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够用还得用呀
俞昌基

上月写了一篇《钱，够用就算
啦》，及今思之，尚觉意犹未尽。觉
得钱够用还得用，为自己的爱好而
享用一部分吧！

我有好些“想得穿”的精彩老
朋友，他们或买健身卡游泳，或养
花莳草，或远足出游。有的花上万
大洋买钢琴，为的是圆自己少年时
代的美梦。还有两位老哥老姐养狗
狗，喂流浪猫，带着孙辈认养小树
……对这些有益于身心的健康消
费、休闲消费和文化消费，我的态
度是：赞！

我们这一代人从计划经济过
来，小时候听父母的话，做小绵羊；
读书时听老师的话，当三好学生；
工作时听领导的话，力争先进；还
要建筑爱巢，培养子女……由于
种种原因，我们的天性曾遭到压
抑，爱好受到限制。如今退休了，
真应该抓住人生的尾巴，爱我所
爱，想我所想，好好为自己活一把。

不要以为我们的储蓄和养老金只
是用来吃穿、治病和补贴小辈的，
其实为自己的爱好买单，乐享晚年
有利于身心健康和延缓衰老，这样
做也能为家人减负，让家门和顺。
连孔圣人都说：“七十从心所欲，
不逾矩。”
反之，钱够用而不用，

有时也会成为终身憾事。几
年前我去澳大利亚旅游，曾
约老友 !哥同行。但他为
了搞第二职业，也有点舍不得花钱
就没去。后来他查出绝症，很后悔
这一辈子没能走出国门，潇洒一回
……这真应了两句话：“人去天堂，
钱留银行。”“钱用了是财产，不用
是遗产。”惜哉痛也！记得二十多

年前曾时兴一个新观念：能挣会
花。可当下，有些老人是能挣不会
花，还囿于惜财守财的保守观念。
按我的想法，老年人多疼自己，犒
赏自己，提高生活品质，还应该提
倡一点“及时行乐”。因为六七十岁
的人还有消费的兴味和活力，耄耋
老人就难说了。

我还有两位钱不怎么够用却
也敢用的老哥。"哥的儿子正当婚
龄，家里并无独立婚房。但老哥却

依然穿戴很“潮”，还经常背
着单反相机国内外旅游。他
说：我家有两房一厅，儿子结
婚可以同住；如果儿子想购
新房，我们老夫妻帮他凑首

付，小夫妻自己还贷。我闻言击掌
叫好。他的想法既维护了自己的合
法权益，也能帮儿子解决问题，真
可谓是量力而为，兼而顾之，双赢
呀！可有一次我在电视里看到：一
对仁慈的老夫妇一辈子省吃俭用，

却溺爱、迁就儿子，以
“高大全”的标准替小辈
操办婚房婚事。但是“母
慈少孝儿”，后来老人患
了重病，儿子却并不懂
得感恩报恩。真是“此苦
绵绵无绝期”！
上述一正一反两个

实例也让我认识到，所
谓“够用”其实是个不确
定概念：心态好，思路对
头，“不够”也“够”；反之
则“够”也“不够”。

有一首老歌唱得
好：“夕阳是晚开的花。”
已经晚开了，老年人及
其亲友就该多多呵护，
让花儿如沐春风，嫣然
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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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坏了财神
! ! ! ! 每年正月初
五，财神就为赶场
子忙得昏头昏脑。
以前是清晨忙，后
来半夜就忙，现在

初四晚上就开始忙。他满腹牢骚：人家拿
双薪三薪，俺财神又图个啥？
正愁不会孙猴子似地拔把毛变出千

万个化身，突然想到：人间的工程流行分
包或转包，我何不请诸神帮忙呢#诸神全

是哥们，都一口答应。可是神仙终究有限，于是发动侍
童、坐骑穿上财神的马甲凑数，还是不够。那些当年为
难过唐僧师徒的角色又召来了旧部，兽怪树精齐上阵，
这下才差不多了。
人们在氤氲里见到了若隐若现的财神，无不欢欣

鼓舞，纳头便拜。哪知其中混杂着不少妖怪，不免闹出
事端来。有人恭迎到家的神仙倒不山寨，却引来一场大
火———原来他是财神的好友火神。
财神原想只要不图私利，不妨分包和转包，没想到

