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馨的
关门声

我是一位快递小哥。
一天， 天气很冷， 我去南苑

小区送快递。 为节省时间， 我一
进小区就逐个打电话， 让收件人
下楼取快件。 这个小区共有四个
快件。 前三个， 收件人都说马上
就来， 唯独有个叫 “陈虹” 的女
士说： “我腿脚不便， 家里就我
一个人， 你能不能帮我送上来？”

我当然没有理由推辞。 当我
爬到五楼的时候， 只见她已等在
了门口。 原来她是一位拄着双拐
的老人。

“辛苦了， 小哥。” 她善意地
笑笑。

我说声 “不客气”， 就把快件
交给了她。 正当我要离开的时候，
她却说： “今天天冷， 进屋喝口
水吧！”

我犹豫一下， 但还是随她进
了屋。 只见桌上， 她早已泡好了
半杯茶。 我落座后， 她才将茶杯
添满。 我心里一阵感动， 这位老
人的心真细！

一杯茶下肚， 我顿时感到身
上暖和了许多。 闲谈中， 我知道
她是一位退休职工。

稍坐片刻， 我就要离开。 她
把我送到门口 ， 却不急于关门 。
待我下到二楼时， 才听见她轻轻
地把门合上。 外面寒风彻骨， 但
我能感觉到她温情的目光。 这个
关 门 声 ， 一 是 “ 缓 ” ， 二 是
“轻”， 比 “正常” 的关门声迟了
许多， 也轻了许多。 从这件小事
上， 我感到了这位老人的善良和
热情， 同时也感到了她对我的信
任和尊重。 温馨的关门声， 使我
记住了她。

半月后的一天， 又有她的快
件。 这次我没打电话， 就直奔她
家。 开门后， 她同样请我进屋喝
茶。 我说： “今天很忙， 就不进
屋了 。 谢谢 ！” 她同样不着急关
门， 关门声很迟， 也很轻。 由此
可以判断， 她已经养成了这种良
好的习惯。 不光对我， 对任何人
她都是这样。

送客关门， 是我们日常生活
中的一件小事。 然而， 关门声却
能反应出一个人的修养和心态 。
沉重的关门声， 常常会使我们心
里 “咯噔” 一下； 而温馨的关门
声， 常常会温暖我们的心田。 或
许， 冰冷的关门声并不是关门者
有意而为之， 但毕竟会让人感到
心里不舒服。

所以， 从细微处尊重一个人，
就像一朵雏菊， 虽然开得很平常，
却也能散发出缕缕清香， 让人感
到温馨。 我相信， 每个人都会有
这样的感受和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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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甘也能共苦
共苦更该同甘
敬重多劳能者
能者自然多劳

敬能者

（外一首）

本版邮箱：
zhoumolvyou@126.com

□荆卓然

坐听夜雨

懂 得 惜 物 15
2019年
8月31日
星期六

劳
动
者
周
末

文
苑

责
任
编
辑

博
雅

版
式
设
计

李
媛

版
式
校
对

刘
芳

“自从买了吸尘器， 清扫变得马
虎 ； 自从买了冰箱 ， 食物常被浪费
……” 近日， 读到日本作家花森安治
的这些文字， 深有感触。 这不正是我
们当下的生活吗？ 不知从何时起， 东
西不再耐用， 不再被珍惜。 铺张浪费
的行为充斥着社会与家庭的各个角落。
从一粒米饭、 一杯水到一件衣服， 甚
至是一套家电……

小时候， 生活比较艰苦， 都以节
约为荣， “新三年， 旧三年， 缝缝补
补又三年” 口口相传， 人人践行。 我
上初中时 ， 还经常穿打补丁的袜子 ，
外公外婆的外衣上更是常见大小不一
的补丁。 那时， 外婆炒菜倒完油， 总
要用手指抹一圈油瓶口， 然后放进嘴
里吮一下， 生怕浪费。

