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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海外留学的华人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大多
选择的还是同胞。我有几个学生，走出国门时就
是结伴而行的，数年后传来消息，已经在彼岸结
婚生子。再几年，有的“海归”，成了拖儿带女的一
大家子；有的在那边落脚，或平民百姓，或事业有
成，基本上都是要白头偕老的了。分手的也有，不
多，如果比照一下国内近几年的离婚率，我觉得
似乎要低一些。或许，人在异乡奋斗，更需要点相
濡以沫的精神，改弦更张的成本，有点太高了。
但也有一些找了别他人种的洋人。我没调查

过他们的“幸福指数”，难作一概之论。持老派观
念的总会不太看好这样的异国恋，其实倒是不
必。有一年我到美国，去观看一场儿童钢琴赛，见
一个金发碧眼的老美，手持录像机，屁颠屁颠地
跟在一个明显是中外混血儿的小姑娘身后，几乎

是一刻不停地为她录着像，那种为自己的掌上明
珠能按响了几个琴键而豪情万丈的舐犊之情，布
满了他的眉宇，他的全身。而他的太太，则端坐在
椅上，望着自己的丈夫和女儿，一脸的恬静和满
足。后来我们两家成了朋友，常有来往。我在他们
家见到了这对夫妻的结婚照。除了在教堂所拍的
典范婚纱之外，还见到了一张在中国拍的双人
照。那洋丈夫穿着一身唐装，站在着一袭旗袍的
妻子身后，背景是一幅中国山水画，真称得上是
美妙之至。小姑娘是他们的爱情结晶，洁白的皮
肤，金色的卷发，但眼珠却是我们地道的黑色了，
而且鼻子也没她爹那么挺拔了。今年我去他们家
玩，收到了小姑娘送给我的两张观剧票，原来，她
妈妈热爱舞蹈艺术，他爸爸就每周一次开一小时
的车，送她到邻近一个州去学，她如今已经在该

州立芭蕾舞团公演的《胡桃夹子》里担当个小仙
女的角色了。小家伙送票给我们时，我又从她那
长相迥异的父母脸上，看到了同样的洋溢着浓浓
爱意的表情。

当然也有走不到头的。老外对婚姻所持态
度，与国人不太一样。好聚就好散，不似我们顾虑
那么多，能凑合就凑合着。所以中西结合的相比
同种同族的，分手的比例就高了些。见到过几个
跟洋人过了几年就“!"#$”的，男的看上去倒没留
什么阴影，女的却好像有了历史污点似的，总也
难嫁了，至于拖着一两个混血儿的，成了单亲妈
妈，脸上就总是笼着憔悴和悲戚了。离散的原因
多多。看过几篇分析文章，基本是归结到了文化
鸿沟和生活观念的不同上。

其实，这样的夫妻如果做长久了，那本来的

鸿沟会填平，那原先的生活习惯，更是会改变的。
前面提到的那一对，女方是四川人，她的洋丈夫，
如今已经拌得一手川味凉面，放了生抽酱油、小
磨麻油，还有花椒面，可以辣得我眼泪鼻涕直冒，
他却滋溜溜地吸得津津有味。我女儿所在医院里
有一个放射科大夫，娶了位上海出生的太太，生
了三个孩子，恩爱非常，从此但逢中国人，特别听
说是来自上海的，就十分地友好，口口声声说他
自己是“上海女婿”。尤其令人发噱的是，在与以
“精明”著称的上海女人幸福生活了数年后，他也
养成了勤俭节约的好习惯，中午用饭盒带了家中
剩饭菜食用，再不吃那夹了生菜起司的三明治
了。某天，有美国同事进入他的办公室，见他正在
啃咬一奇怪食品，走近一看，竟是一肥大的红烧
鸡脚爪。这个东西，西洋人基本上是不敢问津的。
见他啃毕还咔咔有声地嚼骨，同事问之，曰：我夫
人说了，此物补钙啊。