竟惹了大祸。唉，玉帝降罪，该怎么办呢？

晒晒我家的年夜饭
杨守宏

! ! ! !我家的年夜饭
吃得倒也挺简单，
就十来个菜，因为
家里就是四个人
过，弄得太多也吃

不完。不过有几道菜是每年必吃
的，雷打不动。第一，魔芋豆腐。不
管是酸菜炒魔芋豆腐，还是凉拌
魔芋豆腐，反正每年吃年夜饭的
时候，第一口一定要吃魔芋豆腐，
因为习俗认为最先吃魔芋豆腐可
以保证你来年身体健康、百病不
生。第二，长白菜。这道菜做法很
简单，就是煮大白菜，不过煮的时
候就是一片一片地煮，千万不能
把菜从中弄断，因为长白菜意味
长长久久、白白净净。当然，和白
菜一起煮的还有青葱和蒜苗，意

为吃了青葱就能变得聪明，吃了
蒜苗就会精于计算。第三，鱼。无
论是水煮鱼，还是糖醋鱼，又或者
是酸菜鱼，鱼是一道必不可少的
年夜大餐，而且鱼是不能一次吃
完的。因为不把鱼吃完的意思是
年年有余。第
四，鸡肉。每年
春节，家里都
要祭祖，祭祀
的时候必然要
有鸡。做法是把一整只鸡放在高
压锅里煮，煮个半熟就可以用来
祭祀了。祭祀完之后，你才可以根
据自己的口味来重新烹调，比如
炒辣子鸡或是吃清汤鸡。第五。旺
子（猪血）。每年家里杀猪后，都要
把旺子冷冻起来慢慢吃。在我家

乡，旺子的吃法一般就是要么和
着韭菜或者酸菜一起炒，要么就
是用酸菜和旺子煮汤。两种做法
口味都不一样，就我个人而言，我
还是更喜欢吃酸菜旺子汤，味道
鲜美、香气四溢。第六，猪心。我们

那的习俗说是
吃哪儿补哪儿，
吃了猪心，你遇
事的时候就能
多一个心眼，把

问题考虑得更加周全。
除了以上六道必吃的菜之

外，我家的年夜饭上还会有小炒
肉、藕炖排骨、牛肉、虾子、豆腐
和其他的蔬菜等菜肴。不过一直
觉得这年夜饭吃得太过油腻，以
肉类居多，所以大家都吃不了太

多，浅尝辄止。
至于米饭，我家每年都要用

木蒸子来蒸，而且一吃就是三
天，三天内就不再煮饭。除夕这
天晚上每个人吃的饭，都要由身
为一家之主的父亲来盛，这其中
的缘由大概是想表明父亲要养
家糊口，责任重大吧。此外，我家
的年夜饭也少不了三样东西：白
酒、啤酒和果汁。

其实，年夜饭也称“团圆
饭”，其寓意就是一家团圆。至于
吃什么，怎么吃，在哪儿吃都一
样。最重要的就是要吃得开心、
吃得满意。一顿年夜饭，吃出了
中国人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
吃出咱百姓家庭的甜蜜、美满、
和谐和幸福。

一碗粥暖万人心
郑君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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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行的传承
叶良骏

除夕是举家团圆的日子。车上挤满了归心似箭的
回乡客。车挤，人多，磕磕碰碰，一句“回老家”，马上亲
热得连句“对不起”都是多余。好羡慕这些有老家可回
的人，我虽有老家，却再也回不去！只有记忆中的除夕，
鲜活地浮现在眼前。

小时候，除夕是一个重要的日子，除了祭祖、守岁
等，还有件事阿娘必
做。守至半夜，她拿出
$只红漆盘，开始放
东西：年糕、冻粉、一
块猪肉、半条咸鱼、黑

洋酥猪油馅；糯米粉蒸熟的小鸡、小兔；还有红包，里面
装着银角子。盘子堆得像座小山，阿娘用红纸剪了一副
窗花放在最上面，红盘充满了喜气。阿娘对我千叮万
嘱：“跟我走，别出声！”
除夕晚无月，乡下没路灯。阿娘要我牵着她的衣

