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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出生活新与美
◎晓凤

◎李建华

带孙女“游学”

教

◎
子
穆

走进老同学薇薇家，这里简直
就是一个麻编藤编扭扭棒手工制作
的工艺品世界啊！地上站的是在花
瓶里盛开的荷花、向日葵，墙上挂的
是福气满满的宝葫芦，桌上摆的是
吉祥的大象、洁白的天鹅、精巧的小
花伞，玻璃橱里是各式各样的花瓶、
彩罐、花式嵌珠收纳盒……小小房
间，琳琅满目，每件作品都栩栩如
生、工艺精湛，令人目不暇接。

这竟然是薇薇用手一点一点做
出来的！她19岁时，被确诊手部疾
病，这种病没法根治，随着年龄增
大，手指最终可能会萎缩成鹰爪
形。多年来，薇薇主要通过深部X
线照射、服用药物、增强肌肉营养以
及编织毛衣适度锻炼等方法，虽有
效控制了病情，但她手指肌肉萎缩
进程仍然无法控制，以致才到中年，
她就不得不提前退休。难道最近医
药进步解决了薇薇的顽症？

薇薇告诉我，她从小就喜欢麻
编藤编工艺品，很享受那种过程，但
多年来工作、照顾老人等使她一直
顾不上这一爱好。2020年，因疫情
待在家中时，薇薇无意中在网上看
到了麻编藤编工艺品制作的教学视
频，一下子就被深深吸引了。她抽
空悄悄跟着直播间的老师学习，试
着学做些手工，没想到从此就迷上
了，爱不释手，只要拿起麻绳线，她
就一发而不可收拾，沉浸在其中，乐

此不疲。
残疾的双手从来没有影响薇薇

对麻编藤编手工制作的热爱。一切
从零开始，她起早带晚，投入了所有
的空余时间，在家里埋头苦干。因
为肌肉萎缩，她手指的力量和灵活
性与正常人无法相比，一些别人做
起来很简单的操作，她干起来却要
付出双倍乃至更多的时间、心血和
汗水。在直播间老师的指点下，她
开始试做，错了就拆、拆了再做，用
一双不灵活的手，努力干着细致精
巧的活儿。靠着一股韧劲、喜爱和
坚持，日积月累，她慢慢磨炼出了一
手制作麻编藤编工艺作品的技艺。
手法日臻熟练，技法不断提高。纸
盒、快餐盒、矿泉水瓶等这些在别人
看来一文不值的东西，在薇薇眼中
可能就是宝贝，经过她对材料的思
考、精巧的设计和精心制作，就可以
变废为宝，创造出各式各样精美的
麻编藤编作品。

薇薇十分注重学习交流，在直
播间老师的指导点评下，手艺日渐
进步；在直播间网友作品的不断展
示中，制作水平有了提高；和编友的
交流不断，更获得了新的创作灵
感。经过不断制作、深入探究，薇薇
一通百通，做什么像什么，每个作品
都有不同的设计、都富于来自日常
生活的美感。薇薇十分享受制作的
过程，她说，埋着头慢慢细细地做，

给人一份岁月悠悠的安全和稳定，平
淡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美好而生动。

丈夫和儿子都支持薇薇做麻编
藤编手工。丈夫协助薇薇做了不少
要用手劲的力气活，如裁截铁丝、压
制编织骨架雏形等，还为薇薇拍下了
一些制作时的视频。因为手有残疾
不方便，薇薇做手工时常常要用身体
变换角度来辅助用力，姿势与常人不
同。开始薇薇有顾虑，觉得很难看，
不让丈夫拍视频。儿子鼓励她说作
品很漂亮。丈夫把视频和作品发到
朋友圈后，朋友们都被薇薇对生活的
热爱、对美的追求，以及她那股不懈、
顽强的精神所感动，纷纷点赞，好评
如潮，薇薇也释然了。

有了兴趣爱好，薇薇忘记了许多
生活中的烦恼，对人、对事、对自己、
对生活都有了崭新的认识，放松了心
灵、减轻了压力，并带来了满满的成
就感和无限的快乐。

现在市面上很少有麻编藤编成
品出售，许多朋友看了薇薇的作品，
都说完全可以作为商品出售了，纷
纷建议薇薇开网店。薇薇说：“我
不是这个目的，我是因为喜欢，然
后把这份喜欢分享给亲朋好友，再
看到他们也喜欢，就收获了成就、收
获了满足。”

