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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三年前，老妈拿出多年的
积蓄， 在村里开了个小卖部。
小卖部里日用品、副食等一应
俱全。我们姐妹都觉得老妈太
辛苦，劝她不要做了。她却总
说：“趁着我腿脚还利索，多干
点事，累不着！”

老妈一天到晚都在忙，偶
尔闲下来，就开始给我们讲她
的生意经。 她说：“我开这个
小卖部，除了赚点小钱，也是
为了解闷。 不能把赚钱当做
唯一目的， 要不然就钻到钱
眼里了……”

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
做的。那次，老妈要进货，打发
我到小卖部去看着。 这时，李
婶来买毛巾， 我给她拿了一
条， 却说不清这种毛巾的价
格。 李婶说：“这种毛巾我买
过，13块钱。”说着，把钱给了
我，拿起毛巾走了。一会儿工
夫，母亲回来了，我把卖毛巾
的事告诉了她。她说：“这种毛

巾是卖过13块钱，不过进货便
宜了，早就卖12块了。”我说：
“没事，就差一块钱，买了就买
了。”母亲说：“那可不行，咱不
能这么做买卖。”后来，母亲还
让我把一块钱给李婶送去了。

有一段时间，村里的其他
小卖部都在卖孩子们吃的一
种小食品。那种小食品用五颜
六色的袋子装着，两毛五进价，
卖五毛钱，对半赚。孩子们经常
来老妈的小卖部找这种小食
品， 可是她的小卖部却没有
卖。老妈清楚，这种小食品没
有生产日期， 吃起来辣辣的，
还有股哈喇味，所以她坚决不
卖这种东西。不仅如此，她还
经常向村民们宣传，孩子们吃
的东西可不敢马虎，虽说没有
吃坏肚子，但是肯定对孩子不
好。后来，老妈进了一种质量
很不错的小食品，也卖五毛钱，
但是这种小食品进价贵很多，
四毛五进价， 只赚五分钱。很

快，这种小食品就在村子里“占
领了市场”。母亲总说：“有人看
到村里富裕了， 孩子们都有零
花钱，就专门赚孩子的钱。不管
咋样，不能坑孩子。赚黑心钱，
是要遭报应的！”

村子里有些老年人腿脚
不方便， 母亲还会送货上门。
村西的李奶奶腿不好，她家离
小卖部最远，母亲经常利用晚
上的时间去她家看看，看她缺
什么东西，第二天再送过去。

由于老妈讲信誉，服务周
到，所以小卖部的生意一直很
好。三年过去了，我们帮老妈
盘点了一下小卖部的盈亏。可
没想到， 老妈赚的并不多。不
过老妈依旧笑呵呵地说：“没
事，有赚头我就知足了。再说，
我还赚了心安呢！” 我说：“对
呀，您还赚了一份快乐呢。”妹
妹说：“就是嘛，您还赚了好人
缘呢。”

■马亚伟

孩子进入“叛逆期”，恭喜你
今天在小店吃早餐， 人不多，

邻座说话听得清清楚楚，仿佛无锡
城“松鹤楼”上乔峰与弟子的谈话
被段誉听到了。

说话的显然是一位母亲，正为
孩子进入“叛逆期”发愁，在向同事
请教该怎么办。“叛逆期”这个词往
往是家长们说孩子“进入叛逆期
了，不听话啦”、“好像到了叛逆期，
不服管了”之类。

其实，对那些孩子进入“叛逆
期”的家长，我要说一声“祝贺”，道
一句“恭喜”，因为这是好事，如同
孩子能站了、会走了、说话了、长牙
了。而且孩子们的“叛逆期”来得越
早越好！

“叛逆”是什么呢?无非也就是
质疑家长的命令、 挑战规则的权
威， 无非是孩子多问几个为什么：
“为什么要听你的？”“为什么要按你
说的做？”“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
要那样？” 无非是违反一些家长和
社会加给孩子的一些“小规矩”。

对此，我们应该高兴，这意味
着孩子长大了， 有了自主意识，有
了独立观念， 有了自己的见解，并
不觉得因为吃的住的都是父母的，
父母就是绝对正确的，并不觉得老
师说的就应该照着做，会考虑行为
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以及指令来源
本身的“合法性”，这是智力成长到
一定阶段才会有的，是孩子变得聪
明的表现。我相信家长们不会希望
孩子永远像“提线木偶”一样。

当然“叛逆期”也是最考验家
长气度和能力的时期，是家长与孩
子共同成长的黄金期。用潘恩的话
说，“这是考验灵魂的时刻。”

