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长里短咏叹调
吴莉莉

! ! ! !一群婆婆妈妈分开五十五
年后重聚。从戴着红领巾高唱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
年的先锋”的少先队员，到如今
“奔七”的老妪，生命的年轮滚
过了大半。席间唏嘘感慨，说话
胜过动筷。忽然东道主的手机
铃清脆响起，是未能前来赴约的
某同学打来。只听得主人一一
报之与座者名，显然电话那头身
虽未到心已飞了过来，她非与老
同学一个个聊几句不能解慰。
手机传来递去，一圈转完，外壳
都烫了。有知情者爆料：这位仁
姐生了两个儿子，两儿子又为她
添了两个孙子。子孙满堂可谓
福气，但从此也没得清闲，儿子
带大带孙子。每天一早，老夫妻
同时出门，然后分道扬镳“革
命”，一人顾一处———买、汏、烧
外加带宝宝。晚上回到老巢精
疲力竭，比当年上班累多了。有
人体恤道：吃力煞哉！不去不行
吗？“勿来赛格，否则，两房媳妇
哪能摆得平？”席间的过来人有
经验，马上接口。妯娌间关系是

摆平了，公婆的健康与老人的权
益呢，这座天平的砝码摆平了吗？

难得碰面，续旧余兴未尽。
餐毕，一位同学急着打道回府，众
人齐挽留：多年未见，再等一歇
吧！她的回
答自然、顺
口：“女婿
在家里，回
去要烧夜
饭给他吃。”哦约喂，外孙女今年
都考上大学了，还要去操着这份
家务闲心！此同窗从小老实、本
分，是个好好人，丈母娘当得也巴
结，烧饭洗衣带小人，一切义不容
辞。若有评选模范岳母的奖项，
她肯定入选。望着其远去的背影，
又一位老妈幽幽地叹：在阿拉屋
里厢，我也就是个“全职、带薪、无
休假”的保姆啊。话语重音所落
处，众人都听得明白。好似一石
击浪，附和声顿时鹊起。

家家都有一本经，各家有各
家念经的本领。都是从小一起长
大的，彼此间知根知底，说起话来
没什么顾忌。“经”念得有功夫的

某同学，伊就实话交待：老早我
也办过“家庭大食堂”，两个女
儿下班回来，都携夫带子过来搭
伙，吃现成饭。女、婿四个人全
是“白骨精”，钞票他们不在乎

的，讲究的
是要吃得新
鲜、吃得好。
条 件 开 出
来，苦煞了

阿拉两老头老太，吃力不算还要
动脑筋，一早起来就跑小菜场。
礼拜天更烦，还要多管一顿中
饭，真是忙得脚也要掮起来……
几年下来，实在吃不消，
去体检，“三高”指标一
个不少。后来只好狠狠
心，“食堂”一周办一趟。
再后来措施调整，两周
开一次，最后，一月一次。现在
彻底歇业———大食堂关门。要聚
在一起吃饭可以，大家统统到
饭店。小女儿说了：“姆妈侬放
心，阿拉就算不来娘家吃饭，每
礼拜也会来看你们的。”众位听
了纷纷点赞。这对夫妇总算明

白人，懂得自己解放自己。新中
国成立后的日子，他们过得蛮
潇洒。老先生是退休教师，爱好
文艺，自己积极参加老年文艺
沙龙不说，还硬把老妻也拖了
去培养“文艺细胞”。唱歌，朗
诵，排话剧，听音乐……忙并快
乐着。有一次，他俩对演一段莎
剧台词，一个哈姆雷特，一个俄
菲莉娅，表演得声情并茂，听说
陈燮阳先生在台下看了也直点
头。“刚开始上台时，我吓得脚骨
刮刮抖，现在不慌了。给《金鱼与
渔夫的故事》配音，我配小金鱼，

伊配渔夫，指导老师还说
我比先生演得好呢。”女
同学边说边盈盈地笑。伊
把普希金的《渔夫与金鱼
的故事》题名说倒了，这

本无伤大雅。老而弥笃，老夫妻
日子过得休闲又有品位，潇洒自
在的夕阳生活多好！
天灾人祸、生老病死，这些事

都由不得自己，而晚年生活质量
高低的选择，却在于自身。身须由
己做主，不妨您也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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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木之语词篇 ! ! ! !!给你打字还挑
剔!我偏不打嘉木"就

打佳木"佳木"佳木!

