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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婆婆背“黑锅”
◎马亚伟

◎包宏龙

老岳父的“抖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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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谚语

婆婆邀请她的几个老姐妹来家
里做客，要准备一桌丰盛的午餐。婆
婆的厨艺非常好，经常被人叫“大
厨”，这次她要大展身手。我做菜方
面是弱项，只有给她打下手的份儿。

聚会那天，婆婆的老姐妹悉数
到齐。她们在客厅聊天，我和婆婆
在厨房准备饭菜。婆婆不愧是“大
厨”，厨艺发挥稳定，每道菜品都做
得色香味俱全。午餐开始了，大家
对婆婆的手艺赞不绝口。婆婆特别
开心，满脸成就感。大家吃着饭，我
和婆婆又去准备最后一道菜，番茄
豆腐羹。让我没想到的是，这道菜
婆婆有点发挥失常，我尝了尝，稍微
有点咸，汤菜讲究的是清淡，于是，
我提议加点水。婆婆有点慌了，说
加了水，味道就不对了。

婆婆是完美主义者，且特别好面
子。做菜出现了美中不足，她神情都
紧张起来，苦恼地说：“唉！都怪我，
手一抖，盐放多了。”我赶紧安慰她
说：“妈，没事的，其实也不算咸，口
味重点的吃说不定正合适呢！”婆婆

皱着眉头说：“确实有点咸了，这道
菜我做砸了。”婆婆特别在意她这次
的表现，一定要在老姐妹面前来一
次“完美演出”。我提议这道菜不上
桌了，婆婆说不行，一桌十二个菜，
这是规矩，缺一个就凑不够了。

我想了想，凑在婆婆耳边悄悄
对她说：“妈，就说这道菜是我做
的。”婆婆赶紧摇头。她刚要再说什
么，就听到大家叫她一起过去吃
饭。我趁机大声说：“阿姨们，我妈
马上就过去了。最后一道菜是我掌
勺，她不用管。你们先吃着！”说完，
我把婆婆推出厨房。

婆婆落座，陪大家一起吃饭。
我把番茄豆腐羹端上桌，说：“我的
厨艺不好，就做了一道菜，不知道合
不合大家的胃口。”一个阿姨尝了一
下菜，直言快语地说：“这道菜你做
得有点咸了。老年人饮食应该清
淡，瞧前面你妈做的这些菜，咸淡适
中，美味可口，每道菜吃起来都特别
好。”婆婆脸上掠过一丝尴尬，也不
好说什么。我赶紧开玩笑说：“我的

厨艺没法跟我妈比，她是名副其实
的大厨呢。做菜靠天赋，我真没做
菜天赋。其实呢，我做的这道菜起
的作用也不小，就是为了衬托我妈
的好厨艺！”

大家被我逗得笑起来。有个阿
姨说：“没关系，这不桌上还有玉米排
骨汤吗？喝汤喝这个就行了。”我说：

“对，忽略我做的这道菜吧！”婆婆也
顺势说：“我这儿媳妇虽然不擅长做
菜，可人家识文断字，工作做得好，钱
挣得多，我儿子都比不上她呢！”大家
又开始夸我。我们一起一边吃饭，
一边说说笑笑，气氛特别好。大家
走的时候，一个阿姨对婆婆说：“老
李啊，今天这饭吃得太好了，比高级
餐厅都好。你做菜的手艺太好了，
我就两个字，佩服！你没当厨师，真
是可惜了！”婆婆听了哈哈大笑。她
的厨艺得到了充分肯定，特别自豪。

这次聚会，我替婆婆背了一次
“黑锅”，却觉得特别开心。更让我
开心的是，这件事以后，我和婆婆的
关系更好了。

老岳父今年已经八十有四了。
他虽有三女一男共四个子女，本应
儿女绕膝，共享天伦之乐。可四个
子女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后却又天
各一方，一个都不陪在老人家身边，
所以老人时常感到孤独。好在，如
今已进入网络时代，一部4G手机就
能让老人家开心不已。今年春节期
间，大姨子教会了父亲玩“抖音”，让
他的生活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老岳父曾是如皋中学毕业的高
材生。虽然年纪大了，但他善于接
受新生事物。前几年，我老婆按照
一般思维，帮她老爸买了一台“老人
机”。满以为老人家落伍了，玩不来
这东西，想不到他一会儿工夫就弄
熟了，还说“这玩意儿太简单了”，让
我老婆好一阵惊讶。

