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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城，这个北方城市的春
天总是充满了魅力，不知从何
时起，众多的景色开始成为人
们追逐拍摄的对象。从小区
的周围，到马路旁、花坛以及
泛绿的草地，那些五颜六色
的花木，吸引了人们的眼
球。越来越多的人，会陆陆
续续换掉沉重的冬季服饰，
以与春天同步的轻盈，出现
在树旁和草地的周围。在这
个季节中，每天开车的时候，
我总喜欢将车上的收音机打
开，搜寻那个自己钟情的经
典节目。音乐声不时地在耳
畔响起，身心获得了极大的愉
悦，此时就像一名沙漠旅者对
远处绿洲的渴望。

这是一个奔腾的时代，
行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步履匆匆，但很坚定。从周
一清晨到周五的下午，紧张
地忙碌着，周而复始。这期
间，免不了要经历诸多不如
意，每个人的脑子始终处于
紧绷的状态。直到每天下班
回到家里，又会进入另一种
状态，家庭中的诸多事情又

会接踵而至。其实我们每个
人都有两种身份：一种是社会
人，另一种是家庭人，每天穿
梭在社会和家庭之间，从纷繁
的事情中理出每件事情的头
绪，再去尽力地解决，这就是
生活，这就是人生。

人在少年时盼长大，青年
时盼立业……无论人生走到
哪个阶段，人们都渴望把生命
这支曲子弹得尽可能更完美
一些。但人生总会有不如意，
就像扯不开的线团一样，内心
难以轻松起来。此时此刻，你
不妨学会放下。

眼下很多人喜欢走出室
外晨练和晚练，带上手机打开
音乐，让肢体随着音乐在运动
中得到舒展。我喜欢每天早
晨在“学习强国”APP中找到
音乐栏目，选出振奋精神的曲
子播放着，步履立刻就轻盈起
来，精神也开始获得充电一样
的感觉。

在北方，在港城，这个春
天的一切都充满了音乐的节
拍和动感，生活的魅力就在瞳
孔中逐渐放大。

平淡无奇的生活有时会让
思想处于沉淀状态。忧郁与感
伤、压抑与渴望，都将渗入血液
里每个情感细胞的分子里，形
成一种顽固而定性的执拗。就
像在沙漠当中行进，有的人倒
掉鞋中的沙子，轻松前进，而我
却宁愿在与沙子摩擦的痛楚中
独行。因为，这会让我时刻保
持清醒。

我一直相信，痛楚才会让
人产生危机意识，从而衍生无
比的斗志，拥有更强大的自信，
更加坚定地向希冀的目标前

行。世人有多种，每个人的选
择各异，因此其奋斗方向也大
相径庭。

有人在路边捂着嘴乐：“傻
瓜，你不知道这样很累吗？为
何不倒掉鞋中的沙子，这样会
更轻松、更方便！”我坚定地摇
了摇头说：“朋友，你错了。那
样我只会觉得没有挑战性，也
无忧患意识。对于一个勇敢向
前的人来说，那样便等于服下
了安乐的毒药慢性自杀。”

人生就像是一场棋局，激
进的人在局内，安逸的人在局

外。只有秉持危机意识的人，
才能在生命的高空俯瞰生死的
演绎、世事的纠葛。

相信自己，每日奏一曲欢
歌，给庸俗的人生以诗意，给浓
郁的空气以清新。日夜更替，斗
转星移，生命在轮回中重复着一
个永恒不变的定律。它告诉我
们幸福的生活也需要痛苦的调
剂。如果没有悲伤，幸福也会
失去滋味。让我们静静地、耐
心地等待吧，因为幸福会在我
们坚强的灵魂中孕育、生长，直
到有一天像花儿一样开放。

从单位扫完雪回到家，只
见79岁的老母亲正在收拾一
堆小孩的衣服。见我进来，她
举起一件黑色羽绒服冲我笑：

“真好，现在正好能穿，就是长
了点。也好，长点暖和。”

我立即火冒三丈，冲母亲
嚷道：“我早就说了，不要去捡
衣服，让需要的人去捡！”母亲
悻悻的，不再言语。站在我家
的窗前，就能看到前方路边的
垃圾桶。母亲一准是早上看到
有人在垃圾桶旁放了袋子，才
下楼去捡的。

窗外，漫天飞雪在空中漫
舞，飘飘洒洒真是太美了。我
满脑子的诗情画意，但身边的
老母亲，神情似乎与我截然不
同。我心里不免涌起一丝歉
意，刚刚对母亲的态度是不是
有点过了？

记得母亲刚从农村老家搬
来不久，见楼下垃圾桶边上有

一个干干净净的大袋子，里边
全是衣服，而且比较干净，叠放
得整整齐齐。她疑惑地问我，
这么好的衣服怎么就扔了呢？
在母亲的眼里，破了的衣服也
是不能扔掉的，可以打褙子做
鞋垫，可以撕成布条吊果树
用。想到母亲一生的困苦不
易，我越发感到很愧疚。

我和母亲促膝长谈，才知
道她在我们小区遛弯时认识了
一位大妈。大妈的儿子为了孩
子能在城里上学，举债交了首
付买了房，日子过得比较紧
巴。上次母亲去超市买菜，遇
到大妈去幼儿园接孙子回家。
孩子穿的棉衣又旧又小，祆袖
也短了，冻得直流鼻涕。