有错吗# 难道还会玷

污了你的文章不成#

我在微信里搞成 $加木%&$假木%" 也没人会大惊小

怪'大李是语言文字教授"是专家"是博导"他都认可

佳木"也写成佳木了(

"你的理由很过硬嘛，我再给你加个砝码：如今
的辞书上也“佳”、“嘉”难分了呢。释义、组词都会“串
味”，夹七夹八，缠不清。我们的老祖宗为什么要分别
造出这两个字来？是因为“佳”、“嘉”是各司其职的，
即使在重叠部分，也有微妙差别。“佳”，往往是用于
人的，如佳人、佳丽、佳士等等。而“嘉”，往往是用于
物的，如嘉禾、嘉木、嘉玉等等。

!笑话! 难道$嘉宾%不是指人是指物吗#

"驳斥得好，这正是重叠部分的适例。假如你用
了“佳宾”，错吗？也不错，但是否感到别拗？语词要发
展，理当在缩小重叠部分下功夫，拉开两者的距离，
使字、词个性更加鲜明，各逞其味，各显风采，才不至
于辜负老祖宗的苦心哦。

)!马妞"牛博士*

戴逸如

温馨的读报时间
吴凤珍

! ! ! !凡是阅读总是静悄悄的、独个儿享受的
事，我们老夫妇俩的阅读虽也是独个儿的，
但，我与他凡是在读时往往是并坐在一起的。

由于太喜欢读晚报了，我家订了两份不
同的晚报。只消两份晚报一到，我们立即下
楼去信箱里取来。我把电脑椅移到他那朝南
的大书桌前，两人并列而坐，各捧一份晚报
开始阅读起来……在充裕的阳光下! 并列着
两颗低垂的白头! 正滋滋有味地读着趣味盎
然的各个栏目的自选文章"

若然有人读到了好文章! 那就会
用手肘轻轻地碰一下对方! 并把文章
相互介绍!让他记着!等会儿读时休错
过了———就像平日里凡品尝到美食
时，总会想到他（他也会想到我），一定
让他也尝尝一样，而好文章比美食更应共享
的，因为这是滋补着心灵的享受呢。有时，读新
闻凡读到那些逗人的、稀奇古怪有趣的，则奇
闻共欣赏，两人便相视而笑，笑得痛快淋漓，此
类的新闻也得相互介绍，因为一日大笑几次是
大有益于身子的，这健身之道焉能错过？

自然，这报读得时间长了，也得略事小

憩，他有时削只苹果切了置于小碗里放在我
这边。那苹果分外的甜哪。我则，把煮熟了的
秋菱一只只用小刀剖开了放在他那边，让他
品尝到了苏州的“水八仙”，那一份苏州甜蜜
的秋味。这些小零食往往也能品味出些小情

趣来呢！
我最喜爱读的是《夜光杯》上的那

些隽永秀美、意味深长的散文。不仅读
时齿颊留香，且在夜半睡梦中还能细细
地回味着它们的。他则最爱读的是有关

国家的重大讯息。待两人将这份晚报读过后，
两人便交换着晚报读，欣赏品味着两份报之
间同题材新闻报导之异处和优劣。散文风格
与水平之各有千秋。

鼻中常能闻到隐隐的、他那熟悉而又亲
切的气息。我仔细地瞧他，他几乎是屏息敛
神地在读。一眼不眨专心认真地、盯着这份

报———有时，微微皱眉；有时，稍稍莞尔；有
时，则愁上眉梢；有时，则眉头渐舒。其间，他
那面部表情极为丰富多采，美在阅读中，即
便老人也有着非凡的魅力呢！

我凡是读到好文章，出神之下往往还会
头微晃，并悄悄地念出了声，他闻到后便在
旁微笑地欣赏着我那书痴般微醺状！

再说读过的报若是就此歇搁，将它束之
高阁———我家既无高低之阁，如斯美文实不
忍弃之，我是想长久地把这些好文章留下
来，一旦我想念它们了（像故人似的），我还
能再取出来反复地再读它几遍，好文章耐得
多遍读的。再有一点也很重要：它还可让我
的小辈今后退休了、空闲了，可以静下心来
美美地来个精神上的大享受，岂非大妙！就
像儿子童年时，我每有美食，自己舍不得入
口，必倚门高呼在外游玩的儿子：“小勤勤回
来罢，小勤勤———哪！”
于是：他剪他的报准备留给他的后代；我

剪我的报，也留给我的儿子及再下一代———
我们没有、也不准备留其他物质财富给小辈!

