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绝活】

人生在世，每个人
都想要幸福地生活，想
把日子过得活色生香，
那就要练就一手谋生的
绝活。虽然获得绝活的
过程艰难，但唯有如此
才能有安身立命的资
本，生活才会变得丰盈
饱满。

——徐新

立秋一过，天气便一天
天变得凉爽起来。特别是晚
上，一丝丝温柔的秋风，不
时从窗外吹进房来，让人好
舒爽。彼时，泡一壶绿茶，找
一本心仪的书来读，让劳累
了一天的自己，心沉静下
来。

——刘昌宇

【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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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时代，每个人都被手机麻
醉着，爱人和女儿也一样。我和朋友
抱怨着，她建议我，全家人都在时可
以对手机进行集中管理。见我满脸
困惑，她解释道：“每天下班回到家，
把全家人的手机都放到一起，除了
接听电话，谁也不许动手机。”“那要
错过重要消息怎么办？”我追问她。

“相信我，真有急事，大家还是习惯
打电话的。你一晚上不看手机，不会
影响什么。”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们家开
始执行。把手机放到门口鞋柜上，进
行集中管理。

刚开始执行时，我需要追着他
们俩要手机。没了手机，爱人去厨
房做饭，我到卫生间洗衣服，女儿
回房间写暑假作业，大家全都能做
到一心一意了。大家忙各自的事
情，也就暂时把手机忘到了脑后。
可吃完饭，收拾完餐厅和厨房以
后，我们开始满屋转，不知道做点
儿什么好。

于是，我决定收拾房间，从阳台
干起。第一天，趁我和爱人忙碌的时
候，女儿偷偷地拿起手机靠在门上
看了起来，被去卫生间洗抹布的爱
人看到了。他走过去把手机从她手
上拿走，放回了鞋柜上。我故作不
知，喊她来阳台帮忙。

从那以后，女儿没有再偷偷地去
看手机。

那几晚收拾房间的过程中，女
儿给我们讲了很多在学校里的趣
事。我们说笑着把家里的每一个
角落都彻底打扫了一遍，连屋顶
上的扣板都擦拭得干干净净。每
天都忙到很晚，我却丝毫没觉得

累。
渐渐地，我下班回家时，爱人和

女儿的手机都早早地放到了鞋柜上。
爱人去厨房做饭，女儿在房间里上网
课。我把自己的手机和他们的放到一
起，然后进厨房给爱人帮忙。

饭后，我们坐在沙发上，陪女儿
一起看电视节目。偶尔遇到她看不
懂的地方，爱人细心地给她讲解，从
国际局势到抗洪抢险的英雄事迹，从
国家政策到身边的利民小事，说得头
头是道，连五官都显得神采飞扬起
来。爱人这样的状态我已许久不曾见
过，似乎从有了智能手机，我们就没
有这样认真地聊过天了。

现在，我们已经完全适应了手
机集中管理法。晚饭过后，无论做什
么，都全家人一起行动。

最近，我们迷上了读书。泡一壶
花果茶，每个人占据沙发一角，捧读
自己喜欢的书，偶尔遇到精彩的故
事或者语言优美的段落，就读出来
分享一下，谈谈自己的感受。若能获
得共鸣，分享的人就会非常开心，偶
尔遇到意见有分歧时，就清晰表述
自己的观点，然后认真地辩论一番。

不经意间回头看，放下手机以
后，我整个人都变得平和了。在家
里，再也看不到每个人捧个手机精
神萎靡地歪在沙发上的情景了，我
们的业余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连笑
容都多了起来。

有位哲人曾经说过，所有成长
的秘诀都在于自我克制，如果你学
会了驾驭自己，你就有了一位最好
的老师。我们不妨从放下手机开始，
努力自律，你会发现，生活处处有惊
喜。

花开诗旅

秋日遐思
■杨亚爽

烟雨弥漫，滴滴落在眉间
收藏这绵密的雨
用秋日迷人的色彩
涂抹这季节里浓浓的诗意

守望旧日的美好光阴
在朦胧的秋雨中
随着起伏的落叶缓慢放映
用心灵化作笔墨
刻画秋日最柔美的一面

留存一段青涩又甜蜜的温馨
关于这份秋日的感怀

微写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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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采莲】

秋日，是采莲时节。
此时若身处江南，赏采莲
美景，当是快事。自古江
南水道纵横，湖塘遍布，
秋日采莲，也是水乡人家
的寻常事。小舟出没，渔
歌互答，轻折莲蓬。真是
满湖风情荡漾，风光迷
人。

——方华

人生感悟

那口老井
■张芸溪

说起夏天，忽然想到外婆小院里的那口老
井。

那时候，老井是喧闹的。绕着井边，外婆栽
种了月季、枣树、桂树和李树，还种了一片小
菜园，到了夏天，那些浓浓的绿色，在金色光
芒中使出浑身解数，张开每一片叶脉，撑开每
一条经络，让它们的生命发挥到极限。

外婆在井边放了个桶，与人方便，与己方
便。桶一侧挂个石锤，外婆打水时将桶放入井
中，另一只手拉住井绳，然后两只手一前一后放
下井绳。桶先是漂浮在水面上，由于石锤的重
量，桶身侧翻，井水源源不断灌入桶中，尔后桶
快速没入井水中。外婆拉起井绳，双手快速交叠
把水桶拉上来。

