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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元对我的好， 很快让朋友
们都眼热了。 虽然偶尔也会有人
酸溜溜地讥笑几句： 光好有什么
用？ 还不如给你买个名牌包包实
在……我不以为然， 感情是无价
的，哪能以物质来衡量呢！

他知道我喜欢赖床， 所以每
当早上有课的时候， 他一定会给
我打手机，响三声就挂断。我感冒
了，去校医院打针，他就去宿舍找
个枕头垫着头， 让我可以躺着舒
服点。一起去食堂吃饭，都是他给
我打饭，吃完了，他也帮我把饭盒
洗好收好，下次再带来……

可周末我回家后， 一般就只
短信或网上联系，我父母早说过，

不要在学校里恋爱，以后如何，谁
也不知道。 这事就得一直瞒着。

他的家，我也没去过，恋爱是
两人的私事， 没必要把家人扯进

来。 但看得出来，他有些自卑，父
亲病逝后， 他和弟弟妹妹就靠母
亲做家政工养活， 他的学费还是
找亲戚借的。可想而知，他过得很
节省，还在做兼职，赚钱不多，但
也能减轻点家庭负担。

我很理解他，从不索要礼物，

一起吃饭，我抢着埋单；买香皂之
类的日用品，也分给他一份。

很快到了毕业， 父母帮忙找
了一个稳定的工作。 夏元却只在
私营企业找了份销售的工作，和
他的专业没啥关系，但为了生存，

总得去做。

那一年， 他给我买了唯一一
个像样的生日礼物， 细项链挂着
颗水滴形珍珠。他很开心，说店里
售货员说是白金的，很闪亮，你肯
定喜欢。 后来偶尔翻到发票，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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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我就疑惑了，细看项链的

印记，刻着“

silver

”，原来是个银
项链。看来他被人忽悠了。不知怎
的，有些心疼，为他，也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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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底，我办完事已到
晚上了，正好离他家很近，给他
打电话他说在家，我就说去你家
里坐坐吧。 他犹豫了一下答应
了。 进门没看到人，他说母亲工
作去了，弟弟妹妹还没回来。 狭
小的空间，除了高低床，就只几
个装衣物的箱子和一个桌子，三
个凳子，没有冰箱，剩菜放在桌
上，扣着一个罩子……他说是租
的房子，很便宜。

我敷衍了几句，就逃也似的
出来了。 以前虽想过可能不会
好，但却没料到这么差。 见我沉
默，他就问，是不是很失望？ 我
赶紧摇头，说不是不是，只是很
心疼你。

父母说

选他就别回来了

那些天， 我确实心里有些什么
东西冒出来， 觉得和夏元的距离有
点疏远了。 我还是安慰他： 你还年
轻，靠自己奋斗就行了。内心里也承
认，这太难了。 他每个月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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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工资，随便买点东西，给母亲点生
活费，给弟弟妹妹赞助一些，就所剩
无几了。

很快闲话传到我父母耳朵里
了。夏元来接过我几次，自然有人看
出端倪。 父母就说怎么谈朋友了也
不说一声， 翅膀硬了就要飞了……

又盘问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家里几
口人，父母是做什么的……

我烦了，说就是谈个朋友而已，

又不是结婚，问那么多干吗？

我不配合，老妈也有办法。一个
星期后，她就打听了个八九不离十，

然后对我发出最后通牒， 尽快和他
断了，找谁都不能找他，以后你不会
过得好的。

“他家境是差，但人很好，也很
有上进心， 对我也很好……不会一
直都很差的……”我试图说服老妈。

但所有的话，都不过是空头支票，如
一颗小沙粒掉进大海，激不起波澜。

我想带夏元给老妈见见， 希望
她能改变看法。老妈起初坚决不见，

后改口同意，“不要到家里， 找个饭
店吧”。 她故意选了个五星级饭店，

夏元一去，她就讲开了，说我们家云
蕾从小娇生惯养的，不大会做家务，

可又什么都喜欢好的……好在，老
妈还给我留了点面子， 只说我看你
们不合适，就别互相耽误了……

夏元脸色苍白， 一句都没再解
释，找个借口先走了。

为此， 我和老妈生了好长时间
的气。 她并不让步，“我这都是为你
好， 以后你会感谢我的。 你是我生
的，我还不了解你，苦日子，你过不
惯的。 ”

