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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清朝才子沈复写的《浮生六记》，感动于那段
平凡人的恩爱和悲欢。沈复与陈芸的爱情虽是平常
生活，却可以美如诗情画意，他们一生平凡却心无羁
绊，超于尘俗之上。

沈复，字三白，清乾嘉年间苏州人，出生于衣冠
之家，父亲幕僚一生，先是生活小康，尔后家道中
落。他虽是平民百姓，没有功名，却是个多才多艺
的知识分子。沈三白家计清贫，有段时间甚至是饥
寒交迫，他和妻子陈芸却志趣高尚，情投意合，始终
不渝。他们吟诗、作画、郊游、聚友、烹肴、兴趣昂
然，意兴飞逸。后来历尽坎坷，天人永隔。陈芸死
后，沈三白“从此扰扰攘攘，又不知梦醒何时耳”。
贡生杨苏补于冷摊购得他的手稿《浮生六记》，出版
发行，才让人知晓世上曾有沈三白其人其事。而那
时，《浮生六记》只剩四记。《浮生六记》分为《闺房记
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后两记《中
山记历》和《养生记逍》怀疑是伪作。《浮生六记》记
的虽然都是日常琐事，平淡无奇，然情真意切，没有
忸怩作态，更无学究之气，灵秀冲淡，读来如清风徐
徐拂面。

“其形削肩长项，瘦不露骨，眉弯目秀，顾盼神
飞，唯两齿微露，似非佳相。一种缠绵之态，令人之
意也消。”这是沈三白初见陈芸的情景。那夜，陈芸
给他吃自制的腌菜暖粥，吃得正香时，陈芸的堂兄
挤身而入，戏谑笑道：“我要吃粥你不给，原来是专
门给你夫婿准备的！”当时沈、陈二人就脸红了。原
来，美满姻缘竟然可以以一粥而引之。两人成亲

后，度过了他们人生中最幸福美好的时光。他们的
爱情并不惊天动地，也非旷世绝恋、千古名唱。那
种爱情隐藏在最平常最细微的日常生活中。夫妻
饮茶畅谈，陈芸说：“杜（甫）诗锤炼精绝，李（白）诗
潇洒落拓；与其学杜之深严，不如学李之活泼。”春
光里，沈三白欲携陈芸远出郊游，陈芸巧扮男装，见
人问则以表弟对之。呵呵，竟无人识得出来。夏
日，陈芸头戴茉莉花，沈三白戏谑说佛手为香之君
子，茉莉为香之小人，何以亲小人而远君子，陈芸笑
着说：“我笑君子爱小人。”夫戏妻谑，笑俗为雅。忍
不住羡慕沈三白，他有着这么一位美妙的妻子，更
情不自禁连声赞叹陈芸，她于日常细琐之事中，处
处透露着灵慧巧妙，诗情画意。有一次，陈芸捡回
一堆峦纹白石，在宜兴长方盒中叠成一峰，若临水
石矶状。自己动手种植白萍，石上植茑萝。到深
秋，岩间茑萝悬壁，水中白萍大放，好一幅“流水落
花之间”。沈三白小酌，不喜多菜。陈芸用二寸白
瓷碟六只，自制梅花盒。启盒视之，如菜装于花瓣
中，一盒六色，二三知己可随意取食，食完再添。书
楼夏天太晒，陈芸用数根黑柱横竖搭错，中间以旧
布条裹缝。既可遮拦饰观，又不费钱。沈三白和朋
友于外观花，发愁饭菜冷热。陈芸灵机一动，从城
中雇来馄饨担子，推来烹茶暖酒热饭。酒肴俱熟，
坐地大嚼，各已陶然。林语堂极力地赞美陈芸，说
她“集古今各代女子的贤达美德”，是“中国文学中
最可爱的女人”。

