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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文学的朋友，欢
迎加入晚报“以文会友”
QQ 群：47148867，与
志同道合的朋友交流，你
会进步更快，并找到家的
感觉。

以文会友

收藏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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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与感恩

不知不觉又快过年了，我突然想起了
一句古诗：“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
不同。”小时候，盼着过年，无忧无虑地享
受着春节这个节日带来的快乐；如今过
年，我心里五味杂陈，感叹岁月的无情、青
春的流逝，但无人能阻止岁月的年轮，如
何不愧对人生，使每一天都过得有意义，
才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人从第一声啼哭来到这个世界，经历
了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每个阶段
都有美丽的风景，每个阶段都有责任和义
务。只有善待人生的各个阶段，才能活得
精彩。

当初，我在剧痛中生下女儿时，在产房

外的过道上焦急等待多时的母亲，急不可待
地抱起小床上的小宝宝，露出了欣慰的笑
容。我不由自主地潸然泪下，感叹生命延续
过程的神奇。有付出就有收获，女儿从蹒跚
学步、牙牙学语，到现在欢快歌唱、茁壮成
长，每一天都带给我新的感受。

在感谢父母的同时，我也要感谢领导
和同事，感谢生活中每一个有缘相识的
人。他们助我成长，使我成熟，让我拥有
了丰富的人生。

羊年已近尾声，猴年即将来临，我梳
理自己的思绪，让努力工作的正能量充满
全身。我要站在新的起点上释放激情，向
着心中的目标不断前行。

“以文会友”群辞旧迎新联谊会已过
去好久了，文友们开心的笑脸至今仍深深
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参加聚会的文友来自各行各业，但都
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百姓写手。筹办
这场聚会，群管理员忙前忙后，但他们的
脸上总带着微笑。为了参加聚会，有的文
友千里迢迢从外地赶了回来；有的文友住
在乡下，来回需要两三天，也赶来了；更多
的文友，推掉了手头的杂事赶来了。他们
的精神令人感动，他们的笑脸最动人。

在联谊会上，掌声、笑声不断，个个笑
得灿烂。有个文友平时生活艰辛，难得露
出笑脸。当他看到我抓拍的他笑容满面

的照片时，感慨不已：“感谢你让我快乐的
瞬间变为永恒。没想到，我在这个大家庭
里享受到这么愉快的时光！”

其实，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少文友都
有一肚子苦水。写作出于爱好，是一种健
康的倾诉；聚会为了交友，为了开心。作为
百姓写手，多数人都明白，当作家只是一个
遥远的梦。尽管梦想很遥远，尽管稿费微
薄，但大家仍乐此不疲，笔耕不辍。

苦中作乐苦亦乐，泪里含笑笑更甜，
乐观的心态永远是制胜的法宝。我决定
拍个笑脸专集，将文友们的笑脸收藏起
来。看着大家开心的笑脸，我也笑了，笑
得痛快，笑得幸福……

女儿有个“特殊”的爱好——看广告。
看得多了，她把那些精彩的广告词记得很
熟，时不时地说上几句，让人忍俊不禁。

一天，老公对我说：“咱家的车开了7
年，现在性能不太好，咱们把这辆车卖
掉，再买一辆新车吧？”女儿连忙接话：

“爸爸，你上瓜子网吧。”“为什么？”老公
问。“买卖二手车，就上瓜子网，个人车主
卖给个人买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女儿滔滔不绝地背起了广告词，逗得我

和老公哈哈大笑。
女儿爱吃饼干，我对她说，饼干吃多

了容易上火，谁知她眨着眼睛，满不在乎
地说：“怕什么，上火就喝加多宝呗，加多
宝连续三年全国销量第一……”你瞧瞧，
让她背课文，她就喊头疼，背起广告词，
她却这么顺溜。