与孩子共同成长，绝对不仅仅
是因为有了小孩，家务事多了，然后

学会了合理安排时间， 花销大了然
后知道了精打细算， 更不仅仅是因
为要长时间抱小孩锻炼了肱二头
肌，而是对人生、对社会要有更深刻
的领悟。

当小孩子反问：“我为什么要
听你的呢？”家长能做到不生气，不
暴跳如雷，而是心平气和，觉得这
个问题是迟早要面对的，认为这个
问题是个好问题，用孔子表扬弟子
的话说是：“大哉问”， 伸出大拇指
给小孩子点个赞，这需要胸襟。

如何准确回答好这个问题，则
检验家长的能力。 需要家长会反
思，思考一下刚刚自己这个要求是
否必要？是否合情合理？是不是为
了自己的面子？ 是否有科学依据？
还是看别人家孩子都这样所以要
求自己孩子也一样？或是为了弥补
当年自己的遗憾？是基于个人的偏
好，还是真的为了孩子好？表达方
式是不是需要改进？是否把孩子当
成了与自己平等的人？……

家长有没有思考，要求孩子做
到的自己有没有首先做到？禁止孩
子做的自己有没有带头不做？譬如
要孩子读书，自己是不是一有时间
就玩手机？要孩子不说脏话，自己
有没有一冲动就来句国骂？

把这些问题想清楚、 回答好，
家长就进步了。

因此， 要珍惜孩子的“叛逆
期”，这段时间，孩子是考官，家长
会被一次次面试。不妨把孩子当成
让自己鼓帆前进的风，抓住机会完
善自己，努力做到仅凭个人魅力就
能让孩子把自己当榜样、 当朋友、
当人生导师。 不要动不动雷霆大
怒：“反了你，老子的话你都不听！”

■甘正气

这时节， 最能养人胃腹的菜
蔬，莫过于头刀韭了。

话及韭菜，已经赶在春天的最
前列了，而那头刀的韭菜则属于积
极分子里面的先行兵。一夜春风与
清露，把韭菜养得旺旺的。

根似白玉，叶似翡翠，春天的
韭菜似二八村姑，比那小镇上的小
家碧玉要调皮些，性子里带着点儿
野味，令人欲罢不能。虽然四季里
皆能见着她们，但独初春刚冒出来
的韭菜馥郁清香，独特诱人。望着
绿意盈盈的小森林， 让人浮想联
翩，爱的情愫油然而生。

在《诗经·豳风·七月》也能觅
得春韭一丝踪影，“四之日其蚤，献
羔祭韭”，古时祭祀为大事，祭品当
然要用奇珍异馔，以表诚心。初春
的新韭弥足珍贵，以飨祖先，也是
一件快事。

古之文人骚客也多爱春韭，杜
甫有诗： 夜雨剪春韭， 新炊间黄
粱。 大诗人杜甫用春韭招待多年
未见的故交好友， 可见春韭在诗
人心中的偏爱。苏东坡曾写过：渐
觉东风料峭寒，青蒿黄韭试春盘。
在古时， 大约享受春韭也是一种
口福。诗者陈舜道也诗曰：得瑕分
畦秧韭菜，趁晴樊圃树棠梨。归田

园居是每个士大夫内心最终的追
求，三分菜畦，半日晴和，种韭植
梨，十分惬意。

韭菜是属于民间的，属于大众
的，聪明的家庭主妇们在春韭的烹
制上发挥极致，或剁成馅，混合虾
仁和鸡蛋皮，则成为白衣布丁们捧
之若星的三鲜饺子。 或做成韭菜
粥，健脾暖胃，米香与韭香融合，盈
满鼻腔，喝一碗，心生温暖，肠胃快
慰。或烙韭菜合子，此法袁枚在《随
园食单》中有载：韭白拌肉，加作
料，面皮包之，入油灼之，面内加酥
更妙。 读起来便让人垂涎三尺，更
遑论吃一口了，必定满口生香。

我母亲对做韭菜合子有自己
的独门绝技， 他人都是用凉水和
面，我母亲却用热水。在温度上的
这一点儿区别，则造成韭菜合子味
道上的天壤之别。我曾抱怨自己烙
的韭菜合子渗水，稀稀拉拉的不好
吃。母亲笑着对我说，你下次包的
时候再加盐，试一试。我半信半疑，
试验后，果然不再渗水了。