不料，小夫妻的恩爱竟然成为遭妒之由。沈家

的家教很严。初始的时候，陈芸处处小心，后来渐渐
放松了，在公开场合也和沈三白并起并坐，就有人看
不顺眼，慢慢起了闲话，沈父和沈母终于将沈三白和
陈芸一同遣出家门，他们只能寄居于友人家里。两
年后，沈父又接他们回家。然而，家道逐渐衰落，陈
芸身体衰弱，遂悄悄去乡下调养。而这一去，陈芸竟
病愁难融，客死他乡。此前，陈芸乘夜舟去乡下，与
儿子逢森告别，逢森忽大哭叫：“吾母不归矣！”后竟
真成永诀，直叫人扼腕泪下。

陈芸对珠宝并不在乎，往往大方送人，她对破书
残画却极为珍惜，她不爱钱财，追求着更高的精神境
界。居于陋室，依旧心情恬淡，在最平常的柴米油盐
中，也能营造出“夜半涛声听烹茶”的情趣。连一块
臭豆腐，居然吃出了至情至性。这让苦难和沧桑都
显出了美的光彩。真是难得。

“乡下七月，与芸于柳荫下垂钓。购菊花植遍，
九月花开，陶然其乐。芸喜曰：‘他年当与君卜筑于
此，买绕屋菜园十亩，课仆妪，植瓜蔬，以供薪水。君
画我绣，以为诗酒之需。布衣菜饭可乐终身，不必作
远游计也。’”这才是真正脱却了名缰利锁的人。夫
妇二人把心力放在对自然万物的欣赏中，放在欣赏
彼此的兰心慧质上，不太贪图物质利益。

俞平伯说：“《浮生六记》像一块纯美的水晶，只
见明莹不见衬露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的痕
迹。”最寻常的生活解悟了幸福和美好的真味。正是
这样的平常人的寻常爱情和寻常生活和如此寻常生
活里的情趣，才真正的动人心弦，美好如画。

寻常生活里的情趣
●王吴军

斗指丙为大暑，斯时天气甚烈于小暑，故名
曰大暑（北斗斗柄指向未位之时）。三候，腐草
为萤，土润溽暑，大雨时行。大雨使暑湿减弱，
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正所谓物极必反。

腐草为萤，不是一种传说，而是大暑节气的
一征侯也。有的人认为，是草腐败了，生出了
萤。其实不然，而是因为，这萤子，把卵下在草
上，到了大暑时节，这草腐烂，此时的气温与湿
度，正适合这萤卵孵化。于是，夜晚我们便可以
看到流萤来往，增添了无限的情趣。然而，有流
萤的夏夜，在扑流萤的当口，却时时隐伏着意想
不到的恐惧。那便是灵火（磷火，又称鬼火）的
存在了。那是不远处的废河埂上乱坟岗子里，
成片的蓝幽幽的火光闪闪被我们看到了。看到
了不打紧，倒是曾被告知，看到了，却总有不吉
利的存在。因那时，人们的知识无从解释灵火
的存在，只有让迷信钻了空子。现在好了，知道
了是在大暑节气，一年最热时节，骨磷在近四十
摄氏度便自燃。有了风，便肆意的顺着那风流
闪起来，而且人行有风，这火便跟着人行。早时
的人们，便以为鬼追人，愈发增加恐惧感了。古
人读书勤奋者多。囊萤映雪的故事，便是一个
很好的反映。说的是晋代有个叫孙康的，家贫，
冬夜映着雪光读书。也是在晋代，有个叫车胤
的人，家里贫，夏夜练囊盛萤，借萤火虫的微光
读书。（事见《初学记》卷二引《宋齐语》、《晋书·
车胤传》。）“轻罗小扇扑流萤”那是深宫怨女的
事，大热天星空下，追逐萤火虫找乐子，是小孩
子事。

