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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姐的儿子大学时处了女朋
友，还没毕业，就带女孩回家见父
母。表姐非常高兴，把女孩当成准
儿媳，给买衣服、发大红包，还把她
带到我们家来参加家族宴会。

那女孩是外甥的初恋。私下
里，我跟表姐说，现在婚姻都不稳
定，更别说恋爱了，不要把儿子带回
家的女孩当准儿媳。

表姐不听我的话，她家经济条
件本来就不错，这下更是给儿子双
倍的生活费。在她的支持下，外甥
在校外租了房子，和女友住在一起，
俨然一对小夫妻。

两年之后，女孩的家人托关系
在他们读书的城市给她安排了工
作，表姐离那个城市上千里，鞭长莫
及，外甥流连在那里大半年也没找
到工作，又没定心考公，和那女孩感
情出现危机。

毕业还不到一年，女孩搬离，两
个人以分手告终。

既然分手，那个城市没什么牵
挂了，就回到自己的小城吧。外甥
的叔叔给他安排了一份不错的差
事，可他说什么也不肯回来。

我们都觉得回来好，表姐却说，
外甥要留在那个城市就留吧。父母

纵容，别人的话就都是耳旁风。外
甥从小就被娇惯，不是个可以创业
的有闯劲的孩子，在那个举目无亲
的城市迷惘了一年多，连一份工作
都没做过。

表姐去看儿子，心疼他住的地
方太小，便帮他租了两室的房子，自
然，房租和生活费都由表姐来负担。

不久，外甥结交一个女大学生，
和从前一样，高调带回家，参加家族
聚会。我悄悄观察那女孩言谈举
止，不是外甥可以驾驭得了的，判断
这场恋爱前途不乐观。但表姐还是
老样子，给女孩买衣服、包大红包。
两个人在那个城市的日常开销自然
全都由表姐两口子来出，外甥一天
都没出去工作过。

女孩毕业后考上研究生，离开
那所学校，两个人也就分道扬镳。

表姐心疼儿子，再不许我们劝
他回来。

据说外甥也考过研、考过公，但
屡试不中。眼看孩子年纪越来越
大、无所事事，表姐夫有些沉不住气
了，要他回来，两个人吵起来。表姐
护着儿子，跟表姐夫大闹了一场。

表姐夫请我们去劝表姐，我也
只好去了。没讲两句，表姐就不高

兴了，她说，只要她活着，就养着儿
子——她养得起。

又听说外甥在学校附近租了一
间门市开小超市，结果可想而知：没
到一年，就赔了钱，关门不干了。

表姐又倾尽积蓄，在那个城市
的一隅给外甥买了一间小公寓。外
甥只在过年的时候回老家住几天，
剩下的时间一直住在他恋恋不舍的
那个城市。谁也不知道他整天在忙
什么。偶尔，表姐会跟我们说，他儿
子现在正自学中医，还说过在考心
理咨询师。外甥后来再没有带女孩
回来过。如今，表姐他们每个月不
仅要给外甥生活费，还要给他交社
保，说是给他做长远打算，老两口则
省了又省。外甥现在干脆不再回老
家，都是表姐表姐夫去看他。表姐
夫整天长吁短叹，连家族聚会都不
大肯来了。家人们聚在一起，谁都
不敢提起他们家的事。

如果表姐当初能让儿子正确面
对失恋、如果能把他从不切实际的
梦想中拉出来、如果能狠下心来多
逼他几次……或许，外甥就会在坎
坷中成长起来，而不会沦落到彻底

“啃老”。父母之爱，千万别变成溺
爱，培养出超级巨婴。

以衣取人
◎李秀芹

会花钱的
也可以是好女人

◎俊霞

老家的水管漏水，水管埋在
地下，要刨开土翻找漏水处，是个
不小的工程，我决定去劳务市场
找个专门小工来干这活儿。

刚到劳务市场，就看到路边
蹲着一个人，穿着一身迷彩服，一
看就是等活的。我原来听一位曾
在劳务市场蹲活的亲戚说过，那
边打零工也是个江湖，要是没人
领路，新人去劳务市场混，有人用
你，也会被劳务市场上的老江湖
把活儿抢走。没想到出力气的活
儿，也需要“关系”。这次去劳务
市场，我偏找新人。

这个“迷彩服”看着特好说话
的样子，一个人蹲着，也不主动找
活儿，肯定是新人，我就用他了。
于是我过去告诉他，我家水管漏
水，主要是刨土的活儿，用不了半
天时间，我付给他两百元。

