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懒孩子变勤记

■吴红梅（东莞）

昨晚，梦中。仍在那个小山村，母亲
赶着去割稻，我在忙着做家务，一天地的
稻香鸡鸣。醒来顿悟：唯有不老的灵魂能
在时空中自由穿梭……

六月初，我刚刚结束了一份新的工
作。去年底，受累于前一份工作的琐碎与
对未来的无望，我毅然结束在旁人眼里
离家近、薪资还过得去的工作，希望找到
一份工作能倾注有生之年的所有热情，
绽放仅余的光芒———当时离我四十岁生
日仅隔十天。上一份工作还在尾声，收到
了这一份工作的邀请，当时没有太多考
虑，心里暗自思忖，希望自己能在新的工
作中释放出一点能量。

然而三个月的时间让我明白，这个
公司更加没有我要走的路。老板只需要
对他的指示反应灵敏的人，每一步每一
个细节都必须按他的指示来，似乎只有
他才能保证对的结果，但如果真的有坏
的结果出来，在他看来也是因为他的细
节要求没有执行到位。可想，这样的格
局，完全没有供我发挥的空间。

这显然离我的初心有太远的距离，
于是又一次离职。这是我的职业生涯里
最短的一份工作。

突然歇下来，才发现人生已过半。这
么多年，一直匆匆走路，不敢停留半刻，
总是怕一旦停下来，就缺了继续赶路的
那份勇气。

所以忍耐，所以坚持，只为保持一份继
续前行的力量。然而人到中年，我却能这般
决然地离职，在别人眼里是一份洒脱，唯有
自己明白：这会儿比年轻时更多一层迷茫。

母亲已不是梦中那般正值壮年，而年
少的孩子们还正在仰望着我。唯有灵魂，虽
在负重，但仍前行。恍若身处那个开满栀子
花的小山村，从那里开始，又一次出发。

从四十出发

孩子读高中了，什么家务活都不会干，
也不肯干，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衣来伸手，
饭来张口，俨然少爷一般。我们无数次劝他
做家务，并列举了不少做家务的好处，无奈
他都无动于衷。

有一次，老婆出国公干去了，半年以
后才回来。晚上快下班的时候，我在微信
上对孩子说，从今天起，我要连续加班一
个月，叫他做好饭菜等我，并教他怎么买
菜，买什么菜，怎么淘米做饭、怎么炒菜
等等，每一个步骤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孩
子有些懵了，说：“您明知道我不会做饭，
这不是赶鸭子上架么？”我苦口婆心地
说：“我和你妈辛辛苦苦地干活，还不是
为了这个家？归根结底，还不是为了你？
你要学会做个勤劳的好孩子，解决一些

我和你妈的后顾之忧……”孩子勉强答
应了。

下班后，孩子按我微信上的吩咐，买
菜、做饭、炒菜……

一会儿，我又发微信给他，让他先吃
饭，吃完饭顺便拖拖地，抹抹桌子，把晾在
阳台的衣服收回来叠好……孩子再次懵
了，说：“您明知道那些家务我都没有做过，
为什么还非要我做？”还好，在我的再次谆
谆教导下，孩子答应了。

我加班回来，面对满桌饭菜以及擦得
锃亮的地板和桌椅，乐得合不拢嘴：“孩子，
你太厉害了，谁说你不会做家务？你看，饭
菜飘香，地板拖得干干净净，可以当镜子照
……”夸得孩子有些不好意思，抿着嘴笑起
来。我特意把孩子烹饪的饭菜拍照，发给老

婆看，老婆惊喜万
分，啧啧称赞，连说
难以置信。孩子烧
的饭菜虽然说不上
可口，有的菜炒焦
了，有的菜太咸，但
我吃得津津有味。

从此，孩子每天放学回来第一件事就
是买菜做饭，然后拖地，抹桌子……时间一
天天过去，孩子的厨艺一天天在提高，做其
他家务的质量和速度也一天天提高。

一个月后，我终于不用加班了。下班
后，和孩子一起买菜、做饭、拖地……其
乐融融。这天晚上，我和孩子吃完晚饭，
一起做完所有家务，然后问他对做家务
有什么感想，他想了想，感慨地说：“其

实，一家人一起做家务蛮幸福蛮温馨的。
还有，我发现做家务能锻炼身体，有减肥
的功效。”

我欣慰一笑，说出一个“惊天”秘密：
“其实，我之前假装要加班，一下班就到一
个朋友家喝茶聊天，等你做好所有家务才
回来，目的是迫使你学会做家务，一是摆脱
对我们的依赖，自力更生；二通过做家务，
增强你的动手能力和责任心……”

