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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宝出生后没人带，着急之下，
求助于我的父母，他们同意了，我就
把父母接到我这边来一起生活。

几个月过去了，我突然发现，父
亲空下来的时候总是坐在窗边，若有
所思地望着远处。

一天下午，我去厨房，看到父亲
又坐在窗边发呆，就问：“爸，你不出
去逛逛吗？”父亲说：“出去也没个认
识的人，不想去。”

我悄悄找到母亲说：“我爸最近
老坐在窗户前发呆。”母亲说：“你爸
着急了，想家了。”

母亲的话时时绕在我的耳边，我
想，怎样才能让父亲安心地在这里待
着呢？好几天过去了，我也没想出个
所以然。

一次，我下班回家，母亲着急地
说：“你爸今天出去还没回来，出门时
电话也没有拿。”眼看天快黑了，我赶
忙和母亲一起下楼在小区里到处找，
也没见个人影。我们回家准备拿车
钥匙开车出去找时，父亲回来了，只
说在外面和人聊了会儿。和父亲一
起刚吃完饭，他的手机响了，父亲接
电话，我们各做自己的事去了。

从此，父亲每天都会出门一段时
间，我也不见父亲坐在窗前发呆了。
父亲在家时也常常有人打他手机，与
以前不一样了。

我跟母亲打趣说：“我爸最近什
么情况？电话这么多，出门也勤了，
我怎么觉得他像……”正在吃饭的母
亲满脸疑问，我说：“像在谈恋爱。”母
亲笑得合不拢嘴，骂我胡说。吃完
饭，我去上班了。

晚上回来，发现母亲早上说我，
其实她自己已经行动起来了。我一
进门，她就告诉我：“你爸认识了一个
老家同镇的老乡。”

“男的女的？”
母亲打我一下：“想什么呢，一个

老头。”
我笑母亲：“妈，你吃醋了，这么

快就探出来了。”
母亲竟然害羞了：“才没有呢！

一把年纪的人了，哪有那心思。”
从母亲那儿得知，父亲认识的老

乡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和他的老
伴一起跟着儿子来城里生活。他的
老伴前一年因病去世了，现在老人很
孤单。父亲在小区里转，碰到了他，
两个人一说话，口音相同；再问，竟然
是老乡，就这样认识了。

我对着母亲预言：“我爸有老伙
计了，你以后叫不动他了。”果然，有
次母亲喊父亲：“你换件衣服，我想出
去逛。”父亲不肯去，说约了老伙计。
一会儿，父亲接了电话就出门去了，
留下母亲生闷气。我赶紧说：“妈，我
们两个去逛吧。”之后，我也注意多腾
出时间来陪母亲一起带孩子，因为我
喜欢现在脸上常带着笑容的父亲。

我们把父母接到城里，解决了我
们带孩子的问题；可有几个儿女想到
父母的需求，解决他们的问题呢？

◎江侠

过眼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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闺蜜晓楠让我给做参谋，在
网上给婆婆买了个好几百块的名
牌保温杯，对于我们这些收入并
不高的家庭来说，这也算是大手
笔了。我问她是不是婆婆生日快
到了。晓楠说：“不，就是有事想
找婆婆谈谈，先送点礼物热热
场。她原来那个已经不太保温
了，买个高档的，实用不说，她带
出去也好看。把她哄开心了，有
什么摩擦，也不会太在意。”

晓楠怀孕以后，为了方便照
顾她，婆婆搬来她家住。原来离
得远，平时一周回家一次，婆媳共
处几小时，彼此客客气气的，倒也
没啥矛盾；但婆婆来到家中，同住
一屋檐下，还真是大不一样，单生
活习惯就有很多不同。

比如，有一天，晓楠婆婆买菜
回来，估计是渴了，进门放下菜，
端起杯子就喝。那个杯子是晓楠
的，既然婆婆已经拿起来，晓楠也

不好制止。其实，晓楠给婆婆买杯
子，也可以委婉提醒婆婆“各用各
杯”呀。晓楠说，还希望将自己的生
活习惯告诉婆婆，知己知彼，才能和
谐相处。

我知道晓楠这人：有洁癖，特别
怕别人不经她允许碰她的东西；爱
睡懒觉；爱耍小性子，但过一会儿就
会云消雾散，脾气来得快、去得快，
不必理会……

过了几天，晓楠告诉我婆媳交
流已经取得了初步成功。她把水杯
给婆婆看过，得到肯定后，将新杯子
清洗干净、消好毒，然后煮了茶，里
面还放了婆婆喜欢的枸杞和桂圆，
倒满新杯子，又叮嘱婆婆随身带着
保温杯，走到哪里喝到哪里。

