这
样出拳呢？如果我也给你来一拳，你
会咋样？”说着握紧拳头向他挥去。
这一挥不打紧，只听：“哎哟！哎哟!弄
啥哩？弄啥哩？”我说：“猜拳啊！”“你
猜拳也不能照着我的脸打呀！”这是
妻子的声音，坏了，原来刚才我是在
做梦。

一辈子没动过妻子一根指头的
我，竟一拳打在了爱妻的脸上，我好
生心痛，忙说：“对不起，对不起。”妻
子又好气又好笑地说：“哼，酒疯子！”

就这样，我半夜拳打爱妻
的笑话在朋友圈里传开了，我
好不尴尬呀!

一周前，我家的电视机坏了。
此后，我和妻子看电视到深夜的习
惯被改变。晚饭后，一家人难得有机
会抛开电视机，坐在一起聊天、喝茶，
困了，就早早上床休息。几天下来，
我感觉神清气爽，精力充沛。

我已不记得从哪年开始有了熬
夜的习惯。我的业余爱好不多，晚上
除了偶尔出去和朋友喝点儿小酒，大
多数时间熬夜只是为了看电视。

7点半，电视连续剧开始了。抗

战剧、谍战剧、苦情剧……我不停地
换着频道。

看完电视连续剧，已是晚上10
点，又进入娱乐节目播出时段。《华
豫之门》《一周立波秀》《谢天谢地，
你来了》……各种节目让人忍俊不
禁。等节目结束，墙上的石英钟已
指向11:30。

临近子夜，中央台上演一天一
档、一周不重样的益智节目：《开讲
了》《鉴宝》……不同的面孔，总能带

给你一个晚睡的理由。
日复一日，熬夜看电视给心情

带来愉悦的同时，也给身体带来了
不适——疲惫、健忘，干啥都提不起
精神。

妻子催我找人修电视机，我一
直拖着，能拖一天算一天，不是我偷
懒，只是珍惜这段可以早睡的时
光。我知道，电视机修好后，我很难
保证不熬夜，在电视机面前我的意
志是最不坚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