而萤火飞飞之时，那些在白天劳累了一天
的人们，为着明天的“奋战”，早已经进入了梦
乡。

是的，“禾到大暑日夜黄”，“大暑不割禾，一
天少一箩”。对于农村来说，一年中最紧张，最
艰苦，顶烈日战高温的“双抢”战斗便拉开了序
幕。“早稻抢日，晚稻抢时”。早稻收割，晚稻栽
插，人们是在跟时间赛跑。在大集体时代，生产
队与生产队之间比进度。“农业学大赛”的精神
余绪还在，一种赶超的精神还夹杂在无比的忙

碌之中。记得那时，大队在下放知青的协助下，
办了一份油印的《“双抢”战报》。报道在“双抢”
战斗中的各小队的进度和表现优秀的好人好
事。更利用田间地头的小喇叭喊出来。于是，
这份小报，在这火热的天气里，给人们的热情
再添上一把火。人们不分白天黑夜的连续作
战，一个个像充了气的皮球，仿佛没有了疲倦，
为的是走在别人的前面。然而，即使你走在了
前面，你也不忍歇下来。怀着一份无私的大
爱，受着小报中的某种鼓动，整队的劳力，自豪
地前往别队支援。而后来，分田到户，而“双
抢”尤在。只不过由集体战斗变成了一家一户
的单打独斗。没有了集体的组织与鼓动，可那
干劲儿一点也不减。唯一不同的是，家中几乎
是全员参与。

我的高中时代，丝毫没有今天高中生那种
百般娇气，每年的暑假都要回来，经受一下炼狱
一般的“烤验”！割稻，掼稻，拔秧，插秧，各种农
活都来，而且是因为外行而格外出力的那种。
我常常挑着一担湿稻子，总有百把甚至近二百
来斤吧，咬着牙从没膝深的水田泥中挣到田埂
上，再光着脚板在逼仄的打滑的两边都是茂盛
的豆棵子干扰的田间小路，走上一两里路，把稻
子送到谷场上。那一瞬间，就是我一生中，最艰
难时刻了。可是，即使挣命，我也总得要把这稻
子送到位，一者，为了家里的进度，二者，作为一
个年轻的小伙子，总不能丢人现眼吧。可当听
到人们说，一个念书人，能这么吃苦，真不容易
啊，这时，我心里很满足。不管如何，我还得感
谢这种超体力的体验：它告诉了我，人的一生，
没有过不去的坎！

再一个，就是磨练了我的顽强意志。在生
活中，有几个比较好的习惯我长期地坚持了下
来。我为自己点个赞。

“东边日出西边雨 道是无晴却有晴”（唐，
刘禹锡《竹枝词》），夏天的雨啊，就是这样，让你
捉摸不定。当人们正在田间热火朝天地干着。
忽见西南边云山堆起来了。于是，听到队长哨
响，立刻，每个人都丢下手中的活，朝打谷场跑

去。这场子里，可是他们多少天来劳动的成果，
满场的黄澄澄的谷子呀，可不能被雨淋着。人
们跑到了，什么扫把，铲子，簸箕之类，随便拿起
什么工具，朝着一个目标，就是把稻子堆起来，
盖起来。人多杂而不乱，效率高，这便是所谓的

“抢暴”吧。可有时候，大雨来得太快了，还没有
赶到场子上，大雨便铺天盖地，一场子稻被雨浇
了个遍，让人痛心疾首，一个劲地埋怨队长或天
气预报。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万众一心，
协力合作，充分体现了同村而居的村民之间的
高度的默契或者说一种生存本能。也往往如
此，一些平时有些隔阂的人，经过这一场短暂的
磨难，一笑泯恩仇了。可能是因为，在这个一心
向公的场面，彼此看到了对方的优秀之处而忽
略了平时的芥蒂了吧。

