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啊，真是个大问题！怎么办呢？
有一天，他俩一看电视，电视上播放了一个外

国人搭伙养老的片子，他的眼前一亮，就跟她商

量，能不能也搭伙过日子，谁也不付谁报酬，经济
上井水归井水，河水归河水，只图个相互照应，一
起说话解闷儿。她想了想，就同意了。其实，她也

有着同样的担心，也同样知道
孤独的滋味。接下来，他把西
面的两间正房收拾出来，让她
住了进来，两个人开始搭伙过
日子。自然，这种养老方式也
招致了很多的闲言碎语，但相
对于生存，那又算得了什么
呢？

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
着话，一个盖垫就包满了，他
又换上一个。他说：“老翟头
也想找人搭伙呢。”

她问：“他不是想上镇养
老院吗？”

他说：“他说住在那里没
有放羊自由哩。”

她说：“也是，整天呆在一
个院子里也够憋闷的。不过，
像我们这些有儿有女的人还
没有资格去呢。”

他说：“其实，像咱们这样搭伙也挺好，想吃什
么做什么，想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自由。”

“是啊。”她附和着，看了他一眼，指着他说：

“你的鼻子。”
他不知道自己鼻子怎么了，就用手背去抹，结

果连眼窝都抹白了。
她不由地笑出声来，边笑边说：“你快照照镜

子，成三花脸了。”这句话一出，让她联想到了他喜
好京剧，就说，“唱段戏吧，很长时间没听你唱了。”

他来到一个立橱前，对着镜子一照，样子确实
滑稽，禁不住也笑了。他拿过毛巾擦了擦，重新走
过来，说：“唱戏？嗓子锈住了，唱不了了。”

她说：“唱一段嘛，唱唱嗓子就豁亮了。”
他还是摆手：“连词都忘了，不唱了。”

“唱一段嘛，唱一段嘛——”她的声音柔声细
气的，听上去既有点像央求，又有点像撒娇。

他无法推辞了，就说：“那就唱一段。唱什么
呢——唱段《沙家浜》里《朝霞照在阳澄湖上》吧。”

他走到屋当中，有模有样地拿个架势，然后亮
开嗓子唱起来：“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放稻谷
香岸柳成行，全凭着劳动人民一双手，画出了锦绣
江南鱼米乡……”

虽然有几颗牙光荣下岗了，有些兜不住了风，
气力也显得不足，但他唱得有板有眼，感情非常投
入。

唱完了这一段，他刚要收势，她忽然走上来，

叫了一声：“指导员！”
“指导员？”他一下怔住了，但一看她示意继续

演下去的眼神，一下明白了，立即兴致盎然，叫了
一声：“沙奶奶！”

接着，他们就联手演起现代京剧《沙家浜》来，
一直唱到《你待同志亲如一家》一段，二人还兴致
不减。这时桌子上的老座钟发出了“当当当”的报
时声，他们一看表，十二点了，方才收住。

他们一起去伙屋下饺子。在锅里续满清水，在
灶里填了树枝，点着了，火苗深情地舔着锅底。这
灶是老翟头帮着垒的抽风灶，再不用“呼哒呼哒”拉
风箱了。他站在她的身后，一起等着水沸腾，亢奋
的神采仍然闪烁在他们的脸上。

他说：“真没想到你唱得这么好，过天把老翟
头也叫过来，我们三个人唱《智斗》一出，他在放羊
时也经常唱呢。”

她一听，非常高兴，看了看盖垫上的饺子，说：
“你现在就去把他叫来吧，这些饺子足够咱三个人
吃的，他也是孤单单一个人，冷锅冷灶的。要不，
以后让他也来和我们一起搭伙吧。”

他不加思索地说：“好！我这就去叫他。”
正午的阳光很明媚，力道也足，照在身上，让

人感到一阵温热的酥麻。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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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儿包给了包工头，工钱 200 元。
包工头姓张，岁数不大，都叫他小张。
小张接手后又把活儿转包给了大王，工
钱100元。大王拨通了老李的电话。

“李大爷，有个活。”
“啥活？”
“种树。种一棵树。”
“去哪儿？”
“就在xxx大院门口。”
“树苗呢，谁提供树苗？”
“树苗是单位的。已经准备好了，

就在单位大院里放着呢。”
“多大的一棵树？”
“有 2 米多高，树干嘛，有擀面杖

粗。”
大王说，须自带铁锨和水桶，单位

大院里有自来水，树种上后得提两桶水
浇浇。老李觉得这活儿倒也好干，遂
问：“工钱多少？”

