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老妈一辈子性格开朗，从不与人红
脸，无论是邻里关系，家庭内部关系或者
个人生活的琐碎事情，都处理得非常好，
赢得了家族成员和邻里对她的一致好评
和尊敬，这一切都缘于老妈有一套很好
的“关系学”。

我和老公结婚后，和婆婆住在一起，
由于生活习惯等方面的不和谐，和婆婆出
现了很多矛盾和摩擦，这些矛盾日积月累
的，也影响到了我和老公的关系。老妈帮
我分析婆婆，说婆婆要强，所以当媳妇的

一定不能太随便，要先敬后亲。我听从老
妈的建议，在生活中处处对婆婆礼让三
分，遇到事情，在老公面前说“这事听听咱
妈的意见”。我发现老妈的这套处理方法
挺有用的，一段时间后，婆婆对我的态度
明显缓和了许多，有时还很关心我。

老妈在小区是位德高望重的人物，
在小区里住了几十年，小区里的住户来
来往往，不管是一直住在这里的老邻居，
还是初到的新邻居，都和老妈的关系非
常好。老妈说，远亲不如近邻!能帮人则

帮。但邻居又不同家人，不可太近，更要
尊重对方的隐私，要做到“五不问”，即不
问收入、年龄、婚姻家庭、健康问题、经
历。当然，对方谈兴高主动介绍你是可以
听的，但不要过多地评论。几十年来，老
妈就是凭着这样的邻里关系学，和小区
的人一直保持和睦的关系。老妈一直生
活在和美融洽的环境中，心情舒畅，精神
清爽，见的人都说，你老妈哪像六十多岁
的人，顶多五十岁。每次老妈听到这话，
脸上的表情都特别自豪。

! ! ! !主治我母亲的宋大夫把我叫到病房
外，悄悄对我说：“从各项检查来看，老太
太已经没什么大碍，但她的精神状态不
太好。你如果能多让一些亲朋好友来看
望她，估计会好得快些。这种精神治疗，
往往比药物更有效。”

宋大夫的话，我懂。可是，老母住院，
我不便四处张扬，让人破费，我过意不
去。现在，为了老人家早日康复，我只好
改弦易辙了。

于是，我用电话邀请了八九个中学、
大学的好友，晚上来我家喝咖啡。朋友到
齐，乱侃了一阵，我便直奔主题：“我妈住
院，想请大家去看看她，好让她早日出
院。我们是多年的朋友，话我说在头里：
看病人，花你们的时间，用我的钱。”朋友
听罢，纷纷反对，都说，买点东西看望伯
母也是应该的。

既然大家这么热心，我也无话可说，
好在我和同学也不是一天的友情，以后

有的是回报的机会。
当晚，就有两位朋友拎了礼品去医

院看望老母。母亲见有人来看望她，眼睛
立即有了神采，精神也好多了。第二天，
有的朋友带着妻子，有的朋友牵着孩子，
分批去看望老人家。母亲好感动，谢谢的
话说了一遍又一遍，笑口常开。老母的脸
色果真日益红润。第四天，宋大夫去查房
时，笑着说：“老人家一切正常，可以出院
了。”下午，我便乐呵呵地为母亲办理了
出院手续。 后来，每当老母回忆起某人
看她如何有趣，什么话逗得她开心大笑
时，她一直沉浸在甜美的回忆之中。

! ! ! !晚，八时三十分我在女儿家。女儿发
出指令：“因元，跳绳！”此刻，读二年级刚
做完功课的外孙女正在玩芭比娃娃。未
动。女儿大声呵斥：“跳绳，听到没有！”因
元很不情愿地慢吞吞地起身，穿着拖鞋，
手拿绳子，走出家门到电梯厅的走廊上
准备跳绳。
我和女儿跟出去。“把鞋换掉！”因元

又回家换上旅游鞋再次外出。女儿嘟囔
地说：“做事就是这样拖拖拉拉，快跳！”
“开始！”我在一边帮助数数。女儿低

头在看手机。因元开始跳，但很顽皮，有
时单脚跳，有时双脚并拢跳，一会儿又后
退跳，接着边跳边跑，不停地变化花样，
但是跳跳停停，一次不超过二十下。女儿
一次又一次大声说：“好好跳，不好好跳，
就不要跳了！”因元看看妈妈的脸，又看
看我，不高兴地继续跳着。

跳啊跳，我数到 "#下时她停了下
来，说：“小便”，哈哈笑了起来。在女儿的
不停的斥责声中，因元跳跳停停，停停跳
跳，跳到五百下，她满头大汗，大口喘着

气，靠在走廊的墙壁上。回到房间里就躺
倒在地板上。“快起来，走走！”女儿边说
边拿着干毛巾帮她擦汗，因元抢过毛巾
说：“不要你擦，我要外公擦！”我望着她
通红的小脸和湿漉漉的头发，心里一阵
心酸。因元要把三十八公斤的体重减下
来，每天晚上坚持跳绳，她说这是唯一的
办法。还说，胖不好，天热了，漂亮的衣服
穿不下了。孩子是那么天真。她在我耳边
跟我说悄悄话：“外公，相信我，我一定会
把体重减下来的！”我摸着因元的头，心
痛地说：“累不累？”“不累！”“能不能坚
持？”“能。”女儿在旁边冷冷地说：“不认
真地跳，有什么用！”因元没有答话，又去
玩她的芭比娃娃去了。“不要玩了，准备
睡觉！”我看到女儿对待外孙女的粗暴态