老美一样可以教育锻炼其成为正宗上海
女婿。

! ! ! !妻子喜欢吃粥，烧粥成了我的重要功课，过
去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现在升格为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标准了。
粥是吞云吐雾般慢慢熬出来的，偏偏上海人

讲是烧出来的，一字之差，说明了阿拉精明的上
海人，有时说话随性发挥，并不追求精明。我烧粥
也比较随性，烧白粥用东北虎林牌新大米烧过，
用大丰的新大米烧过，也用过本地金山廊下的大
米。得出的经验是，无论用 %元一斤，还是用 &元
一斤的大米，关键是思路对头，精彩的烧粥思路
虽可煲成一篇文章，但归根到底只有一句话：要
想粥好吃，舍得花时间。

我过去舍得用煤气，不舍得用时间，套用烧
粥的时间看电视、看报纸，甚至趁机到小区花园

里散散步、透透气什么的，结果惨不忍睹，不是烧
焦，就是烧得煤气灶粥漫金山。后来丈母娘用行
动深深教育了我，她老人家来我家视察，烧粥却
成了主要任务，她烧粥是人不离厨房、眼不离灶
头，即使离开一会儿，心还是在这锅粥里。有一次
烧粥，小舅子来电话了，老人家刚刚与他说了二
三分钟，就请假，回过去看看粥，再说二三分钟，
又请假。我说，你打你的，我来管粥，她却干脆把
电话挂了，一心一意烧粥。

过去烧粥一出洋相，就诚恳接受妻子的批
评，自从学习了丈母娘的“三不离”经验后，进步
很大，受到了妻子表彰，于是积极性大增，以烧
白粥为基础，升级为烧腊八粥。上海人吃腊八粥
是优秀传统，与喜欢吃粥的名堂、吃粥的花头不

同，它是实打实，对食料的要求很高。附近超市
虽有现成的腊八粥食料，但由于它们的视觉效
果较差，只好按图索骥、精挑细选一样样配齐，
再到网上搜索烧腊八粥的程序，甚至想到卖粥
的店里偷师学艺……想得到的都想到了，没想
到的却还是没想到：食料太多、太多了，一小时
后，腊八粥烧成了腊八饭。这锅腊八饭从开盘到
收盘，足足经营了一星期，成了我家最长的吃粥
纪录。
想不到的是，这回，妻子不仅没有批评我，还

在丈母娘面前隆重地表扬了我，她说：人家烧腊
八粥，他烧腊八饭，虽是独家经营，但真的蛮好
吃的。实际上，这锅腊八饭是妻子发扬愚公移山
精神，每天挖一点烧成粥，有一天甚至三餐吃
粥，才消化掉的。当然，我后来烧腊八粥越来越
专业了，被大家刮目相看。我烧粥的经历虽然很
普通、很大众化，但心里反复念叨的那句话被证
明了：一个合格丈夫的背后，一定站着一位善解
人意的妻子。

! ! ! !闺蜜木子向我哭诉，她的婚姻遭遇“小三”，
老公提出离婚，任凭木子大吵大闹、苦苦哀求，男
人仍是吃了秤砣铁了心。甚至，为了让木子放手，
他把房子、车子、存款都留给了木子，唯一的条件
就是给他自由。木子无限幽幽地说，我把我所有
的爱都给了他，他怎么还会走得这样决绝？
木子和老公是大学同学，自从两人相爱后，就

天天腻在一起。电话短信如影随形，约会、吃饭天
天不断。木子知道老公家境不好，每次出去都抢着
付钱，她给他买衣服、交话费，心甘情愿。因为她
说，如果爱，请深爱，爱到百分之百才是真爱。

毕业后，木子随老公去了浙江。开始的几年，
他们租房住。木子一边工作，一边默默承担起了全
部家务。她不想老公分心，里里外外收拾得妥妥帖
帖。好在，老公勤劳干练，脑子活络，没几年，他就升
了职、加了薪。不久，他们买了房，添了车，小日子越
过越红火。
女儿出生后，木子当起了全职太太。老公事