“30元。”
“行。”
老李对大王说：“你跑得快，前边走

着，我随后赶到。”
路上，大王拨通了小张的电话。小

张正在小区的娱乐室里打牌，他把手机
放在肩膀上，歪着脖子让肉嘟嘟的腮帮
子压着，抽出一张牌猛地甩下，说：“好，
我马上就去。”

头儿敲了敲小高的办公室门，随即
推开了。小高正低着头看手机，把手机
放进裤兜，拿眼睛问头儿，有事吗？头儿
说：“小高，今天上午门口种树，你去看
着，盯着，严把质量关。一定要把树种
好。”

小高拿脚尖在要种树的地方轻轻
一点，老李搭锨就掘，”嘎”的一声，锨头
一歪，锨把拐了一下胸膛。伴随着嘎的
一声，锨刃上迸出几个亮亮的火星，着
实吓了小高一跳。老李胸膛隐隐作疼，
他蹲下身子，轻轻地揉了揉，感觉没事，

就起来了。他拿锨拨拉了一下地面，原
来一锨蹬在石头上，又加用力过猛，锨
把拐了胸膛。城里的地下多碎砖头烂
瓦块，该带只镐来，没带来，又不值个回
家拿，老李就拿锨头当镐头，用锨尖铲
着，一点一点地挖。还好，瓦砾层也就
三四指厚，挖开这层瓦砾，下面就是黄
土。老李弯下腰，稳住锨，一锨一锨地
掘，土层不怎么硬，活儿还算好干。

小高、小张、大王三个人不远处半
个圈儿站着，看着，看着老李一锨一锨
地挖坑。工作进展顺利。大王拿出烟，
手指照烟盒底上轻轻一弹，抽出一支递
给小张，又抽出一支递给小高，小高摆
手。小高不吸烟。大王把烟放自己嘴
上叼着，把烟盒放进兜里。小张掏出打
火机，给自己点着，又给大王点着。两
支烟就是两个小烟囱，烟雾迅速地弥漫
开来，把小高呛得不轻，他下意识地看
了一下门口左右，没有不准吸烟的告
示，他向后退了一步，心中有种说不出
来的烦。

“再挖大一点。”小高拿手当扇子，
一边扇着扑鼻的烟雾一边说，声音低低
的。“再挖大一点。”小张跟随着又说了
一遍。大王向前一步，亲自指挥着，让
老李照着坑的东边、西边、南边、北边都
切了切，坑就大了许多。

坑挖得差不多了，老李停了下来，
大王递给他一支烟。四个人或前或后，
一圈儿站着，都审视着眼前的树坑。

“还得往深里挖挖。”小高说。“还
得往深里挖挖。”小张接着说。“还得往
深里挖挖。”大王接着接着说。老李叼
起半截烟，拿起锨，三下五去二，又将
坑下挖了半锨。三个人都说，还得再
挖深一点。老李深深地吸下一口烟，
将烟屁股往坑里一扔，腾出嘴来说：

“还挖？不能再挖了，这恐怕就挖深
了。”他把锨往暄土上一戳，去院子里

扛出小树，往坑里一试放，就是挖深
了，得深了半锨。又往坑里填土。

老李将小树放进坑里，调正，让大
王帮忙扶着，他往坑里填土。看看树稳
住了，大王就退到一边。老李把坑填
满，撂下锨，自个儿扶着小树，两脚转着
遭儿踩，将坑踩实，也踩出一个浇水的
窝儿。老李拎起水桶去提水，提来一桶
倒上，水打着旋涡很快就渗进去了。老
李拿起锨，铲起一锨土，将旋出的窝儿
填实。又提来一桶水，慢慢地倒上，水
渗得慢了。慢慢地，一桶水又渗下去
了。老李又提来一桶，窝子似乎小了，
同样一桶水，一次倒不下了。水渗得更
慢了。四个人都蹲了下来，看水慢慢地
渗入，看气泡泡从地里冒出。

