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蹭
凉

■

雷
媛
媛

盛夏来临之际，我和老公

竭尽所能跻身“有车族”，从而

引起了“家庭经济危机”。就

连物业来征收冷气费，我们也

都无力支付。

随着温度一路攀升，没有

冷气的家好像个热蒸笼。酷热

难耐中，我和老公想出了应对

酷暑的方案，那就是去“蹭凉”，

尽量减少待在家里的时间。

和老公结婚后，我们一直

单住，每周例行公事似的回家

吃顿饭。不用跟公婆朝夕相

处，过日子少了许多不必要的

摩擦，一家人的关系却也生疏

了许多。

公婆家有中央空调，为了

“蹭凉”，我们回公婆家的次数

多起来。有时候婆婆挽留我

们住一晚上，想想家里的温

度，我也就顺势答应了婆婆。

跟婆婆一起做家务，闲暇

时陪婆婆看电视、聊天、搓搓

麻将，不觉得竟然“日久生

情”，婆媳关系亲密了许多。

婆婆说：“不如你们冬天把暖

气也停了，一家人住一起热闹

……”

“蹭凉”却蹭出难得的亲

情来，这真是最大的收获。

爱逛街是女人的天性，商

场是我最喜欢的“蹭凉”去

处。进了商场，我直奔衣饰摊

位，一件件试衣服，一件件把

玩小饰品；孩子蹲在玩具柜台

前，琢磨着那些稀奇古怪的玩

具；老公则坐在休息区玩手

机，或者跟生意不忙的老板侃

大山……

逛商场，“蹭凉”之余，又

能休闲娱乐，真是两全其美的

事情。不过，偶尔抵不住诱

惑，就会忍不住消费：我买了

件不需要的小饰品，给孩子买

了他舍不得放手的玩具，老公

则架不住老板的热情，买了个

价格不菲的车钥匙扣……拿

着消费单痛定思痛，下定决心

再去商场“蹭凉”，绝不带一分

钱。

一家人去书店“蹭凉”，是

件“稳赚”的事情，因为会吸收

不少精神营养。平时浮躁忙

碌，我很少静下来读一本书，

置身一排一排的书架中，压在

心里的书虫，瞬间便被书本撩

拨得蠢蠢欲动。随手抽出一

本书细细翻来，被世事打磨得

粗糙世故的心，在字里行间会

获得片刻的静谧和回归；调皮

淘气的孩子，沉溺在美妙的童

话故事中，变得安静乖巧；老

公翻看军事、工具书之类受男

人青睐的书，也是津津有味。

一个周末在书店的清凉

中悄悄溜走，一去一回间，一

家人都受益匪浅。

炎炎夏日去“蹭凉”，不仅

能蹭来清凉夏意，也蹭来了意

想不到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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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买车那会儿，我每天精