角。她缠过足，走不快；我怕黑，更走不快。我几次吓得
要哭，阿娘顿脚说：“勿许响！”我忍住泪跟着她走。到了

新年期待昐团圆 高晓建

徐汉明
丈量

（三字科技名词）
昨日谜面：支出一览表
（卷帘格，食品品牌）
谜底：费列罗（注：按格
法，须逆读作“罗列
费”。费，费用）

一间破平房门口，她轻轻地
推门进去，灶间的余火闪着
光。但阿娘蹑手蹑脚地摸到
灶上，把红盘小心地放在锅
盖上。我有一肚子问题想
问，阿娘摇摇手，拉着我急
急退出。我认出来了，这是
“门口阿娘”家。常听大人
说，“门口阿娘”是我家刚出
五服的近亲，她很坏。我爸
没出生前，仗着她家有儿
子，老要来分我家财产。我
们走向双目失明的生芳太
婆家。把红漆盘放在灶头
上，阿娘摸索着，把
灶台擦得干干净
净。太婆住我们房
子，吃我们家稻
谷，但脾气很坏，
常把阿娘气得哭。在我眼
里，也是一个坏人。

回家路上，阿娘回答
我的疑问。曾祖父立下家
规：我家是村里大户，有帮
助族人的责任，过年不能
吃独食。他每年备一大袋
铜钱，在除夕悄悄地放在
穷人灶间里。村里流传“菩
萨”每年送钱来，一直到太
公去世，没人猜出真相。阿
娘进门后，每年除夕也去
贫困人家送礼。“门口阿
娘”后来“黄梅勿落青梅

落”，成了无儿孝养的孤
老。生芳太婆儿子不知去
向，她心里怨恨没处说才
变得古怪。阿娘说：“做人
咋好记恨别人？马马虎
虎，自己开心。”我还是不
明白：“为什么要悄悄地
呢？”阿娘说：“人在做，天
在看。做善事何用敲铜
锣！”我似懂非懂，但我记
住了这 %个字。
岁月匆匆，又是除夕。

如今我也成了阿娘。前几
天，孙女陶陶和我商量好，

各拿出全年十分之
一稿费，在这天去
街上寻找需要帮
助的人。我们会去
买下街头小贩的

水果，让他们早点回家。
去给流浪汉送点糖果。给
在桥洞下安家的老人送
几包年货。一定要找到那
个常在中山北路上吹口
琴的乞讨者，劝他绝不可
再光着上身，如果他肯，
我们请他去“克莉丝汀”
喝杯热茶。还有那个卖馄
饨的阿婆，我们去买下她
所有的馄饨，让她开开心
心地回去烧年夜饭。问陶
陶，拿着东西，很重；寒风
刺骨，很冷；流浪汉没处洗

澡，很脏，你怕不怕？都
是陌生人，没人表扬，你
在乎不？她笑得好灿烂，
我无须再问。
红尘滚滚，世俗的

忙碌磨损了很多的善
意。过年，我将捡颗善
种，播在孩子的心中。将
来，无论她在何处，都会
因心地善良而活得满足
而淡定。无论多忙多累，
她都会感受到一双双充
满善意的眼睛，注视着、
伴随着，即使在人潮汹
涌处，也会有爱的浮力
支撑着给她希望。幸福
在握，原来只是“人在
做，天在看！”

我怎么没老家可
回？在善行的传承中，老
家永远满满地在心中袅
袅而升。

赵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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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龙是不存在的虚幻
生物，然而全世界都有
龙的形象，尤其在中国，
一不小心就碰上了龙，
因为中国是一个龙文化
的国度。带有龙的地名
不计其数；有龙字的成
语可举出一百多个；以
前不少父母给孩子起名
字喜欢带一个
“龙”字；文学作
品（古典文学和
神话小说、童话、
民间传说）离不
开龙；旧时地方
上几乎都有龙王
庙，其普及程度
和城隍庙、土地
庙一样；在风雨
失调之年，乡民
们纷纷至龙王庙
烧香祈拜，求龙
王爷多多给力，生风降
雨或停止淫雨……