小高问老李：“大爷，多大岁数了？”
老李看小高一眼，一边打着手语一边说：

“六个零了。”“66？”小高摇头说，“不像，不
像。”大王右手大拇指、食指和中指并拢
一捏，说：“李大爷今年76。”“唵？76！”小
高惊得张嘴又咋舌，“看着也就60岁。”老
李转而问小高：“小伙子多大岁数？”小高
说：“27。”老李指着大王和小高说，你俩的
岁数加起来，比我还小9岁呢！他又问小
张多大岁数？小张说：“36。”

看看水渗出的空间，桶里的水能盛
下了，老李提起桶，把桶里的水一滴不
留地都倒了出来，倒了个桶底朝天。“这
下保准小树喝个够！”

一个小时不到，一棵树种完了。
老李捡起一块瓦片，刮了刮锨头上的
泥土，把锨和桶都放进脚踏三轮车厢
里，看了一眼三个年轻人，意思是说，
我可走了。三个人都礼貌地摆了摆
手，都说老李身体好。“老了，老了，不
中用了！”老李感叹岁月易逝，年龄不
饶人。“你们正是好时候。我和你们这
么大岁数时，出夫挖河，推着五六百斤
沉的车子爬大堤……伙房改善生活，
一顿能吃2斤干面的馒头！”

车子刚刚踏动，又停住了。老李左
手扶着车把，侧过身子，弯下食指、中指
和无名指的右手向右耳边一架，冲着大
王说：“有活打电话。”

作者系济阳一中退休教师

雨游夫子庙
秦淮十里好风光，亲友雨中情谊长。
荟萃人文灵秀地，六朝胜地更辉煌。

游中山陵赞孙文
壮志雄心谋大略，无私无畏救中国。
千秋伟业兴华夏，国父孙文为俊杰。

漫步苏堤
漫步苏堤喜悦添，月圆花好笑谈间。
夫妻牵手留芳照，放目西湖见大观。

西湖感怀
绿树成荫清气纯，群山环抱壮乾坤。

人文故事知多少？漫步西湖感慨深。

上海外滩即兴
浦江两岸迷人醉，上海外滩夜景美。
亲友观光留快照，明珠璀璨放光辉。

游木渎古镇严家花园
古镇园林别有天，乾隆南下记当年。
人间仙境觅何处？漫步苏州思绪翻。

苏州印象
流水小桥环境美，千秋福地令人醉。
八方游客速留照，胜地苏州万众迷。

江南好
绿水青山花木鲜，花开春暖游江南。
城乡一体奇迹创，人杰地灵伴永年。

作者系城区居民

华东纪行
◎田万和

来姥姥家的前一天，爸爸带她逛了动物园。来到家里，大
家很想知道她的记忆能力，便问她游玩观看的情况。她不紧
不慢地说了那些看过的动物，还顺带着表达了对动物们的印
象：“大象和犀牛不洗澡，身上有味味儿；小羊（羊驼）吐口水，
不文明；老虎在睡觉，熊猫在吃蛋糕”。说到蛋糕，她或许想起
上个月两岁生日时吃过的那个水果蛋糕，立即把话题从动物
转移到了对食物的索取方面。妈妈解释说，蛋糕不能随便吃，
只有过生日才可以吃的。她毫不迟疑地回答：“那现在就过
（生日）吧。”

现在的她两岁多一点，对很多事物还没有什么概念。唯
其如此，她的话语才显得格外率真。比如为吃蛋糕而过生日，
让人不由得想起至情至性的苏东坡所吟诵的“菊花开处乃重
阳，凉天佳月即中秋”。成年人的世界里，只要保持了这种赤
子之心，便是很了不起的豁达，而在儿童身上却是再寻常不过
的状态。

虽说每个宝宝都会进入到语言爆发期，但当你亲身经历
了他们的成长，亲耳听到了他们那些天真无邪并带着独特想
象力的话语，你仍会禁不住为生命的变化而感到惊叹。

她喜欢模仿。听见堂姐叫自己的妈妈“婶婶”，她便也跟
着喊“婶婶”，以显示自己跟堂姐拥有同样的权利。看完动画
片，她坐在餐桌旁吃饭，妈妈问吃不吃炒土豆，她现学现卖地
答应：“吃个土豆大行动吧”。（一岁零十一个月）