渐渐地， 生活所需不再稀缺， 生
活水平越来越高， 日子越过越好。 从
小孩到大人， 从平常百姓到富豪显贵，
大家对勤俭节约的意识开始淡薄。 很
多人认为节约就是小气， 觉得生活水
平提高了， 就该讲阔气、 讲派头、 讲
排场 ， 很少提及珍惜和节约的美德 。
下馆子， 不多点些菜、 不剩点儿东西，
似乎就觉得不大气、 没面子， 担心遭
受旁人的异样眼光； 走在马路上， 人
人光鲜亮丽， 衣服淘汰频率越来越高；
垃圾桶里经常堆满各种被丢弃但依然
能用的物品……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 人们自觉惜
物。 或许是穷怕了， 一旦进入不再必
须惜物的时候， 大家对物品好像有种
“报复” 或 “暴殄天物” 的心态。 以前
扔掉一件东西的理由是 “不能用 ”

“损坏了”。 衣服穿不了， 也得想法子
改一改再利用。 现在呢， 一句 “不适
合 ” “不好了 ” 就随意扔掉 。 坏了 ，
丢了便是 ； 旧了 ， 一扔了事 ； 腻了 ，
立马换新……

虽然经历苦日子的老人们会劝导
子孙、 邻里要勤俭节约， 但浪费的现
象很难一下子 “刹住车”。 更何况现在
生活变好后， 大家对惜物的态度已发
生翻转， 惜物不再是令人称赞的品行，
反而有时会被人诟病。

结婚时买了个双人布艺沙发， 5年
来， 被小儿涂上颜料和油渍， 但并不
影响使用 。 每次客人来 ， 总有人问 ，
为何不换新的， 或委婉地开导， 生活
不要太节省。 起初， 我都会摆出自己
的态度： “还能用， 没有必要更换。”
可传来的却是对方捉摸不透的眼神 ，
抑或再次 “好言” 相劝。 慢慢地， 他
们再问时 ， 我便回答 ： “正准备换
呢！” 但就是想不明白， 一件还能用的
旧家具， 为何非要换掉？

我安慰自己， 或许现在的风气就
是如此吧。 惜物已是小气、 抠门、 没
本事的表现。

去年， 乡下一个堂叔进城。 尽地
主之谊带他玩了两天。 感觉招待还是

比较得体。 没料到， 几日后， 母亲从
乡下打来电话， 说堂叔回去跟村里人
讲， 我在外混得不怎么样， 连着几天
都是穿的一套衣服。 我哑然失笑， 无
言以对。 两天的招待， 吃住都没有问
题， 却因一件旧衣认定了我的生活近
况。 这未免太片面了吧。

妻子听后， 埋怨道： “让你把那
些旧衣扔了， 买几件新衣， 就是不听，
又不是买不起。 连我爸妈都说你穿得
太寒酸。” 原来， 不止乡下堂叔， 就连
城里的岳父母也一样， 被虚荣浮躁的
风气同化了。

一个朋友也曾开玩笑：“都像你这
样，一件衣服穿几年，那服装店早倒闭
了。 ”我想，惜物与发展，应该没有逻辑
关系。 惜物不会阻碍发展，发展也不是
靠浪费的陋习换来的。不管是自然生长
的草木，还是社会生产的衣食，这世间
万物皆来之不易，应该珍惜。

懂得惜物的人， 内心一定是柔软
的 、 慈悲的 。 正如花森安治所说 ，
“‘惜物’ 这件事 ， 没有柔软的心地 ，
做不到”。 珍惜自然的馈赠， 珍惜彼此
的劳动， 珍惜自己的选择， 惜物就是
积德纳福。 不管什么年代， 惜物都是
优良品德， 值得传承。

□汪亭

心情一直阴沉沉的
眼睛里噙满了雨水

窗外真的就下雨了
一滴一滴的泪水
落进麦田 落到房檐 落到心间

湿润的夜色里 一盏孤灯
陪伴着一个人的寂寞

雨落大地

滴答滴答的雨水声
不厌其烦地叩问着大地

忽然想起小时候玩泥巴的游戏
你和我把水浇入干旱的泥土里
泥土就有了生命

那些丑陋不堪的泥猫、 泥狗……
陪伴着两个 “泥娃娃”

此时此刻 大地就是教室
雨水的滴答声就是老师的授课声
我坐在这个大课堂中
认真倾听和翻译着这神秘的节奏
心里有了莫名其妙的疼痛

巧者胜
赶鸭上架 烤鸭挂炉
时代翻新 巧者胜出

天性来自哪里
荤素各有所需
一时疏忽看管
又少一只母鸡

性难改

秋鱼肥
秋风催绿水 鱼跃眼馋人
耐性张罗网 稳收入篓鳞