我小的时候，村里没有自来水，屋内柴火灶
边有一口大缸。我印象中外公每天早早就出门
挑水，他每次都要摘两片大叶子盖在桶上，否则
一桶水荡来荡去回到家就只剩大半桶了。

老井最热闹的时候就是炎热的夏天。暑气
蒸腾，外公从田里干活回来，人恹恹的。他来到
井边，打上一桶水，双手扶在桶沿，俯下身，把脸
埋进桶里。凉快过来，他猛地从桶中抬起头，抹
一把脸，然后双手握住桶沿，一把举过头顶，冰
凉的井水从头顶淋了下来，凉气从头灌到脚底，
身上的汗顿时没了。那时候我觉得外公还很年
轻，眼里是井水清澈的光，神采奕奕。

乡亲们也都如此。众人在井旁，轮番把水往
头上灌，享受着透心的凉意，井边流淌着恣意的
生命张力。夏日的井边总是笑声朗朗，现在想起
来都还在耳畔回荡。

相比白天，老井的夜晚更热闹。太阳炙烤
了一个白天，小院地面热辣辣的，用老井的水
多浇几遍，就感到清凉舒爽。屋内实在是闷
热，黄昏的小院尽管还有暑气，但有风，便觉
凉爽一些。傍晚时分，外婆把桌子搬到小院
里，在外面吃饭。

晚饭后，乡亲们陆陆续续来到小院。外婆早
早吩咐我搬出凳子和椅子，围着老井摆放好。外
公把家中的电视机搬出来，乡亲们就挨着坐在
长凳或椅子上，摇着蒲扇，赶着蚊子。有时候，外
婆会去田里采一些艾草，来熏蚊子。

外婆拿着西瓜出来，是外公傍晚刚从地
里摘的。外婆用碎布条编了井绳，下端吊着橡
皮桶，把西瓜放进桶里，然后慢慢用井绳把橡
皮桶浸没在井水中，井绳另一端用重重的砖
头压着。泡了井水的西瓜，吃的时候带着丝丝
清凉。

乡亲们在小院里天南海北地聊天，大抵是
这个时候的庄稼长势，哪家的猪又不肯吃食，
顺便感叹着他家的运气不好……笑着说着，大
家一天的疲乏就散了。有时候大家也都不大说
话，只有播放电视节目的声音。我依偎在外婆
怀里，很快便睡着了。

井底的水倒映着月亮和星星，还有熟悉的
父老乡亲。对于老井，我总是有一种刻进心底的
深深眷念，那便是浓浓的乡情。

家里有莲
■郭之雨

青莲家的大院子里，那么多蔬菜，那
么多绿，那么多花，那么多惊艳，足够值得
青莲去欣赏。可青莲最钟爱的还是石榴树
旁边的水缸，还有水缸里的莲和鱼。

水缸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盛过
水，醉过枣，放过粮食，无论从哪个角
度说，都可以说是一直为一家人服务
着。到了现在，在院里放口水缸已经显
得不协调。孩子建议，不如放满一缸自
来水，学司马光砸缸。缸破了，水净了，
瓦片扔了，院子也会变得敞亮了。青莲
的男人说：“不可不可，用来养莲吧。”
孩子问：“为什么养莲？”男人说：“因为
你妈妈叫青莲啊！”

青莲的男人着手去办这件事。他从
坑塘挖来淤泥，和朋友讨来莲苗，只取一
株，他希望的颜色是红色。花开后果真是
红色，这让他惊喜连连。青莲又去市里水
族馆买了红红黄黄的几条鱼，这给他们
明丽的日子又加了几分亮色。

这株莲很懂人意，每年夏天刚开
始，院子里的水缸里就出现了莲的身
影。从水中冒出的叶子，有的贴在水

面，有的立在水面，有的没入水里，有
的靠着缸沿。叶子有的像圆形的绿色
盘托，有的像一把绿色小伞，形态各
异，美丽至极。纤细的茎托举着的红
花，向光而生。风越过围墙吹进来，花
朵在风里像仙子翩翩起舞。

莲该醒醒，该睡睡，不惧咄咄逼人
的黑夜。当天色变暗，花朵渐渐闭合，
它把自己的心事包裹起来。可是，青莲
的心事却被搁置在几百里或是几千里
以外，因为她的男人肯定还在路上。他
为了这个家，跑大车谋生活。青莲刚结
婚时和他一起跑，风餐露宿，两人为
伴。有了孩子以后，她便不再出去，为
他守着家。

莲高贵、美丽，是梦幻和美的化
身。今晚有月，月亮皎洁地贴在天边不
动，院里已是一片月白。忙碌了一天的
人们，在静静的夜色里安然睡去。月光
轻纱一般罩着青莲和院子里的莲花，
虫蚊嘤嗡，青莲还不能去睡。她和男人
有个约定，男人不论在哪个方向，不论
车跑多远，家才是他的念想和目的地。

她要等到他电话或者信息，方能踏实
地去睡。如果哪一夜男人忘了，她会醒
着等一夜。

家里有莲，心里有念。青莲打理着
自己的院子，等待着一家人的团圆。

幸福了吗

百姓茶坊放下手机
■张晓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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