对于陌生的事物，她会拿已知的进行类比。姥姥买了几
个无花果。她摸着这种初次相见的果子，问我们：“这是火龙
果变得吗？”（两岁零一个月）

对于某些发音拗口的词语，她会说出自己的感觉。有次，
她看着桌上的李子，大声告诉我们：“我不会说，我不会说‘李
子’。”这句话的可爱之处在于，她明明已经说出了，却还是要
表示难的到了“不会”的程度。（两岁零一个月）

她的话语里经常流淌着成年人丧失已久的想象力。我
问：“你是坏人吗？”她摇摇头。我再问：“你是好人吗？”她还是
摇摇头。我问：“那你是什么人？”她说：“我是飞机人。”

白天，她被蚊子叮了下，瘙痒难受。晚上睡觉前，她对着
自己的房间说：“蚊子不要咬我”。不幸的是，有一只躲过了我
们清缴的蚊子还是在夜间叮了她。她醒来无奈地跟妈妈说：

“蚊子不听话。”
姥姥捉了几只蚂蚱给她玩。蚂蚱的身上流出了些汁

液。她对我们说：“蚂蚱哭了。”我们问：“为什么哭啊？”她解
释：“它在伤心”。（两岁零四个月）

她的话语里时常显露出让我们吃惊的逻辑思维。
我跟她玩认动物的游戏。她指着狗狗的图片，我说：“这

是小狗。”。她又指着旁边大一点的狗狗，我说：”这也是小
狗。”。她立刻表现出不满，反驳说：“是大狗，还（说）小狗呢！”
（一岁零十个月）

她想吃草莓果酱，爸爸怕她吃太多，骗她说：“这不能吃，
是辣的。”她指着果酱包装的图片说：“草莓，草莓不辣。”（两
岁）

早晨，我吃了一块她吃剩的月饼。她看见了，什么也没
说。下午，姥姥带她去超市玩儿，她赖在月饼专柜前不走，非
要姥姥买些不可，并给出了很充足的购买理由：“舅舅把月饼
吃光光了。”（两岁零四个月）

妈妈拿着画书教她认识水生动物，指着水母说：“这是小
水母，生活在海里。”她纠正说：“它（应该）叫小海母。”（两岁零
五个月）

我叫她“老苗”，她不理我。妈妈说应该叫小苗，她更正
说：“我是大苗”。我假装听不懂，每次总以“王老苗”来称呼
她。她对此相当不满意，哼哼着向妈妈求援。妈妈告诉她可
以用“老舅”来回应这无礼的称呼，于是，她自作主张地冲我响
亮地喊：“王老舅”。看来姓氏还不在她的理解范围内，我也只
能在她“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反击下败阵而逃。（两岁零四个
月）

妈妈陪她看画册，告诉她画面上那种胖胖鼓鼓的东西叫
汉堡（从没告诉她那是种食物）。她看着图片，不住地叨念：

“吃汉堡”。妈妈逗她：“那就吃一口吧。”她俯身做出要吃的样
子，然后抬头对妈妈说：“吃不着。”（一岁零十一个月）姥姥姥
爷看不下去了，答应她明天去买汉堡。她显得很兴奋，说：“我
要啊呜啊呜地吃。”第二天，他们去了华百的肯德基。买汉堡
的过程中，姥爷闹出了笑话。这位素来瞧不上“美帝”方方面
面的老爷子，第一次迈进洋快餐的大门。他对服务员说：“我
买个肯德基。”

小小的王一琳（苗苗）就是这样用她的童言童语给我们的
生活带来了欢乐。孩童学习说话有早有晚，毫无疑问的是，其
与家长的沟通引导密不可分。还是以王一琳为例，在二十个
月左右的时候，她便开始轻声轻语地表达想说的话了。这时，
家长要注意认真倾听，对于有些发音不准的词语，可以稍加纠
正，比如喝（he）水而不是（ke）水，吃（chi）饭而不是（ci）饭。有
些则不必强纠，比如在她学会叫“姥姥”之前一直用nai nang
来代替，即便后来已经会学会了正确的叫法，她还是用这个奇
怪的称呼来喊姥姥。对此，我们都没有纠正，我们觉得随着她
的长大，她会自己改正，而留在她记忆中的是属于自己的独特
称谓和难忘之情。