2018年4月26日，我的儿子也
生了儿子。也许因为我儿子从小是

由外公外婆带大的吧，两位老人家对
这个刚出生的重外孙特别关心，三天
不见就想得慌。一次，我大姨子回娘
家看望父母。两位老人提起想念我
家孙子。大姨子就用自己的4G手机
搜索到我亲家母为我孙子制作的“抖
音”，并让他俩看视频。两位老人在手
机上看见小家伙嬉戏的画面和神气
活现的样子，开心极了。从此两位老
人就上了瘾，隔三差五叫离他们最近
的我大姨子回家播放我孙子的视频“抖
音”给他们看。可我大姨子毕竟有农活
要做，有家务要干，不能就为了给二老
看“抖音”三天两头回家呀。所以，她
就想着让他们自己学会玩“抖音”。

“老人机”基本只有接电话功
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今
年春节，大姨子为我岳父买了一部
4G手机。老人家如获至宝，欢喜得
不得了。本以为，像4G这样的“高

科技”，老人家一时半儿会摸不着头
脑，玩不起来。却没想到，他不到半
天工夫就摸到了门道……但玩“抖
音”似乎有些前卫，他怕按错哪个地
方把手机弄坏了，还是不敢轻易下
手。于是，他就让大女儿教他。老
人家脑子真是灵光，一学就会。从
此，他老人家成了手机迷——跟许
多年轻人一样，整天在手机上玩儿

“抖音”，想看什么就搜什么，应有尽
有，整天其乐融融。他不仅自己欣
赏，还时不时地喊我丈母娘一起欣
赏，老两口整天笑得合不拢嘴。

老岳父自从有了4G手机，过上
了“抖音”生活，内向的性格变得开
朗多了。原本少言寡语的他，每次
遇到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大
多是“抖音”上看到的内容。“抖音”
生活，赋予他许多新时代元素，他整
天乐得像个小孩子。

父亲是农民，没有文化，在我
成长道路上，父亲就用家乡的谚语
教育我。那浅显易懂又富有哲理
的谚语，每一句都触碰心灵，让我
在迷惘时一步步坚实地往前走。

我在村里上小学，那时我学习
很用功，成绩总是班级第一名。有
一天，我对娘说肚子疼。娘领我去
村诊所看医生，还向老师请了假，
于是我就待在家里玩。爹娘扛着
农具到农田耕作去了，我急忙找来
村子里逃学的小孩在家里一块玩
跳绳，蹦上蹦下，快乐极了。爹娘
顶着烈日从庄稼地里干活回来
时，爹爹一眼看出了我撒谎逃课
的小心思，把我叫到跟前用家乡
的谚语教育我：“搓绳不能松劲，
前进不能停顿。”“学习如赶路，不
能慢一步。”两句通俗的谚语像闪
着亮光的小灯盏，一下子走进我心
里。我再没有逃课玩乐，每门功课
都很优异。

转眼，考上大学，大学期间我
时刻不忘家乡谚语，仍勤奋好学、
刻苦读书。当我看到一些同学穿
戴时尚，花钱很大方时，于是写信
给乡下父亲，让父亲多汇些钱来，
让我买两件好看的衣服穿。我还
在信中告诉父亲，有一个老乡很会
打扮自己，时髦服装穿在身上好美
啊。汇款单终于来了，我一看竟傻
了眼，父亲只给我汇了一点钱过
来。第二天，我收到了父亲从家里
寄来的一封信。父亲在信中说：

“只与人家赛种田，莫与人家比过
年。”父亲还写道：“学习勤中得，富
贵俭中来。”“用珠宝打扮自己，不
如用知识充实自己。”那歪歪斜斜
的几行家乡谚语，像一个个小拳头
把我敲醒了。四年大学生活学习
中，我便把“节俭”和“知识”几个
字深深刻在了脑海里。

大学毕业了，我在外地谋了一
份职，从此在新起点上开始一步步
往前走。在单位，我服从领导，团
结同事，钻研业务，把全部精力投
入工作中。因刚在外地参加工作，
难免遇到挫折，一些不顺心的事儿
有时一个接一个砸过来。乡下的
父亲除在田间锄草施肥外，还时刻
关注着我，在我人生的每个十字路
口，他都会用家乡谚语引导我。父
亲在电话里对我说：“打出来的铁，
炼出来的钢。”“要想成功，必须走
完从说到做这段路。”“想喝甜水自
己挑。”父亲告诉我的这些谚语，让
我坚定信心，勇于在困难中锤炼自
己，永不退缩才有成功和喜悦！

通过不懈努力，我考上了公务
员，又走向人生一个新起点。刚到
新单位上班第一天，父亲又来电话
说：“不图一时乱拍手，只求他日暗
点头。”“成事之路弯曲曲，败事之
路顺溜溜。”最后，父亲加重语气
说：“树直用处多！”父亲挂断电话
就去田间浇水了，但父亲劝告我的
谚语，我一直牢记在心头。

家乡谚语寓意丰富，又简练易
懂，农民父亲用一句句通俗谚语教
育我，在我成长道路上点亮一盏又
一盏心灯，裹藏着浓浓父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