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剥 离

李凤仙

去年， 儿子上大学走的时
候，刚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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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生日，我们决
定去送他。 尽管他已经步入了
成年人的行列， 但一旦离开我
们，真的要飞了，我心中还是有
千般不舍。 犹如他出生时和母
体的剥离一样， 这一次他要和
我做一次人生的剥离。

一路上，他变得格外懂事，

总是抢着拿最重的行李， 似乎
一夜之间长大了。

迎新接待处，人流涌动，我
们很容易就找到了儿子所在
学院的接待点。 儿子坚持让我
们看行李，他一个人去办理入
学手续。 我的目光穿过涌动的
人流， 紧紧追随着儿子的背
影，他转眼就消失在纷乱嘈杂
的人群中。

半个小时后， 依旧不见儿
子回来，打电话，无人接听。 我
如坐针毡，心里开始担忧，怕他
找不到地方，又怕他办理不好。

我决定去找他，老公笑了笑说：

“你啊，他都那么大了，锻炼一
下也好。 ”他的声音很快淹没在
周围嘈杂的声音中， 不待他说
完，我已经起身离去。

我穿梭在拥挤的人流中，

四处搜寻着儿子的身影。 头顶
上的云杉树伸展着婆娑的枝
叶，在烈日下迎风招展。 南昌的
天气异常炎热， 尽管已经到了
九月份， 还是热得让人透不过
气来。 透过纷乱错杂的人流，我
忽然看到儿子熟悉的身影，便
惊喜地叫了一声。 儿子大踏步
朝我走来，他的脸热得通红，满
是汗水，上衣的后面全湿透了。

他笑着说：“都办完了，人太多，

排队等了很久。 ”看到他能够独
立完成一件事情， 我心中一阵
欣慰：儿子长大了。

在儿子离家的日子里，家
里一下子变得冷清起来， 我深
切地感受到了孤独的滋味，大
多的时间是在想儿子， 牵挂他
的衣食住行， 怕他照顾不好自
己。 每次打电话我都叮嘱他要
吃好，别舍不得花钱。

放寒假前一个月，儿子打
电话说提前买火车票， 我再
三叮嘱他买高铁或动车票，

但他坚持买普快车票， 我知
道他是嫌高铁票贵。 他是个
节俭的孩子， 很懂得体谅父
母的辛苦。

终于盼到了儿子回家的日

子，我还是放心不下，打电话叮
嘱他路上注意安全，钱包、证件
和手机要装好。 他应承着，很明
显在忍受我的唠叨。

那天去火车站接他， 是上
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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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我立在料峭的寒风中，

急切地在出站的人流中搜寻着
儿子的身影。 忽然，一个高高瘦
瘦的大男孩微笑着朝我挥手，

是儿子
!

他长高了，更�了，但是
看上去阳光灿烂， 浑身洋溢着
青春的气息。

母子相见， 亲切拥抱，喜
悦，激动，欣慰，各种快乐的情
绪交织在一起， 幸福的暖流涌
遍全身， 这种久别团聚的温暖
足以抵挡严冬的寒冷。

看着儿子日渐成熟的面
孔，我再一次觉得，儿子真的
长大了，他已经完全从我的生
活中剥离出去， 自立自强，独
挡风雨。

在我们的人生中， 每个母
亲都会面临和儿女的剥离，从
他们出生时肉体的剥离， 到他
们成人后生活的剥离。 让我们
微笑着目送他们离我们渐行渐
远，骄傲地看他们搏击长空，迎
接生活的风雨吧！

你也可以活得光鲜

李小燕
有一次，去一个城市办事。坐出租车，开车的是

个女司机，年轻、漂亮，衣着时尚。

善于与人交流， 应该是出租车司机的强项吧，

她也挺能说的。从言谈中，我知道了她的人生经历。

她在老家时，谈了一个对象，小伙子人老实，兄妹好
几个，家里穷。 她的家人说什么也不同意。 她很倔
犟，要死要活的，家人拿她没办法，只好同意了。 临
出嫁的那一天，她母亲对她说：“有你抓着脚脖子哭
的那一天。 ”婚后，那个小伙子变成了她的男人，因
为家里穷，她就和男人进城打工。 男人给人家开出
租车，她什么苦都能吃，给小饭馆刷碗、择菜，摆地
摊卖小饰品，进超市当理货员。后来她怀孕了，脚肿
得厉害，也不肯请假休息。生活最艰难的时候，她曾
偷偷掉过眼泪。看到开出租车收入高，也比较稳定，

她也学会了开出租车。她和男人就像两只勤劳的小
蚂蚁，每天早出晚归的。 渐渐地，他们有了一笔积
蓄，就买了一辆出租车。 她白天跑车，爱人夜里跑
车。 如今，他们在这座城市买了房子，有两个孩子，

