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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夜深人静之时，我静静
地躺在床上，两只胳膊被两个熊
孩子，左搂一只、右抱一只，动弹
不得。我就眨着眼睛望着天花
板，默默地想：就这样过完一生
吧！平凡而又幸福。

年少时，我曾经也有一个作
家梦，只是后来还没有成为“作
家”，倒先成了“坐家”。鸡毛蒜
皮、柴米油盐早已把“梦想”二字
消磨殆尽，从此深埋心底，不敢
提起。

直到某天，我突然发现，那个
与我同床共枕的人，通过学习，在
公司的知名度越来越高，薪水翻
了几倍，甚至被邀请去授课；而
我，依旧是那个家庭主妇——我
才懂得：我们之间的差距不是一
点儿，而是飞鸟与家禽的距离。
一个翱翔天际、一个在地面挣
扎。某篇文章中提到：夫妻之间
不共同进步就是在背叛婚姻。

每当想到这时，我的心仿佛
被蜜蜂“蜇”了般的疼。那时候的
我们聊人生、聊青春、聊梦想，如
今他的梦想早已实现，而我所谓
的写作梦，早已被自己轻易放
弃。为了能让自己心安理得，我

总会找一大堆冠冕堂皇的理由：时
间精力不够，找不到灵感，鸡毛蒜皮
的琐事等等。此时再想，发现这些
只不过是我为自己的懒惰、不思进
取、得过且过找的借口罢了。

自此以后，我便开始认真踏实
地写作，阅读。当人专注一件事的
时候，总能挤出时间来从事它。比
如说在陪孩子玩耍以及刷碗、拖地
之时构思文章，想好的提纲或者某
个重要情节，利用零碎空闲直接打
在手机里，既方便又省时。有了大
块时间，就可以顺着思路写下去。

我比较喜欢在夜深人静、无人
打扰的时候写作。那时候往往灵感
迸发、写作通畅。每当想到一个好
的题材时，我就会兴奋得睡不着觉，
一气呵成后，再认真检查几遍，直到
令自己满意，才能安然入睡。我觉
得对于写作者来说，每一篇文章犹
如自己的亲生孩子，要认真地去对
待它，它才会有回报。

写作这件事，从来都不是急于
求成就能一蹴而就的，而是要不急
不躁、日积月累地坚持。哪怕每天
进步一点，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
只要努力，这一路上多的是惊喜。
在写作的这段日子里，我认识了许

多全职妈妈，她们渐渐开始发光发
热，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天地，并把这
些光与热传递给另一些想要发光发
热的人。

后来，慢慢地我也开始尝试投
稿，将自己的文章邮发给各家媒
体。开始几乎都石沉大海，我并没
怨天尤人，只想着继续提高。直到
投了几十篇后，终于有作品发表
了！当看到自己被印成铅字的作
品，我同所有新作者一样，激动、欢
喜、甚至泪流满面。原来有梦想的
日子，感觉人生的每一天都那么意
义非凡、活力四射，这种感觉妙不
可言。

摩西奶奶曾说：“做你喜欢做的
事，上帝会高兴地帮你打开成功之
门，哪怕你现在已经80岁了。”想到
我离80岁还远，我觉得自己如此幸
运。也有人说道：“成功的路上并不
拥挤，因为能坚持的人并不多。”事
实就是如此，做自己喜欢的事并持
之以恒，一般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等着你。吞噬梦想的不是炊烟、不
是岁月，而是不愿为之付出的心。
唯有坚持，梦想才有可能开花，仅这
个坚持的过程，就能让我们感觉人
生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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瓢儿菜

◎梁征

收音机情缘

◎魏霞

周末，我独坐书房，冲泡了一
杯咖啡，打开收音机，开启了一天
的生活。

这些年，我搬过三次家，好多
东西都丢弃了，唯独这台老式收
音机没有舍得扔掉，一直留在身
边。我与收音机像形影不离的兄
弟，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这台
收音机购买于2000年，那时的我
正在读大学。

回首过往，在我成长的岁月
里，收音机一直伴随着我。我喜
欢收听新闻、音乐和评书相声，知
道了每天发生的事件；马三立、侯
宝林、单田芳等艺术家的评书和
相声深深地吸引着我。收音机丰
富了我单调的生活，在我面前打
开了一片新天地。