晓楠见婆婆挺开心，便趁热打
铁，悄悄发动自己的母亲打电话对
婆婆嘘寒问暖，又跟她说，自己女儿
在娘家娇生惯养，一身的毛病，很多
生活习惯希望她多担待。婆婆一

听，忙说她把晓楠当自己闺女看，让
晓楠一家不必和自己客气。

局面打开了，两个人便交流起生
活习惯来。婆婆说她现在睡眠少，凌
晨三点就醒了，熬到四五点起来，闲
不住就想干点家务，不是故意弄出动
静提醒晓楠起床，叫她只管睡；再就
是希望晓楠想吃什么就告诉她，“吃
什么都行”最让她为难。

晓楠将列好自己生活习惯的纸
条递给婆婆。婆婆也不是刻薄人，乐
呵呵表示纸条要好好收着，没事拿出
来对照对照。当然，婆婆也看出了晓
楠送水杯的用意，解释说她的杯子和
晓楠的杯子同一个颜色，她人老眼
花，那天更是急着喝水没注意。幸亏
晓楠送水杯在前，否则直入主题，双
方都尴尬，还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内
心戏。

搞好婆媳关系的前提是互相尊
重，有话笑着讲，千万别憋在心里。
晓楠的婆媳之道，我也得多学着点。

“热场”保温杯
◎星闪儿

父亲的笑脸
◎王小霞

统计数据显示电视剧《繁花》
在网络和电视上的收视率都相当
高。我老家是上海，在网上看沪
语版；妻子看央视8套的普通话
版。作为过来人，追剧时那个年
代的记忆被重新唤醒，历历在目。

1992年开始，一直到20世
纪90年代中后期，“下海”是最热
的一个词，社会上流行着夸张的
说法“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
要开张”。1992年夏天，我们生
产技术科的科长决定率领11名
部下偷偷奔小康。

当时，厂里效益不好，勉强能
发工资，没有奖金。每天下午无
所事事，科长便组织大家关起门
来，剁馅包饺子、制作羊肉串……
到了傍晚，去附近最热闹的路口
摆摊。

人太多，便分为3组，每个人
3天轮到出摊一次。那时，大家
积极性很高，不当班的都常常去
冒充顾客，营造生意兴隆的假
象。然而，人太多、心难齐，加上
事情很快暴露，厂领导下令：摆
摊、上班只能二选一，集体大排档

一个月后就解散了。不过，这段经
历培养了大家的经商细胞，至今这
些人中仍有两名在“海”里：已经退
休的科长，经营着一家物业公司；同
事小马开了家外贸公司。

1993年，我开户炒股，当时，交
易所里人山人海，和《繁花》里的情
形相似。那会儿买股票得写纸条，
然后递进柜台输入电脑。一大堆人
挤在柜台窗口，净拣好听的称呼里
面的女柜员。纸条好不容易递进去
了，有时会因为被弄丢了，没买上。

原本我计划辞职去闯深圳，但
因本金被套住，最终没去成。眼见
同时期去的熟人，有的如今在深圳
有两三套房，便后悔当年不该炒股；
但又想到也有人没混好，不仅在深
圳没赚到钱，现在连15年的社保最
低缴费年限都没凑齐，于是又感觉
套住了也好，起码现在我已有36年
工龄，以后退休金不会很低。

我大哥于1994年下海，受老邻
居马爷影响，两人一起弄了个烧烤
摊，每月能赚3000多元，一人一半，
在当时属于很可观的收入了。那位
马爷不仅形似，而且神似游本昌在

《繁花》中扮演的爷叔。他看起来没
有什么智谋，也干不来烧烤摊上的所
有活。每天大哥干活，他就在一旁的
沙滩椅上葛优躺，吹嘘他家以前在上
海滩上的地位，仿佛前面是四大家
族，马家要排第五。

两年后，马爷心梗去世了。大哥
以为收入要翻番，然而摊子很快搞不
下去了。马爷在时，各路人马，包括
混混流氓，都不曾来找麻烦。他走
了，各种麻烦就来了，大哥摆不平。
我们这才意识到马爷不仅会吹牛，也
的确有些本事，并非白拿一半利润。

《繁花》描述的那个年代，眼见身
边不起眼的某人，冷不丁“三九天穿
裤衩儿——抖起来了”，每个人都会
心痒痒。不过真正下海试试水，就知
道钱不是那么好挣的。大多数人还
是得老老实实打一份工，挣一点不尽
如人意的辛苦钱。

年纪大了以后，能想得开的人会
和自己达成和解：别人风光由他去
吧，让别人的风光影响自己的心情，
气出病是要自己掏钱治的。不与繁
花争春，守住心平气和，也是不错的
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