“迷彩服”摆手，我知道了，他这
新手是怕抢了活儿得罪人，我赶忙
说：“我家水管漏了，现在关了总阀
门，我们那一片都停水了，必须尽快
修完。这些人里面，我就看你面相
老实，别人我还不敢用，怕他们坑
我，你就算帮我个忙。”

我怕他嫌钱少，又说：“麻利干
的话，其实顶多也就两个小时，我给
你两百块。”说着，我就拽着他走，也
不听他说啥。他大约看我是个大
妈，便不再争执，骑着摩托车老老实
实跟在我电瓶车后面。

到了家后，他检查了一圈，发现
了大门口外有处地方特别湿，于是
用镐头刨开，找了一会儿，果然找到
了坏的地方。他帮我换好水管，前
后没用一小时。

我拿出一百元给他，他说啥也
不收。难道他就是那种看着老实、

胃口不小的人？他还想要两百元不
成？我虽然和他讲好的是给两百元，
但工程量比预计的少，一小时一百元
可以了。

我正在思忖，他居然推起摩托车
准备要走。我赶紧把一百元塞他兜
里，他又还给我，说：“这钱我不收，我
不在劳务市场打零工，是在那里等
人的。看你一个老人家，急着找人修
水管，我正好原来做过水电，便跟着
来了。”

这时，他接了个电话，我听他说
什么“这就回去”，又好像在安排别人
做事，看来，他起码也是个管事，很可
能是自己在做老板。

我非常不好意思，连连感谢加道
歉，他笑着说：“没事的，我经常要去
健身，这次就当我健身了。”

哎，我这把年纪了，还以“衣”取
人，闹了个笑话。

结婚纪念日，一向木讷的老公不
知从哪里得了灵感，订了一束花给
我，我惊得眼珠子都掉出来了。老公
又发微信来说晚上带孩子一起出去
吃饭。我说不用了，加个菜，冰箱里
有山姆优惠时买的小羊排，拿出来烤
烤，大家都爱吃。

饭桌上，老公提议一家三口抽空
去拍套全家福。女儿从会说话后，常
常疑惑地问爸爸妈妈的婚纱照里怎
么没有她，此时当然兴奋得手舞足
蹈。我说影楼拍出来的并不值他们
收去的钱，来来来，吃完饭我们到沙
发上凑一块自拍一个，想拍几张拍几
张，想摆什么造型摆什么造型；只要
他们愿意，以后我们每天都可以照不
用花钱的全家福。

我心里惦记的是按揭的一套学
区房贷款月月要还，女儿上的幼儿园
收费不菲，我俩今年不降薪就不错
了，更得精打细算。

随着婚龄渐长，我觉得自己越来
越没趣了。其实不是生活压力大，也
不是婚姻出现审美疲劳，而是一颗少
女心变得沧桑了，关注的焦点变了。
女人都爱浪漫，可是做了老婆、妈妈，
对内容的重视就超过了形式，觉得花
钱买来的什么浪漫、什么仪式感，都
虚头巴脑，没有真金白银来得实惠。

其实，为我自己、为女儿，以防万
一，我还是偷偷在娘家那边存了点老
底的，这是吸取了别人的教训。

婚龄十五年的蓉蓉姐和老公离
婚了，除了分得一套尚在还按揭的毛
坯房，她一分钱都没拿到。她老公
说：“家里除了房子，没有什么值钱的
东西，我手上有些其他债务，要不，咱
俩一分为二。”蓉蓉立马闭嘴，不再提
分财产的事。

离完婚没多久，蓉蓉却得知，口
口声声没钱的前夫给人开了两家
店——一家内衣店和一家超市。只
有蓉蓉姐这种真心疼他的原配才会
相信他的鬼话，被他坑，连他在外面
有人都不知道。蓉蓉姐的妈找到我
妈哭诉：女人就知道给老公省、给家
里省，太吃亏了！

舍得在老公和孩子身上花钱的
女人多，舍得投资自己的女人凤毛麟
角。不管守住钱财、丢了老公的心，
还是人财两失、身心俱损，在我看来
都算失败。

好在身边现在很多女性同胞都
觉醒了，该给自己花的钱，不再克
扣。婚姻也需要发展眼光，夫妻间用
物质表达情爱完全正常。会花钱的
女人也是一种好女人，女人自己赚钱
买花戴是一种姿态，让自家男人愿意
托付身家则是一种艺术。

现在都说要放大格局，我也跟着
放大一次：女人会花钱，不仅能促进
消费、拉动内需，还能促进家庭和睦、
构建和谐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