教孩子学说话，互动是必不可少的。有时我们会故意逗
她：“高兴怎样来着？生气是怎样？哭是怎样？”她会用自己丰
富的表情和声音表达出来。有时会教她些经典的儿歌，比如

“小燕子，穿花衣。”，比如“唐僧骑马咚那个咚”。听着听着，学
着学着，她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候很完整地唱出来，音调基本
无误。这时我们会拍掌给予鼓励，告诉她是很棒的。我们知
道这种“背诵”不可能形成长久记忆，我们只是希望以此来锻
炼她开口说话的能力。

交流过程中，她常会蹦出让人意想不到的话语。有一次，
她自己抱着一堆仿真蔬菜玩具，一副索然无味的样子。于是
我凑上去跟她一起玩买菜的游戏。她要了几种蔬菜，我故意
不给，说：“你要拿钱买才可以。”她空着手假装给我钱，我还是
不给，她竟着急地转起圈来，反复说：“我没有钱，没有卡，也不
上班，怎么办呢？”（两岁零三个月）她这句话传达出所知信息
之多，几乎让我不敢相信她的小小年龄。

类似的交流还有很多，当然，她在姥姥姥爷家的时间相对
还是短暂的，更多时候她跟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在一起，我这个

“外戚”所记录的言行也只是零星半点，只是她成长经历中很
小的一部分。但不论她在不在身边，大家都有个共同的心愿，
也是普天下所有家长的心愿——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健康快乐
地成长。 作者单位：旺旺集团山东总厂

童琳童语
◎李庆田

种树（微小说）

◎田邦利

“做人要知足，做事要知不足，做学问要不知足。”这是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外科医学奠基人裘法祖先生的至理
妙语。

何谓知足？就是知道满足。知足是一种人生境界，是
一种人生态度。 知足，能使人心态平静、安详、豁达、超脱、
乐观、心情舒畅，身体健康。

明朝才子唐伯虎曾写过一首《七十词》：“人年七十古
稀，我年七十为奇。前十年幼小，后十年衰老；中间只有五
十年，一半又在夜里过了。算来只有二十五年在世，受尽多
少奔波烦恼。”人的一生，就那么几十年的光景，除了少不懂
事，老了犯糊涂，睡觉做大梦，真正清醒的时间并不多。那
么，人们怎样珍惜这短暂的一生呢？ 保尔·柯察金说：“一个
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虚度
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红尘漫漫，芸芸众
生，人生旅途，既有阳光、也有风雨，既有鲜花、也有荆棘。
无论身处什么环境，都要牢记：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特别
是身在逆境时，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 ，至关重要。

林语堂先生曾说过：欣赏风景的快乐是不要钱的，使自
己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平平安安生活，永葆身心
健康。俗话说：家有良田万顷，日食不过一升；家有房屋千
间，夜眠不过三尺。这样看来，人为生存所需要的东西并不
是很多。因此，人生在世，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应时刻保持
清醒认识，正气在身、为政清廉、洁身自好，清清白白做人，

堂堂正正做事，千万不要“人心不足蛇吞象”。我国春秋时
期的哲学家、思想家老子曾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
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知足者，贵在知不可行而不行。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
能够知足地对待名利，又能知不足地对待没有干好的事
情。知足就会成为不知足的辅助和铺垫，不知足就成了知
足的凝聚，这是人生境界的升华。

当然，提倡知足常乐，并不是要人们甘居下游、不思进
取。当今社会竞争激烈，我们不赞同消极的态度，应鼓励积
极进取参与竞争，因为只有竞争才能推动社会各方面的快
速发展。但当竞争者在竞争过程中遇到困难、挫折、失败而
令人烦恼时，千万不能冲动和失去理智，不能去做那些不明
智的蠢事。最好是用知足常乐心态去看待问题，这样才会
使自己失落的心灵找到平衡点，这时知足常乐的心理状态
会帮助你尽快调整心情，冷静地总结失败的教训，从而放下
包袱，重拾信心，以力再战。

但是，人们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在生活中做人要知足、
做事知不足、做学问不知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
这就需要我们用心去体会，用智慧去把握，用行动去实践。
一个人如果能够真正做到知足、知不足、不知足，人生则会
更精彩、更美丽；事业则会更顺利、更辉煌；生活则会更圆
满、更幸福。

作者单位：区纪委

知 足
◎祁云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