度，心里很不是滋味。
回到家，夜不能寐。靠在床背上，给

女儿发了一条长长的微信：“今晚看毛头
（因元小名）跳绳，很感动，读书再加作业
实在辛苦。为了减重，增加运动量，每天
坚持，大人也未必能做到。看似平常，实
则不易。应该好好鼓励表扬她才是。孩子
已经长大了，要改变传统的家长与孩子
的不平等地位，放下家长的架子。要真正
了解孩子，互相尊重，平等对话，使教育
更有针对性。在跳绳中我发现你和孩子
的相处中有许多值得深思改进的地方，
特别是对毛头的态度急躁、粗暴、训斥，
很不好。孩子是弱者，我们要尊重她爱护
她，你不工作做了全职妈妈花了那么多
的精力照顾她，关心她，但她对我说的却
是：‘妈妈不好。’听了，我很难过。也许是
我对教育的热爱和对你和孩子相处改变
的迫切期待，忍不住说了那么多，若说
错，请勿在意。”

第二天一早，我收到女儿的回复微
信：“写得很好，很有道理，会改进的。”

! ! ! !白发渐渐爬上了两鬓，
不知不觉已到了古稀之年。
周围的老人们各有爱好，有
的喜欢静读书报，有的爱好
打拳舞剑，也有的酷爱漫
游，笔者则有一项独特的爱
好———整理老照片。

两年前，我把自己人生
各个阶段拍的照片统统翻
了出来，足有 $%&多张，按
学生时代、上山下乡、工厂
生活、新闻从业、退休以后
分类，整理成五大本。对于
重点照片，我还一一作了文
字说明。整理、翻阅老照片，
是一种人生的体味，它能勾
起人们对美好往事、珍贵友
谊的回忆。董黛是我小学时
的语文老师，在我的照相簿
里，至今保存着一张她与我
在一起的照片。董黛拿着课
本，微露着笑脸，在指导我
学习，是那样的认真那样的
专注，仿佛慈母一般。这张
照片是当年一家报社记者
拍的。原来我读小学四年级
时，语文成绩很不好，董老

师热情辅导我，赠我一本《新华字
典》，并对我说：语文是工具，将来从
事什么职业都用得上，一定要好好
学。正是她这句话，促使我在学习上
下苦功夫，到了六年级，作文常常获
优。一位记者获悉此事，作了报道。

上山下乡时我拍了很多照片，
有喂马的，有在田里收割苞米棒的，
有结伴赴五大莲池游玩的，也有在
广播室里写稿的，等等。但有一张泛
黄的与韩乃寅肩靠着肩，手挽着手
的照片，我一直珍藏着。韩乃寅是鸡
西市下乡青年，爱好写作，与我志趣
相投。我们常给黑龙江日报、黑河日
报投稿，稿子屡屡见报。后来我返城
了，他考上了大学，两人各奔东西。
没想到前几年，他编剧的《龙抬头》
等两部电视剧在中央台播放，成了
闻名全国的大作家（韩是黑龙江省
作协副主席）。我赶紧拨通长途电
话向他表示祝贺。那头传过来的声
音是：我做得还很不够，还需不断努
力。我手头也有这张照片，让我们的
友谊永存！

'&岁以后，我的身体一度不太
好，失眠，乏力，人下蹲站起来后会
头发晕，医生说我身体底子比较差，
于是我加强了自身锻炼，在公园里
结识了一位擅打太极拳、练气功的
行家张逸师傅。我天天跟着他学习，
风雨无阻，雷打不动。后来身体渐渐
好了起来。而今虽已七旬，但身板硬
朗，精神矍铄。为了纪念我们师徒情，
当时拍了 (%多张照片，我把其中 (

张照片放在照相簿最醒目的地方，逢
人便介绍道：张逸是我的保健老师，
我能脱离“亚健康”，全靠他的引导。

有一次，当年一起去黑龙江农
场务农的“插兄”聚会，我把几本老
照片集带到了现场，大家争相翻阅，
趣味盎然。我向大家讲述了老照片
后面的一个个故事，大家听得津津
有味。我感慨地说：整理、翻阅老照
片，也是一种爱好，一种人生的快
乐。一张张照片，仿佛一颗颗珍珠把
人生串连了起来。

! ! ! !“奉”字一族。用于自己的动作涉及
对方时。如奉达（多用于书信）：告诉，表
达；奉复（多用于书信）：回复；奉告：告诉；
奉还：归还；奉陪：陪伴；奉劝：劝告；奉
送、奉赠：赠送；奉托：拜托。
“惠”字一族。用于对方对待自己的

行为动作。如惠存（多用于送人相片、书
籍等纪念品时所题的上款）：请保存；惠
临：指对方到自己这里来；惠顾（多用于
商店对顾客）：来临；惠允：指对方允许自
己（做某事）；惠赠：指对方赠与（财物）。
“恭”字一族。表示恭敬地对待对方。

如恭贺：恭敬地祝贺；恭候：恭敬地等候；
恭请：恭敬地邀请；恭迎：恭敬地迎接；恭
喜：祝贺对方的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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