薇薇说，生活总有不尽如人意的
地方，但要有好心态，向善向美、永不
言弃，这或许就是生活的真谛。

◎语末

真实需求

让父母满意难吗？不难，难的
是做到让自己真正顺他们的心意。

从年初开始，姐姐单位开始在
每个周末包了剧院，邀请戏剧团为
员工唱戏。姐姐知道父母爱看戏，
便从第一场就开始领票，带着他们
去看。

起初，父母挺高兴，周末看看
戏，放松放松，而且平时都是在家
里的电视上看，这下去戏院跟演员
近距离接触看，感觉很不错。然
而，这样持续了五六个周末后，父
母就不愿意去了，因为每一场要唱
三个半小时，而且戏院离家较远，
来回路上还要花一个多小时，每次
看戏都是傍晚六点出去，夜里将近
十一点才回来。虽说是高兴，但身
体也很是乏累，所以父母就告诉姐
姐，看几场新鲜新鲜就可以了，还
是坐在家里看方便些。

姐姐猜父母是怕她麻烦，再一
想是不是父母还以为她是花钱买
的票呢？于是，她依然雷打不动地
接送老人去看。父母呢，看姐姐劳
心费力，怕伤她的心，便耐着性子
继续去，只是每次回来以后不再谈
论戏曲的内容了，只说累。

姐姐的戏票就这样成了父母
的负担。

我也做过这样的事情。父母
过日子特别省，怎么省怎么来，比
如他们的空调，在家里就是一个摆
设，一年也舍不得开一次。冬天他
们宁可受冻，也舍不得把制暖打
开。我着急了，没有商量就给他们
买了一台低功率暖风扇、一床电热
毯。我以为他们这下会觉得花不
了多少钱就可以取暖了，谁知，他
们却非要让我退货，说家里地方
小，看着这些用处不大的东西摆满
了心里不舒服。看来我的想法也
与父母的意愿背道而驰。

经过几次后，我跟姐姐商量：
以后还是顺着父母的想法来为他
们服务吧。姐姐说，按他们的想
法，那就是什么都不要买。我说，
我们先看看再说。于是，我开始格
外注意父母平时的言谈，从而发现
他们的意愿。果然，听他们议论电
饭煲太大了，两个人用不方便，于
是，我赶紧从网上给他们买了一个
两人用的小型电饭煲。还不错，正
中父母的下怀，当东西寄过来被打
开的时候，我明显看到二老的欢
喜。现在，他们已经离不开那个电
饭煲了，煮粥、煲仔饭、做酸奶，一
锅多用。父母嘴里说着破费，可是
内心的高兴都溢出来了。

《礼记·内则第十二》中有一句
话：“孝子之养老也，乐其心，不违
其志。”可以理解为，孝子对父母养
老，要使父母从心里感到快乐，不
违背他们的意愿，顺其心意。如
此，让父母满意也就不那么难了，
只要顺他们的心就好。当然，这就
需要我们做儿女的去感知父母内
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发现对了，
幸福也就同步了。

转眼间孙女上六年级了。在
陪她背诵唐诗时，偶然读到中唐诗
豪刘禹锡的《金陵五题·乌衣巷》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
斜”句，引起了我追逐“研学游”的
激情。我陪孙女开启了三日南京

“寻梦”之旅。
走进南京师范大学的校门，沿

着熟悉的道路，漫步随园校区，又参
观了南师大120周年校庆展览，向
孙女解读了“师范”的含义，希望孙
女向刚才在展览中看到的杰出人士
学习，立德树人、执着向前。在“正
德厚生，笃学敏行”的校训前，抚今

追昔，感慨良多。20世纪80年代
末，我曾在南师大南山宾馆大楼前，
虔诚祈愿儿子能考进这所大学，
2000年我的梦想成真；现在，期待
孙女在7年后的高考中心想事成，
考上理想的双一流大学。

古人言：“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孔子率弟子周游列国，其实是
建立了一处行走的课堂。我把孙女
的主要课堂设在南师大、中山陵、总
统府、六朝博物馆。“虎踞龙盘今胜
昔，天翻地覆慨而慷”，赶考永远在
路上，人间正道是沧桑。

这次研学，还特地增添了一项

“情商学”：准备拜访省总工会有关部
门的领导，感谢他们曾经的关心和帮
助。但事与愿违，拟拜访的人有些情
况，于是决定不去打扰他们。世界真
奇妙，孩子网约的宾馆与省总工会咫
尺之遥，于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
还是拜访到了一些故人、参观了若干
旧地。人间自有真情在，深切感受到
人走茶凉非常态，对孙女的情商起到
了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次日，我又陪孙女游览了牛首山
文化旅游区，在莫愁湖边走一走，沉
浸式体验“胜棋楼”，期待她知晓人生
如棋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