唯此几册剪报而已———这“最穷的遗产”！

晨练爱上打陀螺
曹雪柏

! ! ! !每天晨练，
我都会被广场
上一打陀螺的
老者所吸引 !老
人手持长鞭，神

采飞扬，挥舞着手中的鞭子，抽动地面
上欢快转动的陀螺，鞭子落在地上发
出清脆的啪啪声与陀螺转动起来发出
的嗡嗡声此起彼伏，打破了清晨的寂
静，几个来回老人早已是满头大汗。

那是一个普通的冬日，广场上我又遇见了那位老
人，我驻足痴望。老人仿佛看出了我的心思，示意我来试
两下。我接过老人的长鞭，重温了一下童年的功课。
我用绳子绕好陀螺，一抛一抽，陀螺便在地上飞快

地旋转。当它缓慢下来时，再用绳子抽打，给它加速，陀螺
得意地跑着，我就好像调教着一匹脱缰的野马，真过瘾！
看着这旋转的陀螺，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也没有什么玩具，陀螺是

我们农村娃最主要的娱乐项目之一。用一拃长!手腕粗
的木头截，一头削得尖尖地，呈圆锥状，尖端再钉进去
一个小圆珠，陀螺便做好了。再用小木棍绑一条长绳
子，一切便大功告成。为了转起来好看，亦可在陀螺上
画几圈环形色彩，转起来就非常好看。放学归来，村口
最热闹的就是我们一群小伙伴打陀螺比赛了。如今没
想到这儿时的游戏竟成了现代人锻炼的一种项目。

闲谈之中，老人告诉我，打陀螺时，人的膝盖、肩
膀、手臂都得用劲儿，几乎全身都要跟着运动。他解释
道，中老年人大多有关节炎、肩周炎，打陀螺对他们来说
很有帮助，所以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打起了陀螺，用左
手打，能治疗颈椎，用右手打，能治疗肩周炎，他已经打
了三年了。没有想到这儿时的游戏竟有这么多的好处，
看来我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

我从网上买了一款大陀螺，每天打陀螺成了我的
必修课，风雨无阻。自从打上陀螺，我过去那些颈椎病，
腰椎疼大有好转，心情也好多了，还结交了好多的“陀
友”。打陀螺，不仅锻炼了身体，增强了体质，而且陶冶
了情操，何乐而不为，我将会一直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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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到呼伦贝尔草原巴彦
库仁这座美丽的小城去采
风，当地文联主席老司向
我介绍了一位传奇的内蒙
古老人乌日根毕力格，说
他这辈子一直制
作木雕，人们称他
“木雕”老阿爸。

乌日根毕力
格就出生在呼伦
贝尔草原上的乌
珠尔索木（乡）巴
音乌拉嘎查（村），
从没离开过生他
养他的大草原。很
年轻的时候，他是
牧羊的好把式，游
牧几乎走遍了家
乡的草原，人们都
说他的羊群比云朵还大还
白。他最喜欢颇费脑筋的
蒙古象棋，玩得沉稳、机
智，成为远近闻名的棋手。
后来他突发奇想，发挥才
智，用桦木做蒙古包的木
器、木饰、木雕，这一做就

再也没放下手中的刀具。
从村里做到乡里，又从乡
里做到镇里，一门心思，成
年累月，把婚姻大事都耽
误了，至今还孤身一人。

乌日根毕力格说他
从没后悔过，因为
实践自己的爱好和
兴趣是很快乐的。

我们乘车左弯
右拐，很快来到了
乌日根毕力格的木
器社。这是一座蒙
古式的小平房，院
子四周的围栏也具
有草原特色。我发
现出出进进的人不
少，大多是游客，他
们是来购买木雕作

