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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冬香（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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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些美丽从天而降，让你猝不及防，

总有一些瞬间美丽无边，让你终生难忘。

而对于如何收藏美丽瞬间， 有一个办法

似乎可以一试：将它们一个一个地串接起来，

像摄像机的胶片一样连成一幅流光溢彩的图

画， 然后印存到你心灵的墙壁上。 独处的时

候，你可以像回放电影一样,拉开心幕放映给

自己静静观看，那将是多么快慰的享受！

所不 同 的

是， 有的人在

生活的滚滚红尘中少了些许敏感， 心灵不易

被撼动， 抑或就是少了些许心理准备， 当稍

纵即逝的美丽突然降临的时候手足无措， 两

者的结果都是轻易地忽略了美丽的存在， 只

能听任美丽的星星点点在易逝的生命里绽放

一个， 殒灭一个。

或许， 他们关心的是长久的丽日当空，

而对电光石火般美丽一瞬的流星并不感兴

趣， 所以也就不会有什么遗憾了。 但细腻而

多愁善感的人却懂得怎样将它们一个个如花

瓣般连缀起来， 编织成一幅精神天地的美丽

长卷， 时时回望之， 欣赏之， 在心旷神怡中

品味人生的美好。 这样的人， 注定是幸

福的， 他们的生活因拥有璀璨的瞬间而

绚烂多姿。

好好珍惜瞬间之美， 让美

丽瞬间美丽百年， 它会永

远带给你愉悦的感觉

和知足的年华。

“爸， 你和我妈一定要多吃茄子，

多喝绿豆汤， 一定要记住茄子要生吃，

豆子不能煮得开花， 光喝汤就行……”

“妈， 我给你买了本书， 养生专家写的，

你们一定要按那上面的吃……,听人家的

话准没错。 ”

以上就是前一段时间我和老家父母

电话书信的大概内容。 那段时间是我感

觉最有成就的日子， 我替爸妈找到了让

他们告别“三高”的“神医”，为他们寻得

了告别药瓶药罐的良方， 给他们的康复

带来了一个新的“春天”。

可让我始料不及的是， 这个用孝心

浇铸的火把，火焰还没跳跃几下，就被接

下来的几盆水给浇得只剩下冒烟了。 就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那个让我深感

相识恨晚的“神医”，变成了“神骗”。 一瞬

间，我不知该如何向爸妈说这件事。

然而，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爸妈他

们主动打来电话：“孩子，你知道不，那个

养生专家是假的，电视上刚才曝光了，你知

道不？ ”我一时语塞，“我……也是刚刚听

说。 ”“你把爸和我给害苦了，你是不知道，

那茄子生咬在嘴里干嚼下不去的滋味。 现

在世道乱了，你一人在外多注意点……”

老母亲在电话那边， 家长里短的又

唠叨上了， 我应付地接完母亲的电话，心

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一人孤身在外，不能

亲历亲为伺候爹娘，很多时候只能给家中

老人精神上的问候，言语上的孝敬。 没承

想， 却遭遇了“张悟本”。

看似只是“养生专家”个人的人生起

落，却把我的一份孝心卷了进去。 本想给

父母介绍一个“养生专家” 的食疗方法，

到头来， 尽心而为的一件事无意之间成

了“谎言 ” ， 而这无心的

“谎言” 恰恰正中我的软肋，

刺得我无还击之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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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最喜欢打着伞在雨中走， 这几乎成了一种嗜好。 与他认识

后， 他责无旁贷地充当了打伞的人。 然而最终她还是提出了分手，

因为她感觉不到恋爱的浪漫， 虽然他很忠实， 很爱她。

不久她重新认识了一个阳光灿烂的男子， 会送玫瑰花， 会抽出工作的

时间陪她玩。 她很高兴， 感觉朦胧羞涩的情愫， 在浪漫的空气中飞， 如果是在雨

天， 一定更美妙。

果然迎来了一场不期而至的雨， 打着伞， 她拽着他在雨中胡乱逛着， 突然

觉得有些冷， 仔细一看， 自己右手的衣袖被雨打湿了。 她轻轻握住伞柄， 悄悄

往自己这边拉了拉， 他却大叫起来： “你怎么打伞的呀， 我都给淋着了。”

说罢将伞猛地一拖， 遮住了自己， 却没留意到她的整个右肩全暴露在雨

中。

她被突如而来的雨水激了一下， 想起前男友来。 原来两人一起在雨

中漫步时， 她的衣服从没有打湿过， 她便一直以为一把伞足够遮挡两

个人的风雨， 现在才知道， 原来一把伞遮挡的面积有限， 如果要让一个

人不被淋着， 那么另一个人难免会被雨水打湿。

然而， 这是一把相同的伞啊！ 她终于明白了什么才是真爱，

她对他说， “你打着伞去上班吧， 我自己坐车回去。”