业有成，孩子温婉可人，木子觉得自己是世界上
最幸福的人。除了细心照顾孩子，便把剩下的精

力都用在老公身上。
木子对老公的关爱无处不在。老公出差，木

子精心为他准备行李，可他嫌麻烦，没带。他刚出
门，木子的电话就一路追随，问他文件带齐没？到
哪了？有没有堵车？一上飞机，他关了手机，可由
于下雪，航班延迟一个多小时起飞。下飞机，开手
机，竟然有 ''个未接来电，无一例外，都是木子。

他忍不住叹气，电话又来了，担忧、抱怨、叮
嘱，喋喋不休。刚走几步，电话又打来，问他那里
的天气，如果冷记得买件棉衣。到宾馆，他想冲个
澡，木子的电话又跟进来：“别用宾馆的毛巾！”接
风宴上，他正举杯致谢，电话打进来，他拒接，然
后关机，他知道木子一定会说少喝酒之类的。
木子说如果这个“小三”比我年轻、比我漂亮

我也无话可说，很普通的一个女人，真不知道他
看上她什么？问他要理由，他竟然说她最大的优
点就是不多言语。
爱一个人，不是事无巨细，也不是喋喋不休。

无微不至的关爱，会让被爱的人窒息。惦念，可以
放在心里，适度表达。

! ! ! !那天你上车没带零钱

是我在身后帮你解难

相识只是偶然

没有小河边的浪漫

没有绿荫下的缠绵

见面只是轻轻一声问候

还有交流后的几番共勉

你说相爱是为对方付出

无怨无悔才会爱到永远

平凡孕育了不凡的情感

平淡见证了不淡的思念

牵手也是必然

! ! ! !作为开门七件事之一! 喝茶已然成

为很多人的生活习惯!喝茶看似普通!却

不是人人"会#喝!譬如!在如何处置茶叶

渣的小事上!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举止!

有的人为图方便!爱将茶叶渣随手一泼!

不少清洁地面成了其画"地图$的领地%

也有人在洗茶杯时! 顺便把茶叶渣倒在

洗手盆里!极易造成下水道堵塞%还有更

不堪的做法& 连汤带水往坐便器里一倒

了事!这种举止就显得有点忒粗俗了'因

此!在用茶过程中!应提倡举止文明!不

要随意倾倒茶叶渣'

! ! ! !小时候，大人常对我们说，小囡坐要有坐相，
立要有立相，吃也要有吃相。特别是女小囡，不注
意这些，以后嫁出去，要被婆家人看不起的。

时至今日，自己也已经六十好几，还常想起当
年的老人言。不过依当今情况，我认为，吃相比坐
相、立相更为重要。坐相、立相不端，只会影响自身
形象，而吃相不雅，则会影响旁人的情绪和胃口。
多年前，我出差去北方一座城市开会。用餐

时，接待单位在每桌都安排了当地的同志作陪。
在我们这桌作陪的是位大姐式的人物。她很热
情、开朗，一边招呼着大家别客气，多吃点，一边
时不时地用筷子在菜碗里上下翻腾，当然也不时
地往自己嘴里送食，动作是如此利索，自然，甚至
有点夸张，至今还会历历在目。当时，我想，北方
人的豪爽、好客是公认的，但如此粗放型的吃相，
让我不敢恭维。至于别人怎么想，我不得而知，反
正我是不愿在那被上下翻腾过的碗里下筷子了。

据我观察，在吃相上，没有南、北方人的区
别，区别的只是人与人之间。两年前，我跟着一个
散户旅行团去南边游玩。团内有一对看似夫妇的
中年人，他们一路上，凡见庙宇、佛堂，都要烧香、

