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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写手
你说我说

说说“祝你忙”
□张旭琳

啼笑皆非

宝贝给你脱鞋
□晨晨

绘图 仁伟

给儿子发薪
□马金丽

家有儿女

凡人小记

装睡
□吴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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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年的父亲
□王东峰

咱爸咱妈

在路上
□马娜

新年伊始，朋友们的祝福纷至沓
来。虽然这些祝福大多是从网上下
载的，但我觉得这也是对友情的表
达，包含了对生活的美好祝愿。

有的朋友祝我快乐，那是她们
觉得快乐很重要；有的朋友祝我健
康，那是她们认为健康应放在第一
位；有的朋友祝我永远年轻美丽，这
当然是每个人都向往的。在诸多祝
福中，有一个朋友的祝福别具一格：
祝你忙！

起初我觉得诧异，这是什么祝福
啊？当今生活节奏太快，人们总想“偷
得浮生半日闲”，哪里还想忙上加忙？

可我静下来想一想，却读出了
“祝你忙”的真正含义。虽然人的天

性中有惰性，但“闲”和“忙”比较起
来，“闲”里总带着愁苦，而“忙”中却
含有乐趣。

一个朋友曾说过，她最担心哪一
天失去工作，那将是极无聊又痛苦的
事情。当一个人无事可做的时候，自
然会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空虚乏味。
对于他们来说，是没有时间概念的，
无所事事的感觉反而成了精神负
担。只有在“忙”的情况下，身心才会
得到充分锻炼和舒展，人才能找到生
活的重心。

所以，“忙”这个祝词是一个真正
关心人的祝词。一句“祝你忙”也等
于间接地祝健康、祝快乐，有了健康
和快乐，自然也就拥有了年轻美丽！

开了一夜出租车，我真是又
累又困，但下班还要坐半个小时
的公交车才能到家。

我挤上公交车，往里挪了
挪，今天运气真不错，正好有个
人站起来准备下车，我屁股一沉
坐了上去。待我仰头长出气时，
只见身边竟站着一位老人。思
想稍微斗争了一下，我便埋头眯
着眼装睡。

等我睁开眼时，身边老人已
经不见了，可我已坐过了两站。
唉！我真的睡着了。

早晨 7：30准时下楼，
爱人发动车子，载着我驶往
上班地点。

车子在高速路上缓缓
行驶，我不经意间瞟向车窗
外，目光所及是一片波光粼
粼的湖水，原来车子驶近陆
浑水库了。陆浑日出尤为
壮观：远山近水之间，太阳
洒下万道金光在静谧的湖
面上。随着车子的行驶，
太阳在山峰间时隐时现，
湖面无风，湖水澄澈，水
面上三三两两散布着网
箱和渔船，岸边有参差的
垂柳，这是冬日陆浑特有的
景致，犹如一幅墨色浅淡的
山水画，别有一番冬日清冽
的气象。

等我回过神来招呼爱
人观看，车子已经快要驶
离陆浑水库了。

一时间，我生出万千感
慨，想起一个朋友曾说过：
我们跋山涉水，不远万里寻
觅最美的风景，却常常忽略
了眼前的美景。我再次凝
望天际那灿烂耀眼的金色
光环，在这个冬日的清晨是
如此的可爱和温暖。

我的目光投向正在专
心驾车的爱人，也许是感受
到我的注视，他朝我会心一
笑。这一刻，我的世界春暖
花开。

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一过，年
的脚步一天天近了，记忆中，父亲也就
一天比一天忙碌了。

小镇隔日逢集，吃过早饭，父亲就
会拎着蛇皮袋出门采办年货。家庭的
贫困使父亲养成了精打细算的习惯，
即使买几斤青菜，父亲也会把小镇的
四条街道走个遍，把菜价问个遍，生怕
买亏了。