等他走后， 她往另一个方向跑， 不出所料， 前男友正在

曾经两人常去的地方留连， 她悄悄钻到了他的伞下。

爱情如伞， 他爱你有几分， 就会为你遮几分的

风雨， 只是这点需要我们用心去感受，

去领悟。

爱情如伞

孝心遭遇“张悟本”

□王涛（山东）

连缀美丽瞬间

□ 廖双初（湖南）

我在一所幼儿园任教， 园方打

算给孩子们打预防针。 小朋友们一

听要打针， 一下变得很恐慌。 为了

缓解气氛， 我给孩子们每人发了一

颗糖， 然后说： “其实打针一点都

不疼， 有些孩子之所以怕， 那是心

理在作怪。 现在请你们谈谈， 谁有

过打针不哭的经历？” 看来我发给他

们糖块起了作用， 不少小朋友开始

举起手来。

我一看张小宝把手举得最高，

便点着他说：“小宝， 那就请你先谈谈

吧。 ”张小宝十分骄傲地说：“过去我打

针，看到针头也害怕过。 可是自从我爸

提醒我说‘是小男子汉就要学会勇敢’

后，我再打针就没掉过一滴眼泪。 ”

我表扬了一番张小宝， 看李小妹

还在举着手，便问她：“小妹，你也有

过打针不哭的经历吗？ ”李小妹点点

头说：“是的，当时我吓晕过去了。 ”

沈亚轩开了一兽医诊所。 他的技

艺， 在连云镇方圆数十里， 有口皆碑。

亚轩不像一般的兽医， 残暴地对

待禽畜， 他就像医德高尚的医生对待

病人一样， 仁厚地对待禽畜。 有时碰

上疑难杂症， 他一时无法解决的， 便

回家搬床被子， 睡到猪栏或是牛栏

里， 静静地观察， 然后对症下药。 人

们常对他的荒诞行为以之为怪， 他总

说： 要赚畜生钱， 得与畜生眠啊， 何

况畜生好歹也是一条性命， 能救， 总

得救的！

那年夏， 亚轩肩生毒疮， 其大如

碗， 红肿坚硬， 疼痛难忍。 镇上名医

越秋先生看罢， 摇头说： 得加紧疗

啊， 弄不好， 会要你命的。 亚轩忙

说： 先生救我！ 越秋说， 我有一方，

可治你疮。 只是这药恐怕难得配齐，

好在你是兽医， 弄到这药应当不难。

亚轩接过方子一看， 心里便明白了，

他苦笑着说： 试试看罢。

亚轩往回走时， 经过菜场看到屠

夫正准备杀一头骨瘦如柴的病牛。 他

跑上去大声喝道： 刀下留牛！ 屠夫望着

亚轩说： 一条病牛， 杀他何妨？ 亚轩没

作声， 围着牛转了一圈后， 心中一惊，

但他马上又恢复了平静， 跟屠夫商量

说： 这牛如此瘦， 你杀不了多少肉， 不

如买给我， 回去慢慢给它调养。 屠夫赶

紧报了个高价， 卖给了亚轩。

亚轩高价买了一头病牛， 自然要遭

到乡邻的哂笑和老婆的臭骂， 但他不

怒， 他总是很真诚地说： 这牛的病完全

能医好， 我怎能忍心看着它遭杀呢？ 其

实他心里清楚， 这牛胆里有牛黄。 在当

时， 牛黄可是价比黄金啊。 然而， 亚轩

却并没有杀牛取宝， 而是天天配药给牛

服用， 即使肩上毒疮疼痛如割， 也照样

进行。 他一辈子跟牲畜打交道， 他是真

正的不忍心伤害它们。

慢慢地， 病牛就变得精神起来，

一个月后， 身上的膘也慢慢厚起来，

亚轩看了， 嘴边不由浮上一丝甜甜的

笑容。

但亚轩的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

终有一天， 毒疮迸发身亡。 据说临死

时， 他手里还捏着越秋先生给他开的

药方， 药方其它几味药倒也普通， 只

有一味牛黄难求。

兽医亚轩

□王恩亮（山东）

□丘脊梁（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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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肩膀

是我儿时的乐园

骑在他壮实的肩上

犹如骑着匹

永不困顿的马

父亲的肩膀

是赚钱养家的机器

一家人的温饱

是机器轰鸣的动力

父亲的肩膀

有一副担子

挑着我的梦想

从小学到大学

从乡村到城市

父亲浑圆的肩膀

被风霜雪雨磨蚀

变戏法似地

干蔫了松弛了

父亲的肩膀

□周国勇（广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