在暑假里，自家忙完了田里活，其余“则熙
熙而乐”了。（柳宗元《捕蛇者说》）。有人说，此
时最惬意的是，自己家的田里活忙完了在树荫
下凉快，而看到别人家还在暑热中坚持着。这
话虽有点自私，却也是现实。是啊，自家忙完
了，也是精疲力竭了。想帮人家一把，往往是堕
性战胜了激情，倒也可理解。而我呢，此时可以
在蝉声里，在安静的房间里，继续我的课业了。

“何以销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怅物，窗下
有清风。”（唐，白居易《销夏》），写得多好啊，那
便是，一个人，如果没有不切实际的非份之私，
内心自然是平静的。在当今世界，缤纷繁华，而
古代士大夫的境界，不正是我们的一种行为圭
臬吗？在这暑热里，经过一番奋斗后，追求一种
心灵的宁静，不是很好吗？

“人情正苦暑，物怎己惊秋”（宋 司马光《六
月十八日夜 大暑》），大暑之后，立秋便至。立
秋到来，一片绚烂而又硕果累累的季节，给我们
另一番的热爱。而在这大暑来临之际，我和几
个志趣相投的人，游走在中国的东北，祖国江山
碧透，边疆祥和，给了我别一种的大暑体验。是
啊，人生不就是这样吗？我们就是生活在想像
和异趣之中，从而感受到了丰富与多彩。比方
说，我写以上文字，回忆旧时，反而温馨。

忙里有闲话大暑
○ 周吉富

刚结婚的时候，和婆婆的关系一
直很平淡，两个人没有太多的话说。
久而久之，我们的婆媳关系因为一些
家庭琐事产生了隔阂。老公夹在我
们中间，受尽了苦头。看到老公一天
到晚的在外奔波，晚上回来还要受我
和婆婆的气，我真有点心疼，于是我
下定决心要和婆婆搞好关系。

婆婆是个农村老太，文化水平不
高，看电视有时对剧情都看不懂，可
是婆婆偏偏喜欢看戏，戏词有时连我
都没听懂，婆婆却已经知晓戏里所讲
的故事。就凭这一点，我决定带婆婆
去看场戏。

前段时间，丈夫去外地业务培
训，只剩下婆婆在家里来陪我，于是
我打算带她去看场戏。正好我在整
理书桌的时候，看到书里夹着两张单
位为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发的戏
票，我高兴的拉着婆婆就出发了。

别说，这一招还真管用，婆婆看
完戏不停的叫好，婆婆拉着我的手，
像个孩子似的要求我以后有时间就
陪她一起看戏，我心满意足的答应了
下来。后来有一次回乡下老家，到邻
居家闲坐的时候，邻居夸我：“好妮
子，这么懂得带你婆婆去享受。听说
你婆婆进城的时候，你带她去很豪华
的大戏院看戏了。你婆婆回来，还是
好一顿地夸城里的大戏院呢！”后来
遇到了婆婆的几个好姐妹，也听到了

“进城看戏”一事。我这才发觉，在我
看来非常平常的一件事，在婆婆看
来，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从那时

起，我和婆婆的关系缓和了许多，我
决心再接再厉，直到和婆婆完全融洽
才好，我就开始不停的想一些能讨婆
婆欢心的方法。

常常在韩剧中看到这样的情节，
老太太三天两头在儿媳妇面前抱怨：

“人老了就想吃点好的，也不知为什
么嘴就那么馋。”其实，不只是韩国的
老太太嘴馋，中国的老太太也一样。
别忘了，食物是最好的沟通道具。于
是，我就开始实施美食“冲击法”。

我推掉了许多和朋友的约会，带
上婆婆去吃她没吃过的小吃美食。
虽然有时候这些美食不一定和婆婆
的胃口，但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嘛：“吃
人的嘴软。”得不到称赞，相信她也不
会说你的不是。

婆婆是个烹饪高手，有时我们在
外吃过的美食很合我们的胃口，婆婆
就建议我们自己买材料回家自己做
着吃，还可以省下一笔。听了婆婆的
话，我们俩就开始了菜肴的研究工
作。一来二去，我和婆婆有了共同的
话题，我们的同窗之谊就产生了。老
公下班回家，品尝着我们婆媳俩的杰
作，看着我们有说有笑的场景，老公
的脸上也泛起了久违的欢笑。