看着母亲惆怅的样子，我
忽然觉得自己很冷血。我问母
亲知道那位大妈家住哪儿吗？
母亲说只知道住南区。从我们
小区的北区到南区，最远的距

离顶多两里路。就这样，为了
圆母亲送衣服的梦，我踏雪而
行，凭着母亲的叙述，又向跳广
场舞的老人打听，终于打听到
了那位大妈的住址。

雪夜映天，温暖有光。那
天下班后，我提溜起母亲整理
好的两袋子旧衣服，将其放到
那位大妈的家门口，掏出事先
装进衣兜里的粗签字笔，蹲下
身在两个袋子上分别写上了

“送给有缘人”五个醒目的大
字，然后站起身敲了几下门，悄
然走开了。

当我回家告诉母亲衣服已
送到时，她如释重负似地松了
口气。几天后，我下班刚进门，
母亲就走到我跟前，掩饰不住
地兴奋：“我看见那个孩子穿上
那件黑色羽绒服了，这个冬天
他就不用挨冻了！”

看着母亲高兴的样子，我
也笑了。

月琴姐在叔叔家的孩子
中排行老二，人长得实在是
美。她细高挑，皮肤白皙，一
双黑色的大眼睛水汪汪的，脸
上镶嵌着两个迷人的小酒窝，
笑起来让人有一种如沐春风
的感觉。月琴姐中学毕业后，
跟着姨妈去了湖南长沙的一
家单位上班。

月琴姐的恋爱、结婚，如同
她的人那样美好，同样令人羡
慕。姐夫军校毕业，在部队是
一名军官。可以说，在我们村
里，月琴姐是最幸福的了。可
是，有一次，婶子对我说，月琴
姐每次来电话，都说在村里种
地的兄弟姊妹最幸福，很是羡
慕，说能天天见到父母，能陪伴
在父母的身边，只有陪伴在父
母身边的孩子才是最幸福的。

我有些吃惊，那时我刚刚
中学毕业，在家里跟着父母种

地，一心想着脱离农村去城里
上班，心里难免不理解月琴姐，
说她有点矫情。然而，多年以
后，当我远离父母来到上海打
工时，才深深地体会到，只有陪
伴在父母身边的孩子才是最幸
福的——不仅是因为亲情，还
是因为那份淳朴的温馨。我也
理解了身在他乡的月琴姐，真
是：年少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
曲中人。

记得在中学读书时，有一
次上政治课，老师说：“你们将
来结婚生儿育女后，对待父母
能像对待儿女那样就好了，那
就是你们父母的福分。”

老师的话音刚落，全班同
学一片哗然，都以为是老师说
错话了，直到老师把话又重复
了一遍，我仍是满腹疑惑。

对老师这句话的理解，是
在我结婚后的第三年，在儿子

出生后。那时我和妻子在县城
上班，妻子半年产假结束后便
给儿子断了奶，送回老家让父
母帮忙照看。在儿子五岁返城
前，不管是炎热的夏天，还是寒
冷的冬天，我都是骑着自行车
翻山越岭几十公里，一个月回
家两次看望他。有时买几包方
便面和几根火腿肠，有时买一
只鸡，在当时这便是最好的食
物了。想想对待父母，我确实
没有做到这一步。有一次回到
村里，听人们讲，村里有一户人
家四个儿子，父母都给他们盖
了四间大瓦房，并娶上了媳妇，
可是他们一年到头也不给父母
送点好吃的，一年连50元钱都
不给父母，倒是舍得花钱为自
己的孩子在烟台、青岛买楼房。

每每想到这些，耳边就响
起当年老师说过的话：“对待父
母能像对待儿女那样就好了，
那就是你们父母的福分。”真是
话糙理不糙。

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是变
化的。我们每个人、身边的每
件事，都是如此。面对这个规
律，人并不是无从把握。就像大
海中航行的船，在这艘船内，是
有一位船主的。有的船在原地
打转，有的船在没有目的地乱
闯，但更多的船是在向着目的地
扬帆远航。船的航行，掌握着主

动权的是船主，而这位船主就是
你自己。我们想要驶向哪里，自
己是可以掌舵的，是可以对它进
行推动的。也就是说，既要有目
标，又要不断地付出努力。这个
由我们的努力带来的变化，会让
自己满意，也会不断地给自己带
来惊喜。

丁新军

年前我在网上买了一副
镀金耳钉，样式精美，金灿灿
的，颇有以假乱真的感觉。

虽然年轻时我就打了耳
洞，也曾有过一副金耳钉，但
总共也没戴几天，后来不知
怎么搞没了。由于我不是太
喜欢披金戴银，丢了也没有
多心疼。

年前偶然在网上看到了一
款耳钉，有些心动，头脑一热便
下了单。老公吐槽：“看着吧，
买回来还不知道戴不戴，说不
定，过几天就又没了呢。”

我试着戴了戴，戴不上，
不禁心生疑惑，难道耳洞长上
了？最后，在老公的帮忙下才
戴上了。戴了几天竟然没有
任何不适，倒是有一种美滋滋
的感觉，于是戴着这副耳钉迎
新年了。

年后，一众亲戚朋友相
聚，那天我破天荒成了焦点，
因为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发现

了我的耳钉。“咦，卿都戴上耳
钉了，难得啊！”“老三，耳钉样
式不错，成色也好，不便宜
吧？”我不动声色地听大家夸
赞，笑眯眯地伸出右手五根手
指一晃。

“五百元吗？”朋友说。我
淡定地摇摇头，继续晃动五根
手指。

“对呀，耳钉样式新，肯定
超过五百元，五千元？”朋友再
猜。我继续摆手又晃手。

“不可能五万元吧？”眼看
着众人猜得越来越离谱了，我
嫣然一笑，说道：“哈哈，十元
买了两副！”

看着众人诧异的眼神，我
终于忍不住笑得前仰后合。
一件饰品，只要感觉好看就行
了，我已经过了依靠饰品提升
自己虚荣心的年纪。只要是
喜欢的，再便宜也喜欢。就这
样，我戴着便宜却好看的耳钉
美美地过了一个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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