纪念品的。乌日根毕力格
出来了，热情地用蒙语跟
我们打招呼。乌日根毕力
格 #$岁了，他头戴蒙古
帽，身穿蒙古袍，颧骨隆起
的脸膛紫红紫红的，刀刻
似的皱纹间尽是舒心的

笑。走进门里，就是一个小
小的展室，桌案上、墙壁
旁、木架间分别摆放着木
桶、木盆、木碗、木杯等蒙
古包家具和木马鞍、木盒、
木画、木箭等装饰品，最多
的是木牛、木马、木羊、木
骆驼、木狗、木鹿、木鹰等
木雕，林林总总，相映相
衬，让人目不暇接。诱人眼
目的是这些木雕工艺品，
姿势各异，栩栩如生。老司
捧来乌日根毕力格一本厚
厚的影集给我看，那里尽
是乌日根毕力格各个时期
木雕作品的缩样照片，多
种多样，色彩斑斓。我问
乌日根毕力格老阿爸：
“这一生制作了多少工艺
品？”他憨诚地搓搓双手
说：“没统计过，挺多的，
数不清了。”在影集里我
发现两张证书的照片，一
张记录他参加过北京民
族文化宫的展览，另一张

是他获得过内蒙古美术
一等奖，作品被内蒙古博
物馆收藏。老阿爸的作品
具有民族特色，怎能不受
到人们的拥戴呢。

离开的时候，乌日根
毕力格跟我们一一握手，
约请大家那达慕时来看
他的木雕展览。我们走出
很远了，只见这位献身民
族艺术的老阿爸还站在
那里朝我们挥动着蒙古
帽，那风中抖动的头发雪
白雪白。好几年没见到
“木雕”老阿爸了，他一切
都好吧。

铜盆柿子树
刘立中

! ! ! !铜盆柿子是一种
大柿子，有拳头大小，
金黄，凉甜。我家有一
棵铜盆柿子树，树身
高数丈，种在花园的
西墙边，树冠伸出墙头，与
黄杨、紫荆为花园里的三
大乔木。

那棵柿子树站在墙
角，略有弯曲，终年处于一
种低调的姿态。主干上布
满纵向裂纹，枝疏叶厚，开
不起眼的小花，花托却大。
那青青的小柿子，静静地
长，没人去摘它，连鸟儿也

不来啄。它的苦涩保护了
自己，偶有人想尝试其成
熟的程度，咬一口便皱着
眉头大喊“我的妈呀”!嘴
被柿子的汁液“锁”住啦"

到了秋天，柿树上挂满
金黄的柿子，它与
杭州的酒盅形的软
柿子不同，大而扁，
厚实，捏也捏不动。

采柿子得费
一番功夫，用梯子，拿钩
子，才能把那不愿离开母
树的柿子采摘下来。我家
那棵柿子树大年可收柿子
一百五十个左右，小年也
能收七八十个。
柿子收下来要放一段

时间，然后放进一口水缸
里，用火烘烤。那是在缸里
放进适量的水，把柿子浸

在水里头，外面用柴
草、麦芒和棒穰围着，
小火燃烧，慢慢地加
温，把柿子的涩味化
掉，这叫烘柿子。我们

孩子嘴馋，等不及在那缸
里要烘十天半月的柿子，
便按老人教的法子，把柿
子放进粮囤子里，遇上天
热，只三两天那埋在粮囤
里的柿子便被焐熟了。那

时节，正是棒头%即
玉米&收获季节，打
下来的棒头在场上
晒过之后，用芦柴
节子围起来，顶上

用棒头秆子遮着，以防雨
露。这样，囤子里的温度极
高，手伸进去往往烫手疼，
柿子熟起来很快。

每到秋天! 就有些乡
邻围在我家那棵铜盆柿子
树下! 搞几个柿子回家塞
进粮囤子里焐熟来吃 !而
那棵柿子树也愈长愈壮
了。

黄俊慧
西湖处士品自高

（字一）
昨日谜面：输棋复盘
（三字田径训练名词）
谜底：负重走（注：负，失
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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