一盘新春的头刀韭菜， 一碗
喷香的米饭，一家人平安健康，这
样简单的饮食，朴实的日子，让人
心安。

■祝宝玉

讲故事

头刀韭

春来了，很轻很暖，蛰伏了
一冬的心事， 于季节的拐角处，
盈了一眸绚烂，轻舞飞扬。驻足，
聆听，谁的等待，行走在心上？

春，是绿色的，适合微风
细雨，适合小桥流水，适合蝶
舞花飞。

一空山野， 一仄微翠，一
泓相思的心， 每到这个季节，
世界不再灰暗， 满眼的绿，将
心，渲染到绚烂。此时，只想寻
一处清幽，栖息灵魂。

喜欢脱掉冬装后的轻松，
喜欢这柔暖所带来的怡然，仿
佛沧桑后的心， 尽享一份悠
然， 一切都在欣欣然萌动，包
括万物，包括爱情。

闲来倚窗， 看天高云远，
春，乍暖还寒，虽还未绿满枝
头， 却已是掩不住的微翠漫

溢，那情、那景，仿佛怀春的少
女，掩了一眸羞涩，就在犹抱
琵琶半遮面中含情脉脉眺望。
鸟儿叫了，溪水唱了，枝条软
了，偶有一脉轻风拂过，湿漉
漉的气息吻上面颊， 身心，平
添了几多柔柔的惬意。

爱上了漫步， 迎着阳光，
款步而行，心，随思绪起落；灵
魂，随暖意一起飞升。此时，不
必再因为生活的负累而压抑自
己，对着山谷喊一嗓，听幽幽回
声；对着太阳笑一笑，心里便是
满满的幸福和温暖。 此时，步
伐，可以是不急不缓；思绪，可
以是悠悠千古。随心而梦，随步
而移，哪里都是驿站，那一刻，
只愿，做最本真的自己。

爱上了微笑， 静静的，卸
掉所有的伪装， 天是暖的，心

是暖的，即使有那么一点点的
忧郁，也早已随风远去，心里，
只剩下湖水一样的旷达与明
镜。“春眠不觉晓， 处处闻啼
鸟”，“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
万树梨花开”， 吟一阕唐诗宋
词，醉了眸，醉了心。

想，此时，你那里也该是
小雨淅沥， 花飞蝶舞了吧？陌
上相遇，轻问一句：你还好吗？
此刻， 你是否也同我一样，盈
了一怀相思，静倚栏杆？

春来，等一场绿，在盼中；
等一场雨，在心上；等一个你，
在梦里！ ■红尘一笑

财知道

老妈的生意经

凌晨5点，窗外夜幕深沉，
寒露沁人。 要离开温暖的被
子，的确需要意志力。但一想
到可以偷得两个小时用来学
习，动力油然而生，掀被披衣
下床，一气呵成。

“偷时间”这个观念，获知
于著名翻译家许渊冲。一位满
头华发、 精神矍铄的老人。如
今， 他翻译的作品百余本，畅
销海内外。当《朗读者》主持人
董卿问他高产量的秘诀时，他
诙谐地笑了：“时间都是偷来
的啊。时间多了，作品自然就
多了。”原来，96岁高龄的他每
天工作到深夜，在短暂的几个
小时睡眠后， 凌晨4点又回到
了书房开始工作。

无疑， 每一份成功都是靠
时间积累而成。 作家葛拉威曾
在《异数》一书中提到一万小时

定律。 他说：“人们眼中的天才
之所以卓越， 并非天资超人一
等， 而是付出了持续不断的努
力。 只要经过1万小时的锤炼，
任何人都能从平凡变成超凡。”

像我等凡人， 每天为了生
计奔波，属于自己的时间真的不
多。 想要在某项领域变得优秀，
只有偷得时间，用勤奋来获取。

两年前， 为了实现作家
梦，我加入了一个写作网校培
训班。网校里卧虎藏龙，老师
都是知名杂志社的编辑和签
约写手，其中一位老师年发稿
量为2000篇。 第一次听说时，
我震惊了。一年才365天，发稿
2000篇，那一天得写多少稿子
啊。她在上班，并且还有孩子
要接送，陪伴，作业辅导。一般
的主妇为这些琐事早忙昏了
头，哪还有时间写稿子。

如果没有大把空闲的时
间任你驾驭，唯有偷———这是
我从这位老师的故事里学到
的。每天四点，她就起床开始
写稿，两篇稿子完成时，天刚
亮。午休时，别人在闲聊逛淘
宝，她在电脑前码字；晚上，别
人在电视机前蹉跎光阴时，她
和孩子开始了阅读时光；当大
家进入梦乡时，她又坐在了电
脑前。所有的写作时间都是偷
来的。她说，哪怕在等公交车
的几分钟，脑子里也可以飞速
打草稿。公交车到站时，一篇
故事已有了雏形。

上帝是公平的，你把时间
用在什么地方，就会成为什么
样的人。多偷些时间去做自己
喜欢的事吧，日积月累，也许
某一天，你就能成为想要成为
的人。 ■侯海霞

惊呆了

时间是“偷”来的

春，等一场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