龙是中国古代传说
中有鳞、有角、有须、有
爪、能兴云作雨的虚拟
动物。《本草纲目》称“龙
有九似”，意谓龙是一种
兼备多种动物特长的神
灵生命。在封建社会，龙
是皇帝的化身；另一方
面，龙在民间又是祥瑞
的象征，但龙并非中国
特有。

欧洲的龙文化历史
也很悠久，欧洲龙也是
一种“几不像”，换句话
说，欧洲龙也是集结了
多种动物特点的“组合”
生物；但和中国的龙不
一样，它们不玩水，而是

玩火———会喷火。有的龙
即使玩水，但只吸水不喷
水，给人类造成干旱。所
以欧洲的龙是人和神的
敌人，它们甚至要吞掉太
阳和月亮。在欧洲神话
中，只要有龙，就会有斗
龙英雄，英雄杀死了龙，
世界才能继续存在。欧洲

的多头蛇（三头或
七头的）是龙的另
一种形象，它们综
合了鳄鱼（或长尾
蜥蜴）、豹、雕……
的特点，大部分会
喷火。在一篇神话
小说中说，龙是从
公鸡蛋孵化出来
的，龙和公鸡也扯
上了关系，反正是
神话，爱信不信。
其实在中国的神

话传说中，龙和公鸡倒是
有一番纠结的：为了争取
在十二生肖的排行榜上
占前几位，龙跟公鸡商借
了一副鸡角，说好天亮前
归还。天快亮了，
不见龙的踪影，
公鸡急得团团
转———它自己要
用角飞去参加排
名的，于是拉大嗓门高
叫：“龙哥哥……还我！”
从此公鸡失去了角，每天
黎明前都要这么啼叫。欧
洲还有一种生活在山洞
里的龙，它们是专门看守
宝藏的。根据传说，死去
的人会以龙的形象出现
保护自己的遗产不被活
人夺走，于是龙被当成了

宝藏的守卫者。
美洲的龙往往以双

头蛇的形象出现（两个头
分别在蛇身的两端），有
的在身体中间还长着一
个人头。阿拉伯国家所说

的龙主要生活在
陆地和高山上，也
是凶恶的象征。中
世纪时期，阿拉伯
世界的龙是天文

学和占星术中的一种象
征，龙是一种星宿，是龙
造成了日蚀、月蚀和彗
星。后来阿拉伯龙受到中
国龙文化的影响，明显沾
染了中国色彩：剑柄上、
书籍装帧上、地毯和瓷器
上都装饰着中国特色的
龙形图像。

龙年伊始，听说有人
对“龙的传人”这一提法
有些异议：有的认为中国
人叫“龙的传人”不恰当；
有的认为“龙的传人”这
一提法只有 &'来年的历

史，之前，中国从来没有
这样的提法，不能因为一
首流行歌曲的走红，中国
人都成了“龙的传人”？其
实，龙既然是虚幻的，也
就不必去争做“传人”；重
要的还是要做好一个人，
做一个勤劳致富的人、讲
诚信的人、不骗人的人、
有爱心的人———一个堂
堂正正的中国人。

关门与开窗
黄小平

! ! ! !医学研究者发
现，患心瓣堵塞症的
患者，心脏奇迹地增
大，好像是在努力应
付心脏所带来的缺

陷；肾病患者摘去了左肾，那么他右肾的生命力在术
后往往十分强盛。
于是，医学研究者得出这样一条规律：一个人一

旦身体上有缺陷，必然会产生一种弥补的机理与心
理。

我觉得，这条“弥补规律”不但适用于身体，而
且还适用于人生。冥冥之中，似乎总有一种力量在
给苦难不幸中的人们弥
补着什么：它给贫穷者
一颗不甘贫穷的心，给
卑微者一颗高贵的灵
魂，给不幸者一分特别
的恩宠，给受挫者一分
执著的追求，给失败者
一分额外的收获。
上帝关上一扇门，同

时也会为你打开一扇
窗。所以，那些正在遭受
苦难经历不幸的人，当
你面带微笑看向远方，
你一定会看到“上帝”为
你开启的
那扇幸运
之窗、希望
之窗、光明
之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