午饭时，我夹起一块红烧肉，准备放
在婆婆的碗里。婆婆摇摇头，说：“人老
了，消化不动肉了。”我的筷子停在半空

中，女儿连忙说：“奶奶，你吃吧，别怕消
化不了，咱家有健胃消食片，专治腹胀、
腹痛、不消化。”婆婆一听乐坏了，高兴地
接过红烧肉。

吃完饭，女儿坐到我的腿上，问我吃
好了没有。我点点头，不知道她的小脑
瓜里又有什么鬼主意。只见她往我手里
倒了两粒益达，说：“吃完喝完嚼益达，记
住，要两粒才最好。”

嗨，这孩子真成了广告达人！

一天，我去超市买年
货，碰上了给超市送姜的姜
哥，提起当年他赶集吃姜的
事儿，我俩笑成一团。

姜哥姓姜名江，是我老
家的邻居。那年腊月二十
三，姜哥和我一起去镇上
赶集，一路上姜哥说他早
饭没吃饱。

在集市上，姜哥蹲下来
问一个卖姜的妇女姜辣不
辣。那个妇女说：“姜哪有
不辣的？”姜哥不紧不慢地
说：“我尝尝，要是不辣咋
办？”她气冲冲地说：“你随
便尝，不辣不要钱。”

姜哥拿起一大块姜，刮
掉皮轻轻咬了一口，慢慢嚼
碎咽下，说这姜不辣。接
着，姜哥猛咬一大口，像吃
胡萝卜一样狂吃起来。一
大块姜下肚，他又挑了一大
块吃了起来。卖姜的妇女
看傻了眼，我也吓了一大
跳，那么辣的姜，他咋就不
嫌辣呢？

围观者议论纷纷：“这
人是谁呀？”“三水寨的姜
江，特别能吃姜！”大家的议
论提醒了卖姜的妇女，她苦
笑着说：“兄弟，俺服了你
啦！俺是小本生意，您就高
抬贵手吧……”

姜哥已连吃了四大块
姜，他看了看周围的人，又
看看卖姜的妇女，脸一下子
红了。“大嫂，你别生气，俺
早饭没吃饱……这姜真是
好姜，俺买两斤。大伙儿也
赶紧买吧，这姜真不赖！”姜
哥提议道。

姜哥一声吆喝，那个妇
女的姜很快就被大伙儿抢
购一空。她满脸笑容，硬
是没收姜哥的钱，姜哥能
吃姜的名声也在这一带传
开了。

后来，姜哥在自家的
责任田里种姜，慢慢发家
致富了。他种的姜块大味
浓，附近的超市都喜欢收购
他的姜。

上次回老家，恰逢村里土
地确权普查，每户都必须到村
委会签名确认。父亲不在家，
我的户口已迁出多年，这个任
务自然落到母亲头上。

母亲做事向来干脆利索，
这次却一反常态，偏要拉着我
一起去。我正沉浸在游戏中，
很不耐烦地质问母亲：“不就是
签个名嘛，怎么就不能你一个
人去？”她支支吾吾半天，实在
没法儿，才面红耳赤地说出了
实情。

原来，去年村里交养老保
险，母亲签字时出现失误，不仅
把名字写错了一个字，而且字
写得太大，把下面一个人签字
的格子占了，被大家嘲笑了几
句。一向事事争先、心高气傲
的母亲，因此事伤透了心。

母亲的呢喃细语，却似晴
天霹雳、黑暗中的强光，刺痛了
我内心深处那个柔软的角落。
母亲没读过书，平日里五更起
半夜睡，辛苦劳作，只为了让
一家人过上舒心的日子。想
起自己上学时因成绩差而惹
母亲生气，买学习资料、报辅
导班时母亲的慷慨大方，我不
禁为自己刚才的粗鲁行为感
到自责。

“妈，我教您签名，保准让
他们人人称赞！”“真的？”“当然
是真的！”母亲马上由愁眉苦脸
变得笑逐颜开。我迅速地找出
笔和本，精心地画出大小不同
的格子，在每一行的第一个格
子中工整地写下母亲的名字，
耐心地指导她在后面的格子中
仿写。

看着母亲小心翼翼、认真
写字的模样，我恍然大悟。原
来对母亲而言，儿女最大的孝
心是情感上的理解和体贴，就
像这个简单的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