我说，我偏不！

爱的代价是尝尽疾苦，你准备好了吗？

� � � �

你愿意将一辈子的幸福押在
他未知的未来上吗？ 不是劝你世
俗，而是现实太残酷。

初恋的美好谁都希冀，爱情的
甜蜜谁都向往，但，你毕竟是人不
是神，只要是人就会败在面包上。

或许你会觉得世俗很令人生
厌，但你想想，在生存压力如此巨

大的今天， 仅靠爱情能够当饭吃
吗？ 当然你可以和他一起艰苦奋
斗，过着居无定所，食不果腹，衣
不遮体的日子，吃尽人间疾苦，你
真的准备好了吗？

如果你坚强有能力， 也愿意
和他一起直面困苦的生活， 即便
他不能出人头地， 你也能靠自己

得到华服美屋，并和他坦然相处，

那未必就不是另一种幸福。

但如果你不是呢？ 那不如早
点放过他， 免得以后你老觉得自
己牺牲了没得到想要的回报，委
屈万分， 而他也得背负爱情的重
担和生活的重压， 大家都难以快
乐。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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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导读：他是大
学开始的初恋、他对云
蕾关怀备至， 他也勤
奋，但很差的家境不仅
不能给他帮助，反成了
舍不掉的负担。 父母的
坚决反对、现实的残酷
无奈，都让云蕾越来越
难承受。 （文中人物均
为化名）

� � � �初恋时

只要爱情

得知我和夏元恋爱，同
宿舍姐妹都大吃一惊， 看他
穿着打扮， 就知家境一定不
好。难道就看中他个子高点？

可感情这东西， 真的说
不清楚。我自己家境挺好，衣
食无忧， 对物质的追求其实
并不那么执着， 想要的就是
一份纯粹的感情而已， 希望
有那么一个人， 全心全意地
爱我， 把我捧在手心当个宝
呵护着。

我至今还记得他向我表
白的样子。晚上上课，下课之
后，我就回宿舍，没注意到他
其实一直跟在后面。 直到我
去小卖部买绿茶回来， 路上
落了单， 他才从小树林里冒
出来， 喊了我一声， 我有点
愣，继而就问他什么事。他递
来一个小东西给我， 而后就
飞也似的跑了。

这算什么啊？ 我打开一
看，是个手机套，画着一条可
爱的小龙。 还塞了一个小纸
条：上次我坐你后面，偶然听
到你和同学说想换个小龙的
手机套。送给你吧，希望你喜
欢！

我当时就忍不住笑了。

他真是用心， 还看准了我的
手机型号，买了个很合适的。

我们在一个系不在一个班，

上大课才能碰到。回忆起来，

好几次， 我上大课时都觉得
背后有人在看我，几次转头，

就碰到他的目光， 他看到我
看他，赶紧低了头，装作记笔
记。

以前没怎么留意过他，

但从那以后，我却留了心。他
成绩不是最好的， 但从不迟
到早退，话也不是很多。藏在
人堆里，并不出众。但不知为
何，他那憨憨怯怯的样子，打
动了我。

初恋时， 爱情才是唯一
的标准，我觉得自己很幸福。

累了

仍不忍放弃

这事却对夏元打击很大， 本来
他就不大自信。那一阵，我俩见面次
数少了，也就发发短信和网上聊聊。

没多久，他忽然跟我说，要不，咱们
分开吧，我也觉得配不上你，就算你
愿意嫁给我，我拿什么娶你呢？房子
肯定买不起的，更别说其他了。

他的态度让我有些失望， 我赌
气说，分就分！ 谁怕谁！

但坚持不到十天， 他就又主动
联系我了，我也舍不得，甚至想着，

实在不行， 就先怀孕然后逼父母同
意。 他觉得不妥，我劝说，他又有些
犹豫。 最后还是劝我放弃，“如果真
那样做，只会让你父母更恨我的。 ”

他说得有理，我就没再坚持。

坚持到去年
10

月，我决定和父
母摊牌， 说想和夏元结婚，“买不起
房不要紧，我们租房住，以后日子肯
定会慢慢变好的。 做人不能太势利
了！ ”

老妈的盛怒可想而知， 见我急
赤白脸地和她争执， 还说出那样的
话，她第一次打了我一巴掌，而后气
哭了：“我心心念念为你打算， 你反
说我势利眼……” 我也知道话过头
了，只好辩解不是那个意思。

终于，老妈收了眼泪，对我说，

“你执意要嫁给他，也行。 以后就不
要再回来了， 我和你爸不会去参加
你的婚礼，更不会给你一分钱。以后
你要生了孩子就自己带， 我不会去
帮忙。 我们死了以后， 财产都捐出
去，不会留给你。 你自己想好。 ”

和夏元还是分分合合地继续
着， 以后如何， 我开始动摇和迷茫
了。表面上我很倔强，但其实心里总
觉得父母会帮我的。 以前一直坚持
着，也有和父母赌气的意味，觉得自
己的事该自己做主。 可老妈的话让
我不得不正视现实了。 爱情真的不
如面包重要吗？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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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诉人：苏云蕾，

25

岁，某事业单位职工

记者印象
苏云蕾开始说想见面

谈谈， 后来又很有顾虑，“会
不会大家都骂我嫌贫爱富？ 可
这么拖延着，真的很难受。 ”

两天后， 她抽空在网上讲
出自己的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