父亲每次出门都是有计划的，把需
要买的东西列一个清单装在口袋里，哪
一种买回来了，就从清单上画掉。

在我的印象中，整个腊月父亲忙个
不停。他刚背了一袋子萝卜回来，片刻
又买回来成捆的蒜苗、大葱、芹菜。父
亲不让我们买年货，一来怕我们不会砍
价，二来觉得这活儿又脏又累。

买回来的鸡、鱼、猪肉等，父亲也不
让我们弄，他常常将我们赶到一边去，
让我们看电视或者打扑克。父亲刮鱼

鳞、拔鸡毛、剁排骨、洗下水，忙得不亦
乐乎。等还剩最后两个集时，父亲会盘
算来盘算去，看看还有哪些年货没有
买，哪些年货还需要再买点儿。大年三
十，吃过早饭，父亲裁红纸、写春联。中
午，鞭炮响过之后，丰盛的菜肴就摆满
了桌子，父亲满脸笑容，举起酒杯，给他
的忙碌腊月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1999年的春节，父亲再也不用忙
碌着采办年货了，他孤零零地住在一
堆黄土之下。没有父亲，我们一家人
在腊月里手忙脚乱，可等过年的时候，
还是缺这少那。母亲潸然泪下，伤心
地说：“要是你爸还在……”

是啊，要是父亲还在，该有多好
啊！当每年春节我到坟上祭奠父亲
时，总会告诉他，让他在另一个世界
里悠闲自在地生活，不用牵挂我
们。我们兄弟几个会善待老母亲，
好好地生活！

老公是个犟筋儿，他认
准的理儿，任你八头牛都拉
不回来。

一天睡觉前，我和老公
因一件小事起了争执，老
公对我大声嚷嚷：“今天，
我是绝对不会向你妥协
的！”把我气得坐在床边儿
直抹眼泪。

这时，不到4岁的女儿
走过来，小手捧着我的脸，
说：“爸爸坏，坏爸爸！妈妈
不哭，我们不理爸爸了。宝
贝给你脱鞋。”

老公扑哧乐了，抱起女
儿，说：“是爸爸坏，还是我向
你妈妥协吧！”

以前对钱毫无想法的儿子，
升入四年级后忽然开窍了。每天
睡觉前，他都会要零花钱。他把
理由说得入情入理，用途安排得
合情合理，让我没有回绝的理
由。既然阻止不了钱对儿子的诱
惑，干脆让他要得理直气壮，看着
水池里的锅碗瓢盆，我计上心来。

“儿子，你想不想挣工资？”
“想！”儿子一脸兴奋。“跟我来。”
我指着碗筷说，“洗一只碗五毛
钱，洗一口锅一块钱，你干不干？”
儿子扳着指头算了半天，爽快地
答应了。

很快，他把洗干净的锅碗举
到我眼前：“妈，算账吧！”儿子拿
到报酬后兴奋地说：“妈妈，这样
做一举三得，我既锻炼了做家务
的能力，又赚了零花钱，还能让您
休息。”我心里颇为得意，哼着歌
泡着脚，吩咐儿子：“帮妈拿本书
来！”儿子嘟哝着：“给多少钱？”

不好！按劳付酬助长了他贪
钱的念头。我质问：“那我给你做
饭，你给我钱了吗？”“照顾未成年
孩子是妈妈应尽的义务！”他振振
有词地辩驳。“儿子说得对！”一旁
的老公插话。“但是，爸妈照顾你，
你也要为家庭尽点儿力，不能干
啥都要钱，对不对？”老公问儿
子。大约觉得理亏或慑于父威，
儿子乖乖地把书拿了过来，我趁
热打铁：“这样吧，每周两天义务
劳动，其他五天按劳付酬，家庭成
员之间互相帮忙不算，行不行？”

周日在家，我让儿子帮忙，他
乐呵呵地跑过来，我故意逗他：

“你不要钱了？”“咱们不是说好
了，双休日任意使唤我吗？”我暗
喜。老公回来后，我郑重宣布：儿
子这周表现好，从下周起，每天加
薪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