以后的生活更加的和睦了，我还
教会了婆婆上网，有时也会陪她一起
逛逛街，购购物，生活的不亦乐乎。

看到我们如此的场景，我深刻的
体会到，其实讨婆婆欢心是一件对她、
对我、对我们整个家庭来说都非常好
的事情，我已陷入其中不可自拔。

儿子刚上初中，学习一下子紧
张起来。为了让他安心学习，家里
新换的笔记本电脑被老公设置了开
机密码，以防止他独自在家时无节
制地上网。

在设置密码的时候，旁边会有
密码提示，是为了防止忘记密码而
自我提醒，比如：生日，节日，纪念
日。记得刚刚设置的时候，正是奥
运会开幕的日子，老公就把这一天
设置成了密码，只是数字顺序颠倒
一下。儿子打开电脑，进入到要输
入密码的页面，提示显示“奥运会”，
他想了想，输入了奥运会开幕时间，
不对；闭幕时间，也不对；奥运会字
母全拼，还是不对。儿子着急上网，
打电话说急着查找学习资料，从老
爸口中套出了开机密码后最终得以
进入。

老公回来后，修改了密码，设置
成李白的诗《望庐山瀑布》最后一句

“疑是银河落九天”中每个字的首字
母。儿子上网，再次“卡了壳”，提示

“李白诗”，儿子在心里把会背的李
白诗默念了一遍，也不知道该输入
什么。晚上吃饭的时候厚着脸皮
问：“老爸，李白的哪句诗？”老公心
领神会，神秘地一笑，口吐莲花般地
说出那七个字。真相大白，儿子也
笑了：“这么简单啊，我把李白的《侠
客行》都背完了，还是不知道该怎么
办！”老公哈哈大笑：“权当学习了！”

密码泄露了，还得改，几天以后
老公改成了我的生日。儿子的玩儿
心可不改，总想着趁我们不在尽情
遨游网络。密码提示“生日”，谁的
呢？首先输入自己的，不对，再想别
人的，一个也不知道啊。当然不能
问我俩，他也挺有心眼儿的，拿起电
话，居然打给了奶奶！奶奶一听是
打听生日，乐颠颠地把生日告诉了
他，还一个劲儿夸他是个好孩子，有
孝心，懂事呢！可是一输入，不对。
于是如法炮制，再打给姥姥，一番夸
奖又不可避免。终于得到了我的生
日，也得到了密码，晚上吃饭的时
候，儿子问我：“老妈，你生日刚刚过
去一星期，怎么不过生日啊？”我随
口说：“忘了过了。”儿子郑重其事地
告诉老爸：“以后咱俩要想着给老妈
过生日，有两个男子汉在，不能让家
里唯一的女士受委屈啊！”

知道我当时的心情吗？激动
啊！没想到一次密码大战，让儿子
懂得了关心别人，悄悄地、狠狠地瞪
了老公一眼，用眼神告诉他：瞧瞧
哦，儿子比你强！老公也没想到，一
个简单的密码提示，成了儿子学习
和情感交流的平台。在这场密码大
战中，我想收获最多的还是儿子，收
获了知识，懂得了亲情，也知道了爸
妈的良苦用心而变得有节制地上
网，我想这也是程序设计者没有想
到的。

火车上，一位大姐喊我到她下铺坐着聊天，喊我一次我摇
头拒绝，喊我两次我还拒绝，喊我三次时，大姐“噗嗤”一下乐
了，说，年龄大了，眼神不好，认错人了。她年轻时那可是火眼
金睛，凭借一双慧眼，替妹妹选了个好老公呢。