神抖擞，意气风发，时常在亲

戚朋友面前得瑟。每每看到

别人羡慕的目光，我都不禁在

心里自豪地说，有车的感觉真

好啊！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有车的烦恼与日俱增，姑且

不谈防不胜防的电子罚单和

每月成百上千的油费，光是

停车这事儿就让我伤透了脑

筋。当初只一门心思地想着

买车，根本没有考虑过停车

的问题，而事实上，车位跟车

同样重要。

平常，我开车主要是去单

位上班，而我们单位没有专门

的停车场，只有一个很小的坝

子，能够停五六辆车。这几

年，随着汽车业的爆炸式发

展，小车不再是富人的象征，

它走进了千千万万的寻常人

家，我们单位的车也是年年在

增加，目前已有八台。

于是，问题出现了，大家

都想开车上班，而单位的小坝

子最多只能容纳六辆车，多出

来的两辆车怎么办呢？只能

停到外面的收费停车场。如

果每天都停在外面，一月下

来，停车费也是一笔不小的支

出，并且还得走上一段路。

免费资源便成了大家争抢

的对象，为了顺利地抢到车

位，我每天不得不提前半个小

时上班。

后来，这招也不管用了，

因为别的同事也来得很早。

以前我们单位迟到的现象还

是比较严重，但自从大家开始

抢车位后，几乎很少有人迟到

了，同事不禁戏谑地说，抢车

位还真励志啊！

在单位抢车位，回到家里

还得继续抢车位，我们小区也

没有专门的停车场，车子只能

停放在楼下的路边。

这种车位没有固定是谁

的，原则上谁占到谁停，由于

“僧多粥少”，车位常常不够

用，一旦回来晚了，就找不到

地方停车。为了抢占车位，车

主们可谓斗智斗勇，想尽了一

切办法，有的人提前几分钟下

班，有的人找家人站在那里守

着，还有的人搬块石头放在那

儿，更有甚者在路边安个车位

地锁。

每天回家，我都跟打游击

似的，东看看，西瞧瞧，哪里有

空位就往哪里钻。有一次，车

位满了，实在没有办法，我只

好将车停在路口上，尽管第二

天天不见亮，我就跑去挪车，

但还是因为堵了人家的路，车

身被别人划了几道口子。如

今，停车成了我的一块心病，

我每天都在为停车而犯愁，本

来买台车是为了提高生活品

质，现在反而成了一个累赘。

抢了几个月的车位后，

我 觉 得 身 心 疲 惫 ，烦 不 胜

烦。一气之下，我决定暂时

将车停在家中，这样别人抢

不到，我也不用抢了，可谓省

时省心。

我开始像原来那样乘坐

公交上、下班，即便有时出门

办事，只要交通方面，我也尽

量不开车。虽说这样做免去

了抢占车位的麻烦，但车子

几乎成了一个摆设。

见此，母亲摇着头说：

“好不容易买台车，却整天放

在家里，图个啥呀！你还是

赶紧去买个车库吧。”

有一位年轻的妈妈被诊断患上了

癌症，在入院治疗前，她把九岁的大女

儿和四岁的小女儿叫到跟前，说：“请

你们为妈妈做一件事，好不好？”

大女儿知道妈妈明天要进医院，

便贴心地问：“妈妈，要帮你准备去医

院的东西吗？”

妈妈摇摇头，她拿出一把剪刀，请

女儿们为自己理发。

大女儿轻轻地抚摸着妈妈柔软光

亮的长发，拿起一绺，放在剪刀中间

问：“妈妈，你确定吗？”

“确定，请动手吧。”

大女儿平时最喜欢摆弄芭比娃娃

的头发，但要剪断真人的头发，还是头

一回。她有点儿兴奋，也有点儿紧

张。剪刀“咔嚓”一声响，一绺头发悄

无声息地落在地上。

不一会儿，小女儿也加入了发型

师的队伍。她年纪还小，剪头发的动

作更是生涩，一不小心就把妈妈的头

发剪得更短了。

妈妈却只是鼓励说：“很好，大胆

地剪吧！”咔嚓咔嚓，只见地上的头发

越来越多。

最后，妈妈的头发只剩下两三英

寸长了，而且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就

像修剪失败的草皮。但是，妈妈却搂

着两个女儿，照着镜子，开心地说：

“宝贝们，我太爱这个发型了，看起

来就像摇滚明星，但这是世上最美的

发型。”母女三人抱成一团，笑成一

团。

晚上，父亲回家，看到妻子的样子，

吓了一跳。

年轻的女人只是若无其事地说：

“是我让她们剪的。反正化疗后头发也

会掉光，不如让孩子们开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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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岁月的流逝，生活的平淡取代