孩子恍然大悟，心悦诚服地频频点头。

他网名叫“真水无香”，我们都叫他
“无香哥”或“无香老师”。虽然彼此并不认
识，但因为有相同的爱好，也能坦诚聊天。

他是一个开朗、无拘无束的人。他会
舞蹈，会拉小提琴，爱吹口琴，爱好诗文，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艺中年。他曾经有过
让人羡慕的生活，却遇上被妻子卷走所有
钱财的惨痛往事，半生努力却依然半生飘
零，因为性格耿直，工作也丢了。如今，他
为了生活，为了心中的那个梦想，在街头
卖艺，拉小提琴。但他从不妄自菲薄，从不
为自己的现实焦虑、难过，而是开心地与
大家分享自己拉的小提琴曲，分享在街头
拉琴时遇到的好心人和有趣的事。

偶尔，他也会表现出彷徨、伤感，有
时，某些有优越感的人说些自以为是的
话，他以为是瞧不起他，于是说些酸溜溜
的话。

他常常耍帅、摆酷，在他身上有阳光
和孩子气的一面，笑看人生。有文友带着
孩子去看他，在深秋的广州街头，身上背
着琴盒的他和孩子开心大笑。时逢双十
一，我说我的淘宝小店在双十一达到三万
营业额就去广州听他现场演奏，给他加油
鼓劲。当时只是随口说说，并没有特别强
烈想去的想法，所以说了一个无法达到的
数额。无法成行，无香老师略表遗憾。

渐渐地，无香哥有了知音，经常有人
入迷地听着他的琴声，也有人请他去某一
个地方专门演奏。有时，城管都不管他了，
好的时候一晚也能挣三四百，似乎一切都
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猝不及防地，他消失了，像一滴水，滴
进茫茫沙漠里，不留一丝痕迹。

一开始，他说腰痛，可能是长时间挺
直腰板拉小提琴导致的。大家叫他好好休

养，治疗。过了两三天，他说还是没有好
转。然后就再也没有在群里说过话了。
QQ 空间最后一条说说写着腰痛严重恶
化了。半年过去了，再也没有更新和回复。

不知是他的身体出了很大的问题让
他无暇顾及别的；抑或是他的人生有太多
的不如意，一直强装坚强和开朗地承受
着，而腰痛就像最后一根稻草，把他压垮
了。不管什么原因，如果以后再也没有他
的消息，我会很后悔没有去听他的演奏，
跟他说一声你很棒，加油！也许不能改变
什么，但内心能安宁一点。

无香哥身上有我，有许多有梦想有追
求，奔波劳碌却一无所有的人的影子。虽
然生活艰难，但要坚强地活着。所以不管
他遭遇了什么，只希望他能走出来。

我盼望着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无
香老师悄悄出现，说：我回来了。

每天清晨上班总是经过寸金桥，也总
是看到一位算命先生，先生五十多岁，双
眼失明，失明的双眼凸出眼球，样子有点
吓人。他总是一大早就安坐在小凳子上，
一根拐杖把一块写着“算命”的红布压在
地板上，撑着一把伞，静静地，静静地。

这样的情形，我曾经熟视无睹，后来
我觉得，这样一个男人也挺不容易的，便
开始留意观察起来。很少有人来找他算
命，偶尔我也会碰上几个人围着他。先生
有时由一个妇女牵着拐杖送他到桥头，安
排妥当后，女人就离开；有时候，穿着简
陋、身体瘦弱的先生自己拄着拐杖摸索着
来，自己摆好摊位，像塑像一样安坐着，等
待着。

路上人来人往，经年累月间，没人过
多关注先生，大家似乎都把他当成风景，
寸金桥头的摆设。也许是，算命的生意不
是甚好，先生晚上开始在桥头卖唱，一张
凳子、一个音响、一个袋子，还有一根类似
扁担的拐杖。他唱起歌来，声音洪亮，底气
很足，只是没有音乐伴奏的歌声，听起来
极为粗糙，可他依然拿着麦克风卖力地唱
着老歌，很少停歇下来喝点水。虽然粗糙
的歌声引来很多人的注目，但少有人驻
足，偶尔有人往他的袋子里投钱。

先生的演唱水平不怎么样，但他的算
命能力如何？我无从得知。他能对别人的
命运先知先觉，可他能预算自己的前世今
生？一个残疾的大男人还自食其力，我们

有些正常的人却贪图安逸而想不劳而获？
他粗糙的歌声背后透露出许多悲凉，有谁
知道他的身世、哀怨和故事？

先生应该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的歌
声多多少少地透露出些许的复杂情绪，这
其中饱含着世道的沧桑、人生的坎坷、命
运的悲欢、自我的哀叹。

我无从猜测。夜晚，只见先生拄着拐
杖，摸索地收拾东西，身心疲累地回家，那
毫无表情的脸庞和瘦弱孤独的背影，无端
端地让人生出丝丝隐痛来，也无端端地让
人生出些许怜悯。

不过，我看着清瘦而逐渐消失的背
影，却发现他背后闪现着对命运不屈的光
芒，不禁肃然起敬。

家长里短

如果还有机会

■钟七香（佛山）

随笔小札

算命先生的歌声

■谢武奇（湛江）

感悟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