20世纪80年代，农村很穷，
并不是每个家庭都有收音机。我

的小伙伴家有一台收音机，每天放
学吃完饭后，我都会准点去他家，
坐在小板凳上，和其他人一起围在
收音机的旁边，静静地听评书，如
醉如痴。

后来，我读中学时终于买了一
只收音机。我最喜欢的节目是评书
《水浒传》，因为儿时便对那些梁山
好汉有着无限崇拜，加上田连元老
师的演绎活灵活现，让我更加迷恋
他们的传奇故事。

读大学期间，我还通过当地电
台交笔友，在茫茫人海中，认识了
一位很好的笔友，这种友谊一直保
持到现在。如今想来，收音机里那
些深深浅浅的回忆，充满了无尽的
幸福。

2002年7月，我毕业后到一家
建筑公司项目部从事施工管理。此
时听收音机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

分。我每天从工地回来，吃过晚饭
后，都会定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的节目，特别是播报的国际国内
新闻，让我多了一个了解天下大事、
增长见识的方式。

2010年，因为工作需要，我半
路改行从事了企业新闻宣传工作，
写报道成了主要工作，那时起听收
音机不单单是休闲，我会仔细揣摩
新闻的写作手法，日久天长，自己的
写作能力得到了极大提高。

当今随着科技飞速发展，特别
是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强大，收音机
早已成了老物件。手机可以安装各
种听书软件，不仅可以代替收音机
的功能，还可以搜索到很久以前的
各类节目，填补了我的许多遗憾。

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我与收音
机的情缘将继续下去，它永远沉淀
在心底，温暖着我，伴我继续前行。

◎高艳

全职妈妈写作梦

某日读书，读到郑板桥的一副对联：
“一庭春雨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撇
开熟知的扁豆花不提，倒不知这瓢儿菜
是何物。直觉告诉自己，那菜一定是清
清爽爽的纯洁，才配得上郑板桥的情怀；
一定是疏疏朗朗的明媚，才能展现郑板
桥的风骨。

上网一查，瓢儿菜原来是菜市场上
常常在眼前晃悠的小油菜，不觉莞尔，
哦，是故旧。说是故旧，并不是自小嘻嘻
哈哈疯玩的发小。二十岁以前，机缘不
到，无福与它谋面。上班后，第一次同事
聚餐，一个很大的圆桌子，不少的人。农
村出来的孩子，拘谨。加上不懂得点什
么菜，只管别人点了自己吃。因不待见
荤食，等一盘青菜端上，欢天喜地，透过
满桌的云雾缭绕，瞄一眼，以为是母亲常
种的菠菜，细打量，不是。肥肥厚厚白玉
似的圆帮儿，衬着水洗绿的椭圆形的叶
儿，还似青春少女般的爱美，束着高高的
蜂腰，娴静地卧在白底青花的盘子里，品
相甚是惹人怜爱。不顾其他，举箸品尝，
鲜嫩、爽滑、细腻。自此，相见恨晚，结为
知己，一辈子的那种。人家餐桌上无肉不
欢，我家餐桌上无瓢儿菜不喜，清炒、凉
拌、下汤、涮料，变着法子让它登台唱戏。

生病住院，三天方可进水，四天才让
进食。四天头上，爱人问想吃些啥，眉不
用蹙就想起它——瓢儿菜，清炒，没有一
丝的含糊。连吃两天，若不是爱人在耳
畔声声规劝“只吃它营养不全”，颇有天
天顿顿只和它相伴的念头。

一日与友人谈退休后的理想生活，
兴起时说：白云生处，一庭花蔬半床书。
引得众友欢呼，原来世外桃源并非我一
人的愿景。私下里就有些怪郑板桥不知
足：春雨霏霏，瓢儿菜如饮琼浆，绿毯一
般铺地；秋风渐起，满架扁豆，花香扑
鼻。既有美景可赏，又可春吃瓢儿菜、秋
食扁豆，且都是自种的绿色菜蔬，无公
害，光泽肌肤、肺健脾，流落苏北小镇又
何妨？居住在大悲庵又怎地？似现世的
我辈，哪里还能寻得到那样的一方净土。
他的菜园，一种瓢儿菜就能独占秦淮旧
日春。想象着将来有那么一个春天，在
院子里手舞足蹈地掘地，平整好，选一个
暖暖的日子，撒下一些菜籽，再哄婴儿入
睡般地撒一层浮土，做它的被子。不过
三五日，嫩芽拱出地面，它看着我欣喜，
我看它亦是。施肥、浇水，伺候精细，那
席大的一片，吃到柳絮纷飞时，才止。

若果真能得上苍眷顾，拥有一庭半
院，不种莲不种菊，就种瓢儿菜，纯洁、明
媚，其实最重要的是好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