了昔日花前月下的浪漫，许多人为此而

困惑。其实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搭伙

过日子那么简单。它是一门艺术，需要

色彩，更需要时时晃一下爱情的水杯。

有一个成语叫“张敞画眉”。张敞

是汉代人，官至京兆尹。这个人颇有政

绩，他和他的太太感情也很好，每天上

班之前都要亲自为太太画眉。他画眉

的技艺高超，后世以此为典，津津乐

道。想那张敞保持浪漫爱情的方法就

是为夫人画眉吧！

南宋词人李清照“秀”的是小女人

的浪漫。她写过一首《减字木兰花》：

“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轻

匀，犹带彤霞晓露痕。怕郎猜道，奴面

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

看。”买得一朵春花，又怕情郎看了会觉

得春花比自己的面容美丽，于是便把鲜

花簪在鬓边，要让情郎品评一下，到底

哪一个更漂亮。在这娇憨、可爱，还有

些小任性的妻子面前，赵明诚的日子过

得一定很有情调。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有一对夫妻，男

的叫埃文，女的叫苏珊，他们制造浪漫爱

情的方法别出心裁。两人在第一次结婚

周年纪念日时，想出了一个创意：每年都

在不同的地点举行一次婚礼。他们认为

看着对方再次说出婚姻的誓言是非常浪

漫的事情。如今十几个年头过去了，他

们仍一如既往地深爱着对方。

现实生活中，虽说大家都很忙，但

每天上班之前彼此一个关爱的眼神、一

声真诚的赞美、一个浅浅的拥抱，都可

以换来对方一天的好心情。

我有一位同事，一有时间就会为妻

子做她爱吃的手擀面。看他擀面简直

是一种艺术享受。他把面团放在面板

上，擀面杖来回滚动面团，一会儿铺开，

一会儿合上，面团开始由厚到薄，由小

到大，直至成为一张圆圆的、厚度均匀

的薄面片。再一折一叠，一刀一刀切

下，细细长长的面条就呈现在眼前。接

着手指翻飞，面条随之入锅，随着水花

团团翻滚，盛到碗里晶莹透亮，浇上备

好的臊子，色香味俱全。我想他们多年

的爱情应该就像这细细长长的面条，味

美而绵长。

晃一晃爱情的水杯，爱情就会变得

浪漫而鲜活，方法不必刻意去寻找，它

其实就在生活的细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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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七夕是父母结婚三十周年，早

在几天前，父亲便想要给母亲一个惊

喜。只是想来想去，却不知该如何度

过。于是，便让我帮着出主意。他说：

“你们年轻人花样多，想一个好的法子，

让你妈也浪漫一回。”

虽然我的花样多，可是却总觉得不

适合父母。一直以来，父母都很是节俭，

不必要的花销从来都不肯多花。几十年

了，两人很少外出旅游，也很少添置衣

物，更很少外出吃饭。

他们说虽然生活条件好了，可是也

不能铺张浪费，好日子来得不容易，要珍

惜现在所拥有的每一天。父母这样的想

法，一直都影响着我，所以，在他们三十

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时，我自然也不

会违背他们平日里的意愿。

只是怎么过，却让我心里没有谱。

现在的年轻人过节的方式固然多，但无

非就是吃饭、逛街、泡酒吧。花费多不

说，也不适合父母。他们年纪大了，经不

起这样的折腾，这几种方式肯定不可取。

想来想去，我忽然想到，一直以来，

母亲都很喜欢养花。阳台上的那几盆花

草，一直都是母亲的精神寄托。我何不

去花鸟市场挑选几盆她喜欢的花，而后，

将花摆在房间里，并且亲自为他们做一

桌好菜，也未尝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父亲见我几天都没有动静，急着问

我怎么安排。我笑着说：“你呀，到了那

天一早，记得把我妈带出去到附近的公

园转转，中午的时候回来，一定会有惊

喜。”父亲见我不说，也不多问，只是拍着

我的头说：“这个鬼丫头，看你有什么花

样。”

那天，父亲一早便把母亲带了出

去。我和老公则负责布置房间，将花盆

摆成形后，我们又开始在厨房里忙开

了。转眼，父母便回来了。当父亲轻声

对母亲说：“夫人啊，今年是咱们结婚三

十周年的纪念日，这不刚好又赶上了七

夕，我啊，祝你节日快乐，越来越年轻。”

母亲看着一屋子花笑了，饭桌上母

亲说：“今天啊，是最有纪念意义的一天，

咱们的女儿长大了，懂事了，而且，最重

要的是，她懂得时常陪在父母身边，有了

这一切，我真的知足了。”

而那年的七夕，我和老公也过得很

有意义。晚上回家的路上，老公拥着我

说：“老婆，等三十年后，咱们也让咱的

儿女给咱们过怎么样？”听后，心里很是

甜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