大姐东北人，性格豪爽，看外貌瞧不出年龄，听她讲话，得
知她已退休，这次是和几位老姐妹外出旅游。

火车路过某县时，大姐说这是她妹夫的老家，谈起她妹夫，
大姐话匣子打开了——

当年她所在单位离军营很近，军民经常搞联谊活动，有位
团长见大姐善谈，便托她帮几位快复员的老兵介绍位本地姑
娘，他舍不得这群老兵返乡，想让他们留在此地结婚安家。

大姐立马包揽了下来，但她要先看看这群老兵长啥样，心
中有数了，好帮他们介绍姑娘。其实大姐是有私心的，她想先
挑个最好的介绍给自己妹妹。

那天，大姐和团长约好，到团长家“初选”。客厅坐着十几
位战士，一个个又黑又壮，都穿着绿军装，大姐看花眼了也没挑
出一个与众不同的。

大姐自知妹妹心气高，一般人瞧不上，必须给她找一个放
在人堆里一眼能瞅得到的。大姐转身要离开时，发现门后还坐
着一位战士，长得倍精神，眉眼间有股儿英气，大姐一眼便相中
了。问，你干吗不到里面坐着呀？

对方回，我条件不好，个头不高，家庭也不行，老家山区
的。放在战友群里，是最不出众的一个，就不参加相亲活动了。

这番话，加深了大姐对他的好感，当场定下了他和妹妹的
相亲日期。

那天妹妹一见面，没看上兵哥哥。大姐不听她这套，甩下
一句话：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当初父母给我包办
婚姻，现在父母不在了，长姐如母，你这婚事我非得给你包办了
不可！

妹妹急得跳脚，和大姐翻脸，大姐忙哄她说，随便你吧。我
要上班了，等面醒了，你帮我把馒头蒸了。

说完大姐转身离开，还顺手把大门锁了。妹妹和兵哥哥都
被锁在了门内。

等大姐下午下班回到家，面都醒满了盆，妹妹和兵哥哥还
在屋子里聊呢。大姐一看便知道两人有戏。

妹妹果然相中了兵哥哥。
妹妹当时在油田上班，有正式工作，可妹夫却非要回原

籍。大姐打包票说，一定帮妹夫找一份正式工作。
但妹夫死活不肯留。大姐见状，忙找团长来劝，团长说，脱

了军装的不归我管。
大姐急眼了，问，当初托我给老兵介绍对象时，是为了留下

他们呀，咋人没留住，还“拐走”了一位姑娘？
团长哈哈笑道，他可不在相亲之列，是你硬要选他当妹夫

的。
事到如此，大姐只能由着妹妹，妹妹最后还是跟着妹夫回

到了小山村。
妹妹生了孩子后，第一次回家看望大姐，大姐去火车站接

站，找了半天愣是没找到。妹妹喊她时，她都不认得妹妹了，又
黑又瘦，一副乡下妞的打扮。大姐心里一阵难受，当初那个时
髦的城市女孩不见了，都是她当初包办的婚姻害妹妹吃苦。

大姐说啥也不让妹妹回去了，托人给妹妹和妹夫在市里找
了工作，希望他们留下来。但再好的工作也没留住两个人，他
俩住了几天后，又带着孩子回去了。

大姐说，最近几年，妹妹一家可了不得了，在当地是数一数
二的有钱人，妹夫搞养殖发了家，后又开公司，现在公司规模还
不小呢，解决了当地很多人就业。

我问大姐，为何当初敢包办妹妹的婚姻？
大姐笑着说，我老伴就是复员军人，我当初也没看上他

的模样，可拗不过父母劝。结婚后，发现他真是个好人。所
以呀，我还是想把妹妹嫁给军人，事实证明，我当初的眼光
没错。

一个很温暖的故事，浓缩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军人情结。
火车继续前行，不知不觉中，我已经坐在了大姐身旁。

密码大战
◆ 青衫

讨婆婆欢心
★刘卫平

替妹选夫
◎马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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