磕头，很是虔诚。那天晚上恰又在一张餐桌上用
餐，十个人一桌，我们此桌人还未到齐，只见那对
夫妇中女的已拿起筷子就往自己男人的碗里搛
了一大块鸡，又给自己夹了一块吃了起来。只要
有菜端上来，她自然不顾别人的眼光与感受，都
是这么个动作。更为开眼界的是，第二天早餐，这
对夫妇来到餐桌边，人还未坐稳，看到桌上有油
条，那位女的拿起筷子就夹起一根，往边上老公
碗里送。同桌上一位赶紧说，这是人家自己刚从
外面买来的，不是饭店里的。这位女士悻悻地放
下，嘴里喃喃地说：我还以为是早餐里有的呢！
看！有点好笑吧。

一位朋友说起他们学校退休教师聚餐时的
情景。同桌上有两位老年教师，每只菜都会先给
自己搛上一份，堆在自己碗里或盆子中，然后细
细地嚼，慢慢地咽。而且每次聚餐都是如此。乍一
听，觉得这两位有点自我，也有点世故。而细细

想，可能是他们的无奈之举。也许年纪大了，老眼
昏花，手脚不灵，又不想麻烦别人，只能采取此
举，要是碰上两个自顾自手脚又快的朋友，他们
不仅吃不好，而且心情会很不爽。抑或是这两位
老教师比较卫生，他们不愿吃别人捣鼓过的菜
肴，就自成一体了吧！由此我认为吃相与从事的
职业，受过的教育级别无关。

想想我们这一代人，在长身体时，正是物质
匮乏、生活艰苦的年代，那时很少有机会上饭馆，
搞聚餐，长辈们进行的关于吃相的启蒙教育，也
多是希望小辈们在家庭内、在亲朋好友间起作
用，不出洋相，现在是到处搞聚餐，经常有饭局，
你说这个关于吃相的问题是不是要引起重视啊！
所以有人提出，青年男女谈朋友，长辈替相亲小
辈“把关”，只要在饭桌上看看对方的表现和吃
相，就能够知对方的家教与本人素养，我举双手
赞成：吃相可不是个小事体喔！

洋丈夫爱啃鸡脚爪 !王晓玉

你给的爱无需太满 !王新佳

烧 粥 !冯强

吃 相 !王美美

! ! ! !有人说女孩子扎了耳洞下辈子还是女
子，也有人说扎了耳洞就会破坏福气。小时
候，看到电视里那些漂亮精致的女子戴着金
光闪闪的耳环，真是美得让人嫉妒。哪怕姿色
平庸的女子，也会因为耳朵左右两边的小小
点缀而增色不少。而偏偏母亲就是固执地认
为耳洞会破坏福气。后来上大学了，脱离了妈
妈的庇护。在身边好友的怂恿以及那些漂亮
耳环的诱惑下，一开学就和几个好友一起去
打了耳洞。那个时候正值冬季，没过几天耳朵
就发炎了，一边忍受疼痛一边心里犯嘀咕：要
是早知道美丽是要付出这样的代价，那我宁
愿还是平庸一点好了。后来历经一些小磨难，
两个耳洞还是成形了。戴上之前就准备好了
的耳环，真是增色了不少。于是又开始暗暗得
意，吃这点苦还是值得的。

然后也就一发不可收地收集各种耳环
了：金属的，塑胶的，玻璃的，宝石的。钉状的，
悬挂的，圈状的等等。每次经过一些精品店，
就忍不住停下来挑几副。不是很昂贵，买的是
那份一眼看去就很喜欢的小心情。后来家里
就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耳环，其中买得最多的
是那种闪闪发亮的白色耳环，搭哪种衣服都
是亮点，偶尔也会选一些大红色的配冬天黑
色的大衣。有的时候外出，会戴不同的耳环在
化妆盒里。因着耳环的轻巧，又能随意地在不
同的场合展示出不一样的自己，真是最好的
装饰品。“一个女人的耳环，可以折射出她的
灵魂。”这是歌剧《阿丽亚娜》中第二幕女主角
咏叹调的最华彩部分。是的，耳环在一个女子
的一生中，总是扮演着浓墨重彩的角色。

古宅丽人 龚家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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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随意倾倒茶叶渣
!许华建

耳环情结 !沈晓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