大的是个女孩，已经上高中了，小的是个男孩，刚上
小学。 如今，他们也算在这个城市扎下了根。

听说她女儿都上高中了，我真有些不敢相信。她
怎么也不像一个四十岁的女人， 她是那样年轻、漂
亮、充满活力，看上去顶多三十几岁。 她说：“我看得
开，人生也就短短几十年，何不善待自己呢？ 我每天
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自己心情好，乘客看着也
养眼。 ”没有在暗夜里哭泣过的人，不足以语人生。她
无疑是我见过的最美丽、活得最光鲜的出租车司机。

我喜欢雪莱的一句名言： 如果你过分珍爱自己的
羽毛，不使它受一点损伤，那么你将失去两只翅膀，永
远不再能够腾空飞翔。人生有梦不觉寒。纵观那些在各
行各业表现优秀的女性， 无不用十二分的热情对待工
作和生活，她们骨子里有一种不服输的倔犟，她们热爱
生活，向人们展示的永远是自己积极、阳光的一面。

也许你从没想过，她们像花一样尽情地、姿意
地绽放生命中的美丽时，也给这个世界带来一抹亮
丽的色彩。可是，为了这绽放，她们付出了常人一倍
甚至几倍的努力。为了给自己加油、充电，她们每天
学习到深夜才睡觉。 为了美丽，清晨她们很早就起
床梳洗、妆扮自己，然后衣着光鲜、信心百倍地在人
们的视线中闪亮登场。

家有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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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花心情

韩芝莲
自年前阳台上绿植被寒雪

冻伤后， 我心里一直想再买些
来养。 可买花如交友，可遇不可
求。 寻寻觅觅，几个月下来一直
没遇到可心的。

今天下班， 刚好途经南菜
市，青葱绿菜、红果满车的街巷
边繁花似锦， 让我惊喜得一下
跳下了车子。 只见芦荟、茉莉、

吊兰、绿萝……浅浅淡淡花红，

枝枝条条绿意， 如同漫着春色
的花园。

我弯着腰， 孩子似的不停
在花间看着，闻着，笑着，一会
儿端端这盆，一会儿看看那景，

皇帝选妃般挑来挑去， 最终选

中两盆绿萝放入车篮， 然后又
把一盆红冠顶头的“鸿运当头”

抱在了怀里。 就这样，我一手抱
花， 一手扶着车把， 欢喜地回
家。 一到家，我便急忙给它们浇
水。 眯眼细瞧， 伸着绿手的绿
萝，好像抖抖肩膀，又长高了些
许。 我呵呵笑着，把它们一一放
在阳台小桌上， 让它们呼吸着
自由的空气， 沐浴着阳光的温
情，听着风的歌唱，就这么安家
了。

而那盆“鸿运当头”，我更
是把它当贵宾对待， 栽种在一
个二尺高的陶瓷花盆里， 放在
窗边， 就好像一个红酒高脚杯

里长出了一株绿色的杏。 搓着
手上的泥巴， 我独自在阳台上
乐着，笑着，一如遇到久别重逢
的故人， 聊着那永远说不完的
话题。

一月一知事，我心花自知。

养花，其实就是养心情。 当累了
倦了的时候， 一个人与花默然
相对， 其实就是生命最好的沉
吟。 一叶心情，两瓣花语，那些
茫然与失落早在自我审阅中变
为了一种生命的成长与欢欣。

正如你我停下忙碌脚步时，一
个人，一杯茶，一本书，一个小
凳就着一窗花事，品读生活，品
味人生的美好。

再来一瓶
堂妹的儿子才四岁， 有次看病需要输液，结

果输完一瓶还有一瓶， 他苦着脸问妈妈为什么。

妈妈说：“医生看你乖，就给你再来一瓶啦，是不
是很值呢？ ”

结果第二天再去医院时，他一见到医生就说：

“医生，我知道我很乖，可是真的一瓶就够了！ ”

热心的帅哥
走在路上，被一位大妈骑着电动车从后面撞

倒了，疼得我直流眼泪，大妈慌了。

这时突然跑过来一个帅哥，特别紧张地关心
我道：“能站起来吗？”我点点头，然后帅哥愤怒地
指责大妈，言辞很犀利。我听不下去了，说：“没什
么事了，别为难大妈了，她也不是故意的。 ”

只见帅哥瞬间开心地对大妈说道：“妈， 没事
了，不会讹咱了。 走！ 我载你回家。 ”

（综合）

开心一刻

起来一粥一饭，躺下一被一床。

人就一块大肉，不必胡思乱想。

———老树画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